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洋大海，廣闊無垠。因此，“海”可作為“廣
大”之喻。舉例說，“誇海口”便是“誇誇其辭，說話
不切實際”的意思。

要形容某人氣度寬宏，可用“汪洋大度”，意謂
其氣量如海洋般寬大。同樣，“海涵”也是指像海一
樣的包容。“海”形容大，而“涵”則指“包含”、“包
容”。“海涵”屬敬詞，是指對方大度包容，多用於懇
求對方見諒。在《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難蘇學士》
中，蘇東坡謂：“晚學生才疏識淺，全仗老太師海
涵”。“海涵”也作“海容”，語見《四遊記‧唐三藏逐
去孫行者》*，其中孫悟空道：“既有緊箍咒，定有鬆
箍咒，既沒有鬆箍咒，望乞海容，帶我侍奉師父
也罷！”

與“海涵”意思相近的，還有“海量”一詞。清人
洪楝園《後南柯‧立約》：“為議和一事，請殿下海量
包涵，勿加苛責”。不過，“海量”還有另一個意思，
指酒量不淺。由此可見，大海除喻指胸襟廣闊外，
還可作為肚腹之喻。若說某人“肚子况可撐船”，是
取其“內航”的諧音，意指他對某個專業有相當豐富
的知識和經驗，堪稱內行人。

清人林則除在其書室自題以下對聯，表達了他
立身處世之道：

海納百川　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　無欲則剛

上聯同樣借海作喻，“海納百川”出自《莊子‧秋
水》：“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
止而不盈”。大海之所以浩瀚無邊，是因為容納了來
自大小河川的水。林則徐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勉勵自己不論當官還是做人，也要像大海一樣包
容，胸襟豁達，兼聽各方。若心胸寬廣，摒棄貪
欲，當能立於不敗之地。

下聯“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是說若要像大山那
樣挺立世間，則必須摒棄私欲。“無欲則剛”出自《論
語‧公冶長篇第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
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孔子慨
嘆剛強不屈之人難求，弟子大惑不解，認為論剛
強，申棖當之無愧。孔子不同意，指出申棖這個弟
子也有欲求，稱不上是剛毅。

形容某人謙虛不驕，能容納不同意見，也可用
“虛懷若谷”這個成語，意思是胸懷像山谷一樣既深
且廣。“虛懷若谷”語本《老子‧道德經》：“古之善為
道者︙︙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
清人陳確《覆吳裒仲書》又曰：“讀教益，知虛懷若
谷，求益無方，彌深感嘆”。

另外，成語“地負海涵”也與“海納百川”意思相
近。“地負海涵”也作“海涵地負”，意指大地負載萬
物，海洋容納百川；語本唐代散文大家韓愈《南陽樊
紹述墓誌銘》：“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
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明人胡應麟在《詩藪‧
內編‧近體上‧五言》中評李白和杜甫的詩曰：

李如星懸日揭，照耀太虛；
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

如稱某人為“地負海涵之才”，是說他學識淵
博，兼收並蓄。

* 由於吳承恩所撰的神魔小說《西遊記》風行一時，明清之

際，吳元泰撰《東遊記》、余象斗編《南遊記》及《北遊

記》，這加上楊致和的《西遊記》節本，合稱《四遊記》。

《東遊記》記述八仙得道的故事，《南遊記》記述華光尋母

的故事，《北遊記》記述北帝降妖的故事。

**“棖”，粵音“橙”(caang4)。

There is one spectacle grander than the sea, that is the sky;
there is one spectacle grander than the sky, that is the interior of the soul.

Victor Hu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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