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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83年，南宋理學家朱
熹辭官回到武夷山，在九曲溪
畔創辦了「武夷精舍」書院，
在這裏著書立論、招徒講學。
作為程顥、程頤三傳弟子李侗
的弟子，朱熹將程氏的理學發

揚光大並另闢蹊徑，自成一家，與二程合稱「程朱
學派」。
朱熹十九歲考中進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
知府和浙東巡撫等職。他為官清正，又振興學院，
曾任煥章閣侍制兼侍講，為宋寧宗講學。
朱熹是窮理致知的理學集大成者，是心懷萬民的
政治家，是以著作來惠澤後世的教育家。他是「繼
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
闢異端之論謬，明天理，證人心」的一代大家。他
的出類拔萃，卻似樹大招風，引來一些人的忌憚和
嫉妒，非議之聲不絕。他的明理之學被斥為「偽
學」、他被斥為「偽師」，連門徒、追隨者也被斥
為「偽徒」，甚至牽連到與他學術思想有關的人
等。
他為官五十載，然而在朝為官僅四十日，甚至落
得家貧如洗、要靠人接濟的境地。所幸，他的志趣
不在於富貴，而在於求學問。他撰《周易本義》，
列河洛、先天圖於卷首。他又將《大學章句》、
《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四書
合刊，經學史上的《四書》之名才第一次出現。
《四書》成為後世士子修身的準則，也構成了朱熹
的一個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
要說到朱熹的理學思想，當然要提到他與陸九
齡、陸九淵兄弟在「心」和「理」間的異同之辯。
他們在「鵝湖之會」上辯論和講學達十天，雖未能

統一各人的思想理念，卻促使他們對自己的思想進
行反省。後世對「朱陸異同」也進行很多分析和討
論，演繹出不少理學論說和著作。
其實，朱熹對詩詞也有研究，創作出不少優美的

作品。他曾經沿九曲溪逆流而上，飽覽兩岸風光，
寫下《九曲棹歌》幾首漁歌，令九曲溪的美景流傳
下來：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

欲識個中奇絕處，棹歌閒聽兩三聲。

一曲溪邊上釣船，幔亭峰影蘸晴川。

虹橋一斷無消息，萬壑千岩鎖翠煙。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臨水為誰容。

道人不作陽台夢，興入前山翠幾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幾何年。

桑田海水今如許，泡沫風燈敢自憐。

……

六曲蒼屏繞碧灣，茆茨終日掩柴關。

客來倚棹岩花落，猿鳥不驚春意閒。

七曲移舟上碧灘，隱屏仙掌更回看。

卻憐昨夜峰頭雨，添得飛泉幾道寒。

八曲風煙勢欲開，鼓樓岩下水瀠洄。

莫言此地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

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

漁郎更覓桃源路，除是人間別有天。

系列詩一開始已道出「武夷山上有仙靈」，而
「欲識個中奇絕處」，只需在山下寒流間，閒聽兩
三聲棹歌，已可探領一些人生義理。在溪畔矗立的
玉女峰，被視作武夷山的地標。「二曲亭亭玉女
峰，插花臨水為誰容。」這是朱熹留給玉女峰的詩
句。至於不同時間，也有不同景象，如「壁立萬
仞」、「飛翠流霞」等。而踏訪「武夷精舍」，就

有如走進朱子理學的搖籃。
至於詞方面，可試看他的《水調歌頭》，亦可窺
探他的人生態度：

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

誰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

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

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舟。

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

致身千乘卿相，歸把釣漁鈎。

春畫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盡悠悠。

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

他說仕途幻變，有人臨死時才盼念牽狗狩獵，或

聽那華亭鶴唳，但都難成。最羨慕那散髮弄舟的鴟
夷子范蠡，他用智謀助越王成霸業，卻能拋棄功名
富貴，歸隱釣魚而去。五湖之上，不論是春景如
畫，還是秋風夜月，度過悠悠歲月。而一切人間
事，都不及我在滄州的一方書屋，可供我潛心學
問。
朱熹建構了以「天理」為核心的朱子理學，倡導
「格物致知」，成就將儒學思想哲學化，而他的
《四書集註》，成就明、清科舉考試的標準教科
書。

●雨亭 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
年

朱熹潛心做學問 棄「人間事」集註《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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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才子袁枚隱居隨園（前
身為康熙織造隋公之園），寫
成飲食名著《隨園食單》。

《隨園食單》共四卷，共38處談及「火腿」。作為浙江錢塘
人，袁枚心中上好的火腿來自三處：金華、蘭溪、義烏（《隨園
食單》卷二），都是在浙江省內。

金華火腿傳說「穿幫」
關於火腿的起源，今天有一個較為流傳的說法。據說北宋抗金
名將宗澤為對抗金兵，便在家鄉金華招兵買馬，組成「八字
軍」。由於宗澤領導有方，「八字軍」凱旋而歸。為了款待這群
抗金英雄，金華的父老都把家中的「兩頭烏」（金華地方豬品種
之一）宰了，送給宗澤大軍。本來能夠得到這麼多的饋贈，正好
充實糧餉，可是這數量實在太多，裝不上船。這時，宗澤心生一
計，命人把鹽巴撒在豬肉上面，一一醃製起來。到達前線後，宗
澤使人打開船倉，發現豬肉由白轉紅，而且有鹹香撲鼻，於是馬
上叫人把豬肉煮熟。原不怎麼期待的宗澤，嘗了一口，覺得竟然
比一般鮮豬肉還美味。因此，宗澤便把它呈獻宋高宗（當時的康
王）。自此，「金華火腿」之名不脛而走。
這個傳說聽來十分可信，時、地、人、事都齊了，而且還以宋
代抗金名將宗澤作為主角，然而其中卻有一處「穿幫」：自唐武
德四年（621年），金華當地復改為「婺州」，一直到元末才改
稱「金華」。因此，到底金華火腿是否真是因宗澤而來呢？這實
在不得而知，姑勿論這傳說是真是假，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南北朝
時期《齊民要術》已載有醃肉方法，到了宋代更應用到豬肉上
面。

《事林廣記》詳記製肉菜譜
南宋末年福建崇安人陳元靚的《事林廣記》卷七有《造臘肉
法》和《醃臘肉法》，主要的醃製對象正是豬肉。兩者大致都是
先用鹽醃製和晾曬，目的就是要讓豬肉快速脫水，然後或用酒醋
醃製，或用糟醃。這兩種造臘肉之法，雖然都是以豬為主料，但
手法卻與今日的金華火腿相去甚遠。
在《事林廣記》卷七又另有一篇《乾肉》，顧名思義，就是製
作肉乾，可是對象卻不是豬肉，而是「羊、鹿、獐」等肉類。不
過，這也不礙事，因為改為豬肉，手法也是大致相同。《事林廣
記》指出，要先去掉肉的筋膜，但是要稍微帶點脂肪，然後按每
斤肉「白鹽一両，或添一分」的比例醃製，如果天氣暖和則稍加
半分。醃製半日後，放入已調好了「好酒一升，半好醋一青盞」
的醃汁中，浸泡兩夜（「天氣暖只一宿」），然後取出曬乾。
這些手法，其實與今日的金華火腿做法還有一段距離，但卻可
以看到宋代肉食保存的手法其實已經頗為成熟。上面只談了「臘
肉法」、「乾肉法」，但事實上還有做「肉脯」的手法。而南宋
在醃製肉脯時，更會加入陳皮、川椒、茴香等香料，所以口味更
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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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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學校裏有對兄妹，妹妹名叫
「知言」，哥哥名叫「浩然」。筆者
猜想家長取名的靈感是來自孟子的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於
是找同事向家長打探，正如所料，家
長的想法的確如此。
知，部首為口，部件為矢。矢是箭

的意思，射箭求速求準，就如有真知
的人，說話和行動皆快而準。從儒家
的角度來看，說話和行動是分不開
的。有沒有聽過「君子恥其言而過其
行」這句話？
有些人「不知不行」，其實沒有什
麼可怪責的地方，這些人需要的是教
育，把他們由無知教成有知，才談下
一步。
有些人「知而不行」，行動欠奉，
一生注定沒有什麼作為。大家可能會
對這類人感到討厭，然而，只要對他
們忍耐多一點，提防不被他們連累，
並找方法來解決自己的問題，這些人
能帶給人的傷害只是有限。

「行而不知」最傷人
世上最傷害人的人往往是「行而不
知」的人。有沒有聽過「一將功成萬
骨枯」「一子錯滿盤皆落索」？都是

說一些人「瞎子引路」，如特朗普
般，他們權力愈大，給別人帶來的麻
煩也會愈大。
做到「知行合一」當然是最理想

的，這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培
養出知行合一的人，要先從知言入
手。
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

知，是知也。」要知言，必須虛心真
誠。就算認為自己了解了，也要有所
保留，惟恐自己知得不足，自己不知
道，便說不知道，切勿偽裝。
老子說：「知不知，上；不知知，

病。」意識到自己所知不足，那就好
了；明明不知道卻扮作知道，這便是
問題了。
知言者的話是言中有物、言中有義

的。孔子說：「群居終日，言不及
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終日走在
一起，話多卻不觸及義道，只互相賣
弄炫耀，實非知言者。
為什麼知言便能養浩然之氣？浩然

之氣又是什麼？
浩然是巨大、具澎湃之勢的意思，

而氣則是人內心一股無形的力量，看
不見，摸不着，卻感受得到。孟子解
釋什麼是浩然之氣，說：「其為氣

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
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
於心，則餒矣。」
氣者，非物質也，是內心一股無形

的力量。氣有正邪，求義與道而生的
氣為正氣；而正氣的多少強弱，全在
乎人何等程度追求義與道。知言行義
者生正氣，正氣漸集便成浩然之
氣。言、行、氣三者互動成良性循
環，故「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
文天祥便是一個具浩然之氣的人。

他寫的《正氣歌》，描述一股正
氣，支撐着他捱過被囚牢獄中三年
極苦的日子，相信這股正氣便是浩
然之氣。
幾年前，加拿大為配合美國打壓中

國科技的發展，無理扣押華為公司的
孟晚舟女士，是不折不扣的「莫須
有」事件。孟女士不因無理打壓而屈
服，捱過幾年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
相信內心支撐着她的，就是由義與道
而生之浩然之氣。
知言、浩然皆是好名字。「物有本

末，事有終始」，知言是始，浩然是
終，希望知言和浩然一對兄妹皆行在
正道上，不辜負父母的期望。

求真知可養浩然氣 守道義能增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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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中西古今學術 救男女老幼病人

本期所選兩則對
聯，分別來自書局和
醫院。兩者業務完全
不同，其一賣書，另
一治病，惟兩聯內容

均涉及「學識淵博」和「責任重大」。

藏古今學術

聚天地精華

這則對聯描述的是書局，指其蘊藏着淵
博的學術知識，匯聚了豐厚的文化精華。
「古今學術」和「天地精華」為書籍的
內涵，「古今」表示時間跨度之大，「天
地」道出空間範圍之廣，由此凸顯書局所
賣書籍數量眾多、內容豐富，當中蘊藏着
無窮無盡的知識學問和文化哲思。
此聯言簡意賅，短短十個字即勾勒出書
局的特色；而且對仗工整，用字精煉。

「藏」和「聚」都用得生動貼切，「藏」
指「蘊藏」，「聚」即「匯聚」，這兩個
詞語所指涉的事物，前者往往是珍貴的、
稀有的，後者應該是豐富的、多樣的，因
而能有力地點出書局內學術精華的內容淵
博、種類繁多、價值不菲。
本聯除了指出書局因售賣各種書籍而蘊
藏無窮知識的特點，也間接點出書局具有
傳承學術文化之責任。中華書局創始人陸
費逵先生在書局成立的宣言書中指出：
「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
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
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
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卻比任何行業為
大。」
人類的智慧和文化匯聚於書籍之中，透
過書局而得以廣為傳揚，故此經營書局
者，不應只講求營利賺錢的商業考慮，亦
要肩負教化群眾、涵養民風、傳承學術的
社會責任。陸先生所言，正彰顯其學養識
見、道德責任和家國情懷。

學貫中西 活人無算

術精內外 濟世良多

這則對聯讚揚醫者學識淵博，以及他們

懸壺濟世的功德。上聯指醫生融會貫通中
國和西方的醫學知識，救活無數病人；下
聯指他們精通內科和外科醫術，救治世
人，造福社會，貢獻良多。
上、下聯的前半句點出醫者「學貫中

西」和「術精內外」，讚賞他們具備廣博
而深厚的專業知識；後半句講述醫者「活
人無算」和「濟世良多」，感激他們以行
醫治病、救人濟世為己任，為社會作出重
大貢獻。
本聯說明醫者學養深厚、醫術精湛，因

此能救死扶傷，造福社會。上、下兩句的
前、後部分均屬因果關係，前半句提出所
需條件，後半句則說明在這種條件下產生
的結果。
常言道：「醫者父母心」，這反映世人

期望醫生慈悲為懷、宅心仁厚，視病人如
同自己的子女，盡心盡力照顧他們；又常
以「仁心仁術」、「妙手仁心」和「仁
醫」等來讚美良醫，可見醫者不但需要有
精湛的醫術，而且需要有良好的醫德。中
國人一直特別重視道德情操，這是優秀的
中華文化傳統。

●本文內容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中國語文教育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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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本專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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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讀者認識對聯的體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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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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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版啟事
因應學校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香港《文匯報》教育版各版面將由
明天（4月18日）起休版，至4月28日（星期一）復刊，敬希垂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