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回，上思考方法課，有學生問李天命老師：「獅子
與老虎，誰好打？」結果引來一陣哄笑。又有一回，上宗
教哲學課，有學生論證上帝存在，謂：「甲有父親，他父
親也有父親，類推，人人都有父親；再推，人類也有父

親，祂就是上帝。」結果又引來哄笑。
上述兩個情況，為什麼會惹來哄笑？因為兩個學生均犯了思方學中「實

化」的謬誤。所謂「實化」，就是把「非具體的事物當作了具體」，獅子和老
虎，只是動物學中的一個類別概念，不是真實的存在物，概念如何彼此打鬥？
要真打，就須是某隻具體的獅子與某隻具體的老虎打。另一情況也雷同，「人
類」也是一個「概念」，並非具體物，何來生命？怎會有父親？更荒謬的是
「它」的父親竟是上帝！姑且勿論上帝作何詮釋。

助人助己 解難工具
思方學並不是自我炫耀的語言遊戲，而是助人助己的解難工具。受過這方
面訓練的人，不宜標奇立異、應從一般人的角度去考慮問題，想人所想、感人
所感。
上述兩個問題。第一個可了解為：一般而言，隨機選兩隻性別相同、成熟
相近、健康相若的獅子和老虎，在自然的環境下打鬥，看看哪一方的勝次較
多，勝方多的叫「好打」。最好多選幾個樣本，多打幾個回合，這樣結論方有
根據。原來，這是一個科學問題，須訴諸於實驗。有些情況，更須進一步彌補
句中闕意，例如，豹子與鱷魚何者好打？我們須追問在陸上打還是水中鬥，環
境不同，結局相異。在陸上打則豹子勝，在水中鬥則鱷魚勝。
至於第二個問題，可了解為：甲有父親，他的父親也有父親，……那麼，

那個很久以前的父親，姑且叫他做始祖吧！他是怎樣來的呢？對於這個問題，
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不過，有一點要補充，上述兩個推論均失效。第一，
甲有父親、他的父親又有父親，……推不出「人人都有父親」。反駁很簡
單，只須把父親代入母親就可，「甲有母親、他的母親又有母親，但推不出
『人人都有母親』，始祖並沒有母親！第二，人人都有『生』父 (生出來的)，
推不出有人 (不一定是始祖) 是『造』出來的。」這是思方學的第二部分，思

考須合乎邏輯。上述問題，不如乾脆
討論人的來源就是了，不必冠之名為
論證。

審題不周 難取高分
文憑口試中，考生要取得高分，就

得了解問題。可是，筆者耳聞目睹
的，是考生審題不周。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不懂破解實化之道。以下是一
例：
「香港應否為『安樂死』立法？」
有考生會如此說：「從好的角度看，
安樂死可以減輕人的痛苦；但從壞的角度看，它會非法奪取人的性命。故此，
立法有立法的好處，不立法也有不立法的好處，我認為不可一概而論。」
這樣模棱兩可的答案難列上品。因為，考生把「安樂死」實化了，以為它
是個具體事物；殊不知這「安樂死」只是個「集」，並不具體，「集」內載的
「安樂死個案」方才具體，方能減輕人的苦痛、奪取人的性命。這等於「老
虎」也是個「集」，「集」不會咬人，但集內的老虎會咬人。明乎此，方能掌
握問題的重心。立了法，或有人藉法律漏洞濫用安樂死，造成許多謀殺或棄
愛。如不立法，又會造成另些不道德，如一個很痛苦的長期癱瘓者，每天要花
鉅費維持心跳與呼吸，這令家人和自己長期飽受煎熬，但礙於法例，不能進行
合法的安樂死，這剝奪了人追求幸福的權利，並不公平。
擬題者希望考生衡量立法和不立法後的各種可能利弊，然後得出應或不應

立法的結論。故此，不存在「不可一概而論」的立場，那是俗見，嚴格說是答
非所問。如真持這種立場，那也是不贊成。破解實化，可把俗見化為卓見。

破解實化破解實化 遞歸本意遞歸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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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侯棄「霸道」仁義治天下

文憑試的中文寫作卷雖然已轉變題型，但不少題目
仍是需要闡述道理和舉出論據。例如：2014年的「陽
光與陰影」，考生可以引申出不同的道理。例如：人生
總有黑暗與光明的時刻、「陰影」（象徵困難）的重要
性、「陰影」（象徵困難或挫折）能造就成功等等。只
要解釋合理，道理不太偏離題目原意，很多的個人感悟
都是可接受的。因此，這些議論性質的文章要分出高
低，便決定於論據。千萬不要以為這類自由發揮的題目
可以「吹水」，便不斷高談闊論。高分的文章絕不會是
空無一物的論述，至少3個論據才是合理。
論據有分「古（古人或歷史例子）、今（今人或時

事例子）、中（中國的例子）、外（外國的）」4
種，文章能夠兼備以上4種，便是上等的佳作。

多讀報章 積累例子
那麼論據應該如何儲備呢？首先就是要多讀經典的

篇章和報章。這樣能夠有助學生學習和增加不同的例
子。著名人物的人生和故事值得知曉，同學可以考慮
多讀《史記》的名篇，當中便有不少經典的人物和故
事。例如著名的《廉頗藺相如列傳》，反映出藺相如
的視死如歸、忠心、勇敢、寬容等特質，也反映出廉
頗的忠心、知錯能改等特質。二人刎頸之交的友誼為
人稱頌。這些都將有機會成為實用的例子。多讀文章
才能知曉更多論據，以備考試之需。
多閱讀這些經典篇章，除了能夠有助寫作卷外，更

能有助閱讀卷。例如《孔子世家》便曾經在閱讀卷中
被考核。除了論據外，同學在應考時宜融入中國文化
思想，並嘗試引用中國傳統的名句。引用論證和舉例
論證兼備也是很重要的。 ■劉穎珊
中文科5**狀元、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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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樂意（2）不同/分別

（3）討厭（4）怎能

2.（1）「怎能做百姓的父母官呢」

（2）「最先用土偶木偶陪葬的人，該沒有後代吧！」

註解
①俑：古代用作陪葬的土偶與木偶。因土偶木偶做
得非常像活人。

1.試解釋以下文句中的粗體字，並把答案寫在橫線上。 （4分）
（1）寡人願安承教 安：
（2）有以異乎 異：
（3）且人惡之 惡：
（4）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

2.試根據此文，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3分)
（1）「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2）「『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強
化
訓
練

周
一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 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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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周
四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周
五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

周
三

．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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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簡介：本書精選容易出錯
的約260組漢字，對經常寫錯
的漢字作正誤辨析。書中從字
的結構規律和原意入手，說明
其引伸義、常用的詞語組合及
例子。以學為主，練習為輔，
即時提供測試，減少出現錯誤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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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

shàng

「上」的本義指高處。「無上」的意思是沒

有比它更高的。「無上光榮」、「至高無上」

中的「上」不能寫作「尚」。

「尚」的主要意義是尊崇、注重。「崇尚自

由」、「禮尚往來」中的「尚」不能寫作

「上」。

找找錯別字
他面對父親的遺物，情不自己，痛

哭起來。（答案在下期「戒掉錯別
字」專欄揭曉）

上：上面，馬
上 ， 至 高 無
上。

尚
shàng 尚：高尚，禮

尚往來，時
尚。

■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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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小練習：
1. 學不可以已 已：停止
2. 故木受繩則直 故：所以
3. 金就礪則利 就：靠近
4. 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過：過錯
5. 不臨深溪 臨：面對
6. 吾嘗終日而思矣 嘗：曾經
7. 不如須臾之所學也 須臾：一會兒
8. 吾嘗跂而望矣 跂：踮着脚
9. 假輿馬者 假：借助
10.功在不舍 舍：通假字，捨棄

問題1：試語譯一遍，然後細讀原文，並概括本文的思想主題。
分析：思想主題：全文圍繞「學不可以已」（譯：學習是不能停止的）的論

題展開論述；強調學習能提高思想認識和加強品德修養的重要意義；說明學習
能增長人的才幹；並提出循序漸進、不斷積累和持之以恆才是正確的學習態度
和方法。

問題2：為甚麼君子說：「學不可以已？」你認同這樣的說法嗎？為甚麼？
分析：不能停止學習，是因為知識是透過積累而得的，要溫故知新，持之以

恆，才能取得成效；君子應廣泛地學習，每天省察自己，智慧就會明達，行為
亦合乎規矩；而若能積累善行養成美德，精神、智慧就得以發展，漸漸就能具
備聖人的思想品質；知識是無窮無盡的，若掌握了一點知識或技能便放棄停
止，那麼不但所學的很快會忘記，而且知識面亦過於偏狹，故君子主張「學不
可以已」。

新的一年，筆者於此先祝各位同學新年
快樂，學業進步！承接上一次的專欄內容，這
次繼續談談《荀子．勸學》一文。上次主要為大家
理清內容大要，這次筆者希望同學能夠運用以往教授
過的文言閱讀方法，嘗試解釋文中部分字詞語句。《勸學》
一文甚長，以下為大多採用以教學的節錄版本。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

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
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
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
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
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

於物也。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

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
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

捨，金石可鏤。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
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鱔之穴無可寄託
者，用心躁也。

以木棒殺人，與以刀殺人，
手段雖不同，本質卻一樣。同
理，以政治殺人，以及以刀殺
人，手段不同，本質亦是一
樣。

孟子周遊列國，旨在說服諸侯棄「霸道」，行
「王道」，以仁義的原則治理天下。孟子認為在上
者為政之本，在於使人民安居樂業。如在上者麻木
不仁，只顧個人享樂，漠視民間疾苦，使人民民不
聊生，餓死街頭，則為政者實在罪大惡極。

為政「率獸食人」罪大惡極
孟子引用孔子的話，旨在暗示「率獸食人」的為

政者比「始作俑者」更罪有應得，如果沒有傷人性
命的「始作俑者」也得到孔子「其無後乎」的批
評，則施政餓死百姓「率獸食人」的為政者，其所
得到的批評，恐怕難以想象。有關討論之原文如
下：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

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
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
也？仲尼曰：『始作俑①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
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孟子·梁惠王上》

譯文
梁惠王說：「本人非常樂意聽你的教導。」
孟子回答說：「用木棒殺人以及用刀子殺人有不同嗎？」
梁惠王說：「沒有什麼不同。」
孟子又問：「用刀子殺人以及用政治殺人有不同嗎？」
梁惠王回答：「沒有什麼不同。」
孟子於是說：「廚房有肥美的肉，馬房有健壯的馬，可是百姓面帶饑色，野外更

有餓死的人。這等於為政者率領野獸吃人啊！野獸自相殘殺，人們尚且厭惡；身為
百姓的父母官，施行政策，卻不免於率領野獸來吃人，怎能做百姓的父母官呢？孔
子說：『最先用土偶木偶陪葬的人，該沒有後代吧！』這不過是因為偶人太像活人
而用來陪葬罷。又怎能夠使老百姓活活餓死呢？」

■謝旭博士
作者簡介：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兼任講師，教授中國文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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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集團教育總監、中國語文科與通識教育科名師。
電郵：Dr.JukTse@gmail.com。

參考答案

■圖為曾去信特首要求安樂死的斌仔
(鄧紹斌)(前)，其選擇曾引起廣泛關
注。 資料圖片

■寫作立論時
不妨參考文中
的4個方面。

網上圖片

■■圖為圖為《《勸學圖勸學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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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味細味

《《勸學勸學．．節錄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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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啟：2014年 12月 14日本欄見報
文章《凡事無絕對 辯證識問題》，
文中的27天實為28天，28天實為29
天，屬作者筆誤，僅此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