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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末年十四，負笈①從師，不懼
險阻。每言：人若不學，則何以
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②，
削荊③為筆，刻樹汁為墨。夜則映
星月而讀，暗則縛麻蒿④自照。觀
書有會意處，題其衣裳，以記其

事。門徒悅其勤學，常以淨衣易之。臨終誡曰：
「夫人好學，雖死猶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屍
走肉耳。」
註解
①笈：書箱。
②庵：茅草小屋。
③荊：灌木名。
④麻蒿：植物名，點燃後可照明。

強化訓練
1.解釋下列句中加點的字詞。 （4分）
（1）負笈從師
（2）每言：人若不學，則何以成
（3）觀書有會意處
（4）常以淨衣易之
2.寫出下列加點字詞的意思。 （8分）
（1）或依林木之下
（2）或告之曰
（3）刻樹汁為墨
（4）為人五，為窗八
（5）以記其事常
（6）以淨衣易之
（7）雖死猶存
（8）雖人有百手
3.任末的學習條件好嗎？從哪裡可看出來？（4分）
4.任末有甚麼學習方法值得我們學習？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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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話，其實就是詞語配對再加
語氣呵成的。每說一句話，句子成分
便形成一種結構，不同結構又會組成
不同句型。了解句型，幫助學生建立
溝通的根基，逐步學習變化句式，最
後加以語氣襯托，便可完成一句符合
漢語規範的句型。現代漢語把句型分為

兩大類：單句和複句。今期先談談單句句型。
單句是由短語或單個詞構成的句子，表達相對完整的

意思，也有一定的語氣語調。根據句子成分的結構特
點，單句種類可劃分為主謂句和非主謂句型。

1. 主謂句：具備主語和謂語，帶上一定的語氣語調構
成的句子。例如：
「同學們 上課了。」
「她 很可愛。」

「有」接名詞 不跟動詞
主謂句根據謂語特點分為幾種。譬如「這是 高清電

視。」的謂語詞是名詞性的；「手機熒幕挺大。」是形
容詞謂語；「節目看完了。」的謂語卻是動詞性的。雖
然謂語變化很大，結構上還是主語加謂語。也可在此基
礎上擴張句子，豐富意思。如「（粉紅臉蛋，長長睫毛
的）她 很可愛。」你看，帶定語的主語加上形容詞謂
語，能使句子表達更多意思。
說粵語的同學平常寫的文章都符合漢語語法規範，句

法錯誤並不常見。這是因為兩者語法基本相同，語序相
同。但要特別注意，粵語「有」字句有時會混淆判斷，
錯當了謂語也沒察覺。譬如「我有參加比賽。／我有帶
書。」這兩句話，如果照搬在漢語裡就不對了，因為漢
語的「有」字後面應接名詞，像「我有電腦／我有蘋
果」等，不應接動詞。正確的說法是「我參加了比賽。
／我帶書了。」等。平時，說普通話時，記得去掉粵語
的「有」，直說動詞就會慢慢習慣。

省語氣詞「好易啦」說「很簡單」
2. 非主謂句：句子撇除了主謂語，只保留
其他短語部分的句子。例如：
「快！」

「好極了！」
非主謂句根據詞性的特點，可簡單劃分為3類，譬
如：「的士！」是名詞性非主謂句；「下雨了。」
是動詞非主謂句；「漂亮！」卻是形容詞性非主謂
句。
非主謂句對比粵語句子要注意的是，盡量減少使用
語氣詞。譬如「搞掂囉噃。」可不加任何語氣詞直
接寫作「完成！」。又如「好易啦！」說成「很簡
單。」便可。
以上就是最基本的單句句型，平時寫文章多數句子
都是主謂句型，但說普通話時非主謂型句子居多，
溝通起來比較自然、簡潔。
掌握以上基本單句，再加以擴張，加上語氣，便可
形成表達具感情色彩的句子。譬如：主謂句「他
來。」，想表達陳述時說「他來了。」；表達祈使
說「他來吧！」；想表達疑問說「他來嗎？」；感
嘆時就說「他來了！」
看似一個基本單句，只要加以變化，怎麼表達，隨
你喜歡。

用
詞
恰
當

一
氣
呵
成

■烏蘭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傳意學部講師
電郵：dlc@hkct.edu.hk
學部網站：http://clc.hkct.edu.hk

任末勤學苦讀《拾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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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答案

1. （1）背

（2）常常

（3）看

（4）他（任末）

2. （1）有時

（2）有些人

（3）當做

（4）刻有

（5）來

（6）用

（7）即使

（8）即使

3. 任末的學習條件極差。

他有時靠在林木下，編白

茅為小草屋，削樹枝製成

筆，汲樹汁作為墨。晚上

就在星月下讀書，昏暗的

話就綁麻蒿來照亮自己。

4. 及時把讀書心得記下的

方法值得我們學習。

教育局早前宣布教育局早前宣布，，將於將於20182018年度正式於中國語文科年度正式於中國語文科
卷一加入卷一加入1212篇文言範文篇文言範文。。這個消息無疑對大部分師生這個消息無疑對大部分師生
來說都是一則喜訊來說都是一則喜訊，，乃因老師終於有明確範圍知道要乃因老師終於有明確範圍知道要
「「教甚麼教甚麼」、「」、「如何教如何教」；」；但有小部分師生認為但有小部分師生認為，，這這
1212篇範文是篇範文是「「雞肋雞肋」。「」。「雞肋雞肋」」者者，，正是正是「「食之無食之無
肉肉，，棄之有味棄之有味」。」。1212篇範文只佔卷一百分之三十篇範文只佔卷一百分之三十，，而而
卷一亦只佔整份中文考卷百分之二十五卷一亦只佔整份中文考卷百分之二十五。。懂得計算的懂得計算的
師生師生，，不難計出這只佔整份考卷的百分之七點五不難計出這只佔整份考卷的百分之七點五，，連連
一成分數也不夠一成分數也不夠，，但要花於準備的時間卻不見得少但要花於準備的時間卻不見得少。。
然而然而，，站於考試角度站於考試角度，「，「一分也不能少一分也不能少」」的心態是必的心態是必
要的要的。。故此故此，，這這1212篇範文應細讀篇範文應細讀，，有的更要背誦有的更要背誦，，此此
3030分應要視之為囊中物方可分應要視之為囊中物方可。。

能背則背能背則背「「點記點記」」大意大意
至於如何準備這些範圍至於如何準備這些範圍？？筆者認為不外乎以下筆者認為不外乎以下33

點點：：
11.. 能夠背誦的能夠背誦的，，先將之背起來先將之背起來。。如宋詞三首如宋詞三首（《（《念念
奴嬌奴嬌》、《》、《青玉案青玉案》、《》、《聲聲慢聲聲慢》）、》）、唐詩三首唐詩三首
（《（《月下獨酌月下獨酌》、《》、《山居秋暝山居秋暝》、《》、《登樓登樓》）、》）、
《《勸學勸學》》等皆易於背誦等皆易於背誦。。

22.. 把範文翻譯把範文翻譯。。因為考核必定包括字詞句翻譯解因為考核必定包括字詞句翻譯解
釋釋，，不妨把文中重點字圈出不妨把文中重點字圈出、、記住記住。。

33.. 在文中以點列形式記下內容大意在文中以點列形式記下內容大意，，考核時會問及考核時會問及
文章內容文章內容，，此舉有助考生日後複習時快速記得每此舉有助考生日後複習時快速記得每
篇的內容要旨篇的內容要旨。。

《《六國論六國論》》諷北宋免重蹈覆轍諷北宋免重蹈覆轍
筆者將於未來幾期專欄筆者將於未來幾期專欄，，就就1212篇文言範文提出文言篇文言範文提出文言

小知識小知識、、內容概括圖或設計小練習內容概括圖或設計小練習，，並略作講解並略作講解，，希希
望考生能對這望考生能對這1212篇有初步認識篇有初步認識。（。（因篇輻所限因篇輻所限，，請自請自
行準備原文行準備原文））

淺析淺析：《：《六國論六國論》》中的中的「「六國六國」」是指戰國七雄中除秦是指戰國七雄中除秦
國以外的齊國以外的齊、、楚楚、、燕燕、、韓韓、、趙趙、、魏魏66個國家個國家。。作者認為作者認為
戰國後期韓戰國後期韓、、趙趙、、魏魏、、燕燕、、楚楚、、齊六國滅亡的原因齊六國滅亡的原因，，並並
非非「「兵不利兵不利，，戰不善戰不善」，」，而是在於割地賄賂秦國而是在於割地賄賂秦國，，
沒有聯合起來抗秦沒有聯合起來抗秦，，使秦國勢力坐大使秦國勢力坐大，，而將六國而將六國
逐一吞併逐一吞併。。藉此諷喻北宋的統治者要從中吸取藉此諷喻北宋的統治者要從中吸取
教訓教訓，，改變對契丹改變對契丹、、西夏西夏、、納幣求和的政納幣求和的政
策策，，避免重蹈六國滅亡的覆轍避免重蹈六國滅亡的覆轍。。

1. 不足為訓
這次錯誤雖然不很嚴重，但如果認為它不足為訓，以後就會吃大虧的。

（ / ）

2. 步履維艱
大學生的發明創造為數不少，但要想發展成產業化則步履維艱。

（ / ）

3. 殘垣斷壁
清理拆除僭建之後，郊野公園裡留下的殘垣斷壁很煞風景。

（ / ）

參考答案
1. （ ）解說：訓：法則，典範。「不足為訓」是指不值得作為效法的準
則或榜樣，而不是不足以作為教訓。

2. （ ）解說：「步履維艱」原指人的年齡大了，行動艱難。喻指工作困
難，進步很難。

3. （ ）解說：「殘垣斷壁」本義指殘破的圍牆、倒塌的牆壁，形容殘破
荒涼的景象。這裡用的是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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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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賂秦者賂秦者：：韓韓、、魏魏、、楚楚。。

不賂秦者不賂秦者：：齊齊、、燕燕、、趙趙。。

非兵不利

弊在賂秦

個別策略

整體策略

借古諷今

六國破滅因由

六國求存之法

搶分囊中物搶分囊中物
淺淺談談文言範文文言範文

之一之一

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

11.. 詞語詞語
．．智力孤危智力孤危：：智智，，智謀智謀；；力力，，力量力量。。孤孤，，孤孤
立立，，孤單孤單；；危危，，危急危急。。

．．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下下，，咽下咽下；；
咽咽，，咽喉咽喉。。

．．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可可，，可可
以以；；以以，，憑憑，，憑藉憑藉。。

22.. 固定結構固定結構
．「．「以……為……以……為……」：」：表示處置表示處置，，相當於相當於
現 代 漢 語 的現 代 漢 語 的 「「 把 …… 作 為把 …… 作 為 （（ 當當
作作））…………」。」。由介詞由介詞「「以以」」和動詞和動詞
「「為為」」構成構成。「。「以以」」同它的賓語組成介賓同它的賓語組成介賓
短語短語，，在句中作狀語在句中作狀語。「。「丹以荊卿為計丹以荊卿為計，，始始
速禍焉速禍焉。」。」意思是意思是：「：「等到燕太子丹用荊卿刺等到燕太子丹用荊卿刺
秦王作為對付秦國的策略秦王作為對付秦國的策略，，才招致禍患才招致禍患。」。」

．「．「為……之所……為……之所……」：」：表示被動表示被動，，相當於相當於
「「為……所……為……所……」。「」。「為為」」是介詞是介詞，「，「所所」」是結是結
構助詞構助詞，「，「之之」」字無義字無義，，起調節音節的作用起調節音節的作用。「。「為為
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意思是意思是：「：「治理國家的人治理國家的人
不要使自己被別人積久而成的威勢脅迫啊不要使自己被別人積久而成的威勢脅迫啊。」。」
下期將繼續探討其他文言範文下期將繼續探討其他文言範文。。

■預告：「淺談文言
範文之二」將於 21/5
（星期三）刊登。 非非雞雞肋肋

文言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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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套高度切合考生需要的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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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於中文科的成績更錄得連續數年9級增值。 在中學課程中，修辭手法

是重要一環。掌握各種修
辭，不但可令文章昇華，在
閱讀理解部分也大有益處，
譬如練習卷便問到龍應台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中「疼痛的傷口」
及「紗布」分別喻指甚麼。

浪花喻百合極諧協
比喻，可分為明喻、暗喻（隱喻）及借喻。

而把比喻用好卻不容易。余光中先生的《沙田山
居》可供借鑑：「起風的日子，海吹成了千畝藍
田，無數的百合此開彼落。」把萬頃海洋比喻成
廣闊而湛藍的田地，田上還有數之不盡的百合花
（浪花）搖曳起伏。這個比喻用得好，在於本體
與喻體之間的諧協──海洋和田畝同樣是廣袤無
際；浪花與百合同樣是白色的，受到風吹，亦會陣
陣起伏不斷。倘若喻成「無數的梨花此開彼落」，
意境雖也不錯，但梨花長於樹上，不會長於田間，
不似草本植物的百合。相形之下，「梨花」不免稍
遜一籌了。
《沙田山居》另一個比喻是「山谷有一個愛音樂

的村女，最喜歡學舌擬聲，可惜太害羞，技巧不很
高明。無論是鳥鳴犬吠，或是火車在谷口揚笛路
過，她也要學叫一聲，落後半拍，應人的尾音。」
這段寫山谷的回音，寫得精彩之極。於山谷大喊一
聲，回音受地理環境影響，須待一段時間方蕩回
來，作者將它喻作「技巧不很高明」但「愛音樂的
村女」，把這個客觀的環境也寫得生氣盎然。

「博喻」突出本體特徵
比喻裡還有一種較複雜的，稱「博喻」。簡而言
之，即是用幾個喻體從不同角度反覆設喻，去說明
一個本體。如「一株巨大的白丁香，把花開在了屋
頂的灰色的瓦瓴上。如雪，如玉，如飛濺的浪
花。」（王蒙《春之聲》）連續以3個比喻，描寫
白丁香的白、溫潤與驚人的數量。又如「兩岸都是
懸崖峭壁，累累垂垂的石乳一直浸到江水裡去，像
蓮花，像海棠葉兒，像—掛一掛的葡萄，也像仙人
騎鶴，樂手吹簫……說不定你忘記自己是在灕江上
了呢！」把石乳形形色色的形態以不同比喻描繪出
來。博喻運用得當，有助突出本體的特徵，使其形
象更為具體。下筆寫作前，不妨花點時間構思，讓
事物從紙上活起來。 ■邱嘉耀 中文科5**狀元

比喻用得比喻用得好好 「「凡凡文文」」可生花可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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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不親附秦齊不親附秦、、燕不派刺燕不派刺
客客、、趙不殺良將趙不殺良將。。
韓韓、、魏魏、、楚不賂秦楚不賂秦。。

六國不討好秦六國不討好秦，，反禮待奇才反禮待奇才。。
六國不賂秦六國不賂秦，，反賜予謀臣反賜予謀臣。。
六國合力抗秦六國合力抗秦。。

古古：：六國若不割地事秦六國若不割地事秦，，仍有仍有
勝利的機會勝利的機會。。

今今：：北宋是大國北宋是大國，，卻向契丹和卻向契丹和
西夏輸幣求和西夏輸幣求和，，重蹈六國滅亡重蹈六國滅亡
的覆轍的覆轍。。

■漢語有多種表達方式。圖為學生學寫漢字。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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