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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主張性惡，他說：「人之性
惡，其善者，偽也」，意指「人性先
天是惡的，其善良，是後天的修養而
已」。觀乎此，荀子所說的性，是
「人禽之同」之欲，不是孟子說的
「人禽之辨」。
本來，這只是對性字的不同理解，

不能構成批評；但荀子卻進一步解決
性惡問題，云：「人之性惡，必將待

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其意是：「人的性惡，必
須經君師法度的陶鑄方得矯正、得到聖人禮義的冶煉方得
整治。」簡言之，性惡必須依賴外力，如法度、禮義方可
轉化。但這說法，會令荀子的理論進退維谷。因為：

「聖人須法度變善良」陷兩難
倘若性惡人人相同，那麼，聖人是否也須外在的法

度，以改變其性惡呢？這一問，無論答案如何，均令荀
子泥足深陷。
如果答案是，則聖人與常人有何分別？他頂多是法度

之傳遞者而已！此外，聖人所師的法度從何而來？孔孟
師成湯，成湯師堯舜，堯舜所師何人？無論最後是誰，
他總不能是善的源頭，那
麼，善從何而來？這是荀學
不察之缺陷。
如果答案不是，則這些聖

人何以異於常人、何以他可
不依賴前人之法度而突破性
惡？這豈非與「人惡須外在
動力而轉化」之說自相矛
盾？當然，荀子也察覺到這
問題，他嘗試去修補。他說
聖人與常人的性雖然相同，
「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
跖 （夏桀，暴君；盜跖，大
賊），其性一也」，但二者卻

有不同之處，聖人能「化性起偽」（化性惡為善，激發起
善心）、能「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
（積累思慮，實踐後天道德，能產生禮義法度）。可是，
這樣的補救，只是文字遊戲而己，荀子用的「性」（先
天）與「偽」（後天）是任意的，結果是越補越糟。至終
仍難逃一問：何以聖人「後天」有這種「化性起偽」的能
力而普通人無？

「入鄉隨俗為尊重人」超常規
歸根到柢，荀子未明儒學的仁心本性，結果用了外在
的標準，如禮法、制度等作為價值根源，大乖儒學本
意。下述儒學在中學教育之應用：
筆者曾擔任訓導主任，其中工作是培訓風紀員。筆者常

問他們一些問題，藉以觀察其道德層次；道德層次也者，
是人的道德判斷準則。根據美國學者柯栢說：道德判斷有
3個層次，第一是以個人利害為標準的「準常規層次」，
第二是以規則的「常規層次」，第三是以普遍律則的「超
常規層次」，筆者認為第三層次與儒學的本心相通。
筆者常問的問題是：如果你參加旅行團，遇到「入廟

脫鞋」的規矩時，你依從否？為甚麼？倘有學生說是怕
罰款或給人恥笑，則他只停留在第一層，不宜擔任風

紀。倘若他能說出那是「入
鄉隨俗」的規矩，不遵守會
得失某些人，那是第二層
次，他可擔任普通風紀員。
倘他能說出「入鄉隨俗」是
為了尊重別人，那是古今中
外俱同的標準，也是本心的
判斷，這是第三層次，方可
擔任風紀隊長。
以規矩取代道德、條例代

替仁心，那不是德育的目
的。中學德育，不應停滯在
規條的層次，要往高處洄
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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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星期三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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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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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語文科卷四說話能力卷是第一
科應考之卷，苦讀多年，緊張不在話
下，此卷還要與幾位不相識的考生，

在兩位金睛火眼的考官「監察」下，進行有效、充實
的討論，不易應付。很多平日在校練習時表現不錯的
考生，未能取得理想成績，究其原委，除是臨場失
準，就是忽略題中必須討論的事項，最易犯此錯誤的
題目，非「兩項陳述」的題型莫屬。在應對此類題目
時，有以下各點須注意：

可討論傾向認同哪邊
．兩項陳述，非為選項，應兩項兼論：
如：「識時務者為俊傑」這種態度，有人認為是認

清潮流、聰明能幹（A）；也有人認為是投機取巧、隨
波逐流（B）。試談談你的看法。
面對此題型，考生常誤以為二選一作為自己論述的
立場便可，其實應先表達自己對此兩項陳述的理解，
不宜偏執只選定一項，題目不是非A即B，可探討為何
有人認為A、為何有人認為B的原因，A與B不一定是
「你死我活」，可以是兩者並存的意見交流。當然，
考生亦可在闡述對兩項陳述的基本理解後，表達自己
較認同哪項陳述。

靠比較指出邏輯關係
．比較意圖要加強，不可只集中討論其中一項陳述：

題目刻意設定對同一議題有兩項陳述，即表示兩項
陳述難分對錯，是不同人對不同事物、在不同環境、
有不同動機，具不同意義的考慮下，而產生這兩項不
同的看法，故應通過比較，指出兩項陳述的邏輯關
係：
如同是「識時務者」，但有人利用「時務」的心態
不同，而導致兩個不同的評價，如利用時勢來達致己

身目的或利益，就是投機取巧；如為標準或原則，尤
其民族大義等，而按時機調整方針，則為聰明能幹，
這就能指出兩項陳述的關係，在於「識時務者」不同
心態、動機和意義，而決定我對他的評價。

提恰當例證引申論點
．提出恰當的例證，引申論點，理念先行，例證為輔：

兩項陳述題強調邏輯關係，不宜只空談個人看法，
必須以有力的例證，加以闡釋，扣題說明。如五代十
國時侍奉「五朝、八姓、十三帝」的馮道，最為人詬
病的是其政治道德，歐陽修曾稱他為「無廉恥者」、
司馬光也稱他為「奸臣之尤」，歷史對他「識時務」
的行為，是不忠的表現，只為個人利益，隨波逐流。
然而，一代著名諫臣魏徵當年追隨李密，為的是將

失去民心的隋王朝推翻。這是他「識時務」的表現
─識國家之時務，識腐朽王朝即將崩潰之時務。為
達此目的，他多次給魏公李密上疏，勸他「有功不
賞，戰士心墮」，足以使其無法戰勝敵人。然後他輔
助唐朝，在最初幾年中，魏徵先是在太子李建成府中
擔任洗馬。李世民登基後，將其拜為諫議大夫等職。
可以說，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魏徵數易其主，他
的「識時務」在歷史上卻頗有正面評價，因為他在任
內盡力令皇帝和朝廷少犯錯誤，為的是社稷安危，百
姓福祉。

須掌人、事、情、理
「文章要旨題」是考
評局每年必考的題型，
至為重要。所謂「文章
要旨題」，即考核對文
章主要內容理解程度的
題型，是作答其他題型
的必要條件。考生須先
掌握篇章重點、文章大
意、理解中心思想，方
能鑑賞。
一般而言，文言文的內

容大意不外乎4類，包括
「人物」、「事件」、
「感情」與「哲理」，考
生只須掌握篇章大意，答
題自然事半功倍。
人物方面：須注意篇章

涉及的人物角色身份，分
主次，定性格。
事件方面：須掌握事件

的發展脈絡，包括「開
端」、「發展」、「高
潮」與「結局」。
感情方面：須理解篇章

作者或人物所表達的感
情，如喜、怒、哀、樂
等。
哲理方面：須明白篇章

欲說明的道理與體會，可
涉及人生、社會、國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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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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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說話能力之四」
將於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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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能力之三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
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
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鐮帶素，哭者不哀。孔子
下車，進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
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
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
「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

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
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
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
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
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

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
歸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家語．致思第八》

題目：丘吾子向孔子說：「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
養而親不待。」以下哪項最能描述他當時的心
情？（2分）

A. 非常悲傷
B. 非常痛苦
C. 非常掛念
D. 非常悔疚

參考答案

須掌握丘吾子動情的原因方能真切理解其心情。悲
傷、痛苦與掛念都合理，但未能表達未報答雙親的愧
疚之情。故此，答案D最能描述其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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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認為，能說出「入鄉隨俗」是為尊重別人
者，方可擔任風紀隊長。圖為學校風紀隊集訓。

資料圖片

早前已在專欄提出六大
摘星要點，包括：
1. 多做義工，培養專注
力。

2. 撰寫筆記，辨清角色。
3. 把握時間，標示題目關鍵字眼，推算

答案。
4. 理解錄音內容，理順前文後理。
5. 筆記只抄重點，善用簡體字。
6. 不要太糾結於收音機型號。
今期，筆者會介紹其餘三大技巧。
7. 不單做，還檢討：雖然筆者曾提及自己並

無進行太多練習，但這並非否認溫習的效用。
俗語云：重質不重量，做得多不代表好。大部
分學生只埋頭做練習卷，得知分數後便隨手一
扔，繼續做下一份。 筆者認為，若練習後懂得
從中檢討、學習，事半功倍。說白了，其實大部
分試卷都按類似框架去擬定。雖然每次的故事、
對話都不同，但出題方式不外乎「多項選擇」、
「判斷」、「填表」、「短答」及「長答」五大題
型。其中「長答」似乎已銷聲匿跡。學生應檢討和
找出弱項，專注分析，例如：可同時參考三四份練
習卷的答案，分析異同、找出一個「答題系統」。

8. 看分數，心有數：很多時，我們會遇到多項選擇

題、填充題，選多了、寫多了會被倒扣分。但究竟要
選多少個？這時，便要從該題的分數推敲，通常這些
題是一分一個答案；若分數是雙數，一般來說答案數
目也會是雙數。另一方面，假如題型是短答或填表，
奪一分須寫10個字。緊記，聆聽卷沒多餘時間，要求
精簡。
9.「奪命四式」變三式：曾聽聞有考生稱判斷題為

「奪命四式」，現在四式已減為三式。相信大家常混
淆的是「錯誤」及「無從判斷」。其實，分別兩者要
從題目的陳述，有無與內容有矛盾和分歧而界定。若
明顯與錄音內容相違，就是「錯誤」。

例如錄音說：「小明說他喜歡上學，因為可學到很
多知識。」
描述一：小明認為上學可結識朋友。
描述二：小明指出上學可結識朋友。
答案為何？描述一是無從判斷，而描述二是錯誤。

錄音只提出一個小文喜歡上學的原因──學到知識。
描述一和描述二的分別在於「認為」和「指出」。前
者是心理推測，我們不能從錄音上充分推斷是對或
錯，而且「結識朋友」無與「學到知識」相衝，因此
是「無從判斷」；後者則是行為上（事實式）的，由
於錄音根本沒提，因此是「錯誤」。
九大技巧已全部列出。最後，筆者也要不厭其煩地

說：有精神才是最重要！ ■陳曉慧 中文科尖子

練習雖要做 重質不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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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

1. 慘淡經營
托爾斯泰從最初受案件觸動，到寫成《復活》，總共慘淡經營了12年之久。

（ / ）

2. 滄海桑田
原來的漁村現在成了國際大都市，真是滄海桑田啊！

（ / ）

3. 滄海一粟
個人的生活經歷再豐富，跟人類歷史變遷比起來，都不過是滄海一粟。

（ / ）

參考答案
1. （ ）解說：「慘淡經營」形容費盡心思謀劃和從事某項事情，多誤作
「生意很差」。

2. （ ）解說：「滄海桑田」一般用來比喻世事變化很大。
3. （ ）解說：「滄海一粟」比喻非常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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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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題
請思考以下題目，並找出兩項陳述的邏輯關係。

題目：「香港青年人一代不如一代。」也有人說：
「香港青年人比上一代聰明。」試談談你的
看法。

提示：同學可指出認為「香港青年人一代不如一
代」是消極的看法；認為「香港青年人比
上一代聰明」是積極的看法。

文章要旨題

■■若考問你對若考問你對「「香港青年人比上一代聰明香港青年人比上一代聰明」」一說有何意見一說有何意見，，
你該如何應答你該如何應答？？圖為圖為「「香港青年音樂節香港青年音樂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