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春天裡描塑春天

— — 從小思著作初探其教學面貌

●黃燕萍

香江縣文壇

一 、引言

一直以來 ，文化界均將小思當成一個純粹

的文學家 ，她在業餘時間就香港文學的研究及

史料�u沉 ，得到海內外學者極大的重視與肯

定 ，洛楓（陳少紅博士）稱之為 「香港文學的活

寶藏」，黃繼持先生與海內外的文化界更一致

推崇她為 「最有資格編寫 《香港文學史》的

人」

小思在業餘時間的文學研究得到如此程度

的注視 ，但卻鮮有人留意到其正職：教育一項

她用了半生時間 ，藉著自我生命直接實踐的工

作 。小思一九三九年在香港出生 。一九六四年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 。新亞四

年 ，期間深受國學大師唐君毅影響。新亞畢業

翌年於羅富國師範學院進修 ，獲教育文憑 。一

九七三年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

中國文學 。一九八一年 、以 「中國作家在香港

的文藝活動：之論文獲碩士學位 。自六十年代

起 ，小思於本港多家中學任職中文教師 ，一九

七八年始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 ，一九七九年

起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期間獲選為中

大文學院模範教授 。直至二○○二年退休之前 ，

小思大半生的時間皆貢獻予教育事業 。故言

「教育是一項小思用了半生時間 ，藉著自我生

命直接實踐的工作」實不為過。

事實上 ，接近半個世紀以來 ，小思一直處

於香港教育的最前線 ，經歷亦見證著香港教育

改革的大潮流 。從中她變化出一套貼近教育制

度 、同時超越教育制度的教學模式 。

以下 ，筆者將根據小思的現有著作 、由筆者

整理的小思文學及教育語錄 ，以及筆者過去三年

修讀小思任教科目的課堂筆記 ，1嘗試勾勒出小

思幾項基本的教育理念 。

二 、跨學科學習：多元品昧 ，有利於專科

發展

藉著跨學科學習 ，強調：各學習領域之間

應有所連繫 、現實生活無知識領域界限之分 、認

知過程將自行作經驗整合：可謂當前教育改革提

倡 ，可藉以培訓香港學生九種共通能力一項大前

提 。2

「多元品味 ，有利於專科發展」正是小思執

信的教學理念之一 。她認為所有的學科學習皆應

具備 「通職教育」的精神。3故此 ，在其不同類

型課程進行期間 ，她皆接納且鼓勵學生將其他範

疇“如地理學 、4心理學 、5聲韻學 、6地方歷史

文化7等等層面的專科知識，應用於一些純文學

讀物的詮釋與切入 。就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來

看 ，小思在這方面的落實推行絕對早於教改的提

倡 ，可知其教學實踐比當前的教改更具備前瞻

性 。

三、教學模式：不教 ，是為了教得更多8

鼓勵學生 「積極主動學習、掌握學習策略與

方法」透過同儕之間的 「互動學習」，強化學生

本身的學習體驗 、學習技巧及思維創意。9可謂

當前教改的另一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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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方面而言 ，小思的教學實踐可謂盡得

教改的精髓 ，且其推行模式比教改主張的更為

徹底 。在小思教學生涯的最後一年 ，推出一項

形式極其新穎的試驗課程：「香港文學專題：

文學與影像比較」。

是項課程試驗的推出年份為2001/2002下學

期 。整項課程百分之六十的教節皆以學生為主

導 ，形式是先將百多位修讀同學分成若干組

別 ，每一至兩組同學負責導修一個作品及由該作

品改編而成的相關影像 ，在進行資料搜集及分析

之餘 ，並設計問題供全班同學於課堂上討論 ，期

間小思只負責糾正學生作品資料的錯誤引述 ，又

或是補充學生未盡全面的詮釋觀點 。整個課程由

導師主導的教節約只有百分之十五 ；其餘百分之

二十五由小思邀請來校的嘉賓與一眾同學作直接

對話 。整項課程編排如下：

課節主持者 研讀作品及其改編影像 同學與有關嘉賓對談
小思 ． 古蒼梧 〈太平山上 ，太平山下〉

． 馬朗 〈北角之夜＞（文本．「寫意空間」電
視片段）

． 羈魂 〈模糊街〉（文本．「寫意空間：電視
片段）

學生 ． 李碧華 《胭脂扣》（文本．改編電影）
． 李碧華《霸王別姬》（文本．改編電視劇集．

改編電影）

． 期間學生可就有關研讀文
本及其改編影像向原作者
李碧華提問（由小思轉達
問題及回應）。

． 與張國榮（演員）對話：如
何演繹李碧華筆下的人物
（《胭脂扣》＋《霸王別姬》）

學生 ． 蓬草 《翅膀》（文本．改編電視劇集） ． 與蓬草（作家）對話：小
思、蓬草對談錄音播放

學生 ． 伍淑賢 〈父親〉（之三）（文本．改編電視劇
集）

． 與伍淑賢（作家）對話：從
文字到影像 ，有關〈父親〉
文本．改編

學生 ． 劉以鬯《酒徒》（文本＋改編電視劇集＋「寫
意空間」電視片段）

． 劉以鬯 《對倒》（文本＋改編電視劇集）

． 與劉以鬯（作家）對話（同學
訪問：《酒徒》＋《對倒》）

學生 ． 西西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文本＋改編
電視劇集）

學生 ． 張愛玲 《傾城之戀》（文本＋改編電影） ． 與許鞍華（導演）對話：從
文字到影像 ，改編 《傾城
之戀》問題應答

小思 ． 課程總結

於此項課程試驗推出的時間尚淺 ，故迄今

仍未有任何文字記載 。截至目前 ，只有由筆者

整理的一篇 〈小思文學及教學語錄（之一）＞（全

文見刊於 《香江文壇》．2003年1月號 ；當中「

4、一點蚊香 ，如何呈現一個女子的心事張愛

玲 〈傾城之戀〉局部細讀」記錄了此項課程其

中一個教節的些微面貌 。）

整個課程的革命性，在於其將傳統課堂裡導

師跟學生的發聲比例完全改變 ，顛覆了過往由老

師主動地教授 、灌輸 、發問 ；而學生則被動地受

教 、吸收 、回應的教學模式 。期間 ，筆者有幸承

教其中 ，個人認為“這個學期的課程 ，絕對是小

思數十年教育生涯的高潮所在 、精髓之凝聚 。而

根據小思的意思 ，她希望自己實踐於此項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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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模式與試驗精神 ，來日可透過一眾有志於

教育的學生 ，以 「傳火於薪 ，前薪盡而火猶傳

於後薪也 。薪火相傳之無盡 ，人只見前薪之

盡，不知火傳於後薪 ，永無盡時。」的方式，

把她的教育理念帶出中大的課室 ，讓它走到更

多年輕的群落裡 ，中學也好 、小學也好

試驗課程開始之初 ，小思對一眾的學生

說：「這已是我最後一年教書了，明年我將退

休 ，退休之前 ，我決定要冒一次險：推出一項

全新的課程試驗 。因為是新的 ，所以我不知道

對大家的影響有多大 、帶來的衝擊有多深。是

好？是壞？但這項試驗我一定要做 ，不管它會

為我的教學生涯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抑或留

下不光采的尾巴？但這項試驗我一定要做 ，不

管結果如何！我太後悔了！後悔自己這麼遲才

進行這項試驗 ，因為已經是我最後一年從事教

育了 ，所以即使效果很好，我也沒有機會繼續

下去 ；要是效果很壞 ，我更沒有機會重新修正

自己的闕失！但沒有關係，在這個最後關頭 ，

我愿意做一項播種的工作 ，我把這顆教育的種

子撒在你們之間 ，希望有一天 ，它會在某處抽

芽、成長 、開花乃至結果。我不知道你們之間

會有多少人將來是有志於教育工作的 。有嗎？

（約半班同學舉手），好 。到時候 ，不管你們在

哪裡執教：大學 、中學 、小學都好 ，我希望你

們把接下來十多個星期 ，你們在我這項課程試

驗裡學到的 、領略到的一些教學元素 ，帶出中

大的教室 ，運用到你們個人的教育裡 。到時

候，不管你們是成功、是失敗 ，都希望你們能

回來告訴我 。要是⋯⋯到時候我已經不在了 ，

那麼你們家祭勿忘告乃師！」

由而可知：小思絕對重視由學生主導學習

的重要性 ，她想貫徹實踐的是 「不教 ，是為了

教得更多」的教育理念。

四、全方位學習：我們一邊 『散步』

一邊在 『路上談』10

「課內課外 ，校內校外的學習活動同樣

重要 ，因此 ，教學必須突破課堂的限制 ，體現

『全方位學習』〔⋯⋯⋯⋯〕使學生通過課外學習活
動 ，根據自己的特長 、愛好 ，積極自主地獲取新

知識」。11
就小思現有的著作觀之 ，她對全方位學習的

理念 ，早在她的學生年代已然有了雛型 。七七

年，她在 〈薪傳略記〉一文中指出 ，「說到課外

閒聊 ，理想的當是一盞清茶 ，在藍天下草地上 ，

師生對談 。忘不了自己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 ，有

多少得自書房窗下 ，惠和園小徑上 、跟左舜生老

師的閒聊中。也忘不了學懂了多少唐詩宋詞，是

和莫可非老師在維園草地上的談天中【⋯⋯〕還有

許多學生跟我一樣 ，忘不了在教員休息室外邊 ，

那兩張綠色藤椅上 ，我們談到黃昏才散的情

況 。」由此可知 ，早於六 、七十年代 ，小思在其

教學實踐中已體現著 「全方位教學／學習」的神

韻 。

至她教學的尾聲 ，更把這種教學／學習理念

變化得爐火純青：二○○二年二月十一日，小思

帶領著數百名修讀其 「香港文學散步」課程的學

生、一些慕名參加的舊生、中小學教師、教育界

人士、文化界人士 ，還有無線電視派出的 ＜情常

在〉攝製隊 ，進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 「香港文學

散步：。12過程中 ，小思與一眾參加者介紹了蔡

元培 、魯迅 、蕭紅 、戴望舒及許地山等知名作

家’教育家在香港的話動事蹟，造就了香港學
生、教師 、學者乃至社會大眾（因是趟 「散步」

後經電視播出 ，亦引起不同傳播媒體的注意）與

中國文化巨人之間一趟難能可貴的文學因緣 。

這項活動在小思而言 ，絕非純粹的教學活

動 ，而是一種理想的教學模式 ，早在1999年筆者

接觸小思之初 ，她在 「香港文學與藝術」

(1999/2000)課堂上講述最多的 ，是她個人的 「行

街」經歷，她屢次強調：「街上有很多可觀的事

物 ，同學千萬不要輕易忽略 。我個人對香港的感

情與認識，便是由小時候我爸爸帶我 『行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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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出來的⋯⋯」、「有一天，我們組織起
中大的同學，一起去 『行街』／散步好不好？」

故此 ，2000/2001期間 ，由小思任課的 「香

港文學散步」，絕對是其個人對散步／「行街」

情意結的一種具體呈現 。導論課上小思引宗白

華 〈美學散步．小言〉為她的 「文學散步」課

程下定義：「散步是自由自在 ，無拘無束的行

為 ，它的弱點是沒有計劃 ，沒有系統 ，著重邏

輯統一性的人會輕視它、討厭它 ，但是西方建

立邏輯學的大師里士多德的學派即喚 『散步學

派』。」小思以為 ，一次散步 ，可以是人與自

然的一場對話 ，與風景對話 ，可以挽救都市人

過份理性的闕失。在教學上，「散步」的心緒

與行徑 ，可以讓教師與學生在學科的領域裡作

自在而無拘束的遊歷 、貼合與對話 。但現實

裡 ，香港的教育制度充斥著考試壓力 ，在壓力

的氛圍裡 ，香港的教師與學生均難有 「散步」

的心緒與行徑 。也許 ，香港人缺乏散步的場

景 ，也許 ，香港的腳步太匆促 ，連帶亦失去散

步所予的心靈沐浴與洗滌 。

五 、評估方式：標準答案以外的天空

教改文件中指出：教育上的評估應具有

「診斷、測量、甄別、篩選、回饋的功能。」
使教師與學生皆能透過評估檢討教學／學習成

效 ，知所改進。13故此 ，未來教育的趨向 ，除

公開考試外 ，會逐漸加入校本評估成份 ，「一

試定生死」的情況將逐漸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師生之間的 「長期抗戰」（據筆者所知：現行高

科程度會考的某些數理科目已在推行中，文科

方面尚未開始）。在新評估制度普及後，個別科

目（如文 、史、哲）會否因評估的主觀性 ，而培

養出創意無限，抑或迎合附和的學生？全視乎

學生際遇：遇上何種胸襟的教師 。

一向 ，小思均把香港的公開考試季節揶

揄為 「榨人腦汁」的月份 ，應考的學生恰似

「第二十六次進入電榨汁機的瘦竹蔗 」，應試

前讀得面青唇白，考畢後則毫不貪婪把學問奉還

其師 。故早在六十年代末期 ，她已在文字上疾呼

香港學生要 「向填鴨告別」。14在其教學實踐

中，讓學生掙出 「填鴨外衣」的方法，是為其提

供 「標準答案以外的天空」，讓學生有更多的自

主空間發揮其創意思維 ，建構出一套具備自我風

格的研讀方向。關於 「文本的閱讀 、理解與詮

釋」，小思有以下的見解：「王德威跟西西都認

為 ，對一個文本的 「誤讀／曲解」，也可以是一

個 「快樂的開端」。是的 ，在閱讀的時候 ，我們

真的可以做一個 「快樂的誤讀者」。作為讀者，

我們絕對可以將個人的生活經驗 、理解能力滲入

文本閱讀的過程中，先以 「直感、直覺」的方式

投入文本的情景裡 ，再以理性的方式嘗試發掘文

本材料 ，尋找曲解 、誤讀的合理性 、求取自我訊

息之認同 。亦唯有如此 ，一個尋常文本方可與個

人生命的憬悟 、經歷產生契合的意義⋯⋯」

就小思如何給予學生標準答案以外的天空 ，

筆者領受極深：修讀小思課程期間 ，筆者屢次以

「極之出位」、完全違反學院研究傳統的學期功

課去試探小思對所謂 「學院讀書札記」的包容能

力 ，拙作 〈天空下的遷移淺談中、港間的逃出與

湧入 ；兼談我所知所思南來人（基層）的生活情

態〉、〈對讀 ：南來人從虛擬的故事到真實的故

事：一些基層移民世界的光怪陸離；從顏純�u的

新移民短篇到我所知所思的新移民故事〉皆是為

呈交小思任課的兩個課程所完成的 「讀書札

記」。前者以父輩及個人的真實經歷詮釋香港自

四十年代末以來的移民潮 ，後者以本地大眾報刊

的港聞摘要及個人居港經驗對應顏純�u的新移民

短篇 。在我而言：兩個篇章可以是小說 、是隨

筆 、是新聞摘要 ，但怎麼看也不像學院要求的

「讀書札記」！
而結果 ，那兩篇 「功課」經小思鼓勵 ，分別

發表於 《文學世紀》及 《香港文學》。她在我的

札記尾端寫下這樣的字句：很動人的個人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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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改動內裡的一字一句 。這個篇章可找文學

園地發表之。

近年來 ，小思積極在其對中 、小學教師及

中學生的演講會上 ，推廣著這一片 「標準答案

以外的天空」。我以為 ，她一直希望香港的師

生能見識並接納這番澄明朗揚的風景 。

六 、總結

總結上述 ，筆者將幾項小思的教育理念與

香港當前的教育改革所作之對比 ，實質揭示出

小思的教育實踐於現行制度下的可取性與可行

性 。基於此因 ，筆者認為 ，小思絕非一位純粹

的作家 、香港文學研究者 。反之 ，如從教育層

面研究之，取一個教育、文學平衡的切入角
度 ，則小思對香港本土的影響與貢獻 ，絕不應

止於其對香港文學史料的�u沉、保存與整理 。

惟以本文有限篇幅 ，以上筆者只能就小思

教學的實踐作初步而有限的淺探 ，還望來日時

間 、資源上容許 ，筆者／或其他有心人可就小思

的教育面貌作較全面的探討與勾勒 ，以供本港

的教育工作者借鏡 。

備註：本文蒙小思老師及浸會大學教育學

系張慧真博士惠閱 、指正資料謬誤並給予意

見 ，特此致謝。壇

1指1999年至2002年三年間 ，筆者修讀小思任教科

目時的 課堂筆 記 ，包括 「香 港文 學與 藝術 」

(1999/2000)、「香港文學散步」(2000/2001)、「香港語

文教學專題」、「香港文學專題」(2001/2002)，此外亦

包括課餘聚會時聽取自小思的文學及教育意見 。

課程發展議會：〈課程架構的組成部分〉，載於

《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頁24-28。

3小思： 〈鼓勵我寫作的生物系主任〉，載小思：

《人間清月》（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93

年 。）

4在小思於2001/2002推出的一項課程試驗中，導讀
李碧華 《胭脂扣》（文本＋改編電影）的同學便以香港電車

路發展的歷史作為切入文本的一項研讀元素 。

5曾慧絲：〈越軌者＜竹刀＞青年的犯罪原因〉，載

杜珮鳳等主編 《新火中國現代散文札記》（《新火》編輯

委員會 ，1995年 。）頁44-53。全書文章皆選自小思教授的

「現代散文」課（CHI3890 , 1994/1995）的學期習作 。此書

由小思鼓勵出版並寫序 。

6黃念欣： （從〈聽聽那冷雨〉論余光中散文的擬

聲〉，載杜珮鳳等主編 《新火中國現代散文札記》（《新

火》編輯委員會 ，1995年 。）頁60-66。全書文章皆選自小

思教授的「現代散文」課（CH13890，1994/1995）的學期習
作 。此書由小思鼓勵出版並寫序 。

7馮美華：＜刀的文化從＜竹刀〉和〈最後一把番刀〉看

刀和山地文化的關係〉，載杜珮鳳等主編 《新火中國現

代散文札記》（《新火》編輯委員會 ，1995年 。）頁24-27。

全書文章皆選自小思教授的 「現代散文」課（(CH13890，

1994/1995)的學期習作 。此書由小思鼓勵出版並寫序 。

8中大中文系教授楊鍾基語 ，原指當前香港教育改革

之目的 。此處筆者作了小思教學風格之轉用。

9課程發展議會編訂．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署建議學
校採用： 〈教與學〉，載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

程指引（小一至中三）》 ，頁47-61

10《香港文學散步》及 《路上談》，皆為小思著作的

集名 。前者介紹了一些中國文化巨人在香港的足跡 ，後

者談其對香港教育的省思 。

11參照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

(2002）第6分冊 「全方位學習切身體驗 、豐富學習」。

12是次散步的路線圖及詳情，見於「附件六：香港

文學散步」小冊子副本。

13參照《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發揮所長》

(2002）第5分冊第5.2節 「強調促進學習評估」及第5.4節

「制訂學校評估政策平衡兼顧 『促進學習的評估』和

『對學習的評估』」。

14小思《路上談》（香港：山邊社，1989年，第十二
版 。）此書初版於六十年代末期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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