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

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

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

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

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

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

中也。」求聞之若此，不若無聞也。

選自《呂氏春秋集釋》

*註解：穿井：打了一個井。

強化訓練
1. 解釋下列句子中加點的字詞。（8分）

（1）及其家穿井

（2）國人道之

（3）有聞而傳之者

（4）不若無聞也

2. 辨析下列各句中「得」字的意思。（6分）

（1）吾穿井得一人

（2）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

（3）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3. 辨析下列各句中「之」字的詞性。（6分）

（1）有聞而傳之者曰

（2）得一人之使

（3）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

4. 根據文意，把下列文字語譯為白話文。

（1）「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3分）

（2）「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3分）

5. 判斷以下句子是否正確。（8分）

（1）丁家經常要派一人在外，是因為家中無井，

要有專人負責到外邊去洗滌、打水。

（ / ）

（2）丁家打井，從井裡救了一個人，這個人成了

他們家的勞動力。（ / ）

（3）宋君聽到「穿井得人」的傳言，派人去了解

真相，方始真相大白。（ / ）

（4）「穿井得人」的話之所以廣為傳誦，主要是

人們並沒有去查實，而是道聽塗說，聽風就

是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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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文憑試的成績已公布，中文科成績雖
然比去年略有進步，但仍有不少考生敗於此科而
無法圓大學夢。筆者去年剛送走一班中六的學

生，今學年又要任教應屆中六生，這個生生不息的循環實在令人有點喘
不過氣來。相信不少師生都身同感受吧。既然挑戰不斷，我們更應從中
找出一套有效的應試方法，因此筆者與負責專欄的其餘幾位老師將集中
分享中文科各卷的應試攻略，盼與莘莘學子共同努力。本欄主要就五卷
分析各類題型，或會提供簡單練習，讓考生即時操練、鞏固所學。希望
各位考生不要錯過。

合格率極低 無範文難溫習

要數中文科最有殺傷力的卷，卷一閱讀理解絕對是首當其衝。每年卷
一都備受爭議，而且合格率非常低，但偏偏又是五卷中佔分最重的，試
問考生又怎能不作充分準備？可能大家不禁產生一個疑問：沒有範文又
如何準備？當然，在這個說明考「能力」的考核制度下，考生正是要儲
備好閱讀的能力。曾有家長向我訴苦說，沒有想過子女的閱讀理解會不
合格，閱讀不就是看了便懂嗎？我必須提醒那位家長─「請不要忘記
後面尚有『理解』二字」。現時不少人認為看懂了文章每一個字，就等
於明白當中的意思，大部分學生原來看完了文章，甚至不知道作者的立
場取向，更遑論文章的深層次意義。
根據祝新華教授的理論，閱讀能力可分成6個層次，由低至高為複

述、解釋、重整、伸展、評鑒和創意。大部分考生能做到第一層次至第
四層次，若要取得較高分數，相信要達到第五層次甚至更高。文憑試的
題型基本上亦可按這6個層次的方向作出分析。今期主要集中討論前3種

層次。現以下列文章節錄作分析：
我對橋有一種特別感情，這是童年時

代培養起來的。家鄉是一個偏僻的小
鎮，鎮郊有一個平橋塘，一潭碧水，橫
架一座小木橋，每逢夏天，那兒就是我
游泳嬉戲的地方。站在橋上，雙臂高
舉，「撲通」一聲，跳入碧潭之中，常
常游個半天，讓酷炙的太陽把潭水曬得
燙了，才盡興地和小伴們跳躍地歸去。

曾敏之《橋》節錄
第一層次為複述，這類題目考核考生能

否從文章中找出某種事實，例如「作者對
橋的感情是從何時開始培養？」然後要求
考生從文章抄錄答案。但這類題目的要求
太低，多出現於文言文，而語體文的考核
會從第二層次開始。
第二層次為解釋，考生需用自己的文

字，解釋文章的詞語或句子的表面意思，
如「文章中哪一句反映了作者喜愛家鄉平
橋？」大部分考生應可達到以上兩個層
次。
至於第三層次的重整，則始有些難度。這個層次考核考生對於內容的

掌握，如概括全篇內容大意、段意，根據篇章內容分段、分層等。故考
生若能掌握，其實對文章的理解基本上已有一定認知。歷年來文憑試卷
一第一題正是考核考生概括內容大意的能力。這裡有一條「公式」可幫
助大家把段意或內容大意寫出來：

「段意/內容大意的概括＝透過/藉 /＋記敘/描寫/舉例/議論＋（人/事/

情/景）＋帶出/抒發/說明/表達出＋（道理/感情）」

若以上段為例，段意就是：「透過＋記敘＋兒時於平橋玩樂的情景，
抒發作者＋對家鄉平橋的喜愛」。
怎樣才能「算出」以上答案？閱讀層次的6個排序，其實是由淺入

深。考生要做到內容的概括，就必先透過第一層次及第二層次的幫助。
就以上段文字為例，要準確地概括內容，就要找出段中的重點字。下期
筆者再就此繼續討論。

■預告：「掌握閱讀理解內容之二」將於25/9（星期三）刊登。

中國是一個重視禮儀的大國，
在正式場合裡，我們會用一些敬
稱用語，以示自重重人。根據
「燦爛的中國文明」網站分類，
它被歸納為禮節用語，可分為十
類。今期會集中討論生活中的慣
用語。

第一類，詢問對方年齡時可用「高壽/貴庚」，
是屬於稱年齡敬辭。對老人可用「高壽」；對女
性可用「貴庚」或「芳齡」。但是，我們一般不
會隨意詢問對方年齡，免生尷尬。
第二類和第三類，情景比較接近。初次見面

時，可用「久仰」，常說「久仰久仰」、「久仰大
名」。很久不見時，可用「久違」（好久不見）。
兩者可分別用「久仰」、「久違」回稱。

請求「斧正」「班門弄斧」回敬

第四類，請人給予批評及修改時，可用「請教/
請指教/請指正/雅正/斧正」。請別人修改文章時
會用「斧正」，對方可用「班門弄斧」回敬；請
人作評論時會用「請教/請指教」。「請指正」含
有兩重意思，一是指出並改正錯誤，如「我們要
指正這一股歪風邪氣」；二是指教訂正，如「請
讀者指正」。「雅正」是把自己的詩文書畫送人
時，表示請對方指教。至於請人指教則說「賜
教」。
第五類，求人給予自己方便時，可用「借光/

勞駕/有勞」。譬如進出擁擠的電梯、地鐵及巴
士，我們經常可聽到請別人讓路時，總會客氣地
說「借光」，含有打擾別人、請別人給予自己方
便的意思。「勞駕」是地道的北京土話，應用層
面極廣，求人幫忙、借東西、請人搭把手、請人
讓路、出門打聽道兒，都會說「勞駕」。「有勞」

等於「麻煩」，用於請別人做事的客套話。
第六類，求人原諒時可用「包涵/海涵」，如

「如有冒犯，多多包涵」。「海涵」是指對方大度
包容，多用於懇求對方見諒，比前者更客氣。
第七類，托人給自己辦事時，可用「拜託/請

託/奉求」，如「請給我一杯水，拜託」、「陳校
長請託王教授在畢業典禮上致辭」、「專此奉
求」。

「大作」「高見」客套話留好印象

第八類，讚揚別人見解時，可用「高見/卓見/
卓識」，如「有何高見」、「敬請各位惠賜卓
見」、「王教授的遠見卓識，使我們獲益良多」。
第九類和第十類，情景比較接近。敬稱別人的

著作時，可用「大作/大著/大稿/佳作/尊著」；
敬稱別人的信件時，可用「大劄/尊函/來示/惠
書」。
另外，從語法層面上看，第一類至第五類的敬

稱用語可作為獨立語。餘下的類別可放在句中和
句末。敬稱用語展示人們的禮貌，在適當場合使
用客套用語，會讓人留下良好的印象。這也是企
業傳訊不可欠缺的一門學問。

■吳一敏　資深中文科教師
作者簡介：福建中學（小西灣）中文科主任，曾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及優秀教師等獎項。
學校簡介：福建中學（小西灣）是全港唯一一所在中文科採用完善自編教材的學校。整套教材由初中至
高中一共10冊，並配以寫作及口語課本，是一套高度切合學生需要的教材。該校中文科教師師資優良，
多位老師獲獎，更獲邀至兩岸等地作分享交流；學生於中文科的成績更錄得連續數年9級增值。

很多同學會視中文科為洪水猛
獸，尤其卷一，因為不能預先
「貼題」，自己的答案又往往和正
確答案有天壤之別。事實上，中
文卷真正能考核語文根基的範圍
並不多。除作文外，其他分卷不

過是場技巧遊戲，分數高低關鍵在於同學能否掌握
應試技巧。
卷一的白話文篇章多為議論文或抒情文，同學均

需抓緊文章思想核心，即中心論點或情感。文章看
似複雜難懂，其實作者想表達的，多數十分簡單。
文章主旨只得一個，但也是由眾多段旨歸納而成，
故同學需化繁為簡。第一步先拆解段旨，以填表形
式分析段落大意的題型，近年十分常見。若覺得段
旨難尋，可再將段落細分成「句意」，加以整合便
可。緊記「句意　　段旨　　主旨」，多加練習便
可輕鬆掌握文章中心思想。

抄原文關鍵字免失分

文章結構不外乎是「起、承、轉、合」，或其變

奏，如若連續數段的作用、分論點或情感相同，很
大可能屬同一結構段。只要細心分辨，便能準確分
段。作答不能馬虎，答案大多可以「藉___（記述
事例），帶出___（論點/感情）」的句式寫成。重點
事例宜以自己文字仔細表述，如能準確運用不同字
詞，表達立場/用意/情感更是錦上添花，但關鍵字
詞仍以抄錄原文為佳，以免誤失分數。

寫作手法以段為單位

至於寫作手法題，只需分辨出該段落的寫作手
法，而運用這種手法對整體結構或讀者感受有何影
響，詳加闡釋便可。惟同學必須緊記「寫作手法」
不同於「修辭手法」。寫作手法多以段落為單位，
並影響文章結構，如舉例論證、直接抒情及步移法
等；而修辭手法則多以句子為單位，用作潤飾詞
句，如明喻、擬人及反問等。但辨析不同手法的技
巧是門硬功夫，只有勤加練習，牢記各種手法特點
才可準確作答，並無捷徑。
■陳芝樺　中文科5**狀元、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

傳播學院二年級生

穿井得人 呂不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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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文章主旨須「一拆三」

1. 如數家珍
王老師家收藏了各種破舊鐘錶，他總是如數家珍地向別人炫耀。

2. 安之若素
小店的名聲不論大小，都是靠大家的努力得來的。實至名歸，大

家才能安之若素。

3. 脫穎而出
透過鏡頭，我們能清楚地看見幼鯨從母鯨腹中脫穎而出的場面。

書籍簡介：將生活中常用的1,000個成語分為最常寫錯、最常理解錯、最常用
錯褒貶、最常搭配錯誤及最常犯邏輯錯誤，通過練習和例句掌握成語的語境。

■資料提供：

複述解釋重整　公式算出段意

■資料提供：

書籍簡介：全面訓練中學生「複述、解釋、整合、引申、評價、創意」六大
閱讀能力，讓你舉一反三，掌握所有同類型篇章的重點與難點。

■張燕珠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傳意學部講師

電郵：clc@hkct.edu.hk

學部網站：http://clc.hkc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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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擁擠的巴士時，

我們可說「借光」，請求

別人讓路。 資料圖片

參考答案
1. 解說：「如數家珍」指對所講的事情十分熟悉。這裡將其誤

解為「就像數家裡的珍寶一樣」。

2. 解說：「安之若素」指對困窘的遭遇毫不在意，心情平靜得
跟往常一樣；或對錯誤的言論和行為不聞不問，聽之任之。

3. 解說：穎：尖子。「脫穎而出」比喻本領全部顯露出來，也
指通過努力超人一等。

（ / ）

（ / ）

（ / ）

參考答案
1.（1）等到（2）說（3）聽到（4）不如

2.（1）得到/獲得（2）找到（3）領略/領會

3.（1）代詞（2）語助詞（3）代詞

4.（1）全國的人都在說這件事，後來被宋國

的國君聽到了。

（2）我家打了一口井，多得了一個勞動力

使用，並不是從井裡挖出一個人。

5.（1）

（2） （家裡打了井，不必再派人到外面

打水，節約一個勞動力，等於多得到

一個人使用。）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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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

閱讀理解內容 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