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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認為，香港教育最大問題是，太遲給學生接觸哲學，感
受生命，導致眾多人每遇問題時，總會消極面對。有教育界朋友
更加認為，俗稱 「抗逆力」低的現世代，都是欠缺生活上的磨
難，加上長期沉迷在互聯網的虛擬世界裡，普遍地令他們在現實
世界中的自我形象偏低。要改變這現象，教育局其實可以向法國
教育部門取經，早在小學階段時便開始給小朋友接觸哲學書籍，
令他們提早認識存活。在眾多講及生命的哲理書中，筆者經常推
薦學生們看紀伯倫（Kahlil Gibran 1883-1931）的《先知》
（The Prophet），因為此書能夠道出我們生命中各種不同生存
狀況和身份的心情。

黎巴嫩文壇驕子
紀伯倫是黎巴嫩阿拉伯詩人、作家、畫家。他更被稱為藝術

天才、黎巴嫩文壇驕子，是阿拉伯現代小說、藝術和散文的主要
奠基人，二十世紀阿拉伯新文學道路的開拓者之一。其主要作品
蘊含了豐富的社會性和東方精神，不以情節為重，旨在抒發豐富
的情感。《先知》發表時，作者只得十五歲，他就能夠以超凡的
洞察力和智慧寫下這部影響深遠的作品。這是一本難得的著作，
它滿足了各式各樣人種對心靈的不同需求。有哲學家認為它是哲
學，詩人稱它為詩作，更有科學家和法學家坦白承認，此書給他
們很大的啟示。

《先知》初版於一九二三年，是紀伯倫首次以阿拉伯文寫的
稿子，刊登在名為 「真理」的文學與哲學刊物，內容是描寫人類
之間的關係，書中藉主人翁先知阿穆斯塔法之口，闡述人生哲理
包括愛、自由、孩子、法律、善惡等二十六個主題。到一九六八
年一月，四十五年間，這書已再版了八十次之多，翻譯成二十幾
種文字，單是美國版本已銷售超過二百萬本。

人生哲理26主題
早在一九二三年，紀伯倫的五篇散文詩由茅盾介紹到中國。

一九三一年，文學家冰心翻譯該書，使中國讀者進一步了解紀伯
倫，讓讀者開闊視野，擴闊文學的窗口。近十多年，中國又陸續
出版了一些紀伯倫的作品。這位黎巴嫩文壇驕子在中國有越來越
多的知音。

在眾多譯本中，香港較為容易找到的版本，是王季慶在一九
七○年的譯本，這個版本最難得的是中英對照滿足讀者。在二十
六個主題裡，筆者尤其偏愛有關 「工作」的闡述，紀伯倫說：
「我說生命的確是黑暗的，除非是有了激勵；一切的激勵都是盲

目的，除非是有了知識；一切的知識都是徒然的，除非是有了工
作；一切的工作都是虛空的，除非是有了愛；當你仁愛地工作的
時候，你便與自己，與人類，與上帝聯繫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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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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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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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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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武士」創辦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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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伯倫15歲發表《先知》

書名：《西夏王朝──神秘的黑水城》
系列：草原帝國系列
著者：劉學銚
出版：智能教育出版社
版次：2013年2月第一版

劉學銚新著《西夏王朝──神秘的黑水城》最近由香港智能
教育出版社出版。

鐵與血的征戰，遊牧與農耕的碰撞，來自草原的衝擊引起了
世界的巨變。興於中國西北一隅，是戰神成吉思汗最頑強的敵
人；創製自己的文字，國祚超過兩漢、兩晉、兩宋、金，是歷來
文武兼備、外交最強的遊牧政權。

曾創造西夏文字
西夏王朝是怎樣一個王朝？西夏王陵號稱東方金字塔，謎樣

的黑水城擁有令人覬覦的寶物； 「正史」中沒有它完整的史傳，
西夏王朝究竟是 「傳說」還是 「高不可攀的存在」？

在劉學銚的《西夏王朝──神秘的黑水城》中，著者將為讀
者揭開西夏王朝的神秘面紗。

以党項民族為主體的西夏王朝，前後跟契丹的遼、漢人的北
宋、女真的金及漢人的南宋，兩度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西夏的
興盛充分表現出党項人強大的韌性與臨機應變的特長。

西夏曾經創製出形態特殊的西夏文字。歷史上許多少數民族
都曾經建立過政權，但大都沒有屬於自己民族的文字，可見西夏
文之重要地位。近幾年來，西夏文翻譯的佛經陸續出土，這對漢
語語音變遷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是一個長命政權
西夏王朝從元昊於北宋仁宗景祐五年正式稱帝，到元太祖二

十二年，享祚一百九十年，在中國歷史上也算是一個長命的朝
代。如果從元昊的老祖宗拓跋思恭因參與平定黃巢有功，授夏、
綏、銀節度使，賜號定難軍算起，則有三百四十六年之久，是一
個長命的政權。

作者劉學銚，山東諸城人，台灣政治大學法學士。現任台灣
中國邊政協會秘書長兼季刊主編、文化大學教授。曾任蒙藏委員
會委員兼主任秘書，中原大學、輔仁大學兼任教授。著作包括
《五胡史論》、《匈奴史論》、《鮮卑史論》、《五胡興華》、
《胡馬渡陰山》、《成吉思汗傳略》等。

劉學銚揭西夏王朝面紗

曲 飛 林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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