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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與澳門
──說一段被忽略的天主教來華史

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 李偉雄

執命仔的執媽
香港資深出版人 梁振輝

出門沒有帶錢包！
GAPSK語文推廣委員會

文化遊蹤

●參觀天主教教堂的時間，不宜選在星
期日。

●老師宜掌握一些教堂建築的特點（如
哥德式建築、巴洛克式建築等），在
教堂內向同學講述。

●老師亦可向同學講述天主教聖人的生
平（例如聖若瑟、聖安東尼等），引
發他們的興趣。

粵語解碼

考察貼士

普出生活事

除了觀課、功課，還有備課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 鄧 飛

我看教育

「執番條命仔」指撿回一命，有僥
幸成分。標題中的 「執命仔」則指撿得
初生嬰兒的小生命。

遠古時代，女性生產就如瓜熟蒂落
，不假手於人。時代進步，無論是大富
人家抑或是貧窮家庭，臨盆時，為使生
產過程順利，都會找人幫手。就是這樣
，民間衍生了一種幫助產婦分娩的行業
；幹這行的一般都是年長婦女，且有豐
富的生產經驗，人們叫她們做 「接生婦
／接生婆」、 「穩婆」（midwife）。
從古如斯，嬰孩出生存在一定風險，尤
其古時，丟命成了等閒事， 「執命仔」
遂成了 「接生婆」的任務，能否完成有
時也帶僥幸成分，廣東人就叫她們做 「

執媽」、 「執仔婆」。然而， 「執媽」
只是利用民間智慧去接生，故危險性亦
相對較高。

二十世紀初，香港已有產科醫院和
由「執媽」經營的留產所。由於思想保守
，大多數本地家庭仍選擇叫「執媽」上門
接生。二次大戰後，大量新移民從大陸
移居香港，一般居住環境狹窄，加上由
「執媽」接生的風險較高，所以愈來愈多
婦女選擇在醫院或留產所生產了。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海洋史上的一項
壯舉，首次始於明朝永樂三年（1405）
，末次結束於宣德八年（1433），共七
次。出使任務有多項，其一、展示明朝
的強盛國力；其二、實現萬國朝貢；其

三、加強明朝政府與海外各國的聯繫；
其四、向海外諸國傳播中華文明。最後
一項是如何實踐的呢？從以下文字，讀
者可見一斑：

古代迷信，認為女子身上陰氣太重
，會為其所在之處帶來不吉利，故有必
要在一些重要場合上，如出行、航海等
，作個迴避。

古人有云 「有女同行，航行不利」
就是這個意思，鄭和卻偏偏不理會這種
忌諱，每次下西洋總會帶同幾名 「執媽
」。原來鄭和每逢抵達一些落後地區，
為了表示高度關注當地民情，總會贈醫
施藥，並由隨行 「執媽」指導一些土著
婦女如何在衛生的情況下接生，以提升

母子的存活率。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中國已

踏實地承擔了一個文明大國的責任──
強大卻不霸權，播仁愛於友邦，現今的
中國不就是貫徹了這個崇高的理念嗎？

◀二次大戰
後的香港出
世紙上，寫
有 「執媽」
（midwife）
姓名

之前寫了觀課和功課的文章，其實還
有一個重要的教學步驟，甚至這一步是
發生在觀課上課和功課之前—這就是
備課。

說起備課，人們容易有一個錯覺，以
為當老師的年年如是，一門學科、一個課
程，只要剛開始任教的那一年或者那三年
（初中和高中都以三年為教學周期）辛苦
一點，之後便年年重複，一生受用不盡了
。有一句刻薄的話，所謂幾十年的工作經
驗，其實只是把第一年的經驗重複了幾十
次而已。當然，對於那些工作不上心的人
來說，可能會如此，甚至連第一年都懶得
備課的人也不是沒有。這些就不值細論了
，這裏只談在工作負責盡責的前提下，如
何把課備好。

設定合理教學目標
我還是那句話，上課需要有明確的教

學目標，具體講，就是透過這節課，老師
希望同學們能夠掌握哪些知識、技能和價
值觀，希望同學們吃些什麼進肚子裏，這
方面的意識要非常明確，否則上課變成純
粹照讀課本，流水帳一樣，這是第一要義
。其次，如何設定合理的教學目標，更是
備課階段不可或缺的一環。

雖然今天中小學基本上都是統一的課
程，統一的課程自然要求統一的教學目標
和相近的教學進度，老師的選擇空間不會
太大， 「教唔切」（教不完所有課程內容
）是老師特別是高中老師最大的憂慮。但
是，老師還是有責任也有若干空間可以調
節教學內容之深淺，教學節奏之快慢。為
什麼要這樣調節呢？課程雖然統一，但不
同的學生有不同的學習基礎，不能劃一對
待，否則就不叫因材施教了。老師是應該

因應班上同學的基礎程度來適當調節教學
目標，能力強基礎好的，自然可以加快進
度，那麼教學目標自然可以提高一線。能
力遜基礎弱的，更加需要調節教學目標，
不可能不理學生理解與否，一個勁兒地往
前衝。

因應學生程度來調整教學目標和進度
，這一步不易拿捏的。第一、如果把教學
目標定得太低，進度就會太慢，結果到學
期末可能真的 「教唔切」，那如何與同年
級的其他班同步進行期末考試？前面放慢
往往後面要加快，欠債是要還的。第二，
更難以拿捏的是，班內同學差異太大，有
基礎好能力強的，也有基礎遜能力弱的，
順得哥情失嫂意，這邊廂覺得老師你教太
淺、教太慢，已經不耐煩了，那邊廂卻仍
舊如墮五里霧中，不明所以。這些已經在
備課的階段，已經有所預測，有所準備，
不應來到課室之後，實施教學過程中，才

忽然驚覺原來這個班的差異是這麼大的！
對於前者，要有明確的教學進度時間

表，雖然任何學科課程都是由淺入深，淺
的掌握不好，深的就無法學了。但與此同
時每個學科課程都會有不同組成部分，由
淺入深是在同一個組成部分之內的，不同
組成部分之間的雖然有有機聯繫（否則就
不成一門學科了），但某程度各有一定獨
立性。例如數學可以分開代數、幾何，兩
者是相關，但還是各有一定獨立性。如果
在其中一個組成部分的教學，即使調節了
教學目標，仍然是淺的都學不好，那麼在
教學進度時間限制下，要有取捨了，仍然
未教的其他組成部分，就要開始教了。

對於後者，並沒有什麼有效解決方法
，筆者強烈建議應該按照程度盡量分班分
組進行教學。學校方面有責任進行這樣的
分班行政安排，以配合教學，促進高效學
習。

過去出門，錢包總是塞滿了現金，
如果 「散紙」（零錢）多，那就更麻煩
。隨着科技發展，個人消費變得愈來愈
方便，只需帶幾張信用卡，或者一部手
機就足夠了。關於出行消費，你又知道
多少普通話知識呢？

在香港， 「碌卡」是一件很常見的
事情，普通話中，這種支付方式被稱為
「刷卡」。這種現象的出現跟金融業的

發達是分不開的。隨處可見的銀行和各
式各樣的信用卡，都為我們的消費帶來
便利。各大銀行為了鼓勵大家使用信用
卡，會不時推出豐厚的 「迎新獎賞」和
「簽帳回贈」，因此，一個人同時持有

多家銀行的信用卡，也不是一件稀罕事
兒。

內地的信用卡普及程度不如香港，
取而代之為大眾所接受的，是互聯網支
付平台。埋單（結帳）的時候，只需要
拿出手機掃一下二維碼，就完成了！有

些支付平台除了商店掃碼支付外，還可
以繳納水電費、訂機票，甚至預約醫生
，租房子。而這一切只需要一部手機就
足夠了。

如今在互聯網支付平台上最受歡迎
的功能，大概就是 「搶紅包」了。 「紅
包」就是我們所說的 「利是」，不知是
不是因為壓歲錢總被塞在紅色的封套裏
而得名。如今在內地，逢年過節，親戚
之間會互相用手機發紅包並附上真誠的
祝福；朋友有什麼喜事，也會在二三好
友的群組裏，發一個隨機金額的紅包，
讓朋友們來搶。誰搶到的紅包最大，就
會覺得自己沾上了好運，做起事來也自
然幹勁兒滿滿。

消費變得快捷的同時，我們也漸漸
失去了支付現金的痛感，一不小心就會
花多了。所以我們在消費的時候，不要
太奢侈，畢竟 「由簡入奢易，由奢入儉
難。」

澳門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有特殊地位的
城市，早在16世紀時已被葡萄牙政府租借
，成為了西方人來華貿易和傳教的基地。
因此，我校的考察團除了參觀林則徐紀念
館外，亦嘗試追尋一些天主教在澳門的歷
史，位於澳門大三巴牌旁的利瑪竇銅像，
是我們在澳門考察歷史的一個景點。銅像
於2010年8月7日為紀念利瑪竇逝世四百周
年而作。他於1582年抵達澳門，在中國傳
播天主教，同時也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
影響深遠。他雖然是意大利人，但銅像上
的利瑪竇卻是穿着明朝的服飾，反映出他
鼓勵 「華化」的傳教方法。

葡商支持建寺傳教
耶穌會會士1565年在澳門建立了耶穌

會學院及教堂。澳門是西方神學、哲學和
科學，乃至整個西方文化在華傳播的第一
個中心。1578年，利瑪竇和羅明堅兩人一
起從葡萄牙里斯本出發到遠東，他們先到
澳門學習漢語，師從一些不懂西語的中國
人，澳門就此成為了中西語言比較的第一

個教學場所，耶穌會學院也成為遠東第一
所東方語言學校。利瑪竇在澳門編輯《葡
漢辭典》，目的便是方便其他傳教士學習
漢語之用。

利瑪竇在澳門學習漢語一年多後，就
進入中國，但他的傳教事業與澳門仍保持
着密不可分的關係。當時的澳門是遠東的
傳教基地，對利瑪竇在華傳教，支援不少
人力物力。利瑪竇在肇慶沒錢蓋房子傳教
，羅明堅便回澳籌募經費，得葡商的支持
，得以建寺傳教。在南京時，利瑪竇需要
購一大屋傳教，他委派郭居靜神父往澳門
籌款，最終才得以把大屋買下來。他又在
南昌、韶州等建立傳教點，澳門調派人員
前往支援。這些都體現着澳門在近代天主
教來華傳教史上重要的作用。

早在16世紀中期利氏來華前，澳門已
經有耶穌會士傳教，後來成為中西文化、
物資的中轉站，亦是傳教士學習、居住或
被遣散收納的地方，教會會務蓬勃。當時
教堂修院林立，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多所澳
門早期的教堂，如聖若瑟教堂。原藏路環

島的聖方濟各．沙勿略的臂骨亦被移到聖
若瑟教堂。沙勿略是另一位來華傳教的偉
人，他於1552年計劃獨自前往中國，參見
明朝皇帝，要求允許傳教。他在廣東海岸
很近的上川島作為基地，計劃偷渡入境。
但不幸地因瘧疾病逝於島上，年僅46歲，
終未達成進入中國的心願。

當天福
建中學生們在
教堂內，見到這位
天主教聖人的臂骨
，及認識到他來華傳教的決心和作出的犧
牲，無不深受感動。

兩岸四地考察與國民教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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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常用語

散紙
碌卡／簽帳

各式各樣
稀罕事兒
取而代之

埋單
二維碼
掃碼
繳納

利是
利是

隨機
幹勁

奢侈

普通話

零錢
刷卡

買單／付帳／結帳

紅包
壓歲錢

幹勁兒

漢語拼音

líng qián
shuā kǎ
gè shì gè yàng
xī hǎn shìr
qǔ ér dài zhī
mǎi dān/fù zhàng/jié zhàng
èr wéi mǎ
sǎo mǎ
jiǎo nà
hóng bāo
yā suì qián
suí jī
gàn jìnr
shē chǐ

▲澳門大三巴牌坊是著名的天主教教堂遺跡

▶華服打扮的利瑪竇銅像

古代民間女性六種職業，統稱 「六婆」，
「穩婆」（ 「執媽」）是之一。

六婆當中，較為現代人所熟悉的是媒婆（
即媒人）。其餘四項為：藥婆（賣藥婦）；牙婆
（販賣人口等商業交易的中介）；師婆（畫符

施咒請神的巫婆），以及虔婆（妓院的鴇母）。
與 「六婆」常聯在一起的是 「三姑」： 「

尼姑」、 「道姑」和 「卦姑」（占卦師）。
現代常言的 「三姑六婆」帶有貶意，指愛

搬弄是非的女人。

話
你知 穩婆是三姑六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