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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對孟子的認識，是基於他
的「性善說」，以為他主張「人之
初，性本善」；其實，那是很大的誤
解。孟子的「性善說」，並不是要探
討：人的性情先天是善還是惡，而是
要為善惡訂標準、為道德立根據。此
心，不單是是非對錯的標準，也是為

善的動力來源。故云：人皆可為堯舜。
判斷善惡，必須預設道德標準；否則，就無從討論，

會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亂局。孟子說：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為何一般討論鮮有出現此
亂況，因為，人皆默認本心為標準。

不忍之情 惟人獨有
孟子認為在人本心中，有一不忍之情，那是道德的根

據。萬物之中，惟人獨有，是人心的特質，孟子稱之為
本性；這與亞里士多德所說的Essence的意思差不多，是
「人之為人」的根據。有本心
的生物是人，沒有的就不是；
外形如何並不相干。外太空生
物是否人，就要觀察他們是否
有本心了。
下文是性善說的出處。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本心）。……所以謂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突
然）見孺子將人於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由是觀之，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之
有是四端（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也，猶其有四
體也。」 《孟子．公孫丑上》

孺子入井 救人心切
這就是著名的四端說，以下

加以闡述。
1. 此處雖言四端，其實可攝收

於本心；一切價值自此而出，較簡潔利落。
2. 孟子指出：孺子將入於井，人內心必定呈現一絲淒惻
之情，這是人的本性。人在此情況下欲救孩子，並不
是基於利害，而是內心的一點「應該如此」的催促；
這點催促雖然微弱如火花，但明亮堅定，這是孟子的
體驗。要證明人人俱有本心，孟子訴之於人的通感；
通過通感，孟子認為本心像邏輯一樣，具普遍性、人
人相同。

3. 孟子認為本心就是道德標準，與孔子說的仁心並無二
致。是用來量度一切是非的量尺。一切合乎本心的原
則，無論思想或行為，均可稱之為善；反之，則稱為
惡。故說，孟子的性善說，不是描述人性如何的善，
而是為善惡立標準。

4. 人雖有本心，但不保證人為善而不為惡。因為，人除
了有「人禽之辨」之性外，還具「人禽共有」之性，
那是自然之性。人餓了，就求吃；冷了，就尋暖，這
也是與生俱來的。這兩種性情常有衝突、處於對立狀

態。倘若自然欲望戰勝
了本心，人就會為惡。
儒者，倘能時刻儆醒，
隨本心而行，方能避免
犯錯。指出人會為惡，
並不能推翻孟子之性善
說。
孟子的本心，就是孔

子的仁心，是一切道德
的依據。所有仁義禮
知、民貴君輕的思想，
莫不要到本心的秤上量
一量，看看是否合度。
孔孟立說，並不在人心
之外。孟子說：「萬物
皆備於我」，便是此
意。這種以心性作為價
值根源的思想，是荀
子、告子，以及很多人
不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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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卷四口語溝通卷為今年的文
憑試打響頭炮，可能因考期末段正式踏入
筆試高峰期，網上對口試的討論特別多，

常聽聞考生將考試表現全歸因於題目的深淺，有些人不時
羨慕別人「你很幸運啊！考的題目那麼容易，定可取
5**！」其實，那些要求考生就單一議題表達看法或加以
評論的簡單、直接題目，很多時會令最後取得低分者「死
得」不明不白，因為考生常因題目直接而忽略提升討論內
容的層次，輕視應對此類題目的技巧。
綜合近兩年試題，在應對此類題目時，有以下各點須加
注意：
．提出個人對議題的深入見解，不要只簡單介紹或說明有
關議題。
例如：政府應以現金獎勵成功戒煙的市民。試談談你的
看法。
考生應針對題目中幾個重點提出深入見解：
i.「政府」──責任何在？煙稅？吸煙人數多對社會的
影響？需平衡哪方利益？
ii.「現金獎勵」──特點何在？直接？與其他獎勵方法
比較──退稅、福利、免費服務有甚麼不同？現金的金
額多少？是一次性獎勵？與懲罰的意義的不同？積極？
和諧？推動力？
iii.「成功戒煙」──如何界定？會否分程度決定現金獎
勵的多寡？
考生不應只簡單說明成功戒煙對社會的好處、或現金獎

勵會花政府很多錢等片面見解、或根本沒有提及外國政
府等。可見，簡單、直接的題目，考生必須深入剖析
當中各個關鍵用語，才能進行多角度討論。

立意清晰 說出論據
．應有清晰立意：是支持、反對、中立，不要模稜兩可，
難以溝通。
題目要求評論這種做法或現象，沒明言必然要同意如
否，但必須有清晰立意，不然內容很易自相矛盾，或難
以令其他組員與你有效討論。試想想，你與4位組員討
論，若大家都沒表示清晰立意，只在議題上兜兜轉轉抒
發主觀看法，不利交流溝通。立意可完全支持或反對，
繼以在對議題深入分析下，帶出所持立場的論據；若立
意中立，亦應明言對在甚麼情況下是好、甚麼情況下是
不好，但必須注意內容不要自相矛盾。

．提出恰當例證，引申立意，不要空泛推論，沒證沒據。
以上題為例，考生可提出其他國家鼓勵國民戒煙的成功或
失敗例子，找其共通點或不同處，或找出成功鼓勵國民戒
煙的有效方法。又可提出以現金獎勵的政策，如生育政
策、人才培育政策等例子，引證以現金獎勵的成效與不
足。

歸納異同 重視溝通
．建立共同討論平台，由表層推向深層意義，歸納組員的
共通點或分歧點，不要只自說自話，沒有溝通、交流之
意。
由於此類題目簡單、直接，且沒明確要求表達立場，並
非需爭議之題，考生在討論時常只顧表達己見，沒有意

識與人討論，認為只需就議題發表看法或多作評論便
可。的確，這樣沒有離題，但難以取高分。必須緊記這
是口語溝通的考核，雖然題目的爭論空間不大，但別忽
略與組員的交流，意見相同者應就提出的例子作出討
論、評價、補充，更可反對例子未能引證立意；意見不
同者應找出之間的分歧點、所引例子的不同處，剖析大
家對議題的分析角度之不同，才能有助推動討論氣氛，
成就一個充實、有意義的溝通。

「字詞解釋」必考
「虛」「實」皆有

「字詞解釋題」是每年公開試
必考的題型，此類題型要求考生
解釋特定文言字詞的意思。一般
而言，無論是「文言虛詞」抑或
是「文言實詞」，皆可考核。惟
近年考評局考核實詞為主，考生
須多加留意。處理此類題型的答
題心訣有二。
1. 留意文言文特色：面對瀚如

煙海的文言字詞，加上文言語法
中有不少影響字義的因素，例如
「一詞多義」、「古文異義」、
「詞類活用」、「通假字」與
「文言句式」等，皆會阻礙我們
理解一字詞的真實意思。故此，
解釋詞字時須特別注意這些特
色。

留意文言特色
區別不同字義

2. 須區別不同字義：凡涉及文
字意義，考生須特別留意字詞的
「本義」、「引申義」及「比喻
義」，避免混淆。例如「兵」的
本義是兵器，後來詞義變化，引
申為「士兵」的意思。至於「比
喻義」，是在本義的基礎上，通
過比喻用法形成。例如「骨肉」
一詞，本義是骨頭和肉，後來被
比喻為關切得不可分離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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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題目愈簡單愈口試題目愈簡單愈易易「「考起人考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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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星期三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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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告：「增強說話能力之三」
將於28/5（星期三）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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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能力之二

■預告：「探究儒學系列之三」
將於2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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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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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平公問於師曠1曰：「吾年七十，欲學，恐
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秉 2燭乎？」平公
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
「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
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秉
燭之明。秉燭之明孰與昧 3行乎？」平公曰：
「善哉！」 劉向《說苑》

註釋
1. 師曠：師曠天生無目，自稱為盲臣。他曾任
晉國大夫，精通音律、善彈琴鼓瑟。

2. 秉：動詞，本義為拿着。
3. 昧：不明的意思。

題目：試解釋以下文句中加粗的字。 （6分）
1. 欲學，恐已暮矣。
2.何不秉燭乎？
3. 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
4. 盲臣安敢戲其君乎？
5.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
6. 秉燭之明孰與昧行乎？

參考答案
1. 遲、晚
2. 為甚麼
3. 戲弄
4. 怎麼、豈
5. 年少、年輕時
6. 昏暗，不明

■馮嘉慧老師 風采中學
作者簡介：風采中學中文科教師，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學士、教育文憑，香港中文大學中文教育碩士。深信語
文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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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煙危害健康吸煙危害健康。。若口試題目考問若口試題目考問「「政府應以現金獎勵政府應以現金獎勵
成功戒煙的市民成功戒煙的市民」，」，你會如何立論你會如何立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孟子的孟子的「「性性
善說善說」」並非探並非探
究初生嬰孩是究初生嬰孩是
善與否善與否，，而是而是
為善惡訂標為善惡訂標
準準。。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思考題
題目：政府應採用「學歷扣分制」，以

減少高學歷人士申請公屋。試談
談你的看法。

提示：試找出題目的關鍵詞：「政
府」、「學歷扣分制」、「減少
高學歷人士」、「申請公屋」。

1. 不肖 VS 不孝
他既是小人，又最＿＿＿，真是讓人厭惡。
解說：前者指品行不好（多指子弟）；後者指對父母不敬。

2. 不免 VS 難免
終於回到了魂牽夢縈的故鄉，＿＿＿想起許多往事。
解說：「不免」是免不了的意思，後面跟肯定形式；「難免」指不容

易避免，後面跟否定詞，意思卻是肯定的，如後面緊接的是肯
定的意思，則要與「要、會」搭配。

3. 不曾 VS 未曾
一隻在山中長大的鳥飛到海邊，看見一條死魚，那是牠生平＿＿＿嚐
過的。

參考答案
1. 不肖 2.不免 3. 未曾

■資料提供：

書籍簡介：精選日常生活和學習中經常使用的500組詞語，使用範圍、語體色彩、
感情色彩、搭配對象各有不同，結合具體的句子，解釋每組同義詞最大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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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見報

解說：兩者都是沒有發生意思。前者主要用作口頭語，後者書面色彩更
濃。

上期談到比喻這種修辭
手法，還介紹其中一個分
支──「博喻」。今期專

欄將主要圍繞「通感」。
「通感」是修辭手法，簡而言之，是把

不同的感官感覺溝通起來。當感官互相聯
繫後，顏色彷彿有溫度，聲音彷彿能與觸
感相通。以下將舉例說明。
例一：「妳笑得真甜！」
「甜」本來是形容味道的，但這裡卻以味

覺（甜）的詞來形容視覺（笑容），這是一
種比較簡單的用法，即使平日運用了，也渾
然不覺。

冷月─觸覺通視覺
例二：冷月寂寂地掛在天空，瀉得地上一片

銀白。
這裡的冷月運用了通感。「月」掛在天空，是

觸不到，摸不着的。然而，月亮予人「冷」意，
這是以觸覺（冷）通視覺（月）。而月亮是「寂
寂地」，也未嘗不是以感覺（寂寂）通視覺

（月）。
例三：「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

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朱自清〈荷塘月色〉）

歌聲形容荷花香 光影化成主旋律
這是一個經典例子，也是很出色傳神的一句。清

香乃嗅覺，歌聲乃聽覺，作者將兩種感覺互通，以
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形容若隱若現、若斷若
續、輕淡而幽香的荷花花香。這句將比喻與通感巧
妙地結合起來。
例四：「但光和影有著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

（Violin，即小提琴）上奏著的名曲。」
（朱自清〈荷塘月色〉）

這句將「光和影」的視覺印象轉化成「和諧的主
旋律，如梵婀玲上奏著的名曲」的聽覺印象，藉以
描寫光影具節奏的動感、律動。
通感運用得當，往往能突破語言局限，將固有的

物事翻空出奇，添上新意。也能加強藝術效果，營
造出美麗的意境。你們可能覺得通感較陌生，其實
運用起來也不算太難。

■邱嘉耀 中文科5**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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