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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失落免費電
視牌照一事，成為全城熱話。所謂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當中
來龍去脈，不能一時三刻了解清楚。
事情發展至今，筆者對王維基在政府
公布發牌結果後翌日辭退300多名員

工一事印象最深。當大家苦惱這群員工的去向時，電視
廣播有限公司發言人透過不同渠道鼓勵他們「回巢」。
這令筆者想起一些相關成語或諺語及其修辭成份。
「回巢」一詞，多見於娛樂新聞，說到某明星回到舊

公司工作。當中的「巢」原解作鳥類或動物的窩，又解
作住處；「回巢」多為候鳥由北方飛回南方時的現象。
這看來跟工作不太相關，但為何我們也會看得明白？這
是因為我們會理解為人們就好似鳥兒，往外闖了以後歸
回如家庭一樣的公司。這裡用了「借喻」─句中不見本
體及喻詞，只保留了喻體─以公司比喻鳥巢，以人回
歸舊公司工作比擬為候鳥歸家的現象，這用了「擬物」
─將人的動作，藉其他事物的比擬使其更具體。

魚過塘而肥 轉工有新機
不過，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回到舊公司工作，有些人更

會以「好馬不吃回頭草」一諺語斷言拒絕，表示有志氣
的人，即使遇挫折也不走回頭路。那為何這樣又會跟馬
有關係？筆者相信與馬扯上關係是比喻手法，以馬比喻
為人呢！說到工作，有些人認為「魚過塘而肥」，需要
轉換工作才能有良好事業發展。「魚過塘而肥」一諺
語，當中以人比喻為魚，「塘」借喻為公司，說到人要
好似魚一樣「過塘」以取得更好發展的機會。可見有好
些與工作有關的事情都與動物的現象作對照呢！

「破鏡重圓」釋前嫌「覆水難收」惟兩散
除了以具體事物比喻工作變化，與人離合也會借事物

作比喻，令抽象的關係具體化。譬如比喻夫妻失散或決
裂後重新團圓和好，我們會用成語「破鏡重圓」；比喻
離異的夫妻很難復合或既定的事實很難改變時，我們會
用「覆水難收」。在此，筆者想起一個成語：「割席絕
交」。這個成語意指朋友間的感情破裂，以致斷絕往
來。為甚麼絕交跟割席有關呢？原來這個成語有個典
故：從前有兩個讀書人，因為其中一個學習毫不專心，
另一位要割席把座位分開，以表絕交，斷絕來往。現今
不用同坐一席以表友誼，但我們在與朋友斷絕來往的
話，也會用到「割席」一詞。這是借代手法─以事情
的部分作泛稱。
生離死別是人生必經階段。社交中，離離合合更是司

空見慣之事。待人處世，還是凡事留一線為上。
■資料參考：《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好
馬
不
「
回
巢
」
「
割
席
」
斷
友
情

「吃透」作者思想 表己見最超班

談到聆聽卷，不少同學覺
得不需要溫習，抱有輕視態
度。確實，聆聽卷缺乏可背
誦的材料；正因如此，要穩
操勝券，並非依靠吃多少個
「記憶麵包」，歸納技能、

對話語的理解及批判能力才是致勝關鍵。
既然無需背記，反覆鍛煉似乎是唯一的備

戰方法；惟若盲目進行，就算做千百遍也是
徒勞無功。但若多做兩層工夫，效果將大有
不同。其一是每次完成試卷並核對答案後，
將錯誤之處再仔細聽一遍，同時翻閱聆聽講
稿，審視自己「為何會錯」。

文章閱讀題易眼花繚亂
了解「死因」後，就到重要的第二步：把

它記錄下來，每做新一篇聆聽時，都把這些
陷阱重新翻閱一次，警惕自己勿再犯錯。這
些工夫看上去很費勁，但只要做三四次相同

步驟，不難發現所謂陷阱皆不外如是。以下
分享筆者在鍛煉經驗中所洞悉的一些陷阱：
文章閱讀題是一種新題型，由於篇幅有

限，煩請各位翻閱考評局的練習卷，注意第
三段錄音第十八題。這種題目，左面是長長
的文章，右面是接連幾道的填充題和選擇
題。不少同學第一次做都會大吃一驚，眼花
繚亂，無法跟得及錄音。這是很正常的，因
為聽前工夫做得並不足夠。下次遇見同類題
目，把握預備時間，快速瀏覽文章，簡單分
析文章結構。以練習卷為例，第一段是圍繞
王老師提出甚麼問題來反駁同學的說法，第
二段則是了解神話的兩個理由和相關例子。
第二步就是將題目所問的重點標註在右邊位
置，例如在第一題旁邊寫上「王老師問同
學……」，簡單的梳理就能幫助你跟及錄
音，不然近廿分的題目便會付之流水。
這些皆非盲目地做便懂得應付，箇中難點

必須想辦法克服呢！

能夠評論作者的觀點是閱讀的最
高層次。筆者曾提及，卷一考核學
生不同層次的閱讀能力，其中，觀

點評論題可說是把考生分等第的一個明顯的分水
嶺。一般考生可以掌握文章的基本內容，但能明白
深層或隱含意思的，相信不超過一半考生可做到。
至於要準確理解作者的觀點，再就其觀點作評論，
則必須把文章「吃透」方可做到，這種能力相信不
及一成的考生擁有。當然，這種題目佔分不多，大
抵每年約兩題，約10分，但對於想奪星的考生來
說，這類題目絕對不容忽視。
究竟甚麼是觀點評論題？顧名思義，即就作者於
文章內表達的個人看法作評價，可以是同意或不同
意，總而言之對此發表考生個人的看法。現筆者先
舉一例：

「中年最是尷尬。天沒亮就睡不着的年齡，只會
感慨不會感動的年齡，只有哀愁沒有悲怒的年齡。
中年是吻女人額頭不是吻女人嘴唇的年齡；是用濃
咖啡服食胃藥的年齡。中年是下午茶：忘了童年的
早餐吃的是稀飯還是饅頭；青年的午餐那些冰糖元
蹄葱爆羊肉都還沒有消化掉；老年的晚餐會是清蒸
石斑還是紅燒豆腐也沒主意；至於八十歲以後的消
夜就更渺茫了：一方餅乾？一杯牛奶？總之這頓下
午茶是攪一杯往事、切一塊鄉愁、榨幾滴希望的下
午。」

董橋《中年是下午茶》

作答按部就班 舉例支持論點
就上文來說，作者認為中年是人生尷尬的時段，
這是他的觀點。從他舉出了種種意象比喻出中年的
無奈可見他這種想法。若現在要求考生評論作者的

觀點，考生則要就「作者認為中年是人生尷尬的時
段」表達出自己的見解，並舉例論證。這就是觀點
評論題的要求。
至於要如何作答，這裡可提供一些步驟：
首先，考生必須清楚點出作者的觀點：中年是人

生尷尬的時段。
然後，緊扣這個觀點，再表達個人的立場：同

意？不同意？部分同意？
再者，無論立場如何，必須略作說明，再援引生

活例子以支持個人的看法。
示範答案如下：
「作者認為中年是人生尷尬的時段。對於他的看

法，我不敢完全認同。在生理上，中年給予人尷尬
及無奈的感覺，乃因青春正逐漸消逝，年華亦慢慢
減退，對於一個人來說，難免會產生以上感覺。例
如：男士開始脫髮、發胖等。然而，撇除生理上的
層面，事實上，中年正是一個人所有方面都已趨成
熟穩定的年齡，故被評為令人尷尬的時段，這也不
是必然。就以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為例，他的事業
正是在中年時發展得如日方中，故作者此說並非全
然。」
筆者示範過後，希望給予同學一個小練習，請嘗
試用以上步驟作答。

「在昨晚的電視新聞中，有人微笑著說『你把檢
驗不合格的廠商都揭露了，叫這些生意人怎麼吃
飯？』我覺得惡心，覺得憤怒。但我生氣的對象不
是這位人士，而是台灣1,800萬的懦弱自私的中國
人。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
氣……回來一年了，我瞪大眼睛，發覺包德莆所描
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都在發生，隨地可見
的生活常態。在台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
是『壞人』，因為中國人怕事、自私，要不殺到他
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你為什麼不生氣？你
為什麼不跟他說：『滾蛋』! 」

龍應台《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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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覆鍛煉聆聽 跳過陷阱過關

逢星期三見報

隔星期三見報

逢星期三見報

練習問題
龍應台於文中多次提到「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試就此評價作者的觀點。

參考答案
作者回台灣後看到種種黑暗現象但無人敢言，不禁於文中多次提出「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這種既是

責備的反問，又是不解的疑問，以表達個人對默不作聲的弱者的憤怒以及作惡者的咆哮。我認同作者的觀
點。面對種種不公及黑暗的社會現象，若選擇沉默，只會導致事情惡化，最終影響深遠。就以日本聲稱擁
有釣魚台主權的事件為例，我國必須堅持立場，日本才不敢得寸進尺。

■預告：下期專欄（18/12（星期三））將探討「閱讀評論觀點之二」。

1. 彪炳千古
神舟載人飛船成功發射，是中國航天史上的里程碑，必將彪炳千古。

（ / ）

2. 別開生面
以文為詩，自韓愈始，至蘇軾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 / ）

3. 別無長物
我既不擅長唱歌，也不喜歡運動；除了畫畫，就別無長物了。（ / ）

參考答案
1. （ ）解說：「彪炳千古」形容偉大的業績流傳千秋萬代。
2. （ ）解說：「別開生面」指開創新的形式或格局。
3. （ ）解說：「別無長物」不是說「別無長處」，而是形容家貧，一無

所有。

■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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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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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尹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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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星期三見報

（楊）震少好學……
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
之，舉茂才，四遷荊州

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
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
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
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
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
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
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
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
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
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強化訓練
1. 解釋下列加點的字詞。 （10分）
（1）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
（2）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
（3）故人知君
（4）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
（5）密愧而出

2. 下列哪句的「以」字，與「至夜懷金
十斤以遺震」的「以」字意思相同？

（2分）

A. 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B.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C. 有好事者船以入。
D. 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

3. 楊震的「四知」是哪四個方面？
（2分）

4. 老朋友想讓楊震為子孫開辦產業，楊
震不答應的理由是甚麼？ （3分）

參考答案

1. （1）徵召/舉薦
（2）從前
（3）老朋友
（4）贈送
（5）羞愧

2. C（C與題幹解「用來」；A、B因
為；D把）

3. 天知，神知，我知，你知。
4. 讓後代被稱作清官的子孫，把這個饋
贈給他們更為優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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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震四知 司馬光

■中年是人生的尷尬時期嗎？董橋對此認同不已。 資料圖片

閱讀評論觀點之一

■文嘉俊 中文科5**狀元
作者簡介：畢業於風采中學，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

■港視不獲發牌吸引傳媒廣泛報
道。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