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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就是中國傳統文化
的學問。學習國學，就是在
追求中國人的倫理道德，達
至修身養性。北京學者夏海
先生所著的《國學要義》，
就概括分析出，國學義理主
要聚集於儒、道兩家的學說

之中。浩瀚萬千的國學，蘊涵在五部經書和十個
詞語中。
夏海先生又說到，儒、道兩家的經典辭章，包
含在《老子》、《論語》、《孟子》、《大學》
和《中庸》這些經典著作中。而對義理的概念，
是人們的思維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和反映。儒、
道的基本概念，就概括在「道」、「仁」、
「義」、「禮」、「智」、「信」、「孝」、
「忠」、「廉」、「恥」這十個詞中。
《老子》：又稱《道德經》，道家重要典籍，

相傳為老子所著。主題思想是道法自然，由自然
之道進入人倫之德，最終歸於政治理想和治國之
道。道家學說主張純樸自然、清靜無為、淡泊虛
柔。政治上貴求無為而治，和平共處。
《論語》：主要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
孔門弟子所記，為儒家學說之總匯。儒家注重仁
孝德義、做人修身、守禮知規。政治上注重行仁
政，重視百姓。
《孟子》：相傳為孟子及其弟子萬章、公孫丑

共同編纂，主要記錄孟子的政治思想、治國理
念。《孟子》學說出發點是性善論，強調仁、
義、禮、智是人的本性。在政治方面，提出「民
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要求實
行仁政。
《大學》：記錄曾子之思想，相傳為曾子後學

所寫定。主要論述儒家修己安人，內聖外王的思
想。此書圍繞「修己以安百姓」的主題，闡述了
明明德、親民和止於至善的「三綱領」，以及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的「八條目」。
《中庸》：相傳為子思所作，主要是論述心性

修養，富有哲學色彩和意蘊。其理論基礎是天人
合一，倡導中庸之道，教育人們要自我完善，達
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和至聖的境
界。

十詞概括儒道思想
「道」：是老子哲學的最高範疇。道是天下萬

物的本質和起源。「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
和。」雖說得玄妙高深，卻有時頗配合自然。
「仁」：是孔子學說的最高範疇。仁的本質是

愛人，「仁者，人也，親親為大」，進而推己及
人，至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義」：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範疇。義者宜也，

求循理而行，也是倫理道德評價最重要的概念。

義很多時與利相對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
於利」，「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禮」：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範疇。在儒家
裏，禮的本質是別異。「禮者，貴賤有等，長
幼有序，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這裏指的不
是人格高低，而是社會角色的差別，是天地之
序。
「智」：知與智同，在孔子觀念中，這是德

性範圍。「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這也是君子人格的部分，「仁者不憂，
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信」：在孔子眼中，信是立身之本，「人

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即是指人若沒信譽、
沒信用，真不知他如何在社會上立足，那就要
誠實不欺。
「孝」：事親以敬，是仁的基礎，「其為人也

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
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
者，其為人之本與。」朱熹解釋：「論行仁，則
孝悌為仁之本。」
「忠」：是傳統文化中重要的倫理道德規範。
「忠」字是中在心上，中正不斜，含意就是忠
誠、忠實。常見「忠信」、「忠恕」的，就側重
於修身和待人處世方面的內容。孔子提出的「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次忠」，就可見君臣之間是雙
向的了。

「廉」：是一個政治倫理概念，與腐敗相對
立。孟子對「廉」的定義，是不取不義之財，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這是人之高
行。
「恥」：孔子強調通過德政和禮治，讓人們有

羞恥、羞惡之心。「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
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如能學好這五本書，讀懂這十個詞，就能基本
掌握國學的義理，理解國學的內容和智慧，從而
為修身養性、完善人格奠定堅固的基礎。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
十年）

日前，區區有幸叨陪末座，跟
着大德在蓬瀛仙館齋廚食了一頓
精緻的素食宴席。

該席共有八道菜，從拼盤到湯品、主食與糖水，葷席有
的，它也盡有。拼盤是形神仿似廣東燒味的素雞、素叉燒和
素熏蹄等五樣素燒味，湯則是由八道材料一同煲成的老火
湯，其中用得最為精彩的是腰果和黃耳。前者，為一煲湯帶
來「非肉勝似肉」的味道；後者，則帶有一種如膠似漆的濃
稠感，使各種味道的食材更好地融會在一起，造就老火湯般
的厚度與層次。
最讓人驚訝的，絕對是那外形精緻的「秘汁小南瓜」。這
道菜的靈感，大概是來自小時候常見的「焗葡國雞農夫
包」。記得那是一個大大的麵包，中間挖空，放進葡國雞，
再送到烤箱烤焗的菜餚。而這個「秘汁小南瓜」則用了金銀
饅頭（炸和蒸的饅頭）代替了農夫包，然後挖空那小南瓜的
內部，把南瓜肉取出配以黃薑粉烹調，做成像葡汁的效果。
最後放回南瓜內，送去烤箱再烤一烤。
我開始以為「銀饅頭」蘸醬最佳，因為「金饅頭」一般都

炸得不好，常常有股油耗味。不過，這次是我錯了，因為這
次的「金饅頭」炸得從裏到外都很香脆，而且還帶有一股油
香味，與那「葡汁」十分匹配。我想，應該是大廚在起鑊前
刻意加大火力，把饅頭內的油逼出來，才有這個效果。

席中貴客「常見面」
至於主食，是淮山麵，健脾開胃，是很健康的，也符合了

現代人「少吃精糧，多吃雜糧」的飲食習慣，但我卻不太喜
歡，因為缺失了碳水帶來的滿足感。不過，我也吃光了，無
他，因為席中都是難得一聚的賓客，所以必須「常見面
（麵）」。
一般吃這種酬酢宴席，我基本不會吃到最後一道甜品，因
為通常無甚驚喜。但這次卻不一樣，因為這次是生磨腰果
露。香、滑是基本功，最讓我驚喜的是當腰果露滑過喉嚨
後，喉頭會泛起一種像深度烘焙鐵觀音的回甘茶香。用洋人
的話說，這就是「After Taste」。
席後，我刻意拉着經理細問，確認只用了腰果而沒有其他

材料，那我明白了。這是烘焙的工夫，因為當堅果以適當的
火力烘焙後，會激發食材原有的香氣與油脂，情況就像經過
烘焙的咖啡豆。而用此磨成的腰果露自然就有茶香餘韻。
天啊！原本在打腹稿時，我是想借這席素食說說中國的素
食文化，講講儒、道兩家的素食觀，繼而又說說宋代素食文
化的發展。可是，說着說着，就像着了魔一樣，一寫就停不
下來。寫了半小時，竟然不是腦子累，反而是肚子傳來陣陣
空虛的感覺。
◆ 圖、文：葉德平博士，香港作家，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
學系高級講師，主要教授「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
文學士」課程，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文化專著。

二三十年前，相信沒有人會想到今天的生活是
怎樣的，二三十年後將會如何，也難以預測。那
麼學校要如何幫助孩子應付不測之未來呢？
孔子說：「君子不器。」人不是工具，不只有
特定的作用，亦不被別人界定；老子說：「上善
若水。」人應該學習水的特性，水守柔處下，能
洗滌污穢，能適應任何形狀的容器。因此，只要
孩子們能具如水般的適應能力，無論未來如何，
必定能應付得來。
就以教學為例，學校應把重心轉移至跨越時代
的學習心態和習慣，而非單一追求在考核中取得
高分，幫助孩子成為「既高分，又高能」、「懂
說學、會自學」、「持續追求進步」的人。

怎樣才算「高分又高能」？
筆者認為，首先要鼓勵孩子樹立突破自我之決
心，在現有學習基礎上更進一步。其次，要與自
己比較，而非與別人比較。老子說：「夫唯不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沒有人是自己的對
手，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對手。《中庸》說：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上天給予我們人
性與潛能，我們的責任是把它們發揮出來，而不
是互相比較。
在拿到分數後，既能闡述、總結學習過程，還
能說出學習的目的和意義，才算高能。孟子說：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學之後，
便要做到詳細論述，更進一步的，便是把學會的
深入淺出地說出來。列子說：「子知子之所以中
乎？」在射中箭靶後，要知道自己為何做到，才
算真功夫。故此，筆者學校常常要求孩子們說
學，以增強他們的「後設認知」能力，要他們做
到、說到。
筆者學校在推行「說學文化」之外，還指導孩

子深入鑽研重要的題目。與其無目的地做大量題
目，重複在淺層中操練學習，倒不如收窄範圍，
重點鑽研較有水準的題目，一日一題，千日千
題，最終達到「繩鋸木斷，水滴石穿」。
此外，筆者建議幫助孩子建立自學的習慣。要
推動孩子自學，必須令他們先喜歡學習。孔子
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有些時候，成年人過於心急，以致「欲速
不達」，在學習上不容許孩子犯錯，令他們喪失
從錯誤中學習的機會。
筆者鼓勵家長努力捕捉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先
給予肯定，建立起孩子的信心，再讓他們挑戰更
難的目標。很多時候，家長慣用左腦來處理問
題，導致說理太多，殊不知孩子在十二歲之前，
時常會用負責感受的右腦來作判斷。《禮記》有
云：「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多嘗試理解
孩子的「右腦思維」，讓他們放下心防，能夠更
好地解決孩子心理上的問題。
老子說：「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又說：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
敗事。」開始、持續、完成，都同樣重要；要在
過程中保持動力，最好的方法是讓孩子持續經歷
進步。筆者常常鼓勵孩子，例如：對中一的新生
說：「你們在未來六年的學習生涯中，以每年兩
個學期計算，扣除中六級只得一個學期，共有十
一個學期；如果於每個學期都爭取進步三分，到
了中六畢業時，你會進步共三十三分。若能做
到，要考進大學又有何難？」一步步前進，比起
一步登天，不就可以令孩子感到更有更有動力
嗎？
無論將來如何，只要孩子們能建立跨越世代的
學習心態和習慣，試問孩子們又怎會不適應未
來？

兒化是學習普通話的難點
之一。很多初學者不知道在
普通話裏，有不少詞語，兒
化與不兒化，意思是不同

的，以下給大家介紹一些。
有的詞如果不兒化，會變成截然不同的意思，如「小
辮兒」不兒化，就成了「小便」。如果因為不知道而錯
誤使用，會很尷尬。
有的兒化詞具有區別詞性的作用，可表達不同意思。
像「尖」不兒化，指尖銳（形容詞），如「這把刀太尖
了」；兒化則指物體末端（名詞），如「他凍得鼻尖兒
都紅了」。「跟」不兒化，是指跟隨（動詞），如「我
跟媽媽去深圳」；兒化則指鞋、襪子的後部（名詞），
如「她愛穿高跟兒鞋」。「畫」不兒化，指用筆繪圖形

（動詞），如「這是我畫的」；兒化則指畫成的作品
（名詞），如「我買了一幅畫兒」。
還有一些字，兒化與不兒化，雖然沒改變詞性，可意
思很不一樣。比如：「麵」不兒化是指麵條、麵粉等，
如「爸爸愛吃麵」；兒化則指粉末，如「請給我胡椒麵
兒」。「冰棍兒」即廣東話的「雪條」，如果不兒化，
就變成了「冰弄成的棍子」。「小人兒」指未成年的
人，屬中性詞，比如「這個小人兒真可愛」，也指「小
人物的形象」，如「他喜歡畫小人兒」；而沒有兒化的
「小人」，則指卑鄙的人，是貶義詞。
學習普通話的時候，多注意兒化的運用，用詞就會更
準確。

◆ 本文內容由畢宛嬰女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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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偉成MH校長，筆名孺子驢，播道書院總校長、香港教育領導協會主席、新城電台親子節目
《人仔細細》嘉賓主持、中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致力在中、小學推行中華文化教育，並把中
華文化價值觀之學習滲透於各個校園生活環節中。

◆ 國學義理主要聚集於儒、道兩家的學說之
中。圖為「高山景行——孔子文化展」。資料圖片

▲ 生磨腰果露，味道有如深度烘
焙鐵觀音的回甘茶香。

建立目標逐步前進 面對未知亦有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