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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上沒有亙古不變的成法，一切都在調協、完善、發展、演

進中。劉勰《文心雕龍》云：「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文律運

周，日新其業；變則堪久，通則不乏。」
1
文章如是，「教」文章

之法也應如是。清人龔自珍亦云：「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

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
2
因此，香港教育署近年

積極推行語文教育改革，擬定文學新課程，改變舊有教學模式，

自有其順情合理之處。 

 

但有一個問題卻不可不分辨清楚。目前教育界有些意見認

為：時下香港學生「對中文的興趣日減，水平日低」（實況如何，

尚可詳細研究），其原因蓋在課程內容欠妥，與教學不得其法，

因此只須由此兩者入手，必著成效。 

 

但實際原因是否如此？我們覺得尚可研究。 

 

誠然，任何科目的教材與教法，皆應與時俱進，這是沒有疑

問的；但造成學生對中文課「不感興趣」的主要原因，竊以為並

不在於教材與教法，而在於學生對中文、對傳統文化所持的態

度，即所謂「價值觀」問題。說得明白點，就是學生認為中文「無

用」（或用處不大），傳統文化「過時」，學不學無所謂。我們想

這才是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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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解決問題，首要還在消除誤解與偏見，提高學生對

中文、對中國傳統文化地位、價值、作用的認識。 

二 
 

環顧全球，無論法、德、俄、意、日、韓、埃及、阿富汗、

伊拉克⋯⋯大概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民會視本國語文為「無用」

（或用處不大）的，而台海兩岸的中國人也絕不會輕忽、「賤視」

中文與中國文化；惟獨居於香港的中國人，認為本國語文「無

用」，提不起學習興趣，甚至棄之如敝屣——這豈非極不合理的

現象？其成因何在，委實值得我們深自省察。 
 

固然，文化受重視的程度，往往跟經濟的強弱成正比；但文

化的優劣，則並不取決於其暫時、表面的地位高低，強勢弱勢，

而取決於它是否具有真價值。僅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美國文化之所

以風靡世界，強勢畢現，主要是因為有發達的經濟為後盾，而並

非唐老鴨、漢堡包、扭擺舞有什麼特別過人之處。反之，根深葉

茂、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之所以暫呈弱勢，也只是目前實際國力

的反映，而不是因為它沒有恆久、真正的價值。可以預期，當大

中華地區經濟繁興之日，也就是中華文化再領風騷之時。日本的

情況，或可作某種程度的參考。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倘

有遠見，其仿傚、學習的內容、對象，必然會以是否具備真價值

或價值之高低為取捨準則，而不是趕潮流，逐時髦，眩惑於暫時、

表面的「優勢」。 
 

三 

 
至於傳統文化與時代的關係，有一些青少年有所誤解，以為

傳統的東西與現代脫節，已經「落伍」，可以「一筆勾銷」，所以

提不起學習的興趣。但我們這些過來人則明白，傳統是現代的根

基，傳統文化構成現代文化（包括流行文化）的核心和基礎。就

以五四運動為例，它與「孔家店」為代表的舊文化似曾勢不兩立，

但事實上，徐志摩、聞一多等人的新詩，朱自清、梁實秋等人的

散文，何嘗不或顯或隱、或即或離地滲潤著詩古文辭的神色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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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聞氏後來更由衷地表示：「藝國前途正杳茫，新陳代謝費扶

將。⋯⋯神州豈乏他山石，李杜光芒萬丈長。」（《釋疑》）這是

經多年實踐、探索、思考之後獲得的寶貴認知。周樹人、作人兄

弟，胡適之，林語堂，豐子愷這些一代宗匠，誰沒有在古典文藝

的殿堂中習過藝，打過滾，練就一身本領，才出戰江湖，馳騁於

百喙爭喧的新文苑？小說家沈從文，也是憑啃熟一本《史記》，

才開始其文學生涯的萬里之行的。⋯⋯到了現在，他們當日曾「帶

領潮流」的作品，已紛紛成為我們所珍視，同時被某些人目為「老

套」的傳統的一部份了。 
 

正是：「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

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杜甫《戲為六絕句》之二） 
 

再看今天。諸如《獅子山下》、《錦繡前程》、《風繼續吹》《真

的愛你》、《海闊天空》等傳唱一時的流行歌曲，還有迷幻離奇的

「後現代小說」、「實驗戲劇」，我們不妨問問它們的作者，看有

誰能脫離水深土厚的傳統的滋養？二千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高行健更坦然自認：「《靈山》背後有一個巨大的中國文化背景。」
3
 

 

西方抽象派繪畫，該是絕對「新潮」的了，然而名噪歐美藝

壇的趙無極，卻偏要在其中注入東方古老的「禪意」。 

 

李雲迪，現代音樂青年的偶像，他說：蕭邦的樂曲洋溢著中

國詩詞的韻味，所以特別適合東方人彈奏。⋯⋯ 

 

請看，古與今，中和外，傳統與現代，就是這樣血脈相連，

氣息相通，保持著水乳交融的密切關係。 
 

四 
 

以上還只是有跡可尋的表面現象而已。傳統文化與現代人的

關係，其實比以上所言的還更要深刻、廣泛、密邇得多。因為中

華文化這種淵源深厚的傳統，其實早已跟華人的語言、習俗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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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是一般人不察覺而已。因此，

除非你從來不讀中文書，不說漢語，又長期置身於非華人社會，

否則，「抽刀斷水水更流」，經史子集、詩詞歌賦之類的傳統文化，

必與你如影隨形，難捨難分。 

舉個簡單的例子，《詩經》是三千年前的作品，但它裡面大

量的詞語，卻仍活躍於我們的日常用語甚至口頭禪中： 

 
窈窕  淑女  君子  翹楚  切磋  琢磨  景仰  喬遷  

顛覆  求之不得  輾轉反側  一日三秋  明哲保身   

戰戰兢兢 小心翼翼  人言可畏 未雨綢繆  風雨漂搖  

逃之夭夭  不可救藥  萬壽無疆   ⋯⋯ 

 
如果再加上《周易》、《老子》、《論語》、《左傳》、《史記》以及歷

代的詩文辭賦，古為今用的詞語數量，便更多得驚人。其實，只

要你用漢語交談、思考、閱讀、寫作，你便時刻在領略、重溫、

運用、闡揚這些文化寶典、人生睿智。由此可見，某些人心內嘀

咕的什麼「無用」、「過時」之說，跟事實相去何啻十萬八千里。 

 

五 

 
如果我們的學生能明白這些道理，對中文、對中國文化的地

位、價值、作用有深切的了解，再配合課程內容、教學方法的改

進，那麼，便很容易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相反，如果不正本清

源，不解決根本認識問題，則無論你如何改變教材與教法，也很

難令學生感到不「沉悶」。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樂之者。」
4
研讀中國文學，如果真的能達到「樂之」的境界，那

自然事半功倍了。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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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劉勰《文心雕龍．通變》。 
2. 見《龔自珍全集．上大學士書》。 

3. 錄自高行健先生 2001年在香港城市大學的演講。 

4. 見《論語．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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