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文五份試卷中，綜合能力可
謂最有法可循。在語境意識、表達
組織、整合拓展及見解論證四大方
面，皆可從事前預備獲許多輔助。

相較之下，對考生的中文根底要求較低，對較少浸
淫中國文化的考生，此卷更是短期內「拉分」的關
鍵。筆者將從文章結構、時間篇幅分配及語境意識
幾方面分享心得，盼望各位不吝賜教。
熟讀所有實用文體格式是基本步，實際操作則需

在聆聽資料開始前小心審題，找出適當格式，然後
粗略制訂結構，絕不簡單。在書信、演講辭及新聞
稿中，最常見是「總分總」結構，再細分為「引言
→整合拓展＋小結→見解論證＋小結→結語」，當
然要留意題目提示作微調。記得曾做一道題目，考
生需分析報章的報道手法，評價傳媒風氣及建議發
展方向，即要求學生完成3個任務。在提筆疾書前，
可估計「分析報章報道手法」是整合拓展的部分居
多，而「評價及建議」牽涉角色本身的立場及考生
延伸的建議，故屬見解論證。由於3個任務是並列關
係，在結構上，分析佔三分一篇幅，評價及建議則
佔三分二，而非常見各佔一半篇幅的情況。這又關
乎時間分配問題，考生見到篇幅偏重後者，就須預
留較多時間寫作，以免虎頭蛇尾。

內容詳略得宜 看準時間「壯士斷臂」

時間與段落長度成正比，也就與段落內容重要性
成正比，「詳略得宜，必要時壯士斷臂」是筆者用

血汗換來的教訓。自問文筆流暢，也能組織資料，
故常在整合拓展部分寫個不亦樂乎，見解論證只能
寥寥數筆交代，殊不知整合拓展與見解論證各佔15
分，即使前者如何了不起，後者卻起不了。不單見
解論證的分數低，表達組織也會因篇幅不均而受拖
累。故筆者建議，考生每100字（即約五行方格）
畫個記號，預計結構中每部分字數，譬如：引言
（50字至80字）、分析（300字）、建議或評論（400
字）、結語（100字）。當快寫到預計字數，便能提
醒自己要寫下一部分，免除結構不均和時間不足的
問題。
至於語境意識，請「發揮想像力，一人分飾多

角」。沒錯，題目要求選擇一個角色，但整個語境
中，除所選角色外，還有受眾或收件人等持份者，
考生要有代入多個角色的意識。舉例，考生是某學
校學生會主席，需去信當局投訴校門外熟食小販。
假設是學生，代表學校表達訴求，受信人是政府，
當想到熟食小販的壞處時，除談及衛生、道路安全
問題外，也可舉出小販如何影響學生學習，如何影
響校園衛生，甚或自己身受其害的經歷，才能說服
當局加強執法，才能突出作為學生而非普通市民的
角色。此外，也應考慮角色權限、身份、立場、特
殊看法或能力，與另一角色的不同之處，才能在字
裡行間把角色演活。
綜合能力雖然有法可循，但也要靈活變通，才能

運用得宜；唯有多勞多得，積累經驗，才是進步良
方，祝願各位考試順利！ ■黃約珊　中文科5**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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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拉分」關鍵
切忌虎頭蛇尾

卷一閱讀理解的考材文
章難明、考核題目過深、
佔分比例很重，這是它之
所以被外界稱之為「死亡
之卷」的原因。調查報告

指出，港生的閱讀能力並不弱。2011年，港生
在全球學生閱讀能力評比中更力壓上海、台灣
等地，排名第一。然而，何故調查結果未能反
映於本港公開試成績上呢？筆者相信，港生的
閱讀能力毋庸置疑，但理解能力卻有待改善。
閱讀與理解其實是兩個概念：閱讀只是第一
步，就像「輸入資料」，然後透過大腦把「資
料分析」，這才是理解的過程。閱讀對一般學
生來說並無任何難度，因為只停留在「作者寫
了甚麼」的層面；但理解關乎到「作者寫了甚
麼」之餘，還要知道「為何作者這樣寫」。要
有助理解，其中一個方法就是透過字詞推敲去
掌握文章的深層次意義。已故內地學者朱光潛
曾提到要「咬文嚼字」，甚至抱㠥「對每一個
字都不放鬆」的態度去閱讀。他所謂的咬文嚼
字，與這次提及的字詞推敲實有異曲同工之
效。然而，基於考試時間有限，加上考材篇幅
實在不短，考生實在沒可能做到「對每一個字
都不放鬆」，故筆者於此只會介紹一些折衷方
法，讓考生知道有些字眼是必須不可放鬆的。
先看以下一段引文：
「『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中國人的

人生哲學總是圍繞㠥義利二字打轉。可是，假

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曾經有過一

個人皆君子言必稱義的時代，當時或許有過大

義滅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見的是借義逐利的偽

君子和假義真信的迂君子。那個時代過去了。

曾幾何時，世風劇變，義的信譽一落千丈，真

君子銷聲匿跡，偽君子真相畢露，迂君子豁然

開竅，都一窩蜂奔利而去。據說觀念更新，義

利之辨有了新解，原來利並非小人的專利，倒

是做人的天經地義。不過，無須懷舊。想靠形

形色色的義的說教來匡正時弊，拯救世風人

心，事實上無濟於事。在義利之外，還有別樣

的人生態度。在君子小人之外，還有別樣的人

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說：『至人喻以

情。』」

周國平《在義與利之外．節錄》

「可是」暗示作者不置可否

對於義與利的看法，一般普羅大眾都會認為
義是正面的，應提倡；利是負面的，應遏止。
而考生亦會很容易帶有這種想法看以上段落，
認為作者必定抑利揚義。但若我們細心閱讀，
不難發現有些連接詞的運用，其實代表作者的
某種看法。故此，我們第一步可先留意連接
詞，尤其是有轉折意思及因果關係的連接詞，
如：因為⋯⋯所以、雖然⋯⋯但是、然而等。
就以上文為例，有底線的連接詞就要特別留意
了。如第一行作者先概述中國哲學離不開
「義」、「利」的觀念，而他及後用「可是」帶
出一個問題─「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
小人呢？」，「可是」這個詞已暗示作者對兩
種觀念都不置可否。另外，作者提到曾出現過
「人皆君子，言必稱義的時代」，然後，作者以
「不過，無須懷舊」作結，當中「不過」帶有
轉折的意思。究竟作者「不過」甚麼呢？正是
考生應留意的重點。作者於「不過」之後，緊
接寫出「無須懷舊」，這句明確顯示作者的立
場：言必稱義並非作者所推崇的東西。那麼，
考生起碼不要弄錯作者的立場取向，方可進一
步理解文章的思想內容─既然義與利都無濟
於事，作者便提出了孔子之言：「至人
喻以情。」情才是匡正時弊的解藥。
現在，筆者希望給同學一個小練習，

希望同學能運用教過的小技巧，把上文
的中心思想歸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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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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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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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簡介：列舉典型例詞，對1,500個常用錯別字的漢字進行正誤辨別，可即
時進行自我測試，舉一反三，啟發思考，減少出現錯誤的機會。

■資料提供：

出奇不意 VS 出其不意
解說：這個成語出自《孫子兵法》「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意指在

敵人沒有準備的時候進攻，趁敵人沒有想到的時候行動。「其」指對

方、敵手。 參考答案：出奇不意（ ） 出其不意（ ）

鬼鬼崇崇 VS 鬼鬼祟祟
解說：「崇」本義是高大，引申為重視、尊重。「祟」本指鬼怪出

來害人，引申為行為不端、不光明磊落。兩字形近容易寫錯。

參考答案：鬼鬼崇崇（ ） 鬼鬼祟祟（ ）

漚心瀝血 VS 嘔心瀝血
解說：「漚」的意思是長時間浸泡，「嘔」的意思是吐出來。「嘔

心」形容費盡心思。

參考答案：漚心瀝血（ ） 嘔心瀝血（ ）

早年，在中國語文
及文化科口試中，有
一道題目問及考生是
否同意「失敗乃成功
之母，只是安慰失敗
者的說話」這句說
話。無論同意與否，

「失敗乃成功之母」好像成為許多人
的座右銘。除此之外，當身邊人遇到
困難或不幸時，我們可以說一些甚麼
禮節語言予以安慰呢？
根據「燦爛的中國文明」網站，這

些禮節語言可分為5類：
1. 人面對災禍時，可用「節哀/節哀

順變/保重」；

2. 人面對悔恨時，可用「經一事，長

一智」；

3. 人面對挫折時，可用「勝敗乃兵家

常事/失敗乃成功之母/世上無難

事，只怕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

屢敗屢戰/天無絕人之路」；

4. 人面對病痛時，可用「早日康

復」；

5. 人面對丟失時，可用「塞翁失馬，

焉知非福/化錢買個教訓」。

歸納第一類、第四類和第五類，可
能是「天災」，即使自身遭逢不幸，
可扭轉乾坤的機會甚微；相反，第二
類和第三類可能是「人禍」，即使自
身心理受挫，只要重整旗鼓，日後可
東山再起，勝負未知。
因此，我們會重點闡釋第二類和第

三類的安慰用語。第二類，按漢典的
解釋：
「經一事，長一智」：「經歷一次

事情或失誤，可增長一分才智」。

例句：「正所謂『經一事，長一

智』，他應該知道往後的路如何走下

去了。」

也作「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同

義詞是「吃一塹，長一智」，受一次

挫折，長一分見識。塹，壕溝，比喻

挫折、教訓。

按漢典解釋第三類安慰用語，另，
筆者以例句說明之，如下：
1.「勝敗乃兵家常事」：「勝利或失

敗是作戰的人常碰到的事」。

例句：「『勝敗乃兵家常事』，不要

因為一次失利，而斷言自己是無用之

人。」

也說「勝負兵家之常」。

2.「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只要肯下決心去做，任何困難都

能『克服』。」

例句：「我常用『世上無難事，只

怕有心人』這句俗語來鼓勵自己克服

學習中的困難。」

3.「天無絕人之路」：「人的處境瀕

臨絕望時，上天總會給以出路」。

例句：「俗語說得好：『天無絕人

之路』，你看，我不是找了一份工作

嗎？」

至於，「失敗乃成功之母」、「屢
敗屢戰」和「有志者，
事竟成」，在漢典未有
收錄。根據在線新華字
典的解釋和語例：

「失敗乃成功之

母」：「接受失敗的教

訓，再次行事就容易取

得成功」。

例句：「這次試驗雖

然失敗了，但是千萬不

要灰心，失敗乃成功之

母，只要堅持下去，定有成功的一

天。」

根據《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的解釋和語例：
「屢敗屢戰」：「雖然屢次戰敗，

仍繼續奮勇作戰」。

例句：「這支職棒隊伍，屢敗屢

戰，愈挫愈勇，充分發揮運動家的精

神。」

根據《成語詞典》的解釋：
「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有決

心，有毅力，事情終究會成功」。

例句：「『有志者，事竟成』，你現

在努力準備，下年必定會考入大

學。」

可見，三者是人們遇到挫敗時的安
慰話，也說明成功不易，只要不斷嘗
試，人們才會成功。

「所謂」作前綴易上口

另外，從語法層面上看，安慰用語
可作為獨立語，也可放在句首、句中
和句末。再者，它們常以「正所謂、
所謂、俗語有云」等慣用語作前綴
詞。從語用層面上看，它們較口語
化，常掛在人們口邊。

言必
有「中」
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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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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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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若有同學不幸名落孫山，

可說「失敗乃成功之母」以

作安慰。 資料圖片

魏徵狀貌不逾中

人，而有膽略，善回

人主意，每犯顏苦

諫；或逢上怒甚，徵

神色不移，上亦為霽

威。嘗謁告1上塚，

還，言語上曰：「人

言陛下欲幸南山2，外皆嚴裝已畢，而竟

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

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

鷂，自臂3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

事固久不已，鷂竟死懷中。

註解：
1謁告：請假。
2南山：終南山，在今西安市東南七八十

里。
3臂：手臂，這裡活用為動詞，意思是用

手臂架㠥。

強化訓練
1. 下列哪一項加點的字詞，與「自臂之」

中「臂」字的用法相同？ （2分）
A.驢不勝怒，蹄之

B.食之不能盡其才

C.日攀仲永環謁於邑人

D.斗折蛇行，明滅可見

2. 解釋下列句子中加點的字詞。（14分）
（1）善回人主意

（2）上亦為霽威

（3）嘗謁告上塚

（4）外皆嚴裝已畢

（5）故中輟耳

（6）徵奏事固久不已

（7）鷂竟死懷中

3. 李世民有沒有到南山？為甚麼？
（3分）

4.「鷂竟死懷中」的原因是甚麼？
（3分）

5. i.魏徵直言規勸皇上時，皇上有時有
何反應？ （3分）

ii.魏徵可以面不改色、若無其事，這
反映甚麼？ （3分）

參考答案
1. A（A與題幹都是名詞作動詞；B通

「飼」，通假字；C名詞作狀語；D

名詞作狀語）

2.（1）擅長/善於

（2）停止

（3）墳墓

（4）完成

（5）停止

（6）故意

（7）最終

3. 李世民沒有到南山遊玩，因為擔心

魏徵會責怪他，所以取消計劃。

4. 李世民害怕魏徵說他，而魏徵上奏

故意久久不停，所以鷂鷹最終悶死

在皇上懷中。

5. i. 有時甚為憤怒。

ii. 反映魏徵有膽識，不害怕犯顏直

諫，對事不對人。

操「弗」
文言文
操「弗」
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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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畏魏徵 司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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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問題
中心思想：

參考答案：先點出義利是中國

的哲學中心，並指出時代轉

變，人們對傳統的義利觀已有

新的看法，義不再起積極作

用，只有「情」才是人應有的

態度。

■預告：下期專欄（20/11（星

期三））將探討「卷

一字詞推敲之二」。

理解中心思想「不放鬆」連接詞

■有調查指，港生的閱讀

能力力壓上海、台灣等

地，排名第一。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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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字詞推敲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