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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斷虛詞在具體語境中的用法和意義，是
閱讀文言文必須具備的能力，但由於虛詞的
用法非常靈活而多變，加上範圍大、運用
廣，因此把握起來難度較大。我們一方面可

藉朗讀和背誦一些文言文來建立文言語感，一方面透過理解和
識記文言虛詞的基本用法，掌握文言虛詞的知識系統。
一、文意推斷法
根據文章大意推斷虛詞在文中的用法和意義，是在學習和考
試中常用的方法。如「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一句，
「乃」是甚麼意義呢？我們可聯繫上下文的意思。前文提到藺
相如說和氏璧是天下共同稱頌的寶玉，趙王送璧時設九賓禮於
廷，表示對大國的尊重，那麼璧送來了，秦王也應對趙國表示
尊重。這樣看來，「設九賓於廷」是藺相如提出的一個必要條
件，兩句間是「只有……才……」的關係。因此，「乃」應解
釋為「才」。
二、代入篩選推斷法
若我們知道某個虛詞的基本用法和意義，在閱讀和解題時，
就可挑選它其中一項講得通的用法，代入句子去理解，從而獲
得正確的答案。如判斷「與我銀，為君致閣職」一句中的
「為」字用法。「為」有「作為、認為、替代」等多種用法，
只有把「替、給」代入句中理解：「給我銀子，我替你謀個內

閣職務」，句子才是通的，所以這句中的「為」作介詞
「替」、「給」解。
三、結構推斷法
文言句子經常呈現整齊、對稱的句式現象，了解這個道理，

我們可以根據位置，從一個詞的意義和用法推知相同位置的另
一個詞的意義和用法。如「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一
句中，「而」是連詞，表示修飾關係，那麼「以」也該和它相
同了。
四、標誌推斷法
有些虛詞具構成文言特殊句式的詞語「標誌」，抓住這些標

誌，一般情況下我們就能迅速地確定虛詞的意義和用法了。如
判斷句的標誌為「者、也、乃」等；被動句的標誌為「見、
於、為所」等；賓語前置的標誌為「是、之」等。這些虛詞的
詞性和意義是確定的，只要判斷是哪種標誌，就找到它的用法
和意義了。如「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中的「也」，只需抓
住該句是「判斷句」的標誌，就能確定「也」是助詞，表判斷
語氣。而「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中的「也」雖也是助詞，但
不是判斷，只在句中起停頓的作用。

虛詞靈活多變 範圍大運用廣

書籍簡介：涵蓋文憑試必備：文言實詞、文言虛詞、
文言句式、文言翻譯及文言閱讀五方面知識，輕鬆掌
握拆解文言文的基礎；針對學習文言文的難點，各部
分設考試提示及大量自測題目，一本全面的應考文憑
試實用手冊。

綜合卷對考生的中國語文理解及表達能力要求較
低，且有既定的考核形式，只要加以訓練及提升書
寫速度，不難取得佳績。本文會先集中談談綜合四
柱中的「語境意識」及「表達組織」兩部分。

呼應背景 首尾並看
語境意識：語境意識分4項細項獨立給分，包

括：特定對象、實用文格式、呼應背景及行文語
氣。當中的「特定對象」一項，只要能因應所選身
份整合與其相關的資料便可得分，可說是必得的分
數。綜合卷自2007年至今，曾考核過投稿、專題文
章、信函、演講辭等，其他實用文如建議書、報告
或評論也有可能考核。實用文的種類看似很多，其
實離不開三大類：
1.投稿、專題文章與評論只有標題一項格式，考

生就算文辭不精妙，只要切題也可得1分，所以不
宜花太多時間構思，更不要留空此項，以為撰寫全
文後可慢慢補上，通常有此想法的考生最終都會忘
記寫標題而失分。
2. 信函、建議書及報告的格式相近，均須有上

款、下款和日期，而書信須加祝頌語，建議書及報
告則須有標題。
3.演講辭只有稱謂一項格式，以2014年文憑試

為例，考生只要按尊卑準確列寫稱謂（「各位評
判、各位嘉賓：」）便可得2分。（開首自我介紹

及結尾致謝屬「呼應背景」，非格式。）
若同學想認識更多有關各種實用文格式的資料，

可以到教育局網站下載《中小學中文實用寫作參考
資料》，內有詳細的格式說明及範例。
呼應背景主要是看文章開首和結尾部分，考生要
「顧後瞻前」。例如2013年文憑試，考生應在文首
交代香港高中生對升學就業的準備不足，對升學輔
導的需求甚殷，故筆者撰文希望幫助學弟學妹面對
升學問題（顧後）。文末可自謙個人之見淺陋，盼
望對學弟學妹略有助益，鼓勵他們早作準備，或祝
願他們可入讀理想學系等（瞻前）。
雖然每屆題目不同，但行文語氣仍離不開莊重得

體，謙遜有禮。例如2010年會考是寫覆函予顧問老
師，文末會表達感謝老師費神閱覽，期盼老師加以
指正；2012年覆函予友校參觀同學，文末也會自謙
解說或有不周之處，盼望友校同學來函賜正等，所
謂「禮多人不怪」。考評局每年出版的《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考試報告及試題專輯》會收錄考生一些用
詞得體的佳作示例，同學只要加以熟讀，多在平日
練習時運用，可大大縮短書寫開首段及結尾段所需
的時間。

前詳後略 失分慘重
表達組織：本柱分為表達（6分）組織（4分）兩
項給分。「表達」要求用詞準確、文句流暢、字體

端正，表現一般的考生會獲3分至4分的中品分數。
「組織」要求考生段落齊備，條理分明，詳略
平衡。最基本要求有：開首1段（呼應背景）、整
合拓展3段、過渡段（承上啟下）、見解論證2段
至3段（視乎題目要求）、結尾1段（總結全文，
呼應題旨）。考生最常犯的毛病是前詳後略，開
首段往往花太多筆墨抄錄資料（開首段及結尾各

在5行以內已足夠），可是結尾卻匆匆收筆，甚至
欠缺結尾，這是十分不智的。因為會在表達組織
及語境意識上遭受雙重扣分，欠結尾段可能已白
白丟失3分。同學在應考時如剩下兩三分鐘，就算
未完成見解論證部分，也要先寫結尾段，就算只
寫短短兩行，所得的分數也會比你繼續寫那段見
解段落多。

中國語文科於文憑試成為「死亡之
卷」，其考核方式一直備受討論，由口
試取消朗讀部分到閱讀卷重設範文，許
多同學在面對這些轉變時，或會感到無
所適從。事實上，儘管考核模式不斷變
化，但應考重點仍在學生的語文基礎與
文化知識，尤其卷一，故同學應多閱
讀，訓練語感，以應對多變的試題。

卷一主要分為兩部分：文言文與白話文，同學可根據自己較
弱的部分多加閱讀。
首先，白話文方面，同學宜多選讀名家散文，如梁實秋的

《雅舍小品》、余光中的《沙田山居》與《記憶像鐵軌一樣
長》等，以了解不同作家的行文風格及語調，培養對語言文字
的「感受力」。另外，兩屆文憑試都有選用台灣作家的文章，
如張曉風的〈我交給你們一個孩子〉及徐國能的〈第九味〉，
同學亦可多留意相關的作品。

考評局將引入12篇範文
至於文言文方面，考評局將重新引入12篇文言範文，如

〈六國論〉、〈始得西山宴遊記〉及〈岳陽樓記〉等，當中更
有唐詩、宋詞各三首，包括《月下獨酌》、《登樓》、《山居
秋暝》與《念奴嬌》、《青玉案》、《聲聲慢》。雖然2018
年以前的文憑試考生不受影響，但對同學在中國語文科的學習
上，這些範文仍具一定參考價值。譬如說，透過〈論仁〉、
〈論孝〉、〈論君子〉，能幫助同學理解《論語》中對
「仁」、「孝」及「君子」的詮釋，會較易掌握儒家思想的理
念。同學通過閱讀範文，更可提升自己的文言水平，學習古文
常用的句式與字詞。
總的來說，所謂「死亡之卷」，或許是同學對中文科一種刻

板的恐懼。其實，文學具有不同面貌，如流行曲歌詞、影視改
編等，要學好中文，就必須拋開考試的包袱，將語文學習融入
自己的生活，自然能夠做到多讀多寫，提升語感。

■馬燕雯 中文科尖子、中文大學中文系三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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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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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dlc@hkc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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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提到〈長相思〉其一，今期我們看
看〈長相思〉其二的內容。

日色欲盡花含煙，月明如素愁不眠。
趙瑟初停鳳凰柱，蜀琴欲奏鴛鴦弦。
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然。
憶君迢迢隔青天！
昔時橫波目，今作流淚泉。
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此詩特性與樂府特性相同，亦未見例外
的地方，在此便不多討論這方面的事宜
了。

用字直接如現代流行曲
〈長相思〉其一是寫男思念女的感情，
至於〈長相思〉其二，則寫女思念男的感
情。其二比其一的用字較直接，以「日色
欲盡」的黃昏之境，因「愁」而無法睡
眠，又以「憶君」直接寫到自己在思念那
「隔青天」的男子，只可「隨春風」寄
意，表達到愛郎思念的情感。同時，亦以
「流淚泉」、「妾腸斷」的字眼，明白地
把自己思念之情寫盡於文字之中。用字直
接得如現代流行曲把情愛都掛在嘴邊的現
象，跟其一的風格完全不同的呢！難怪電

視劇《後宮甄嬛傳》中太妃只唱着其一而
不唱其二了。莞嬪與果郡王那含蓄傾慕之
心，又怎能如此明白道出來呢？
那為甚麼此詩用字這麼直接，與其一截
然不同的呢？意思看來，兩者都是想念對
方的詩，但並不應以互相呼應來看。因
此，即使把兩篇合起來時看似一對男女天
各一方，互相思念又互相傾慕。可是，這
兩篇因用字風格不一，而推論在內容方面
並沒有甚大關連，並非如現代作品一樣為
之一系列之作。

實寫李白對唐玄宗之思
雖然我們都看到了這兩首詩的關連性不

大，但是，我們必不可單看表面而決定這
兩首詩只在談情說愛。其實，這兩首詩亦
在淡淡地透露了李白對皇帝唐玄宗的思
念。
李白有「詩仙」美名，是一名浪漫主義

的詩人，其作品浪漫奔放，天馬行空，才
華洋溢，但其一生官途波折，雖有志為國
效命，卻無法取得大官位。其後又因皇上
聽信讒言以致李白自請歸隱。他那鬱鬱不
得志的感同，懷才不遇的人生，好似都助
他把個人的想法都寄託於詩中。借與對方
天各一方表達作者與皇帝的距離甚遠，但
還是日夜牽掛着朝廷，天下之大，即使離
開了長安，也無法
忘記唐玄宗，不論
是春是秋，是男是

女，他還是借詩寄託思君之情。
當然，《後宮甄嬛傳》中只用了字面的

意思，否則，男女主角都要可憐死了。

■■〈〈長相思長相思〉〉也透露了李白對唐玄宗的思念也透露了李白對唐玄宗的思念。。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長相思長相思
之二之二

■■信函是卷五常考的實用信函是卷五常考的實用
文文體之一文文體之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書籍簡介：本書以講故事的形式介紹最常用的三百多個經典成
語，篇幅短但具概括性，包含成語的基本內容、來龍去脈以及相關
背景。每條成語均標註釋義，說明字面義及引申義，出處，難字標
有普通話發音及粵音。書中並附筆畫索引供快速查閱。

■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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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比喻當事情發生錯誤或失敗後，如果及時
設法補救，還不為遲。

出處：《戰國策‧楚策四》：「臣聞鄙語曰：『見兔而
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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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襄王統治楚國時，國勢不振。他寵信4個倖臣─州侯、夏侯、
鄢陵君、壽陵君，這4個人沒有甚麼才能，專靠諂媚奉承，得到楚襄
王的信任。臣子莊辛勸諫楚襄王，說那4個人荒淫逸樂，奢侈無度，
不顧國政，將來郢都定會發生危險。
襄王搖頭冷笑說：「先生老糊塗了吧，以為楚國出現了妖孽
嗎？」莊辛正色道：「臣不敢把他們當成楚國的妖孽，但可斷然預
知楚國的前途。君王如果始終寵信這4個人的話，那麼楚國一定要亡
國的。臣請暫避到趙國去，留在那兒看看吧。」襄王點頭同意，莊
辛便到趙國去了。
5個月後，秦軍果然進攻楚國，侵佔郢都等大片土地，襄王被迫流
亡，困處在城陽。襄王想起莊辛的勸諫，便派人駕車召莊辛返國。
莊辛來到城陽，襄王對他說：「寡人以前沒有聽從你的話，國事弄
得一至於此，怎麼收拾呢？」
莊辛回道：「俗話說：『發現兔子，放出獵犬，不為晚。丟了

羊，就把圈修好，不算遲。』」他認為楚國雖然遭到進攻，力量有
所削弱，但仍有數千里地方，只要發憤圖強，是可以復興的。襄王
聽了，感到振奮，封莊辛為陽陵君，採用他的謀略，收復了不少失
地。「亡羊補牢，未為晚也」這句成語，就是從這個故事來的。

亡羊補牢 wang yang bu l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