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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聖堂在香港國學地位特別 

楊永漢，1978年入讀樹仁學院中文系。入學後，受到系主任湯定宇等老師的感染，讓他感

受到濃烈的傳統文化風氣，同學、老師之間的交流也主要圍繞傳統文學，甚少談論娛樂新聞。

畢業後，他考入了新亞研究所，認識到很多大師級的人物，比如全漢昇先生，嚴耕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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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先生等。在新亞研究所就讀碩士至博士將近十年的時間，讓他對文、史、哲都有了結

實的根基。 

        1994年，遠赴英國就讀教育學位。1996年，回到香港就讀了教育碩士。曾於樹仁學院

任教文學概論，香港城市大學任教文學創作。其後，又再修讀了古代文獻的文學博士，因此

對中國文史哲三方面與教育有了深入的認識。 

        從獲得博士證書後，楊永漢一直堅持撰寫論文，範圍也越來越廣，涉及哲學、宗教、

文學、歷史。當中，他是研究明史的專家。後來樹仁讓他教先秦諸子思想。因此幾乎要重閱

所有先秦文獻，當中《論語》、《孟子》那些主要的中國思想文化來源，他更會反復細讀，

韋編三絕。教先秦諸子的十年間，讓他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更加深厚，以致日後寫作也能寫到

自己的見地。 

        最近，我們專訪了楊校長，請教他對中學生國學教與學的意見。楊校長認為，教師教

中文、歷史，學生去學，都是希望可以承傳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神髓。學習中華文化，不能

停留在字句的解釋，而是把作者的思想境界表現給學生。 

 

 

        自建堂以來，孔聖堂舉辦很多國學演講，不遺餘力，邀請了許多碩學名儒來主講，香

港著名的國學大家幾乎都來過，包括鄒魯、葉恭綽、錢穆、饒宗頤、唐君毅、牟宗三等。每

次演講都會有個中心論點，例如孝道等。三十年代始，孔聖堂本著學術自由，容納不同文化，

以強國利民為目的，容許不同學術思想學者、文人及不同政見之士在講堂演講。最著名的，

包括於 1941年舉辦「魯迅先生六十誕辰紀念會」，紀念這位反對讀經及認為禮教吃人的先

哲，當日由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許地山先生致開會辭，說明魯迅先生六十誕辰的意義，並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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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名作家蕭紅報告魯迅的傳略，台上背景是魯迅先生的大型照片。當天還邀請到李景波即場

演出《阿 Q正傳》，出席者擠滿整個禮堂。 

        同時，孔聖堂舉辦過許多大型的新文學活動，最為人稱道的，是 1948年舉辦紀念五

四運動座談會，邀請郭沫若進行演講。1950年 4月 8 及 9日，「港九工會聯合會第三屆代

表大會」在講堂舉行，背景是中國領導人的大型照片。由此可見孔聖堂不獨舉辦研讀傳統四

書的研習班及講座，也舉辦有關新文學的運動。 

        直至現在，孔聖堂仍有舉辦國學班，每個星期一日，分三班，每班約 30人。以半年

為一期，有不同學科，並分基礎班，深造班、研究班。基礎班的範圍以前集中講儒家思想，

現在也會包括佛家、道家思想、文字學，基礎的國學常識。而深造班就會再深入，會有歷史，

明史研究等。而研究班就會是專書研究，例如《文心雕龍》、《史記》等，有系統地訓練一

批人對國學有較深厚的認識。在國學班中，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來自不同階層、職業，共同

交流、研究，透過國學去尋回自我的道德底線。 

        而我與孔聖堂中學結緣是 2012年。當時孔聖堂中學的校長出缺，校董會的成員見了

我，討論我的教育方針，校董會的成員也給予我很大的空間，他們也認為我在這裡可以發揮

我的教育理想。即使在經濟上會損失很多，但我還是願意從津貼學校轉過來，變成直資學校。

因為我認為儒家思想或中國文化不僅僅是學術，而是一個行為。如果中國文化只是一種學術，

只研究一下它的境界、層次等等，反而會更不明白中國文化的特質。中國文化的特質來自於

行為，所以在生活上要顯示出來。來到孔聖堂中學後，我便可以名正言順推行儒家思想，所

以，我提出教導儒家思想。 

以學規要求學生設立道德底線 

        同時，我也用儒家的道德去要求學生，例如老師訓話的時候不許反駁。如有反對，也

需在老師訓話後方可。倘若覺得老師不對，便向主任投訴，覺得主任還是偏頗，就向校長投

訴，但是一定要尊重老師。另外，我特別注重學生在家庭對長輩的尊重。近年來我們多了許

多少數族裔同學，他們的家庭觀念和我們傳統的家庭觀念有所不同，我也對他們說要入鄉隨

俗。在孔聖堂學習，道德標準、操守原則便要跟隨儒家思想，例如發成績表的時候，我們有

敬茶的活動。即使對著客人也要保持禮貌，要停一停，甚至鞠躬、說早安等。值得慶幸的是

大部分的學生都能做到，在生活上和行動上都能體現儒家「禮」的精神。 



 

        我現在也在編寫學規，就是學生到孔聖堂中學後原則上要學到些甚麼。第一個要求就

是有一個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要設立自己的道德底線，自己認真地求取自己的道德，

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內在經過反省而出現的行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道德可從兩個角度

看待，如果社會的道德加諸在你身上而你有反感的，這是社會的約制，道德成為枷鎖，你是

痛苦和忍耐的。比如你並不想去尊敬父母，而社會卻逼你去尊重。但，如果你覺得尊重父母

是基本的要求，你就會尊重父母，這就成為一個自然的態度。「禮」的理念就是源於此，孔

子也說過如果禮儀只是流於形式是很痛苦的，重要的是內涵是甚麼，這是儒家思想的內化。 

課程編排緊貼儒家思想 

        除了編寫學規外，課程的編排我也會緊貼著儒家思想。中一至中三因為課程較廣，特

別這是直資學校。非華語學生的話，學校會編寫和翻譯一些教材，先用英文學習孔孟的生平，

然後再由中文老師選擇孔孟的金句教他們。他們剛進來甚至都不知道孔子是誰。我們每逢禮

拜一都有《論語》、《孟子》的金句分享，明年開始會用英文、中文各讀一次然後再解釋。

以往學生都要背默金句，現在打算讓非華語學生也用英文背默。因為他們的宗教因素，非華

語學生並非抗拒卻也未必很樂意接受，所以，我們會強調，孔子學說並非宗教，而是人生道

理，人與人間交流和應對方法。孔子說的是生活行為，放諸四海皆宜。於是，同學們便能放

開心胸，更為樂意去學習。 

        去年的弟子規節邀請了我們的同學背誦弟子規，有一半都是非華語學生。而高中的國

學教育則偏向文學方面，分開兩個環節。高中中文會額外教詩詞，因為詩詞是中國文學的精

髓，懂得作詩和填詞的話已經有不弱的文學造詣。所以，今年的國學班開了楹聯和詩詞的創

作。而對華語學生就可以教得更仔細。無論非華語或華語學生，有兩點都必需做到的︰一是

背誦《禮運大同》篇；二是以單元去教學。在中文科的恆常課程之外，用一段時間（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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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一個禮拜）來作為一個單元，例如有一個單元教孔子，包括孔子生平、孔子主要思想；

下學期就用一個單元教孟子。中二會有論文金句，分開不同的層次，如論仁和論孝。一學期

一個單元，希望在中三結束時可以完成六至八個單元。高中因為受制於 DSE課程，便比較

困難。現在我正考慮舉辦國學班予學生，由於這些課程接近大學課程，所以只有高中以上才

可以參加。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同時，我們也提倡學生要擴闊眼光，見識世界，所以孔聖堂中學極其注重課外活動。

比如交流活動每年都不少於 5、6次，有些直資學校甚至每年 10多次。包括訪問其他學校、

交流團等。去年 10 月，我們邀請了德國的學生來校上課，而 12 月我們的學生又到了德國

上課兩星期，明年 1月我們將會邀請丹麥的學生來上課兩個星期。我們也參加了一些世界性

的活動，比如世界中學生音樂工作坊，明年 3月將參加世界中學生水資源研討會。我們希望

每個學生在 6年的學習中最少有一次對外的交流。這並非普通旅行，學生們到德國後會住在

德國的人家中住宿、上德國的中學。兩個禮拜的遊學中，加強了學生的獨立性和自律性，全

部學生經過交流後無論是在對人態度上，還是上進心都有了改變。每次的國際交流，明顯都

增強了學生自信心，其中有一次要他們用英文向人們介紹孔子思想，他們雖然很困擾，但還

是硬著頭皮完成。他們用英文講了數十分鐘，加強了講英文的信心，同時對孔孟思想有了更

深的認識。 

 

        除了外國，我們也會到訪內地。而且無論去到何處，都必定會探訪當地學校。比如到

山東交流的時候，訪問山東大學附屬中學，與當地學生交流，了解內地的教育體制。而且我

們訪問的學校都是當地比較出名的學校，所以，學生們會覺得內地的教育也很好。訪問大學

則對他們的上進心有很大的幫助，他們到了大學以後會發現大學真的很漂亮，很大，所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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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就會想無論如何都要上大學，便會自我奮進。我們到了青島大學、西安工程大學、復旦大

學、交通大學，他們到了都覺得只能用雄偉來形容這些學校。 

        透過課程與課外活動的結合，對學生的幫助才能最全面，最細緻。但這麼多的交流，

難免會對一些家境較差的學生造成負擔，記得剛任校長時，約有七成的學生都是要拿半額或

全額津貼，家境並不富庶。所以我同太太成立了一個基金，參加交流活動時，對有經濟困難

的學生，便會在基金撥款，盡力幫助他們。不能因為金錢的問題讓學生失去交流的機會。 

不學歷史如何承傳中華文化 

        說到課程，香港曾有多次的教育改革。而對於中國語文教育和中史科的政策，我是反

感的。因為初中的中國歷史被併入了世界歷史，或者通識教育。當時我本來以為 1997年後

中國歷史是必修的，甚至將中國歷史改為本國史，所以這個改革難以理解。 

         新高中開始有選修科目時，也有不少老師都表示恐怕文學會沒有人選，而政府則認

為有興趣的人就會選。這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與會者很強調要「愉快學習」，讀書厲害的

自然可以上到大學。然而讀書不行的學生出路又如何呢？這又變成了社會發展問題，很難再

討論下去。但是，我當時認為如果中國歷史變成非必修的話，對中國的感情就會薄弱下去。 

        70 年代前，我尚未去過中國內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也讓人非常反感，但是我

從來沒有否認過自己是中國人。我們就是因為從小學到中學的教育中認識到了國家的整體發

展，所以，對整個民族有感情。但是如果不教歷史的話，我們又為何要尊崇岳飛、文天祥的

氣節和人格？這些歷史人物都好像和我們沒有關係。其實這些民族英雄是中國人道德精神和

愛國情懷的來源之一。 

        文學更糟糕，更少人選讀。當時我也向任教中學的校長提出，無論如何都要盡量開設

中國文學科，校長也承諾即便只有 6 個人也會開科。最後真的湊巧有 6 個人，我便盡力幫

他們。文學是唯一具有發展欣賞能力的科目，其他科目都太過實際。我們需要全人的教育。

即使他們將來讀書不成，也可以讓他們有欣賞能力。 

        當年的中國語文改革取消了範文，學生必然會減低認真閱讀的意欲。考試內容是一種

導向，考甚麼，學生便讀甚麼。當時政府的解釋是，中文考的是能力，讀、寫、聽、說、綜

合。如果要讀作者生平、要研究文章好壞，就該去讀文學。這中間有很大的矛盾，是否不教

學生欣賞能力？欣賞能力只有讀文學才能學到？ 

        取消了範文之後，我當時的學校自發出了一本範文，許多學校也有如此做，因為都覺

得這個制度是有問題的。我們選擇的篇章和範文都包涵了文學特色、人生感悟和哲理。你從

課文本義逐字去教便會變得沉悶，但若從哲理上去教，將作者生平跟作品結合，除了課本那

篇章，也可舉出作者其他作品，將他的境界合而為一，也可以令學生對中國的語文發展有一

個概念。除此以外，當時社會背景、歷史文化、士人特質行為等也應該多談及，這樣學生對



整體的中國文化、社會發展等有全面的體會。例如說明代貪污舞弊嚴重，然而晚明時郤出現

了如楊漣、左光斗、顧憲成這些人物。世間一定有壞人的，但是同時也有無數的好人堅決維

持的道德界線？楊漣頭上穿釘而死，但他仍然擇善固執。同學聽到都很激動，無法想像有些

這樣的人。 

蘇東坡胸襟令人佩服 

        2018年的 DSE中文科將會重新考十二篇範文。但十二篇還是太少，而且在 DSE考

試比率低。學生會否認真讀便成疑了，甚至連背誦也未必能做到，背誦是欣賞文學的基本要

求。文學是要欣賞的，但是不認識又如何欣賞呢？我與學生到訪蒙古的陰山，導遊就吟詩「秦

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這就是感性，詩歌可以觸動你的情緒。比如失戀時就「林

花謝了春紅，太匆匆」，「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背的時候可

以將情緒排遣出來，這就是人生的感悟。人要對外在環境產生觸覺，如果不是就和動物沒有

甚麼分別，動物是根據自己的感受做出反應，餓了就吃、累了就睡，它的情緒是受制於環境，

但是人的情緒是受制於內心。 

        現在十二篇範文中，《出師表》、《醉翁亭記》、《始得西山宴遊記》等，都是有代

表性的文章。古文中講究用字、氣勢、順序，背後有很深的意義。比如《醉翁亭記》，歐陽

修當時也未到 50歲，就自號醉翁，這是心態老、壓力大；而他「在乎山水之樂」、「寓於

酒」增強山水之樂，這是生活的感性，受挫折之後如何去排遣憂鬱。這些背後都有深層次的

境界。又例如《岳陽樓記》范仲淹當時是被貶謫的，其中有一句是整篇的金句，他用四時之

景去描寫被貶謫的心態。這整個篇幅都是借題發揮，最後的一句是他對人生的看法：「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無論如何，在國家有難的時期，知識份子應該先站出來，

人人得到滿足後才滿足。這句雖然簡單但是前面用了很長的篇幅去形容四時景物和早晚的景

色變化，最後是人生的看法，而范仲淹也確實做到了。 

        當中，我個人最喜愛蘇東坡。詞本是婉約派，以抒發感情為主。可去到蘇東坡之時，

氣魄一改。「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一念便氣勢磅礡，不得不佩服他駕馭文字

的能力。他經過生活的困擾、仕途的波折，而當中尚是悠然自得，如此胸襟更讓人佩服。就

算去到黃州當團練副使，他也是做得開心，不管任何地方，他也是認真做事。所以去到海南

島，他衣著變得很奇怪，既穿當地人服飾，亦會穿士人服飾，這令當地人容易親近他，同時

不失宋代士人的氣質。由《念奴嬌‧大江東去》這一首詞，你可以看到蘇東坡整體性格和生

命的結合。在他看來，凡事終將過去，不需太著重，我相信蘇東坡是這樣想的。縱然腰纏萬

貫，又有誰能帶走分毫。蘇東坡背後便是有這種道德情操，所以他對於逼害，貶謫比較能看

得開。 

        所以，我們去教這些文章時，一定要想想，希望傳遞到哪些東西。不僅僅停留在字句

的解釋，而是把作者的思想境界表現給學生。 



文字：余振威 

攝影：陳嘉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