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中國現代文學，不能不提魯迅。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出生於浙江紹興的
書香世家，祖先就是《愛蓮說》的作者周敦頤。周樹人
祖父是晚清進士，弟弟周作人也是文壇的一顆明星，他
的小說和雜文更於中國文學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篇幅
所限，這裡只勾勒一些其人生平的輪廓。
周樹人年輕時曾負笈日本學醫，雖然成績不錯，但他

始終熱衷文學，關心中國社會狀況。在一次偶然的機會
下，他觀看了一部日俄戰爭的紀錄片，片中描述有中國
同胞被日本軍逮捕並槍斃，而在場圍觀湊熱鬧的中國人
竟都無動於衷。周樹人吃驚之餘，痛定思痛，意識到中
國落後的不只有科學，提出「救國救民需先救思想」。
他認為個人醫術再高，也難救千萬民眾的靈魂，遂毅然
棄醫從文，希望用文學喚起中國人對自身「國民劣根
性」的痛切反思。

阿Q正傳諷國人自卑自大
回國後，周樹人以「魯迅」為筆名，在革命雜誌《新

青年》上發表中國文學史上破天荒的白話小說《狂人日
記》。不久，他又發表中篇小說《阿Q正傳》，透過人
物阿Q諷刺國人自卑自大的劣根性，幽默中發人深省。
魯迅藉尖銳深刻的筆鋒，揭露時下國民人性的陰暗面，
盡情鞭撻時下愚昧迷信、冷漠自私的社會病態。
然而魯迅也非一味消極斥責，他欲救國民於水深火熱

中的決心和熱忱，在他的短篇小說集《吶喊》的自序中
流露無遺︰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毁的，裡面
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
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
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
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毁壞這鐵屋
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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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小組討論可用通識多角度框架
上期討論了第三個中文和通識跨科備試的技

巧──歸納文字的能力。今期續述最後一項思
考框架的活用：
思考框架的活用：思考框架在通識教學裡十

分常見，旨在協助同學從多角度激發
（brainstorm）論點。同學記得這些框架嗎？
1. 不同範疇，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環境

2. 不同持份者，如：學生／家長／教師／政府
／社會人士

3. 不同地域範圍，如：個人／家庭／社區／國
家／世界

4. 情勢分析，如：強／弱／機／危
5. 有效性分析，如：治標和治本性／迫切性／
全面性／衍生利與弊／短期和長期效果

6. 可行性分析，如：硬件設備／法律問題／經
濟誘因／科技／民意背向／監察與執法／社
會成本／自然限制
這些框架對預備小組討論尤其有用，同學不

妨花十分鐘，就以下一道文憑試試題，看看想
到多少個論點。
「年輕人參與以下哪一項活動，對投身社會

最有幫助？野外歷奇訓練 / 單獨長途旅行 /
馬拉松比賽」

提示：
1. 不同持份者：年輕人有何特質？社會（如年
長一輩、政府）對年輕人有何期望？

2. 不同地域範圍：哪項活動最能學習到「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裝備自
身」到「投身本地社會」以至「融入全
球」？

3. 情勢分析：相比其他年齡層和其他地區的年
輕人來說，香港的年輕人有何強項、弱項、
機遇和危機？哪項活動最能發掘優點，帶來
機遇？

4. 有效性分析：比較各項活動對訓練年輕人技
能和意志的效果，如是否全面、是否有持久
效果、有何衍生利弊等？

5. 可行性分析：考慮不同年輕人的體能、毅力
和個性，哪項活動最能誘使他們堅持參與？
一直以來，經常聽到同學慨嘆讀六、七科非

常吃力，筆記堆積如山，根本沒有時間溫習等
等。對的，想當年筆者都是從文憑試熬過來，
但為了減少工作量，設計了「以史、通帶中
文」、「以地理帶通識」等策略進行「跨科備
試」。說來新奇，但學科知識並非分割的，這
種「一雞兩味」的方法如運用得當，實可大大
提高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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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短暫 順應自然
「死亡」是哲學思考的重要命題，也是文學作

品的永恆主題。古往今來，多少文人墨客見白髮
而悲人生苦短，見漁樵而感世事無常。除非乞靈
於老莊的道家哲學，學會看透世事，否則一幕幕
教人斷腸的片段，將無止境的上映。《莊子．知
北遊》中，記載孔子向老子問道一事，當中老子
談及人生短暫，只是天地的一瞬：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寥然，莫不入焉。已
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
天韜，墮其天帙。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
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
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
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
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莊子．
知北遊》
老子認為，天地萬物，無非由生至死的變化。
不明大道的人類生物，才會為同類的死亡而感到
悲哀。這是由於我們遠離自然，才不自覺地於淪
陷於往復的循環之中。其實從無形到有形，再由
有形到無形，乃自然不過之事。求道之人，應無
所作為，不聞不問，沉默閉塞，順應自然，方能
契合大道。

釋文：
「人生活在天地之間，就像一匹駿馬跑過縫隙

一樣短暫，忽然之間而已。生長興發，無不產
生；變化消逝，無不消亡。已變化出生，又變化
死去。生物為同類之死感到悲哀，人類為親人之
死感到傷悲。解開自然的弓袋，毀壞天然的劍
囊。紛沓宛轉，魂魄便將歸去，身體亦隨之而
亡。這是最大的回歸呢！從沒有形體到有形體，
又從有形體變作沒形體，此乃人所共知的事，並
不是將達於大道的人所作的事，此乃眾人所共同
議論的事。那些將達於大道的人是不議論的，議
論的人則未達於大道。以聰明智慧辨識大道便不
得要領，善辯不如沉默。大道不能聞知，聞聽不
如閉塞。這便是最大的獲得。」

■謝旭博士
作者簡介：現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任教，教授中國文化
課程。考評局資深主考員與閱卷員。哲學博士、文學碩
士、專欄作家。PROLOGUE 集團教育總監、中國語文
科與通識教育科名師。

模擬試題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 (6分)
1.「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
2.「道不可聞，聞不若塞。」

救國救民先救思想 魯迅用文學喚起反省

名 師 應 試 錦 囊名 師 應 試 錦 囊 ■陳仁啟
作者介紹︰任教中學中文科超過十六年。香港大學教育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

尚 友 古 人尚 友 古 人 ■張家豪
作者介紹︰現職中學中文科老師

文憑試中文科閱讀卷被視為「死亡之
卷」，本文就談談閱讀。不過，如果同學平時
閱讀理解表現差，看完這篇文章，也不可能立
即突飛猛進。學功夫需要掌握招式，更要練好
內功。招式易學，內功難練，但內功才是功夫
的精髓。答題技巧是招式，閱讀能力是內功，
本文這就說說內功問題。

以舊知識去接收新資訊
眼、耳、鼻、舌、身是我們吸收外間訊息的
原始途徑。通過五感的輸入，訊息在大腦內運
作，最後成為我們的知識。初生嬰兒每天接觸
很多東西，時間長了，便會對一些東西熟悉。
他們會以此為基礎，把新事物與已知的事物作
一比照，從而建立新的知識。閱讀也一樣，我
們也是懷着舊知識去接收新資訊。例如，我們
沒有乘搭穿梭機的經驗，但看到有關乘穿梭機
的文章，我們也會先有些設想，例如我們會把
乘搭汽車、飛機等經驗用來推斷乘穿梭機的感

覺；又例如，有文章談及難民的流離失所，我
們也會以離家外出、離開家人的經驗為基礎再
多加幾分悲慘的想像來設想難民的遭遇。因
此，已有知識越多，學習新知識會越輕鬆。

多讀書累積知識經驗
談到考試，每一篇閱讀考材對學生來說都

是新的，但如果考材中的某些內容與我們曾有
的經驗相近，那麼，我們便容易理解；如果考
材內容與我們的生活經驗相差太遠，我們的理
解也會較困難。所以常懷着好奇心，在生活中
常作不同的嘗試，豐富生活的經驗，我們的理
解能力也能提高。但是人的精神與時間有限，
我們不可能歷盡人生的各種可能。閱讀則可以
幫助我們把陌生變成熟悉，把別人的生活經驗
轉化成自己的知識，通過大量閱讀便能提高我
們的閱讀能力。
2012年文憑試閱讀卷的其中一篇文章是曾

敏之的《橋》。內容講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內

地知識青年來香港生活，因學歷不被承認而生
活潦倒。這是香港上一代不少人的悲歌，但對
於應付文憑試的同學們來說則是從未經歷過的
故事，理解這篇文章有一定的困難。但是，如
果同學們平時有多閱讀的習慣，曾經涉獵過那
個時代的歷史，有了一些背景資料，那麼便容
易理解這篇文章了。
又例如2014年那篇徐國能的《第九味》，
談的是人生苦樂的滋味。對於一個才十八九歲
的考生，哪裡能感悟人生的滋味？但同學們平
時能大量而廣泛的閱讀，通過其他文章理解不
同人的生活體驗，那麼，對於甚麼是「第九
味」的提問也便不會感到困難了。
說到這裡，同學們也許明白到，閱讀能力

是可以培養的－方法就是多閱讀。通過大量的
閱讀，我們的知識及經驗會增加，我們的理解
能力也同時會增加。但是，閱讀習慣是需要長
時間培養的，不能一蹴而就，所以我說這是內
功的鍛煉，而不是表面的招式。

答題招式可速成答題招式可速成 閱讀內功需長練閱讀內功需長練

■責任編輯：鄭樂泓 ■版面設計：邱少聰 2015年9月23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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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簡介︰本書博采眾長，薈萃了流傳最廣、歷代引
用頻率比較高的經典名句約三千條，匯成一冊，為讀
者提供引經據典的參考方便。全書還將這些經典名句
分成四大部分，每部分又有若干小的分類。每個詞條
由名句、註釋和賞析點評三部分組成。註釋標明句子
的出處和疑難詞語的解釋，點評深刻剖析句子的深刻
意蘊，還可啓發讀者的思考。

參考答案：
1. 「人生活在天地之間，就像一匹駿馬跑過縫隙一樣短暫，忽然之間而
已。」
2. 「大道不能聞知，聞聽不如閉塞。」

百勝難慮敵，三折乃良醫。
註釋︰出自唐．劉禹錫《學阮公體三首》之一。百、三，都是虛指，強

調「多」之義。乃，是。
點評︰即使是常勝將軍也難每次都料敵如神，多次折臂的人卻可能成為

良醫。此言取得成功需要磨練，需要不斷的實踐經驗作基礎。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註釋︰出自清．曹雪芹《紅樓夢》第二回。百足之蟲，即馬陸，有很多

腳。僵，倒下。
點評︰馬陸縱然死了，身體也不會倒下。此乃比喻某個人的勢力或某件

事的影響最大的時期已經過去，但仍有相當的後續影響。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
註釋︰出自漢．劉安《淮南子．說林訓》。牖，窗。戶，門。
點評︰一百顆星星的光芒，也抵不上月亮的明亮；十扇窗子全打開，也

不如一扇門打開光線強。此以星月、窗戶光亮度的比較為喻，說
明「質」與「量」的關係，「量大不如質高」的道理。引申論人
才問題，則說明這樣一個「用人」之理：一個傑出的人才，要遠
勝於千萬個平庸之才。俗語「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也是這個
道理。

百聞不如一見。
註釋︰出自漢．班固《漢書．趙充國傳》。
點評︰此言實踐的重要性。俗語說「耳聽為虛，眼見為實」、「說一

千，道一萬，不如動手幹一幹」，其義都與此有相通之處。

彼一時，此一時也。
註釋︰出自先秦《孟子．公孫丑下》。彼，那。此，這。也，句末語氣

助詞。
點評︰那是一個時候，現在又是另一個時候。這是孟子的名言，講的是

時勢不同，情況也會隨之有所改變的道理。常用來強調要因時制
宜的道理。

■孔子向老子問禮的繪畫。 網上圖片

■魯迅在他的小說《吶喊》中，
提到只要驚醒一部分的人，就可
能有改變的希望。 網上圖片

■2012年考了曾敏之的《橋》，內容是描寫上世紀70年代左右，知青來港後的
生活，同學如曾閱讀相關資料，就較易處理本題目。圖為上世紀70年代的香港青
年生活照。 網上圖片

■資料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