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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二年四月我給數學系的同學寫了一則短文，刊在他們的會刊上，題

為「游泳和數學」，下面是文章的內容。 

 

 

     我打算談的是「游泳和數學」，不是「游泳的數學」。欲知如何運用數學

使你泳賽中屢創佳績，你可得另外尋找參考資料矣。（說實在話，把「數學」

換作另一門學科也成，只是大家是修數學的，我便用「數學」吧。） 

 

   選了這樣一個題目，亦非沒感而發。最近公眾輿論不是常常談及大學生的

「學風規條」嗎？我不主張以這種方法管束大學生，但我也明白為何有些大學

教師同情這種出於關心學風的提法。在這兒我倒不是要掀起應否這樣做的辯

論，而是從另一個角度看看這回事，從觀察游泳池眾生相談起，旁及其他。讀

者也許覺得那是越扯越遠，但如果你有耐性讀下去，還是能夠看出貫穿這些閒

聊的脈絡，只不過大家都不是小孩子，無謂來一筆「這個故事教訓我

們……」。 

  

     說到底，不少人對時下學風搖頭嘆息，是見到很多年青人（1）只顧自己

不顧別人，（2）態度不認真。在學業上表現出來是上課時遲到早退、談天說地

或接聽手提電話，下課後不做功課或不經思考地抄功課，考試時因小故缺席卻

於事後要求個別補考。有些人說那是因為學生不重視課堂學習，或者覺得課堂

學習沉悶，或者乾脆覺得課堂學習了無意思，才會有這樣的表現吧。以下我說

的是學業以外的一些現象，是玩耍而非上課，而且那些場合不是學生被迫參加

的，在那些場合流露上面提及的兩點，不是更叫人擔憂嗎？ 

  

     我習慣了每天游泳，經常在游泳池碰到各院各系的學生，旁觀他們的舉止

言行，也能略窺年青人的心態。他們當中不乏朝氣勃勃、謙讓有禮的年青人，

但也有一些人的行徑不自覺地流露上面提及的兩點。 

  

     先從更衣室談起。短池建於三十年前，規模不大，更衣室較小，一邊壁上

只有七個八個衣物鉤。有些人頗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氣概，先把外衣

掛上其一、褲子掛上其二、內衣掛上其三、內褲掛上其四，個人獨佔全部衣物

鉤的一半，完全沒有想到還有別的人需要掛上衣物。另一次，有位年青人打開

貯物櫃，面呈不悅之色向同伴投訴櫃裏如何不潔淨，然後打開另一個，滿意地

把自己那對算不上潔淨的球鞋放進去。游泳完了大家通常來個淋浴，淋浴間只



有兩所，人多時只好大家體諒遷就排隊等候。有些人卻慢條斯理，淋浴後仍耽

在淋浴間裏抹身穿衣，對外面佇立良久的人視若無睹。上到泳池，夏天時份常

常見到有些人三五成群聚在淺水一端倚著欄杆聊天，也有一些人坐在另一端池

畔幌著兩條浸在水中的腿聊天。這道人牆和腿屏風，叫別的泳者未到兩端只好

回頭，游得很不舒暢。有些人是真真正正來游泳的，但以下幾類型作風是否稍

嫌霸道？其一是倚仗人多勢眾，不理會線上是否已經有泳者正在游泳，幾個人

齊齊跳進去興風作浪，把原來線上的泳者迫得落荒而逃。其二是倚仗個人技術

高超，以雷霆萬鈞的蝶式飛撲前進，同樣是把原來線上的泳者迫得落荒而逃。

還有一類人緊貼著原來線上的泳者的身傍並進，可是另一邊卻甚多空間，只要

稍移過一點也就皆大歡喜矣。 

  

      還有一個現象，每逢九月、十月間院際或舍際水運會前夕，泳池驀地多

了很多學生練習浪裏白條工夫，水運會過後泳池忽然變得冷清清。這令我想起

考試前夕圖書館座無虛席，考試過後圖書館回復空蕩蕩的情況！學生對游泳這

項活動，是重視它本身的優點呢？抑或只看到比賽成績呢？如果你問我每天游

泳是為了什麼，我會以「動、靜、恒」三個字作答：動以健體、靜以養性、恒

以勵志。其實，學習數學（或者別的學科）也如是。可以分這三方面談。

「動」是不必多說，每做一事總要下工夫，下了工夫總有所得。我只想就著

「靜」和「恒」多說兩句。 

  

    每天游泳那片刻是一種平靜的享受。全身在水裏向前滑進，只聽見自己

有節奏的呼氣聲音，別的噪聲頓然寂靜下來，腦子一片澄明。冬天甫下水時那

股清冷，使人明白如何與外界融和而非抗衡的道理。為學何嘗不是這樣呢？內

心的平靜勝於力求速成的急躁，持久的浸淫勝於即開即食的效果。可惜電腦文

化盛行後，很多人習慣了滑鼠的「咔嘞咔嘞」，畫面飛快地從一項資訊變換成

另一項資訊，大家只是走馬看花，失掉了那份慢慢閱讀仔細思考的耐性。「寧

靜以致遠」這句話，已經沒有太多人放在心上。 

 

  每天游泳也是一種恒心的鍛鍊，為學亦應如是，一曝十寒的溫習是沒有

用處的。此外，冬天游泳除了健體以外還迫使泳者暫時走出自己的「安逸天

地」（廣東俗語所謂「有自唔在，攞苦嚟辛」）。為學何嘗不是這樣呢？只肯

輕輕鬆鬆地學習，事事希冀不費工夫輕易上手，到頭來學問和本領都不會有很

大長進。古人說的「十年寒窗」苦讀生涯不一定要依循，但今人說的天天「愉

快學習」亦非良方。廿餘年來從事教學，令我體會到「教學相長」這句老話也

可以歸結到這一點上。以為自己懂了的，為了備課重溫一遍，往往發現仍然有

不少自己不熟悉或者從來沒有弄明白的問題。自己原先不懂但想學懂的，最有

效的方法是教它一遍，迫使自己去探究。走出了自己熟悉的範疇不是一件舒適

自在的事，但下了一番工夫便會了解多一點，充實自己，樂在其中。 

  



    拉雜閒聊，就此打住，祝各位學業進步，身體健康！ 

 

 

       過了一年後，同學們走來問我文章有沒有續集，引起我再多一些想法，

便寫了下面另一篇短文。 

 

 

   中學時代很多同學只注重計算，成敗繫於答案對錯。有些同學練就一身

本領，懂得不少應付各類題目的標準技巧，甚至一些解答更難的題目的竅門。

於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淹，考試成績果也不俗，增強了成功感，對數學科頗有

好感，結果進大學選修了數學。可是，剛上了幾課，忽然覺得數學科很陌生，

沒有了中學時代數學科的影子，有如忽然置身於一個陌生的國度，聽到的語言

不一樣，行事的習慣不一樣。面對習作又不知從何入手，以前的招式不管用，

課上剛聽到的摸不著邊兒。過了不久，對數學的興趣急劇下降，大有「早知如

此，悔不當初（選了數學科）」之嘆！ 

 

   其實，這種經歷很多人也碰過（我自己也碰過），只是各人程度不同、

復原快慢不同而已。我習慣把這種經歷叫做「數學文化震撼」 (mathematical 

culture shock)。英文字“shock”還有另一個意思，即是「休克」，那就相當害

事了！ 

 

       如何面對這種「文化震撼」不讓它演變成「休克」，是一年級學生要注

意的事情。關乎每個學科的細節不說了，只就大處提兩點吧。 

 

(1) 首先，如果以前你是只問如何做，不問為何這樣做的話，那麼你應開始有心

理準備去面對後一個問題。固然，理解過程可不是一蹴而幾，有些時候不一

定完全明白背後的道理，先熟悉如何做也有幫助，「熟能生巧」這句話正好

說明理解與重複學習的辯證關係。不過，不求理解的死記硬背，結果肯定是

不如理想的。 

 

(2) 自學之餘更應注意群學。同學之間、師生之間要多討論，互相促進。不要只

求學懂如何做這題、如何做那題便算了，必須設法明其所以然。並非全部錯

的答案錯的程度是一樣的，從錯誤中也可以學習到不少東西。明白到這點，

便不會輕言放棄，不會見難即退。 

 

 

    讀到這兒，回頭再看上面一段游泳的話，是不是有點關係呢？胡適有一

次給台灣的中學生講話，借用了宋朝一位大臣講過的「做官四字訣」作為做

人、做事、做學問的秘訣，很有意思。四個字就是：「勤、謹、和、緩」。



「勤」是不偷懶，切切實實地幹。「謹」是不苟且，不馬虎。「和」是不武

斷，要虛心。「緩」是不要忙，不急於求成。胡適認為，沒有「緩」的習慣，

前面三個字恐怕都不容易做到。 

 

    能夠「勤、謹、和、緩」，花些時間用心觀察，常存好奇，勤於思考，

你不單可以理解數學，還可以欣賞到數學的優美，感受到學習的愉悅，更擴展

至對知識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