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迢迢牽牛星(1)／古詩十九首(2)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3)。
纖纖擢素手(4) ，札札弄機杼(5)。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6)。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盈盈一水間(7)，脈脈不得語(8)。
註釋：

(1)迢迢（粵：條tiu4）：遙遠。
(2)古詩十九首：南朝蕭統輯錄的五言詩集。
(3)皎皎：形容潔白而明亮的樣子。河漢女：指織女星。河漢，即銀

河。
(4)擢（粵：鑿zok6）：意為擺弄、撥弄。素：白皙。
(5)札札（粵：紮zaat3）：象聲詞，模仿織布機所發出的聲音。杼

（粵：柱cyu5）：織布機上的梭子。
(6)涕：眼淚。零：落下。
(7)盈盈：形容清澈、晶瑩的樣子。
(8)脈脈（粵：墨mak6）：默默地用眼神或行動表達情意。

語譯：
在銀河兩岸，明亮皎潔的牽牛星和織女星遙遙相對。
織女伸出細長白皙的雙手撫弄機梭，織布機札札地響個不停。
可是織女整天也沒能織成一段布，眼淚如同下雨般散落。
這銀河看起來又清又淺，兩岸相隔能有多遠呢？

雖然只隔一條清淺的銀河，牛郎織女也只能含情默默地凝望着對
方。
賞析：
這首詩語言婉麗，感情纏綿，想像豐富，境界奇特，是詠寫相思
的佳作。開頭兩句分寫牛郎和織女星，「迢迢」和「皎皎」互文見
義，以「迢迢」謂牛郎，易聯想到遠方遊子，以「皎皎」謂織女，
易聯想起女性純潔之美。詩歌語言之微妙，可見一斑。
首句用「牽牛星」，下句用「河漢女」，兩兩相對。「星」指
天上的星辰，「女」代指紅塵佳人，從天上到人間，空間跨度
大，留下了巨大的聯想空間。詩中「迢迢」和「皎皎」以疊字描
物，「盈盈」以疊字寫景，「札札」以疊字摹聲，「纖纖」和
「脈脈」以疊字狀貌，語言質樸清麗，聲律和諧，具有強烈的音
樂美，亦呈現出細膩的情狀，增強了感染力，情思深遠而有餘
意。
愛情是人類美好的情感之一。前蘇聯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說：
「愛情是生活的詩歌和太陽」，能給人美麗的幻想與巨大的力量。
年輕人容易心動，事實上，當愛情來臨時，要做好的是物質和精神
的雙重準備，才能開花結果。因此，愛情不只是精神上的相互仰
慕，更需要有能力承擔彼此的人生。
正如詩人拜倫所說，青少年正值「天空布滿彩虹的年齡」，心中
有許多夢想與渴望。同學們固然應該以學業和理想為重，但當愛情
提早來臨時，更需要的是理智和謹慎，不能輕率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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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仲謀（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金夢瑤（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講師）、李敬邦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高級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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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五十以學《易》？ 句讀不明歧義生

愛情早敲門 應對要理智

宋徽宗不愛江山愛丹青宋徽宗不愛江山愛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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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家有
沒有玩過以畫
「 屋 丶 樹 丶
人」來分析情

緒心理的遊戲？事實上，孩子的繪畫是學
者研究幼兒心智發展的重要線索。繪畫往
往是孩童的第一語言，比口語和文字還更
早學習。幼兒的畫作能反映生理、情感、
認知、社會關係、美感及創造力等多層面
的發展。
奧地利藝術教育家維克多．勞芬菲爾德
（Viktor Lowenfeld）提出兒童藝術能力理
論，我們試試以這個理論來探討皇帝中的
藝術家——宋徽宗趙佶的成長。
宋徽宗藝術天分極高，他獨創了鐵鈎銀
劃，勁健有力的書法體——瘦金體，又畫
出《枇杷山鳥圖》等佳作。當然宋徽宗成
長環境和經歷與普通兒童有着天壤之別，
但我們可以從藝術創作的角度進行類比。
1.塗鴉階段（2歲至4歲）
在維克多．勞芬菲爾德的理論中，塗鴉
階段（scribbling stage）是兒童藝術發展的

最初階，主要特徵是隨意塗鴉，反映幼兒
視覺經驗和身體、手指肌肉動作協調，是
一種本能的表現。幼兒剛開始塗鴉（圓
圈、不規則線條）是一種無意識的反射動
作，也無創作的意圖，但可看到其手眼協
調、大小肌肉控制能力。
宋徽宗出生於元豐五年（1082年）五月

初五，是宋神宗的第十一子。由於古代民
間有五月為惡月、五月初五為惡日的說
法，為了避諱，徽宗被送到宮外寄養。因
此，趙佶的童年並不在皇宮中度過，而是
在宮外寄養家庭中成長，這段經歷可能對
他的性格和後來的行為產生了一定影響。
他經歷了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他自幼便
對書法、繪畫表現出天分，可以想像他在
幼年時期可能就對色彩和形狀產生了濃厚
的興趣。而在宮廷的背景下，他或許有機
會接觸到各種繪畫工具和材料，開始嘗試
用線條和色彩表達自己的感受。
2.樣式化前階段（4歲至7歲）
隨着年齡增長，繪畫的控制力逐漸提

升。這一階段的孩子開始能夠畫出更加有

序的線條和形狀。宋徽宗可能在這個階段
開始接受更為系統的藝術教育，學習如何
運用筆墨紙硯來描繪物象。他的繪畫技巧
逐漸提高，能夠更準確地表現事物的輪廓
和細節。
3.命名塗鴉與想像階段（少年期）
這階段標誌着孩子開始將塗鴉與視覺世

界聯繫起來，給塗鴉命名並賦予其意義。
宋徽宗少年時期可能已經開始將繪畫作為
一種表達情感和思想的方式，他的畫作中
可能充滿了對自然景物的描繪和對生活場
景的再現，這些作品不僅展現了他的繪畫
技巧，也反映了他對世界的觀察和感受。
由於早年的寄養經歷，宋徽宗可能形成

了一種較為獨立和自由的性格，這在他日
後的政治生活中也有所體現。
4.樣式化前階段與樣式化階段（青年期

至成年）
隨着宋徽宗的成長和藝術感的成熟，其

繪畫作品逐漸呈現出更為複雜的樣式和構
圖。樣式化前階段和樣式化階段標誌着一
個人開始有意識地表現自己的想法和感

受，繪畫作品具有更強的目的性和表現
力。宋徽宗在這一階段可能已經達到了相
當高的藝術造詣，他的繪畫作品不僅精緻
工巧，而且充滿了文人雅致的意蘊。他的
花鳥畫、山水畫等作品都展現了他對自然
美的深刻理解和獨特表達。
我們今天回看宋徽宗的一生，他「不愛
江山愛丹青」，藝術成就高，但在位25年
任性享受，沒能守住祖先打下來的一片江
山。我們可從宋徽宗的畫看到美學，更可
看到幼兒心理的發展。

在探討弗洛伊德對心理治療的傑出貢獻時，他對於
「童年陰影」的深刻洞察與揭示無疑佔據了重要地位。
近年來，有些家長因憂慮孩子可能因童年陰影而遭遇

心理成長的種種挑戰，對待孩子如同對待易碎的藝術
品，不說打罵，連適度批評也謹小慎微，生怕在孩子的

純真年代留下任何不愉快的印記。實際上，童年陰影有輕重之
分，其涵蓋範圍廣泛，因此在學術領域內，更多採用「童年創
傷」（Childhood Trauma/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這一
術語來替代，以更準確地描述那些在成年前經歷的、對心理或
身體造成深刻影響的嚴重刺激與傷害。
這些創傷可能包括任何形式的虐待、忽視、肢體或語言暴
力，它們如同陰影般潛伏，在成年後可能顯現為情緒問題、心
理創傷後應激障礙等長期困擾。童年創傷被廣泛視為精神障礙
的重要風險因素，然而，關於不同種類的童年創傷如何具體引
發何種類型的精神或情緒問題，長期以來一直缺乏明確的答
案。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和香港大學近日發表的最新研究，有
助逐漸揭開這一謎團。研究表明，不同類型的童年創傷不僅在
心理上刻下深深的烙印，還可能通過影響大腦的發育與功能，
增加個體在成年後罹患各類情緒障礙及精神疾病的風險。因
此，深入理解並區分不同類型的童年創傷及其作用機制，顯得
尤為重要。
一般而言，童年創傷可大致劃分為五大類別：
1.情感虐待，涉及對兒童心理或道德層面的言語傷害及貶
低、侮辱行為；
2.身體虐待，直接危害兒童或青少年的身體健康與正常發
育；
3.性虐待，即利用兒童滿足他人性需求的不當行為；
4.情感忽視，指照顧者未能滿足兒童基本的情感和心理需
求，如愛的表達、鼓勵與情感支持；
5.身體忽視，即未能為兒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如適宜的
居住環境、生命安全保障及必要的衣食等。

可恨之人亦是可憐之人
之前提及的研究深入揭示了具體童年創傷類型與精神病症狀之
間的緊密聯繫，簡而言之：情感創傷往往與抑鬱症及其症狀相關
聯；身體創傷則與動機缺失、衝動行為及攻擊性增強密切相關；
而性虐待則可能誘發陽性精神病症狀，如幻覺和妄想等。
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南朝宋國第六位皇帝劉子業的童年便
是一段充滿情感與身體雙重虐待的沉重篇章。
一、情感虐待的陰霾

劉子業所承受的情感虐待主要源自其父劉駿及寵妃殷貴妃。劉駿晚
年行為乖張，對劉子業的教育與關愛幾近空白。更為甚者，當劉子業
被立為太子後，殷貴妃因個人不滿，時常以「管教」之名行體罰之
實，對他進行身心的雙重折磨。這種長期的情感忽視與虐待，如同陰
霾般籠罩在劉子業的童年，深刻損害了他的心理安全感和自我價值認
知。
二、身體虐待的摧殘
劉子業的童年不僅是情感的荒漠，更是身體的煉獄。在他父親劉駿

與兄弟劉劭的宮廷鬥爭中，他曾被無辜囚禁，其間遭受了非人的待
遇，幾度徘徊於生死邊緣。這些身體上的折磨與生命威脅，如同利刃
般在他幼小的心靈上刻下了不可磨滅的創傷。更為諷刺的是，當他登
上皇位後，竟將自己曾遭受的痛苦轉嫁於親族之上，以殘忍的身體虐
待作為報復，這既是對他人的傷害，也是對自己過往創傷的一種扭曲
反映。
三、性格與行為的扭曲
劉子業童年時期的雙重虐待侵蝕着他的心靈，塑造了他殘暴、荒

淫、冷漠的性格。他對親族與朝臣缺乏基本的尊重與關愛，行為愈發
荒淫無度，透露出他內心深處的扭曲與痛苦。最終，這位飽受創傷的
皇帝在17歲的青春年華裏，被自己的叔叔劉彧與內侍壽寂之聯手終結
了生命，其一生雖短卻充滿了悲劇色彩。

古籍本來是沒有標點的，要讀通一篇古文，首要工
夫是梳理句讀，懂得根據文意在適當的地方斷句。故
《三字經》曰：「凡訓蒙，須講究，詳訓詁，明句
讀。」《禮記．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

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鄭
玄註云：「離經，斷句絕也。」可知古代學子求學之首要知識，就
是學習「離經辨志」，即要懂得通讀文理，準確斷句，辨明意義。
有時候，簡單一個句讀差異，就會直接影響讀者如何把握文意，

不可不慎。例如《論語．述而》有「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矣」句，傳統多標點為：「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
《易》，可以無大過矣。」若是，則此話當孔子五十歲後學《易》
之感言。

標點不明 一字異文
然而，《經典釋文》此條下曰：「《魯》讀『易』為『亦』，今
從《古》。」謂《古論語》之「易」，在《魯論語》中讀作
「亦」。「易」、「亦」二字同音通假，本無可議，惟部分論者誤
會《易》乃迷信之書，認為孔子既云「不語怪、力、亂、神」
（〈述而〉），「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雍也〉）、「未
能事人，焉能事鬼？」（〈先進〉），則孔子不當迷《易》。於
是，有學者將本句斷為「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
過矣。」如此，孔子但言五十歲而學習，亦無特別問題，此話不過
類同「活到老，學到老」之訓勉，與《周易》無涉。
部分人又認為，此句當斷讀為：「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
學，亦可以無大過矣。」大意謂孔子冀望有多些時間學習，或五
年，或十年，相信可令人生無大過錯。由此可見，標點不明，一字
異文，足以推翻中國學術史上之重案，影響深遠。
孔子到底有無學《易》？《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晚而
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

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又
1973年底，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一批帛書《易傳》，其中
有《要》篇載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
所記正與《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說一致。
《要》篇又載孔子曰：「《尚書》多仒（闕）矣，《周易》未失
也，且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亓用也，而樂亓辭也，《周易》尤於
此乎！」是孔子晚而喜《易》，信而有徵。
而且，《論語．子路》載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

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
而已矣。』」此章引古訓謂人無恒心則連巫醫也當不好，孔子認為
甚善，並引「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語佐證。案「不恒其德，或承
之羞」出自《周易》之〈恒〉卦九三爻辭，孔子若未曾習《易》，
豈能引以為論？又帛書《要》篇載孔子曰：「後世之士疑丘者，或
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同樣述
及孔子對《易》、「巫」的感受，可與上引《論語．子路》章句合
觀。
總之，孔子晚而喜《易》，當無可疑。但是，孔子是否「五十」
才開始學《易》？諸家對此頗有爭議，有人認為此乃五十歲前的虛
指，有人認為就是實指五十歲，也有人認為當晚年追悔之言，聚訟
紛紜，篇幅所限，此不贅論。
相對而言，筆者傾向認同俞樾《續論語駢枝》、龔元玠《十三經
客難》的斷句：「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案：「加」通「假」，指授予；「學」非一般初學，指
深入研讀，且兼有「教」義；「大過」不止就自身言，更是針對時
弊，有匡正天下、撥亂反正之志，義猶《史記．太史公自序》云：
「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
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此謂孔子發願上天能多給予時間，或五
年，或十年，藉以進一步體悟及弘揚《易》理，深盼天下再無大
過！此亦筆者畢生之志也。

◆ 宋徽宗真跡耄耋圖，作於宋徽宗宣和六
年（1124）。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