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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聿銘先生舉頭凝視著用以支撐玻璃金字塔的鋼索，眼鏡片
後的眸子閃動著睿智，他說：「我得和結構工程師再商量一下。」
鏡頭一轉，他和幾個工程師再三研究力學；這是港台電視特輯「傑
出華人系列」的片斷。貝先生於結構力學其實頗有根基，然而蓋
房子是半點含糊不得的，是以如此謹慎。建築師儘可天馬行空，
馳騁飛越之想超邁之才，至於紙上草圖能否建成玉宇瓊樓，還得
借助精密的力學計算；倘樑柱不足地基不固樁位不深，房子準會
坍下來。 
 

這故事很值得深思，引申於文學創作，尖新的創意固然難
得，但語文的基本功若不紮實，恐怕也寫不出好文章。有一派教
育理論，說學生學習寫作時，最重要是創意，讓其盡情發揮，英
文字的串法不必計較，中文字的錯別字亦可不論，文法不諧毋須
更正，免得挫了學生寫作的興趣。這說法我未敢苟同，創意值得
嘉許，錯字和文法卻不可不糾正；錯字連篇，辭不達意，似通非
通，怎能稱得上是佳作呢？董橋先生說：「文章的基本功都是這
些陳年老酒浸出來的。浸個十年八年之後才去追求個人風格都不
遲。」（《是陳年老酒浸出來的》） 

 
要打好語文的基本功，得下苦功。首先是養成閱讀習慣，閱

讀時要懂得分清優先輕重次序，那些不妨信目瀏覽，那些適宜靜
心細讀，那些要倒背如流。我認為《唐詩三百首》《唐宋詞》應
該多背，千古傳誦的名篇也宜全背或摘錄佳句來背，學生也可依
興趣而熟讀某些作家的作品，但一定要讀名家之作，因為「取法
其上，得乎其中」；至於文體是詩、詞、散文、小說、戲曲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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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評論都不拘。 
 
我愛讀《紅樓夢》，現代名家則深愛張愛玲、琦君、余光中

和白先勇，而且喜歡一邊看，一邊用螢光筆把特別出色特別感人
的句子畫下來，以助記憶。多讀名家之作，輪到自己執筆時，遣
詞運句會不知不覺地漸上層樓。我也主張多讀成語，白先勇寫散
文時大量運用成語，用得很活；雖然也有些作家少用成語，如西
西，不過多讀成語對學生始終有益無害。 

 
敏於觀察一定有助寫作，描繪花鳥蟲魚以至人情百態都必須

觀察，觀察不深，下筆一定不夠具體不夠生動，所以吃餛飩麵時，
不妨留意廚子怎樣把麵條從沸湯拋上半空，如是者兩三次才上碗
奉客，眼睛紀錄了氤氳煙氣，腦際不免浮起問號，為什麼麵條爽
韌可口，難道與半空揚麵有關？這說明了一個道理，觀察不只提
供了寫作上豐富細緻的情節，更能刺激思考和好奇，這樣探索下
去，文章才會有趣才有深度。 

 
拓闊視野亦有助文章，坐井觀天，閉門造車，焉能成文？留

心時事，翻閱書報，觀看電視台分析時局的節目，皆能開闊眼界，
下筆時也不至於茫無頭緒胸無點墨。香港的學生不大會寫風景，
反映了城市人與大自然頗為隔閡，其實香港山環水抱，不乏幽
勝，學生若能暫時別過電子世界，行嘯於郊野公園離島村徑，體
味遊歷山川親炙造化的滋味，胸懷舒展，筆端自會沁出煙水清氣。 

 
此外，在提筆前，我總是先把書桌小心拭抹，這動作我常戲

稱為「寫作前的禮儀」，一兩分鐘的準備，是要讓自己進入狀態，
桌面無塵，心境也會澄靜，唯其專心，才能深思，方可想像，千
頭萬緒雜亂無章的思維要取捨，結構要經營，詞藻要推敲，標點
要分明；雖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但沒經過凝思入神
的階段，珠玉不可能隨風而下，清水之上又哪有芙蓉？ 

 
在各類文體中，散文最似聊天，所以散文的境界貴自然。若

有滿腹學問，不必刻意賣弄，學養也會溢乎字裡行間；若是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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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凡，不必故作堆砌，文采亦泉湧而出；言不由衷，虛驕作態，
矯揉造作，俱不足道；情要真，詞要誠，讀者才會受感動。 

 
文品即人品，作者的心思品味也決定了散文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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