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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和幾位老友聊天，有人
突發奇想：「等我們退休後，乾
脆一起住進同一間養老院，天天
打牌吹水，多快活！」朋友A馬

上反駁：「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不也是三個男人？
人家可是創立了蜀漢王朝！」朋友B接着說：
「沒聽過『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嗎？」
我腦中立刻浮現一則新聞——東北幾位退休老

伯閒來無事，居然合力打造了一門土製高射炮。
男人聚在一起，不是「成大業」，就是「搞
事」。
不過，「三個臭皮匠」這句俗諺其實源自明代
《警世通言》，原本是「三個縫鞋匠，頂個諸葛
亮」。有趣的是，這反映了中國傳統的集體智慧
觀念——就算個別能力普通，只要團隊合作，就
能產生超乎想像的創造力。
現代心理學稱這種現象為「群體認知增強效
應」。就像現在的新創團隊，單打獨鬥可能默默
無聞，但一群人腦力激盪，常常能迸發出改變世
界的點子。
話說回來，這種「增強效應」用在正途是創
新，用偏了可能就是那門高射炮了。
為什麼男人聚在一起特別會「搞事」，而女性
則守法守紀、姊妹情深？心理學中主要有以下三
個觀點：
1. 睾固酮團隊效應
研究顯示，男性在群體競爭時，睾固酮水平會
明顯上升。這就像自帶「buff加成」，讓人更敢
冒險、更想表現。原始時代要組隊打獵，現代就
變成組隊創業之類。
2. 同儕壓力變助力
男性群體有種奇妙的「逞強文化」，當有人說
「這個一定做不到啦」，反而會激發「我偏要做
給你看」的心態。這種「兄弟互激」模式，從古
代戰場到現代健身房都一樣適用。
3. 女性群體的「安全模式」
相較之下，女性聚會更常聽到「這樣安全
嗎？」「要不要再考慮一下？」這不是膽小，而
是進化來的風險評估能力。研究發現女性群體更
擅長多角度思考問題，就像內建了「防衝動系
統」。
劉備團隊能成功，其實關鍵不在性別上，而在
如何引導這種群聚能量。劉關張是因為把兄弟義
氣轉化為政治理想；現代許多成功的新創公司，
也是把「搞事精神」用在創新突破上。
下次當你發現自己和兄弟們又開始「異想天

開」時，不妨先問問：這個點子是創新還是危
險？有沒有專業人士可以諮詢？會不會造成別人
困擾？
說不定下一個改變世界的點子，就在你們的閒
聊中（抑或老人院中）誕生呢！

●劉國輝老師
學研社成員，在各大專及大學任教心理學十多

年。愛用微觀角度分析宏觀事件，為朋友間風花
雪月的話題做準備。

忽必烈教育觀先進 注重培養幼兒品德

隴西行．其二 (1)

陳陶(2)

誓掃匈奴不顧身(3)，

五千貂錦喪胡塵(4)。

可憐無定河邊骨(5)，

猶是春閨夢裏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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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出身於蒙古黃金家族，是成
吉思汗鐵木真之孫，是蒙古第五位可
汗。作為元朝開國皇帝，忽必烈年少
時便展現出聰慧敏銳的特質，18歲那

年父親托雷離世，喪父之痛更促使他迅速成熟，廣
納賢才，向漢族儒士請教治國之道，身邊逐漸匯聚
了張德輝、劉秉忠、姚樞等一批有識之士，為他日
後的統治理念奠定基礎。
忽必烈深知人才對於國家長治久安的關鍵作用，
他在位期間，積極推行漢化政策，教育便是其中至
關重要的一環，他對皇室教育的重視，居然和西方
現代的幼教理論不謀而合。

多元發展 因材施教
忽必烈極為重視皇室子弟的品德教育，在師資選

拔上，他廣納賢才，尤其青睞那些精通儒家經典、
品德高尚的大儒。名儒姚樞就曾深受忽必烈重用，
負責教導皇室子弟。姚樞不僅學術造詣深厚，更以
正直的為人為子弟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在他的悉
心教導下，子弟們深入學習儒家經典，領悟「仁、
義、禮、智、信」的深刻內涵，培養出高尚的道德
情操。
意大利教育家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強調
要為兒童創造有準備的環境，而忽必烈為皇室子弟
營造了一個充滿道德滋養的教育環境，重用姚樞等
大儒，讓子弟們在潛移默化中受到熏陶。

忽必烈認為皇室子弟不僅要有深厚的文化素養，
還需具備高強的武藝。因此，他一方面安排大儒傳
授文化知識，另一方面選派經驗豐富的軍官，指導
皇室子弟練習騎射、武術等軍事技能。皇室子弟們
每日在書齋中研讀經典，又在訓練場中刻苦訓練，
努力成長為能文能武的人才。
這種對皇室子弟文武兼修的培養方式充分體現了

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
論，避免了單一智能培養的局限，為皇室子弟的未
來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忽必烈經常帶領皇室子弟外出狩獵，這不僅是一

項娛樂活動，更是重要的實踐學習機會。在狩獵過
程中，他們需要運用各種知識和技能，學會野外生
存、團隊協作以及應對突發情況，且忽必烈會根據
每個子弟的特點和表現，給予不同的指導和建議，
充分體現對個體差異的尊重；教育家洛里斯（Loris
Malaguzzi）創立的瑞吉歐教學法亦重視環境對兒童
影響的教育理念，讓每個孩子都能在適合自己的方
式下發展。

創製蒙古新字 積極推廣文化
此外，忽必烈高度重視蒙古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

展。他令國師八思巴創蒙古新字，並設立諸路蒙古
字學，通過考核者可出任譯史、令史、通事等職。
讓蒙古族幼兒在學習本民族語言文字的過程中，深
入了解本民族的歷史和文化。

忽必烈雖無專門針對幼兒教育的系統論述，但他
所推行的教育政策，為幼兒教育創造了良好的發展
環境。在國子學、蒙古國子學以及諸路蒙古字學等
教育機構中，具有年幼的學生接受啟蒙教育，為他
們開啟知識大門，培養學習興趣與能力。同時，忽
必烈更推崇家庭的幼兒教育，注重幼兒品德和行為
習慣的培養，為幼兒的成長鋪就良好開端。
忽必烈通過一系列教育舉措，為元朝教育事業的

發展作出卓越貢獻，在中華教育史上留下濃墨重彩
的一筆。奉尊孔子地位至最高的竟是蒙古的大汗，
讀者們有否感到意想不到？

●梁可茵老師
學研社成員，從事幼兒教育寫、教、編達二十多

年，在書海澀論中尋找方便之門，喜歡發掘兒童行
為背後的心路歷程，現為自由撰稿人，並把好奇投
向歷史上小屁孩的成長故事。

「人定勝天」存誤解 修心達至「天人合德」

無定河骨凝忠勇 盛世維和赤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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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篇專欄中，筆者引《西
升經》、《抱朴子》為證，說
明「我命在我不在天」並非指
要反抗宿命，相反，誠如《太

上感應篇》所言：「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世間一切福禍概非
由天注定，而不過由人自召，善惡自有因果
報應。
類似「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誤解誤用，還
有成語「人定勝天」。不少人將之斷句為
「人/定勝天」，以為「人」是主語，「定」
指一定，「勝」表戰勝，全句謂人的智謀與
能力可以戰勝上天，與中華傳統文化強調順
天應人的思想不合。
「人定勝天」一語，源出南宋詞人劉過

《龍洲集．襄陽歌》：「人定兮勝天，半壁
久無胡日月。」其中，語氣詞「兮」將「人
定」與「勝天」隔開，可見其句意乃「人定/
勝天」，「定」字不可解作副詞「一定」，
而應將「人定」視為主語，乃「勝天」的前
設條件。
在「人定勝天」固定為成語前，文獻中還
有其他類似用法，例如「人強勝天」、「人
眾者勝天」等，可以合觀。其中，「者」字
用為語助詞，說明「人眾」亦應視為「勝
天」的前提，與「人定」的句式一致。

「勝天」意為「順應天時」
「人強勝天」，見於《逸周書．文傳
解》，其內容提到，人若能順應天時，不殺
害小動物，不砍伐幼樹，並且生十取一，便
能夠奠定良好基礎，即使遇上水、旱、饑、
荒等天災，亦能安然過渡。

這裏強調的，不是要戰勝上天，而是要順
應天時。《亢倉子．政道》曰：「水旱由
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
能為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強
勝天。』」所言「人強勝天」，謂即使面對
天災威脅，亦要注意「人事和理」，強調以
和順為旨，並無戰勝上天之意。

儒道佛修行皆追求「定」
「人眾者勝天」，語出《史記．伍子胥列
傳》。其中，申包胥對伍子胥說：「吾聞
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謂伍子
胥若想憑藉兵強勢眾，不顧君臣倫理，對楚
平王鞭屍，無異逆天而行，縱似可見一時之
功，但如此違背天理，終將會遭到上天報
應。申氏既云本諸聞說，則此語顯為當時社
會上流傳已久的套語。綜其意思，即《文言
傳》「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之說，同樣強調順應天時，宣揚
因果報應。
而「人定勝天」如何理解，關鍵在於
「定」、「勝」二字訓釋。《辭海》釋曰：
「人定，猶言人謀。謂人的意志和力量可以
戰勝自然。」其說頗有從者，惟「定」字向
無訓作謀慮之例，此解殊覺牽強。案《說
文》曰：「定，安也。」「人定」猶指人心
安定，在傳統文化中具有至為重要的意義。
如《禮記．大學》言「知止而後有定」，
而後能靜、安、慮、得；《莊子．天道》謂
「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
之心有所定矣」；《大乘義章》：「守心住
緣，離於散動，故為止。止心不亂，故復名
為定。」可見儒、道、佛諸家皆以修心為

本，尤重追求心之安定。
佛家更有「禪定」、「止觀」心法，主張
人若修煉有「入定」之功，即可體悟天道，
超越六道輪迴，達到更高境界。此一思想，
亦與今人所謂「戰勝上天」的理解完全不
同。
至於「勝天」，《說文》：「勝，任
也。」「任，符也。」言擔荷、應合天道，
大旨為順應自然。《呂氏春秋．先己》曰：
「無為之道曰勝天，義曰利身，君曰勿身。
勿身督聽，利身平靜，勝天順性。」「利身
平靜」，猶言「人定」；其以「無為」釋
「勝天」，猶指順任天意，強調順應自然之
意，故曰「勝天順性」。

命運皆由人心自定
因此，「人定勝天」並非指人能戰勝天
意，而是說人心若能安定，則能應合天道。
此一境界，即傳統文化中「天人合德」的哲
學思想，也即是《莊子．齊物論》「天地與
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心境。
總之，人心之所安，在於感悟天道，明白
因果報應。有此體會，自能順應天命，自定
人生吉凶，心安理得。
馮夢龍《喻世明言》：「犯着惡相的，卻
因心地端正，肯積陰功，反禍為福。此是人定
勝天，非相法之不靈也。」洪應明《菜根
譚》：「彼富我仁，彼爵我義，君子不為君相
所牢籠。人定勝天，志一動氣，君子亦不受造
化之陶鑄。」說明人的命運皆由人心自定，善
惡自召，正是「人定勝天」之最佳註腳。

● 謝向榮教授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

語譯：
將士誓死橫掃匈奴，奮不顧
身，五千裝備精良的士兵，已戰
死在胡地。真可憐啊，在無定河

邊成堆的白骨，是多少怨婦在夢中思念的丈夫
呢！
賞析：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開
篇即描繪出一個慷慨悲壯的激戰場面。將領有
誓死殺敵和奮不顧身的英勇，也有精良的裝
備，但結果仍是全部喪生，傷亡慘重，足見戰
爭激烈殘酷。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這
兩句筆鋒一轉，從戰場的實景，寫到妻子守候
在家的虛景。妻子不知丈夫戰死，仍然在夢中
盼着丈夫早日歸來團聚，使詩歌產生震撼心靈
的悲劇力量。
「無定河邊骨」和「春閨夢裏人」，一邊是

現實，一邊是夢境；一邊是
荒野淒涼的枯骨，一邊是春
閨怨婦的思念，虛實相對，
榮枯迥異，強烈反差產生跌
宕的藝術效果。「可憐」、
「猶是」飽含深沉的感慨，
表達詩人對戰士無限的同
情。
每年的5月29日，是聯合
國維持和平人員國際日，紀
念為和平事業犧牲的聯合國
維和人員，讚頌他們非凡的

專業水平、無疆大愛和獻身精神。現今世界，
仍有殘酷的戰爭在持續。中國作為聯合國五大
常任理事國之一，肩負着維護世界和平的重
責。在漫長的歷史裏，中國人也曾飽受戰爭苦
難，因此深知和平的珍貴。
這世上沒有理所當然的歲月靜好，只不過有
人在看不見的地方，替我們默默守護。將士看
破生死，不是因為不怕死亡，而是因為心有大
愛，愛能讓人生出勇氣，勇氣能教人戰勝恐
懼。
同學們，假使有一天，國家需要你挺身而

出，保家衛國，你能鼓起勇氣，奮不顧身地走
上烽火戰場，為了國家存亡與世界和平而戰鬥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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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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隴西行》山水畫。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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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隴西行：原為樂府《相和歌．

瑟調曲》舊題，內容寫邊塞戰
爭。這首《隴西行》也是反映唐
代長期的邊塞戰爭給人們帶來的
痛苦和災難。隴西：今甘肅寧夏
隴山以西。
[2]陳陶：字嵩伯，號三教布

衣。早年遊學長安，求仕無果，
於是寄情遊歷山水，後不知所
終。詩多散佚，後人輯《陳嵩伯
詩集》一卷。
[3]匈奴：指西北邊境部族。
[4]貂錦：此指戰士，也指裝備

精良的精銳之師。
[5]無定河：黃河中游支流，在

陝西北部。
[6]春閨：女子妝容的處所。此

處代指戰死者的妻子。
●只要團隊合作，就能產生超乎想像的創造力。圖為喜劇節
目演繹的劉關張桃園三結義。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