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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馬殺敵、下馬讀書」
是古代很多讀書人的抱負和
理想，所以中國自古以來有
很多文武雙全的人物，他們
既會寫詩填詞，又能領軍征
戰，如橫槊賦詩的曹操、談

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周瑜、精忠報國的岳飛、醉
裏挑燈看劍的辛棄疾、要留清白在人間的于
謙……真是數之不盡。
原存於九龍寨城公園內的九龍巡檢司衙署，現
已改為博物館，其中就有兩尊刻有「壽」字及
「墨緣」的石碑。碑上大字用拳書，小字和上下
款用指書，都是出自清末武將張玉堂之手。
張玉堂（1794年－1870年）字翰生，廣東歸善

人。自幼喜讀書，擅書法，後投筆從戎，人們尊
稱他「翰墨將軍」。1854年至1866年間駐守九龍
寨城，任大鵬協副將。他也曾任香山協右營都
司、新會右營守備、虎門協前營都司及前山營水
師都司等職。
所謂拳書，就是用棉花包裹拳頭，蘸墨寫字。
字體蒼勁瀟灑，自成一體；而小字就用手指蘸墨
去寫，故稱指書。字是寫在紙上，再拓印在石碑
上，然後命石匠鑿字、印漆上墨而成。讀者不要
誤以為他是以指破石而書，那是武俠小說才有的
橋段。
石碑中央是以拳書一筆寫成的壽字，鑿字後上
金漆，下款有自稱「臣」的印章，可能這幅字是
準備獻呈皇帝的。石碑的兩旁則有一副對聯，寫
出他的心聲：「欲種福田流世澤，須憑心地積陰
功。」意思是說：如果想國家民族繁榮，自己首
先多做些對國家有貢獻的事，亦留一些陰德給自
己的後代。至於墨緣兩字的石碑，則是上了紅
漆，也是拳書，意在以書法筆墨來廣結善緣。
張玉堂成名是因在1850年於澳門平定葡人作

亂，他在澳門媽祖閣媽祖神像旁就有「海鏡」二
字的拳書手筆，在廟閣山上亦留下很多題刻，其

中一石刻有一首他所作的七言律詩：

何須仙島覓蓬萊，海覺天然古剎開。

奇石欲浮濠鏡去，慈雲常擁鱟帆來。

蓮花湧座承甘露，榕樹蟠崖蔭玉台。

謹向名山翻妙筆，淋漓潑墨破蒼苔。

詩句內容全緊扣澳門的傳說和勝景，而且全用
指書，更具藝術特質。

重視知識文化 建惜字亭表態
1854年，張玉堂升任大鵬協副將，屬從二品官
階，駐守九龍寨城。同年8月19日，惠州天地會
羅亞添率眾攻佔九龍寨城。張玉堂迅於8月 27
日，就收復寨城。有傳當時清軍已撤退，張玉堂
是僱用一些外籍傭兵來收復寨城的。由於羅亞添
之眾號稱「洪門」，有些人以為他們是太平天國
洪秀全的部下，攻擊寨城以作太平軍之呼應。其
實，很多天地會、三合會的會眾，都自稱「洪門
兄弟」，卻並非洪秀全的部屬，他們實為響應廣
東李文茂等之起義。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鄉勇以九龍為據點，襲

擊駐港英軍。面對香港總督寶寧逼問，張玉堂拒
絕交出義軍分子。1857年 4月 21日，寶寧派出
200名英軍進攻九龍寨城，抓捕張玉堂到香港島
問話，其後釋放。張玉堂戰敗失陷敵手，清政府
卻沒有把他免職，仍然留任大鵬協副將，直至
1866年告老還鄉。
咸豐九年（1859年），張玉堂為鼓勵大家愛

惜字紙，將自己的俸祿捐出來，興建一個敬惜字

紙處，又名惜字亭。這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築物，
亭內有他以指書所撰的《敬惜字紙銘》，敘述了
亭的由來。內容着重教育鄉民尊重文字，因文字
乃聖賢所創，文章知識更加可貴，更不可亂拋字
紙破壞清潔。平日工人收集城內的字紙，來到惜
字亭中的火爐，懷着敬拜之心焚燒處理字紙。
為支付清潔工人的薪金，張玉堂將城內的商舖

租給商人，他設立敬惜字紙處是為了表達自己尊
重文化的態度。如今，敬惜字紙處已不復見，為
作紀念，九龍寨城公園新建敬惜字紙亭時，就將

張玉堂所撰的《敬惜字紙銘》重新刻於碑上，並
立於此處。
羅香林先生《大地勝遊記》亦有記錄張玉堂的
籍貫、生平，其中提及他到了同治五年，年七十
二矣，仍擅拳書。他在侯王廟露天壁間，有壽字
行書遺蹟，亦有詩藏於家中，寫道：「潑墨自從
投筆後，拳書揮在督軍前。」可見其豪氣與文
采。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
十年）

◆張玉堂拳書「墨緣」與拳書「壽」字。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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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渴望成功，父母如此，孩子亦然。成功感就
是自尊感的一個重要部分，可是由潛龍勿用、見龍
在田，走到飛龍在天的階段是需要過程的，不可能
一步登天，當中更是困難重重。
《易經》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由此看來，結果無論是好是壞，
都是積累回來的。那麼要幫助孩子成功，我們要積
累些什麼？
首先，要幫助孩子積累被尊重和信任的感覺，尤
其在他們面對失敗、最需要尊重和信任的時候。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上
天賜予人類人性，更希望人把自身的人性潛能發揮
出來，焦點是好好發揮自己，並非與別人比較。可
惜，人類愛好比較，人與人的比較傷害了孩子的自
尊心，同時糟蹋了很多孩子原有的寶貴的潛能。
其次，是要幫助孩子建立一個觀念——失敗是成

長必要且自然的部分。
相信大多數的人都聽過「失敗乃成功之母」，這
句話隱藏的前提是要學會擁抱失敗，不要在遇上失
敗時便否定自己，或任由其他人否定自己。能從失
敗中學習，是反敗為勝的關鍵，也是人生歷程中不
可缺少的素養。
《易經》的《習坎卦》指出險阻困難對成長的作
用：「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坎的意思
是危險；習坎，是指危險重重，或練習面對險坎的
意思；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是指在困難中要保
持信心，在恐懼中仍然保持真誠，堅持下去，成功
必然到來。

有些父母不能接受孩子失敗，不是責罵孩子，便
是怪責別人，結果連孩子都不能接受自己失敗，其
實這是很危險的。
第三，就是多讓孩子多點主動。
孩子與生俱來便有學習的能力和意慾，試想，孩

子在生下來的頭一兩年，白紙一張，沒有語文基
礎，又沒有參加過任何正規的訓練班，卻於短時間
內學會說話溝通、爬行走路，這便是孩子具學習能
力和意慾的一大證明。
父母有時候可能出於恐懼，害怕自己孩子成長的
速度比不上別人。又可能出於心急，想盡快看見自
己期待的表現，結果操之過急、揠苗助長，反倒弄
巧反拙。
第四，是要長善救失。
《學記》有云：「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
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就要讚揚，並鼓勵他說出如
何做到。《列子》用箭藝作喻，列子的師父關尹子
問了列子一個問題：「子知子之所以中乎？」意思
是你知道自己何以一箭中靶嗎？列子回答：「知
道。」關尹子便說：「可矣，守而勿失也。」意思
是你現在已守住你的箭藝了。
前文我們已提到以何種心態面對失敗，此可謂

「救失」；要孩子說出所學，則是「長善」的一個
好方法之一。
最後，筆者想借用唐代魏徵的一句話來作教兒的

座右銘：「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大家一起
努力吧。

之前，在家中百無聊賴的時候，看
到電視機正播放已經不是新劇的《尚
食》。劇中太子妃（即明仁宗皇后張

氏）正就着一場宮女廚藝比拚進行評比，其中提及一道菜，讚美
道：「這道菜的『醬』很好，味道我未曾嘗。」常言道：「醬
者，百味之將帥。帥百味而行。」沒有好的醬料作為引子，再好
的食材都沒法激發出引人饞嘴的滋味。

醢人即是「發酵專家」
《周禮．天官》記載了一種叫做醢人的職務。醢，肉醬也，醢
人也即是負責製作王室祭祀和食用的發酵食品的人。他除了會做
肉醬，其實也會做其他醃菜。《周禮．天官》指出醢人是「掌四
豆之實，以共王祭享之用」，並隨後列寫了一堆周王廷所用各種
鹹味醬類發酵食品的具體名目。據《周禮》記，「凡王之饋，食
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
用百有二十甕」，充分說明了周代的醬款式類型已十分豐富。
《周禮．天官》的醢大抵是最早有關醬的記載。不過，光看名

目，似乎還是不太理解醢為何物。幸好，東漢經學大家鄭玄為我
們詳細說明了。首先將各種肉類原材料，改成肉丁、肉末狀，再
拌入米飯、麴、鹽，然後加入美酒醃漬，並裝進罈子中封存一百
天。其後，醢就自然形成了。
說到醢，此刻我腦海不禁泛起「紹興三臭」的印象。這「三
臭」，一般是指臭豆腐、臭冬瓜和臭莧菜梗。臭豆腐我是會吃
的，它雖然臭，但我並不抗拒，大概因為我接觸到的臭豆腐都已
經過油炸，臭味被油炸香氣中和。但是，臭冬瓜和臭莧菜梗，我
是絕對吃不下的。

紹興人獨愛「萬臭之源」
臭豆腐和臭冬瓜都是用醃製臭莧菜梗的鹵來做臭源，說它是
「萬臭之源」其實並不過分。臭莧菜梗，顧名思義就是用莧菜的
菜梗發酵而成。
據說這是古越人發明的，做法家家戶戶大同小異，但都離不開
生醃：先把莧菜隨意切成段，泡入清水兩三天。直到水面有白色
泡沫浮泛，就可以拿出來瀝乾放入罈中。這時候要注意，隔兩三
層莧菜，撒一層鹽，最後壓實後密封。大約再等三四天，臭莧菜
梗便大功告成。我敢保證，打開罈蓋時，一股齁鼻的酸臭味道就
會撲面而來。
紹興人獨愛這一口。他們最愛把臭莧菜梗放進鍋裏稍稍蒸熱，
再澆上一大勺香油，然後直接拿來配飯吃。據他們說，只要有臭
莧菜梗，就算是冷飯，都可以一口氣吃兩三碗。
不是誇張，作為一個眼到、手到、心到的作家，我這一刻已彷
彿聞到臭莧菜梗的那股酸臭味。我是鐵定不會喜歡的，不過，粵
語俗語有云：「鹹魚青菜，各有所愛」，味道本來就很主觀，沒
有好與壞，沒有對與錯。

◆葉德平博士，香港教育大學「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文
學士」課程統籌主任、「戲曲與非遺傳承中心」副總監，曾出
版多本香港歷史、文化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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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寫字何須筆
玉堂豪邁揮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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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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
精深，而中華文化精神極大
部分都呈現於中國文學經典
作品之中。
劉勰《文心雕龍．宗經
篇》指出：「經也者，恒久
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經典就是指具典範性、權威

性，經久不衰的作品。多讀文學經典有助認識中華文化，建
立正確價值觀。
中華經典名句是我國數千年文化的結晶，富於哲理，包含
修身、求學、做人、處事之道，涵蓋文學、文化和品德情意
的學習。這些句子言簡意賅、工整對稱、琅琅上口，反覆誦
讀，能豐富積儲，提升語文素養。
教育局自2020/21學年開展「中華經典名句推廣活動」，
鼓勵學生及公眾認識中華文化精粹，吸收傳統經典智慧，培
養良好品德情操。每學年就不同主題，編選數十則名句作推
廣，並製作一系列學與教資源，以及舉辦學生活動及比賽。
例如以「名聯選粹」為主題，精選名聯四十八則，提供相
應的名聯簡析、小遊戲、書法欣賞、網上自學平台等配套資
源，又舉辦全港中小學網上遊戲比賽，讓學生輕鬆學習經典
名句，傳承中華文化，提升語文素養。
「名聯選粹」既選輯古今名家佳作，亦收錄富生活趣味、
蘊含豐富文學和文化內涵的作品，分為格言類、妙趣類、人

物類、百業類和名勝類，其中名勝類再分「中華勝境」和
「香江亭園」兩細目。
「香江亭園」的八則對聯選自學海書樓出版的《香港名勝楹
聯賞析集》，撰聯者皆為本港碩學鴻儒、知名學者，而所詠景
致則為本地亭園風光，讀者可藉此認識香港的地貌風情和文史
蹤跡。承蒙學海書樓慨允轉載相關內容，並將《香港名勝楹聯
賞析集》上載教育局網頁，供學校參考使用，特此鳴謝。

對聯——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
對聯又稱對子、楹聯、聯語等，是漢語獨有的藝術，是我
國傳統文化的瑰寶。對聯的應用性很強，它有不同的呈現方
式，有過年寫在紅紙上的春聯，掛、貼或鏤刻於祠廟、書
室、庭園柱子上的楹聯，也有送贈他人的婚聯、壽聯、輓聯
等。對聯分上、下聯，兩聯格式有嚴格的要求，包括字數要
相等、句式要相同；內容要相關但意義則相對，甚至相反；
對仗要工整，即上、下聯相對應的每個字、詞的詞性要相
同；音節也要相應，平仄協調，故此形成一種整齊、對稱、
均衡的美感。
本專欄於下一期開始，將陸續刊登古今名聯，介紹其內容
及由來，分析其格式與作法，加深讀者對名聯這種獨特文體
的認識，並感受所選作品的情味和趣味，體味中華文化藝術
的優秀面。

◆本文內容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中國語文教育組提供

認識中華文化精粹 吸收傳統經典智慧 自由戲文

成功非一步登天 父母如何長善救失？

◆圖為吉林一家傳統醬菜店。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