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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聽錯，香港是備接特撓的地方。，它能一種小小的漁村發展成為今天在世算上

頗有名寰的經樹發達地盔，在政治上盟有它特撓的歷史背景，在文化土也有它自身的

獨特風說。總起來說，香港的特殊之處說是它括在近宙年的社會發展中，融殖民主義、

對建主譏和資本主聽於…墟，逐漸鶴成一顆「三三位一體j的「東方明聽J 0 它保存著中醫

幾千年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古老意識形態和構神文明，又在近幾十年的開發中建技成

為一種遠東捕阻舉足鑿靈的白由貿晏海.享有「亞洲四令寵j之一的獎譽。香港的許多

，有的難免會續著時間的推移頂有所贊路，但更多的將在今後漫長的觀丹襄綿雖

不斷總保留下去， ~還是毋容置疑的。

再通至五百來天，香港的主權就要聞歸中囂。凹師以後，在一翻兩制的前獲芋，一

控萌顯打上擺闊地搖冉的東西可能會遺辦站出香港，龍作為香港經擠的資本主義制魔

及其相應的價麓觀念，連間接期以來從中間「者祖宗j那真沿聽下來的縛統意識、民族

風情乃至在生活習俗，必然好會接久地保直下來，廷續下去。只是麗於文化教背上一聲

特色的女嶺，問題鼓比較寶雞了。就.1;1.學校教會來說，從架構體制到教學內容、教學

語言等等，概要充分顧及社會歷史傳統，聽黨維持原有架構，而又不能不考黨在新的

路史時揖中如將與國內教育的接軌問題。不難設想.在主權回歸之後，作為特別行產生

隘的香港，除了總體上保持饗本叢義制度不變以外，在文化教育發展的路向上，盔、然

會考晶體制訂一些政黨來讓步消除聽聽地的色彰，閑時加強中關縛統文龍和民5英文化的

傳播。這艷麗鼓有觀念上、理論上的問題，也害其轎撥施和實際樣作上的問題。單拿

中小學的中聽諸文科教學梁實，就有不少涉及接載的問題需要探討:教學語言的問

題、母語與英語的協藹摺盤、議書醋語言與15當日語的聽罷餌題、教材改革街頭向問

題、黨關模字的態海闊聽......如此等等。倘若不及學研究，未雨網露，轉求安薯的解

決方案，難兔會影響日後教學素黨的提高，也會給全港數百所中小學的語女教師帶來

不該書的盟憊，不和於番話吾泰§聽教育的韓康發展。

1982 年香梅教膏著辦起了…斯語文教宵學院。它的主要任務是蹲在曦的中、英

語文教師揖設護協課程，藉以聽高檔們的黨務水卒。長年無丹忙但不婷的中小學教

師，能有磯會暫時放下教鞭，集中一間時問f說盡j還要習，為自己議充一些教釀中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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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營養J '這自然是大受教師歡迎的好事。首屆十六周的語文教師覆修課程於 1982

年 9 月開學，備受各界關注，被認為是香港開埠以來首吹出現的在職教師複修課程。

除此之外，語文教育學院的教師還在辦好複修課程的同時，針對語文教學中出現的問

題及語文學科的建設問題展開了系列的學術研究活動，並從 1985 年開始每年主辦一

次國際性的語文研討會，邀請各地語文學者來港共同切薩、交流語文教學的經驗心

得，每年更換一個中心議題，但又都圍繞著語文教育這個大題目來發揮。策劃組織這

一定期舉行的國際學術盛會，除了自敬理院長外，主要就是主管中文課程方面的副院

長李學銘先生和何國祥先生了。說來堪稱有緣， 1985 年語文教育學院舉辦的首屆國

際語文研討會特邀兩位中國語文學者，其中就有我的一份兒，就在這本為嘉賓的幾天

中，我有幸結識語文教育學院的幾位領導及一些教師朋友，其中自然也就包括一接觸

就給人以樸素可親、極具學者風度的李學銘博士了。為了拓展學術交流渠道，加深同

道學人的相互暸解，璽年 (1986) 借著暨南大學慶祝建校八十周年的機會，我以文學

院長的身分，向校方提出邀請了幾位海內外知名的語文學者來校參與盛會並作學術演

講。香港方面應邀蒞臨的學者中，就有張日昇博士和李學銘博士。有來有往，打那次

以後，我和學銘博士的學術情誼便與日俱增。他在香港報刊上和講壇上發表的許多高

論，也就有更多的機會拜讀了。他主編的〈語文教育學院學報〉我每期都能讀到，這使

我對香港語文教育的種種現象和存在的問題加深了暸解，促使我也萌發起探討香港語

文教育問題的興趣束。近幾年來，每當我在腦子里思考著有關香港(也包括澳門)語文

教學中的問題時，我總是習價於和我的專業一一漢語方言研究掛起鉤來。我寫過幾篇

談港澳地區中文教學與方言問題的文章，也曾有幸應語文教育學院李、何兩位副院長

之邀到學院去作學術演講，題目就mtl漢語方言典語文教學J 0 1990 年我代表廣東省

中國語言學會在廣州組織起有粵、港、澳三地粵語專家參加的學術團體「廣州話審音

委員會趴在物色委員會的委員時，自然也忘不了莘學銘博士。這一來，我們又有不

少的機會可以和他切磋我們共同關心的粵語正音問題。在幾年的審音工作中，李博士

對每一個有異讀現象的粵音都進行認真審訂，觀要參照古今昔的發展，使所訂之音能

夠符合語音發展規律，又要尊重時下實際的音讀，體現「從今從俗」的精神。正是由於

有李學銘博士、單周堯博士、張日昇博士等多位港澳粵語專家的通力合作，我們的審

訂粵音工程才得以基本屍戚，目前正轉入運用集體賽音的成果，緊張開展編集〈廣州、|

話正音字典〉的工作。

李學銘博士學養深厚，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有較高造詣。十多年來他一直服務

於港府教育機構，早在語文教育學院成立之前，他便肩負起籌辦學院之責。語文教育

學院成立之後，他一直擔任副院長職務，盡心盡力，善始善終，直到 1994 年學院合

併成為香港教育學院。語文教育學院從建院到發展、結束的全部過程，他都親歷其

境，堪稱是位華路藍縷的建院功臣。正如他自己所說: I我先語文教育學院而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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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歡會學院研去，讀著語艾教會童醫院的 f始j 幸or鞍J 0 J十二三年鶴，抱在繁忙的行政

領導工作中一麗在思考香潛語文教宵的許多問題。他調查研究，搜靠資斜，分析情

況，撰寫論文，組織研討。戰拿喜苦思聽到的每年一題的關際語文研許會來說，對於擺

高香港語文教背水平，權鑒各捕改革經驗，增遵聲響術交流，其作用是顯而易見鈞。

月悠悠，轉讓李星發銘博士快要到達混休之年了。如今偏在功成榮体之碟，把飽

在語文教奮學說工作的十立年聞發毅的一些論及語文教育的女舉結黨刊行，名賞這〈中

聽語文教與嘉興的現法與發聽) ，共投入二十五麟，都是攏在教學實艘中總結出來的經

驗體會，可算是他獻給香港語艾教育學院以至整館香港語文教育學界的一份厚禮。德

這鵲攤子中，我們可tJ轉到一位鱉深教育工作者如何從不爵的租IJ面，經常思考馨香梅

語文教子擎的發展，如何為教師怎釁教、學生怎樣擊捕諜心。 i護士二十五籬文章分篤四

轍，內容撈及各種括文教育總題.他語言主男女嘉興，從日聽聽文芋，從字制應用至3諾諾

教嚼，從教材設計到師費培訓，從寫作被巧到交往認議，林林總總，敢有宏觀上對瞥

港語文教育發展的總體構思，顯示出高聽聽龍之勢，也有徵觀上對一聽語文問題的潛

心接彈，表現踹緝緝臻釋、一絲不筍的精神。這許多企輩都是愈師生們既急，想師生

們所想，者的教矢，有感稿發的。文章中接觸到教學中的許多問題，大都是教師在課

堂內外接纜到而叉，全待解決的問題。學銘簿士的論述貴在針對性強，如同…跟單對症

的農藥，一陣蹲送斃的情風，使人讀後感到切合實鏢，有現有據，手宮廷蟬的說服力，

能鉤解器在竭。就拿書中第一盤的幾篇文爺來看，都是集中討論中小舉中國語文軒的

字詞教學問題，其中〈字詞應用與宇揖教學〉一績，對宇謂應用的混亂嘴說作了一番龍、

闊的揖壺，指出香梅宇語教學中有f指轉欠妥、照顧不間J的毛病，誰提出幾點具有興

知:的冕的晃解來，語中翻語文科的老鷗在意:

、章說詣，不忽幌字

二、注意違章輯、語法、修辭方醋的揖導

三、結合生活，讓學生有練習的機會

閥、鼓勵種生學養學普通話，幫助他們掌握方當與標準語的對自整規律

、擴大星發生的閱讓範圈· í題便能們大量閱讀

有了這樣具體的指引，如再病人得到了衷方，我想對於瞥矗存在於字詞教學中的

是擒，是應該有f槃懿春部j的希望的。

李學銘搏士對待語文教會中出現的問題，一方面認與研究，積種解決，一方圓t往

常常表現出…種寬容大度的嵐格，給我耀下了深劍的即象。 1991 年 7 月我們一超出

席在香禪大學舉行的f第:屆中女科課程、教材、教法語際研討會J '我在會主談及語

文教學中諜受方當詞語囂攘的問題，提出了器對現實，在對待方言詞譜時宜接散f寬

黨委結合j的方針，觀褻有所聽制，也饗有所寬容，應親不商情況，該寬晨1覽，當嚴使

巖。我的這鶴想法和平學銘搏士在會上報讀的論文<f容納與己j歡會與中學中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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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精讀教材〉中的論點就有相通之處。不過我設的僅是方言詞語在語文教學中如何處

理的問題，應屬徵觀範圈，而李博士的「容納異己J教育，範園就大得多了，無疑應屬

宏觀的考慮。他所提出的「容納異己J之說，是把我們平常所理解的「德育教育J (即「公

民教育J)和智育發展結合起來考慮的。語文教育應有助於培養學生具有容納異己的胸

襟，能夠虛心接受人家批評自己的忠告或諜言，能夠對與自己持不同意見的人採取

「和而不同J的包容態度。這種語語勸導的肺昕之言，對於培養年輕一代更好地適應現

代多元化社會的需要，更出色地服務於現代社會，的確是非常重要的。至於具體論及

方言詞語在語文中的應用，他在〈字詞應用與字詞教學〉一文中也有如何掌握寬容尺度

的精彩見解。他不贊成一概排斥方言詞語，提出以「不妨礙溝通J為重要的可容納條

件，他說: ir港式中文』如果指的是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文學作品，我不反對。......

不過如果因為作者語文能力不足，或貪圖表達的方便，因而在筆下出現了廣州方言、

標準語、外來語的字詞大混雜的情況，這樣的『港式中文J '實在不足為法，在字詞教

學中，是要視為污染語文的負面教材的。」我很贊成李博士這種對待所謂「港式中文J

的態度，應該十分明確:現代白話文是以漢民族共同語為基礎的書面語，為了維護這

一書面語的純潔、健康，必須防止方言成分一一主要是粵語成分的隨意闖入;但又必

須旺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地對待這個問題。倘若文章的內容是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學作

品，容納少量方言詞語有助於增強文章的生動性而又不妨礦讀者的理解，也就「該寬

容時且寬容J了。

我特別讚賞李學銘博士在本書的字襄行問常常洋溢出來的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厚

感情和對香港教育事業運作中母語教育問題的深切關注。這是當今香港教育工作者和

廣大知識分子最可珍貴的感情。李學銘博士十多年來兢兢業業地為提高香港語文教育

素質所作的種種努力和許多貢獻，正是這本集子足以吸引讀者、 f卑盆讀者的根本原

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