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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儒學的奠基者，他的學說可
用「仁、義、禮」3個概念涵蓋。仁是
道德的自覺，義是一己之義務，禮是
與仁心相符的行為。進一步說，仁是
價值根源，義是分內責任，禮是帶真
感情的禮儀。三者之中，仁最重要，
是儒學的理論核心，義須依仁、禮要

合義，方有價值。茲用以下例子說明：
孝，是人顧念生之本的感情，源自本性，與人通感，
這是仁。倘若父母離世，為子女的就要盡力辦好後事，
這是分內責任；然而在現實中，人或有許多限制，像人
力、財力不足，人在限制中盡了最大努力，那就是義。
到了喪葬之日，那些表達哀思的儀式，叫作禮。

與生俱來 不能灌輸
孔子的學說既以仁為中心，但仁之意是甚麼呢？歷代

以來，許多人只從字義角度去理解「仁」字，忽略了儒
學的系統，這會造成許多誤解。譬如說，「仁者，愛
也」 （把仁看作為行為表現）；「仁者，相人偶也」
（人與人互相尊敬意，把仁看作為德的其中表現）。
其實，仁是人與生俱的道德自覺，不能灌輸，只可啟
發。明乎此，就不難解讀論語了。茲舉以下為例：
1.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窮困），不可以長處樂。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發揮仁）。 《里仁》

解說：Ⅰ. 不仁者在窮困時會怨，在豐足時會飽暖思
淫慾。

Ⅱ. 道德自覺的人能安於本分，不會自怨自
艾、為非作歹，如孔子、顏回。

Ⅲ. 利：能把仁的功用發揮，如使之惠及遠方。
2.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
曰：「請問其目（綱要）」。子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顏淵》

解說：Ⅰ. 克己復禮，克制自己，使仁心與外在行為
相符。為甚麼恢復周禮就天下歸仁呢？因
為孔子為周禮注入了新生命，要求人參與
禮要帶真感情。

Ⅱ. 為仁由己：道德根源在人本性內，「我欲仁，斯仁
至矣」。踐仁毋須假手他人，他人也幫不了忙。

父母犯錯 子女規勸兩難
3. 事父母幾（音基，見機而巧妙地）諫，見志（意

向、心志）不從；又（仍然）敬不違，勞而不怨。
《里仁》

解說：當父母做錯了事，為人子女應否加以規勸呢？
這很矛盾，源自本心的孝，要求人不應傷害父
母；可是，仁心又要求我們：過則勿憚改。上
述意見，符合了仁義禮的精神。

這點仁心，是人性光輝；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
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人宜加以珍惜，
因為一生的果效，都由此而出。了解這系統的，是孟
子。他是儒學系統的建構者。下期續談。

仁
為
核

義
依
仁

禮
合
義

閱讀卷的白話文考材，大多選取抒情散
文，如龍應台的〈目送〉、曾敏之的
〈橋〉及張曉風的〈我交給你們一個孩
子〉等。考生若要掌握這類文章的中心思
想，便要懂得解構作者的「潛台詞」。
所謂「潛台詞」，當中包含多個概念，如

諷刺語言、正話反說甚至言外之音等，這些都
與文章主題有關，並多會在不同段落中重複出
現，故此閱讀卷的提問重點，一般都會放在
「潛台詞」的解讀之上，以助考生理解文章主
旨。
就以2012年的練習卷為例，有一題問及在〈目

送〉中，作者龍應台對「不必追」的體悟。當中的
「潛台詞」便是親人之間的分離無法避免，而我們
必須接受。若將其連結至內容大意，考評局的標準
答案為：「本文敘述作者目睹孩子成長和父親老病
逝世，由此感悟至親的生離死別乃人生之必然，不

必強求和至親永不分離。」由此可見「潛台詞」與
文章主題是相互連繫的。

非限字句呈現 化身象徵實體
另外，「潛台詞」不只是以字句的形式呈現，有

時候還會化身為一些具象徵意義的實體。在第一屆
文憑試中，試卷便引用曾敏之的〈橋〉，要求考生
分析作者將文章命名為「橋」的用意，並特別指出
要從橋樑的象徵意義作出說明，故考生必須先找出
作者隱藏在「橋」下的「潛台詞」，即其深層意
義，才能進一步理解文章主題，如「橋」象徵作者
與家國的聯繫，故本文的主題是在於表現作者的家
國情懷。
總括而言，考生應注意一些重複出現的關鍵字

眼，找出作者的「潛台詞」，便能輕易掌握文章主
題。
■馬燕雯 中文科尖子、中文大學中文系二年級生

■羅穎姸老師 風采中學
作者簡介：曾分別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修讀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和碩士課程，現於風采中學任教中文科。
學校簡介：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由余風采五堂會贊助，坐落新界北區，於2002年創立，提倡「品學共
融」，並以「風、度、文、采」為校訓，期以教育專業及創新精神，凝聚家長及社會力量，建立一所不斷求進的學
校，培養新一代成為主動學習及具責任感的良好公民，充分發揮個人潛能，為社會和國家作出貢獻。學校亦期望通
過教育研究及實踐探索，為香港的教育模式提供新經驗、新突破。 解讀「潛台詞」

掌握文中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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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卷四為說話能力
卷，小組討論常以4人至5人為
一組，5人小組的討論時間為15

分鐘（4人則為12分鐘），所以實際每人在考試
期間的平均發言時間只有約3分鐘，而這短短的
3分鐘便決定佔整份卷14%的分數了。我們該如
何為考試的3分鐘作好準備？

善用準備時間 把握首輪發言
．分析題型：題目需要達成共識嗎？還是需

要就某種看法作出評論？要是在共識題中，只
顧發表個人意見而不考慮組員的想法，下場便
不堪設想了。至於各種題型特點、處理方法，
將會稍後跟大家逐一分析。
．小心審題：討論內容有否針對特別的時、

地、人？例如2013年其中一題要求考生邀請一
位中國古人為應屆文憑試考生進行講座，考生
往往只集中思考中國古人的特點，卻忘了需針
對「應屆文憑試考生」的特點，這樣選的古人
便欠針對性，難取好分數。

．準備正反論點：多從不同角度、不同持份
者立場作出思考，準備越多論點，自然不會因
論點被組員搶先提出而啞口無言了。
．考生可在首輪發言時為討論題目訂下清晰的

討論方向、簡單界題，然後明確提出個人立場，

如有足夠時間則可闡述一個例子，以提高說服
力。若考生為4號或5號考生，大可在提出個人
立場及論點後，簡單歸納組員們的論點，並找出
各人立場的分歧點，以便更有方向地討論。

立場清晰 脈絡分明
．要爭取更高的闡述語言分數，考生每次發

言便要條理分明，先清晰表明自己的立場，提
出明確論點，然後闡述例子，最後再重申一次
自己的立場。
．發言時只論個人看法而欠例子，會被評為

發言空泛，所以考生應多舉例。考生應在日常
多溫習及熟記不同例子，並分析不同人物、事
例能闡釋哪些道理。若能在發言時舉出古今中
外不同例子，發言便能更飽滿了。

積極發言 注意回應
．發言太少，既不投入討論，影響態度分

數，又欠缺足夠時間發言，影響發言內容分
數。所以，考生務必積極發言。除一分鐘首輪
發言外，應盡量爭取在自由討論中有3次發言。
此外，發言時亦要不忘回應考生的觀點，認
同、補充或質疑都是回應的方法，否則便是自
說自話，而非「討論」了。
除溫習筆記、熟讀題型分析、累積大量例子

外，最重要還是多練習，豐富的實戰經驗才能
令考生臨危不亂。

「文白語譯」非仇敵
掌握心訣毋驚慌

「文白語譯」向來是考評局必考的題型。
但不少考生避文言如仇敵，更甚的是望而生
畏。考生其實只須掌握一些基本原則，便能
於此類題型上穩操勝券。有見及此，今期將
淺說文白語譯的基本原則，並簡介5種必熟
語譯技巧。先談原則，重點有二。

「信」「達」「雅」缺一不可
其一，文白語譯，須講求「信」、
「達」、「雅」，缺一不可。所謂
「信」，即譯文須準確，不歪曲原意、不
增漏內容；所謂「達」，即譯文須符合現
代漢語語法要求，文從字順；所謂
「雅」，即譯文須字辭簡潔，文質彬彬。
其二，文白語譯務必「直譯為主，意譯
為輔」。「直譯」意指譯文須與原文保持
對應關係，即譯文之遣詞用字、表達方
式、句式結構甚至語言風格等均盡可能與
原文保持一致；「意譯」意指譯文只講求
達意，得意忘言。在忠於原意的前提下，
可靈活增刪改變原文的字詞與句子結構。

留、刪、調、補、換 貫通活用
所謂「留」，即保留之意。凡涉及古代
的國號、年號、職稱、人名、地名、物名
與古今意義相同的字詞，語譯時只須照
錄。例如龔自珍《病梅館記》「蘇州之鄧
尉，杭州之西溪，皆產梅」。一句，其中
「蘇州」、「鄧尉」、「杭州」與「西
溪」皆為地方名，只須照錄。「皆產梅」

可譯為「都盛產梅花」。
所謂「刪」，即刪除之意。刪掉不須語
譯的字詞，此方法主要針對文言虛詞而
言。此外，如面對無法以現代漢語作對應
的語譯，刪除又不影響句子意思的亦宜刪
去。如《後漢書．宋均傳》「蓋忠臣執義」。
一句，「蓋」為虛詞，可刪，譯為「忠臣秉持
道義」。
所謂「調」，即調換之意。因古今漢語的
語序不盡相同，故於語譯過程中，須按現
代漢語的語法規範加以調整。如蘇軾《石
鐘山記》：「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為
「倒裝句」，應將其理解為「古之人不欺
余也」，譯為「古時的人沒有欺騙我
呢」。
所謂「補」，即補充之意。首先，文言
文多單音詞，語譯時須翻譯為現代漢語的
雙音詞。此外，文言多有省略句子成分的
情況，語譯時也應將語句中省略的成分補
足，使文意變得完整。如《聊齋誌異．郭
生》中「郭異之，持以白王」。一句，省
略了「持」的對象，須予以補足。可譯為
「郭感到奇怪非常，故拿紙來告訴王
生」。
所謂「換」，即替換之意。面對文言文
一些特別用法，或面對古今文化差異等因
素，無法作出對應翻譯時，應在忠於原意
的基礎上，選用恰當的現代詞彙替換。如
「波瀾不驚。」一句，難一一對譯，可以
現代漢語譯為「湖面風平浪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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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說自話自說自話 下下場場「「悲壯悲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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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丁 作者簡介：現職中文教師，大學畢業之後，全程投入教育事業之中，一晃眼30多年。知命之後，回歸
中國文化；躬耕校園一隅，推廣儒道，自得其樂。

■謝旭博士
作者簡介：香港中文大學客席講師，教授中國文化與通識課程。考
評局資深主考員與閱卷員、專欄作家。哲學博士、文學碩士。
PROLOGUE教育總監、中國語文科與通識教育科名師。電郵：
Dr.JukTse@gmail.com。

1. 斧底抽薪 VS 釜底抽薪
解說：「釜」是古代的一種炊具，相當於現在的「鍋」。「斧」
是砍木頭的工具。「釜底抽薪」指抽去鍋底下的柴火。比喻從根本
上解決問題。 參考答案：斧底抽薪（ ） 釜底抽薪（ ）

2. 血肉相聯 VS 血肉相連
解說：「聯」意思是聯合、聯結，側重對等事物的聚集，比如「
珠聯璧合」。「連」意思是連接，側重不同事物的接合。

參考答案：血肉相聯（ ） 血肉相連（ ）

3. 混身是膽 VS 渾身是膽
解說：「混」意思是攙雜在一起，比如「混為一談」。「渾」意
思是全部。「渾身」就是全身。

參考答案：混身是膽（ ） 渾身是膽（ ）

■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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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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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增強說話能力之二」
將於14/5（星期三）刊登。

■■子女孝子女孝
順父母是順父母是
中國傳統中國傳統
的美德的美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增強增強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說話 能力能力之一

■預告：「探究儒學系列之二」
將於14/5（星期三）刊登。探究探究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系列系列之一

■■小組討論要求考生須與其他組小組討論要求考生須與其他組
員交流觀點員交流觀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