
通話教與學普

歷史有點謎

◆ 洪文正（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簡介：本會培育科普人才， 提高各界對科技創意應用的認

識，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機會參與國際性及大中華地
區的科技創意活動，詳情可瀏覽www.hknet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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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故事離奇 朱元璋留陰毒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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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Web3健康發展 保障與風險並存

從詞源開始學習普通話

通達學普
學習普通話，
要想學得有效，
準確地掌握詞語

的用法，深入理解詞語的起源和意涵是非常
重要的。以下給大家舉兩個例子。
「沖涼」在《現代漢語詞典》的解說是

「洗澡」，沒有地域上的分別。在南方，比
如廣州和香港，夏天濕熱，用水來淋浴，沖
走暑熱就覺得涼快。《實用廣州話分類詞
典》（1997）對「沖涼」一詞，有精確的描
述：廣州夏季炎熱，人們洗澡以取涼，所以
叫「沖涼」。從詞的本義看，「洗澡」着眼
洗乾淨身體，「沖涼」則講求涼快。
了解這些，自然能夠明白兩個詞語分別出
現在南方和北方的原因，用這兩個詞語時就
能更準確。

「癮」這個字分別收錄在粵語詞典和北方
話辭典中，流通南北地區。明清以來的文學
作品，慣常說「玩得過癮」、「辣得過
癮」。
「過癮」這個詞廣東人很接受，老派粵語
還創造了「過口癮」一詞，表示隨便吃喝，
意在解饞。普通話裏，過癮也可以說「過過
癮」。「癮」的構詞能力強，以「癮」成詞
的包括有「上癮」、「成癮」等，也有「藥
癮」、「網癮」以及「過足戲癮」。
普通話指有人嗜好某種事物、迷戀成癖、
常想接近的一種內在心理，叫「癮頭兒」，
如「您一天到晚下棋，癮頭兒可大啊！」知
道「癮」的這些意涵，使用起來肯定更加得
心應手，不用擔心會用錯了。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

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卑微的君主，曾做
過和尚，也做過乞丐，靠自己拚搏後，終於成為
明朝的開國之君。歷史學家經常評論朱元璋由於
出身卑微，因而對開國功臣十分猜忌，總害怕座
下的龍椅不保，於是，朱元璋藉機加罪功臣，以
防止任何篡位的可能性，其中以胡惟庸案和藍玉
案最為著名。雖然藍玉案和胡惟庸案確有其事，
朱元璋為人多疑也所言不虛。可是，明初有兩件
事我們確實錯怪朱元璋，一起看看哪兩件事。

「火燒慶功樓」是子虛烏有
火燒慶功樓的故事大約說朱元璋深恐功臣恃功
奪權，於是他下令建造一座慶功樓。待慶功樓建
成那天，他擺下宴席邀請開國功臣到樓中慶功，
暗地裏卻派人在樓下埋藏大量火藥和乾柴。當大
家宴席中杯盤狼藉時，朱元璋乘機離席，並且安
排手下引爆慶功樓下的火藥和乾柴，功臣連同其
他人全部葬身火海。
這段故事頗具戲劇效果，將朱元璋猜忌和陰險
的人物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可是，這件歷史故
事並不可信。首先，這件事影響這麼大，但在
《明史》和《明實錄》兩本官修正史均沒有記
載，這是不太可能的事。其次，火燒慶功樓被燒

死的那些開國功臣，每個人都有詳實的歷史記
載，沒有人被燒死。
其中，例如功臣耿炳文（1334年—1403年），
比朱元璋（1328年—1398年）本人更為長壽，顯
得故事更像無稽之談。經過學者的研究，發現這
段故事應來自明代小說《英烈傳》，寫書人為了
吸引觀眾，杜撰了一篇引人入勝但歷史上子虛烏
有的歷史故事。

「燒鵝害功臣」為無稽之談
另一件事是徐達食燒鵝而死。相傳徐達早年參

加了朱元璋的軍隊，與明太祖打江山、定天下，
成為明朝開國功臣之一。朱元璋由於害怕徐達功
高蓋主，為了保障家天下，想方設法剷除徐達。
1384年，徐達背上生疽。朱元璋得知此事之後，
立即派人前去慰勞，並同時帶上厚禮燒鵝。徐達
因為患上背疽無法吃鵝，但皇帝賜膳，不得不
食，最終食下燒鵝不久後病發身亡。
這段故事與火燒慶功樓一樣戲劇味十足，更加

有中醫醫學的支持。可是，可信度還是偏低。
《明史》的確有記載徐達晚年患有背疽，朱元璋
也有派人慰問，但未有記載賜食燒鵝一事。除此
以外，現代醫學知識告訴我們，沒有任何證據顯

示燒鵝肉和背疽有直接關係，更難以印證燒鵝肉
令背疽問題加劇，繼而令人身亡。
學者最後發現這段故事的記載多採自明人筆記

《翦勝野聞》和《龍興慈記》兩書，兩書雖具參
考性，但始終內容無法令人信服，學術界主流偏
向於認可徐達病死的說法。
兩則故事有三個共同點：第一是故事離奇曲

折，引人入勝；第二是故事在民間廣泛流傳；第
三是相關內容在正史均沒有記載。原因何在？大
概是民間對於朱元璋為人猜忌，誅殺功臣的形象
深入民心，當故事流傳到民間時，民眾很容易有
種「想當然」的結論，因而出現虛假之事卻膾炙
人口的情況出現。

◆追昔（歷史愛好者，中國研究碩士）

自古以來，
學者們都認為
漢 初 以 「 黃

老」治國，認為「黃老之學」在漢初曾風靡一
時。不過，由於歷史資料的缺乏，尤其是由於
「黃老」之中最重要的代表著作《黃帝四經》早
在漢代以後便失傳了，這就造成了人們對「黃老
之學」的種種誤解。
既然人們無法從《黃帝四經》中去了解「黃老

之學」的真實思想內容，漸漸人們也就只好牽強
附會地以「老」代「黃」了。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船山在《讀通鑑論》卷三評
述西漢「黃老」政治家汲黯時就認為：「黯之學術，專
於黃老。甘其食，美其衣，老氏之教也。」認為汲黯是
「老學」的信徒。而近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和思
想史研究家侯外廬先生也認為漢初的「黃老之學」
就是「老學」或「老莊之學」。
馮氏在《中國哲學史》第八章中說：「漢興，

黃老之學盛行，主以清靜無為為治，此『老學』
也。」侯氏在《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中也說：
「漢代在初期與末期，都借重老莊，初期試求復
古於老莊以儒學相抗，末期再試求復於老莊以代
替儒學，然都沒有成為支配勢力。」
總之在不少學者的理念中，漢初的「黃老之
學」就是「老學」或「老莊之學」。究竟「黃老
之學」是怎樣一回事？其淵源內容是什麼？仍有
待考究。

漢初「黃老之學」有別於「老學」
由於先秦典籍中並無「黃老」的稱謂。黃、老

並稱是西漢初年才出現的說法，所謂「黃老」
者，「黃」是指「黃帝」、「老」是指「老
子」。《史記．樂毅傳》云：「樂臣公善修黃帝
老子之言。」同書《陳丞相世家》又云：「(平)少
治黃帝老子之書。」而王充在《論衡．自然篇》
中則明白指出：「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
也。」漢人理念中的「黃老」，雖然是指黃帝和
老子，但「黃老之學」卻與黃帝、老子之學不是

一回事。
黃帝是我國傳說中華夏民族的遠祖，今天我們

自稱為「炎黃子孫」，當中的「黃」便是黃帝。
可是黃帝其人卻不曾給其子孫留片言數語，更遑
論典籍、思想；而李耳雖有《道德經》五千言傳
世，而其中卻無提及黃帝之事。故漢人所謂「黃
老之學」是一特定的學術思潮，它興盛於漢初，
只是假託黃帝的名義而立言，它與老學既有聯繫
又有區別。

假借黃帝名義有原因
黃老之學借用黃帝的名字，有它的來歷和根據，黃

老之學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一般而言，黃
帝的傳說，最早見於《國語》、《左傳》這兩先秦典籍之
內，但亦僅得片言數語而矣。《國語．魯語》曰：「黃帝
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左傳》魯昭公十七年則
記有「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的說法，
即黃帝以雲為紀，故以雲為其部落圖騰。
到了戰國中、晚期，黃帝卻忽然變為風行一時的
人物，諸子托古集中於黃帝。如《孫子》把黃帝描繪
成征戰四方而後統一天下的軍事統帥。而在戰國中
葉以後，百家在爭鳴的同時亦開始了相互滲合和融
合，其中老子思想與法家的結合引人注目。
老子學說抨擊儒者仁義之術、主張遵從自然的

規律，在政治理念中又提出「小國寡民」、「愚
民政策」等君主南面之術。
這些見解都跟法家的主張比較接近，所以法家的

政治學說當中亦滲進了老子的理論，就如商鞅的
「天地設而民生之」(《商君書．禁使》)等思想，
顯然是受到老子的影響；甚至連《韓非子》中亦有
〈解老〉、〈喻老〉等篇。法家在吸收和發揮老子
的學說的同時，也喜歡言黃帝，商鞅、韓非借黃帝
的名義來宣傳道、法家思想。
所以，西漢初年流行的「黃老之學」，實質上可理

解為，以道(家)法(家)為主、兼取各家的綜合性思潮，
都可以看作是黃老之學。
◆ 羅永生（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歷史
教學支援及研究中心主任）

在Web3中，個
人身份和網絡安
全是至關重要

的。Web3是一個基於區塊鏈技術的去中心化
網絡，它強調用戶數據的自主權和安全性。
在這個網絡中，每個用戶都可以擁有自己獨
特的身份標識，並且可以通過加密技術來保
護自己的數據和交易安全。

Web3如何保障個人信息安全？
一、個人身份標識。在Web3中，個人身

份標識是由用戶自己控制的。與傳統的中心
化身份標識不同，Web3的身份標識是去中
心化的，並且由用戶自己掌控。用戶可以通
過創建自己的公鑰和私鑰來生成一個獨特的
數字身份標識。公鑰可以用於接收數字資產
或與其他用戶進行交易，而私鑰則用於授權
和驗證交易。
二、加密技術。Web3使用加密技術來保

護用戶的數據和交易安全。其中最常用的加
密算法是Elliptic Curve Digital Signature Al-
gorithm（橢圓曲線數字簽名算法ECDSA）
和其變種。這些算法可以生成數字簽名，用
於驗證數據的完整性和真實性。此外，
Web3 還使用 Hash function( 散列函數)及
Proof of Work(共識算法 PoW)來確保交易的
安全和可靠性。
三、智能合約。智能合約是Web3中的重
要組成部分，它們是基於區塊鏈技術的自動
化合約，可以執行預定義的操作和條件。智
能合約可以用於管理數字資產、執行交易以
及管理用戶的數據和身份信息。由於智能合
約是自動執行的，並且存儲在區塊鏈上，因
此它們可以大大提高交易的效率和安全性。

用戶應多角度考慮身份安全問題
一、安全考量。Web3中的個人身份和網

絡安全還有一些需要考量的安全因素。首
先，用戶需要妥善保管自己的私鑰，並採取
措施防止洩露。其次，由於區塊鏈是公開透
明的，用戶需要注意保護自己的隱私和數據
安全。一些技術手段，如使用Obfuscation
（代碼混淆）或zero-knowledge proof（零知
識證明）等，可以幫助提高隱私保護的程
度。
二、法律與合規性。在Web3中，個人身

份和網絡安全還涉及到法律和合規性問題。
由於Web3是一個去中心化的網絡，它可能
涉及到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法律法規的複雜性
和差異。用戶需要注意了解並遵守所在地區
的法律法規，包括數字資產的法律地位、個
人數據的保護以及知識產權等方面。
三、教育與培訓。提高用戶對於Web3個
人身份和網絡安全的意識和能力是至關重要
的。由於Web3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技術，一
些用戶可能對其了解不足，容易受到安全威
脅。因此，提供相關的教育和培訓，包括如
何創建和管理數字身份、加密技術的原理以
及如何保護個人數據等方面的知識和技能，
可以幫助用戶更好地保護自己的權益。
綜上所述，Web3的個人身份和網絡安全
是密切相關的重要議題。通過去中心化的身
份標識、加密技術、智能合約以及採取其他
安全措施，我們可以更好地保護用戶的權益
並推動Web3的健康發展。同時，用戶也需
要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識和能力，合理使用這
些技術並遵守相關法律法規。

口語表達中，語句流
暢與否，直接影響着表
達效果。語句流暢好

像行雲流水，聽起來會非常容易理解且有吸引力。若語
句不流暢，聽上去斷斷續續，不但聽着不容易領會，表
達者還容易疲勞和煩躁。在用普通話進行口語表達時如
果不流暢，會出現條理不清晰、語法和用詞不恰當等問
題。
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訓練出來
的。它需要學習者大量的口語練習和生活實踐。那麼如
何提高口語的表達能力呢？我給大家一些建議：
一、多聽、多說和多練。可以多聽普通話的影視節目
或多跟那些口齒伶俐、能說會道、特別是普通話說得很
流利的同學進行溝通，多參加一些普通話講故事、演講
比賽等活動，特別是多練習繞口令，這些都可以幫助你
提高說話能力。
二、要克服不敢在陌生人面前講話的害羞心理。因為在
和別人聊天的時候怕出錯，往往就不敢開口講，愈不敢講
就愈不想講，要克服這種心理很重要，可以嘗試邊說邊在
心裏組織之後要說的話，這樣可以讓你的表達更有條理
些。
三、多用短句和單句。現在很多學校的中文課都有普

通話口頭作文，如果語句不流暢很難拿高分，在練習時
要多用短句和單句。口語表達就是說與聽的過程，如果
說話者的語句結構比較複雜，句子成分多而顯得很長的
話，聽者的腦海中就沒法記住完整的句子意思，這就影
響了表達的效果。
四、冗餘適當，避免口頭禪。口語表達時有些學生會

使用一些口頭禪，進行毫無意義的重複。比如不斷地說
「知道嗎」、「然後」、「接着」、「啊」等，這種口
頭語重複時間長了就會令聽者不耐煩。我們稱這種詞語
叫毫無積極作用的冗餘成分，會使語句斷斷續續，使聽
眾感到語句很不流暢。聽這種講話不但得不到美的享
受，而且有一種受折磨的感覺，因此這種口頭語在講話
時必須避免。
五、一定要堅持不懈地閱讀。要培養閱讀的好習慣，

從文章中吸取精華。最好將文章裏面的好詞好句記住，
慢慢積累多了，自然出口成章。
功夫不負有心人，長期進行訓練一定能提高普通話

的口語表達能力，希望上面的一些建議能夠幫助大
家。

◆徐冬老師

◆ 圖為南
京明孝陵，
是朱元璋與
皇后馬氏的
陵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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