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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論點發揮有限
宜增加更多方向

下年的中文綜合卷考試將有少許改變，
先完成短暫的聆聽卷，然後就開始播放內
容有機會相關的綜合卷錄音。
我建議同學不要將播放綜合卷聆聽前的

時間全部投入於完成聆聽卷。否則，當綜
合卷的錄音播放時，同學很容易會一頭霧
水，是時才去審題，就可能錯過某些重點
了。
同時，先閱讀綜合卷的資料也是十分重

要的，同學雖然未必能細細地標示重點，
但至少有些許印象。很多時候同學在聆聽
綜合卷時非常忙碌地記下長長的例子、活
動名稱等，最後才發現資料早已提供。
另外，見解論證上有機會只要求同學提

出兩點，因此同學宜於落
筆前先思考好大綱，內容
分不同的方向闡述。例如
考題為「校慶聚餐」，見
解論證要求學生就宣傳及
食品方面提出意見。同學
便可從以下方向思考：在
宣傳方面，先思考可行宣
傳的方法，例如派通告、
海報、電郵、邀請信、社
交網絡宣傳等。
接下來同學應思考這些

方法的目的和好處。例如
派發通告時，可確保學生
的家長知曉此事，不論參
加與否都需要回覆，可提
高參與率。發送電郵是既

快捷又環保的方法，可以大量發送，通知
最多的校友。社交網絡為年輕人流行的平
台，頗能吸引已畢業的校友留意。
倘若題目要求，或者時間充裕，還能多

寫一些細節，例如：社交網站建立群組、
電郵內容要用語正式等等。
總括而言，同學要小心掌握時間，不要

以為見解論證只需要寫兩個論點就因而寫
很少的篇幅。反之，只寫兩個方向時，更
要求同學有豐富的內容。倘若題目與中國
文化有關，更應盡量運用中國文化知識。
另外，見解論證宜按題目、資料及錄音聲
帶的方向去拓展，原則上很少要求同學憑
空創作。

古 文 識 趣古 文 識 趣

莊子喜歡以寓言說理，慣以風趣幽默之妙筆，洞悉世
事，指人迷津。莊子強調順應自然，反對扭曲自然以滿足
人對某些觀念之執着。「渾沌鑿竅」乃著名的寓言，旨在
說明順應自然的重要性，點明勉強改變自然所帶來的惡
果。原文載於《內篇．應帝王第七》：

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倏與
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渾沌
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
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渾沌之天性本無七竅而悠然自得。倏與忽自己有七竅，
便認為人家沒七竅是壞事。故強行為渾沌鑿七竅，最終使
渾沌慘死。所謂「順應自然則生，扭曲本性則亡」。
事實上，每一事物皆有其獨特的天性，企圖扭曲事物之
本性，因一己之成見強行改變自然，實屬愚昧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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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答案：
1.1 「倏與忽常常於渾沌的處所相會，渾沌殷勤地款待他

們。」
1.2 「倏和忽商量如何報答渾沌的恩德。」
2. 「渾沌鑿竅」之寓意是，說明每一事物皆有其獨特的

天性，企圖扭曲事物本性，因一已之成見強行改變自
然，實屬愚昧之舉。

模擬試題
1.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6分）
1.1 「倏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
1.2 「倏與忽謀報渾沌之德。」
2. 「渾沌鑿竅」之寓意是甚麼？（4分）

名 師 應 試 錦 囊名 師 應 試 錦 囊 ■王美琪 中文科老師

說話卷可說是一份「綜合能力」的試卷。筆者所指的「綜合能
力」，並非是中文卷的聆聽及綜合卷，而是說話卷考核學生的「識見
學養」和「說話魅力」。當中的「識見學養」包括學生對流行事物、
中國文化、社會現象、校園生活、品德價值等議題的學習和理解；
「說話魅力」是指學生的表達能力、語言組織、應對態度等表現。
近年，文憑試的說話題型大多分為以下四大類型：協商、交流、爭
議、評論。學生需因應不同性質的題目，互相啟發砥礪，以期做到對
討論的題目有更深入了解和更具啟發性的討論結果。題型雖分為四
種，但說話卷的重點仍在「溝通」，因此學生在本卷上並不能自說自
話，或壟斷發言，獨領風騷。說話卷分為兩部分評分，分別是闡述語
言（內容）與應對態度（技巧）。是次升級有法先集中討論闡述語言
部分，讓學生做好內容部分。

謹慎審題防錯判
首先，與寫作卷相同，學生必須先做好審題工作。學生如果審題不
周，即使是演說高手也是徒然。以2015年文憑試中其中一題為例：
「香港社會重視競爭和追求進步，有人認為『甘於平淡』這種生活
態度已經不合時宜。你同意嗎？」
考生應集中討論「甘於平淡」的生活態度是否不合時宜，但學生如

將焦點放在首句，討論香港是重視競爭和追求進步的地方，就會偏離
題旨。建議學生平日多做審題工夫，掌握題目中的關鍵詞，再三揣
摩。

需討論全部選擇
此外，學生應留意有選擇的題目，以2015年文憑試中其中一題為例：
「以下哪一項最能象徵老師的工作？試談談你的看法。橋樑 燈塔

港口」
學生不應集中討論其中一個或兩個，而沒有討論為何沒有選擇另外
一個或兩個。即使有提及也不應蜻蜓點水，欠缺具體詳盡比較。建議
學生平日多做拓展工夫，由寫帶動說，多就老師的提問多加思索，並
作詳細闡述，日子有功，才會進步。

舉例應合乎要求
最後，學生舉例子來支持自己說法是最常見的，但學生必須留意，

所舉例子是否貼合題目要求，是否可支持自己的論點。例如2015年其
中一題：
有人說：「貧而無怨難，富而不驕易。」你同意嗎？
不少學生舉出歐陽修、愛迪生、桑蘭論證貧而無怨難，所舉例子只

能證明其堅毅不怕艱苦，但並不是因為貧窮而無怨言。結果學生自暴
其短，弄巧反拙。
綜合而言，學生要說話卷取勝，必須先做好闡述語言，對應題目論
述，多做審題。

說話考識見學養說話考識見學養 平日需多練習平日需多練習

■責任編輯：鄭樂泓 ■版面設計：邱少聰 2015年10月7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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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國需先存百姓 君主要端正言行
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①以啖

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朕
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②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
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③

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 《貞觀政要④．君道》

唐太宗對左右的近臣說：「當國君的法
則，必須以百姓的生存為先。如果損害百
姓的利益來奉養自己，那就像割自己大腿
上的肉來填飽自己的肚子，肚子飽了，人
卻要死了。如果想要天下安定，君主就必
須先端正自身行為。從來沒有身子端正而
影子彎曲、上面治理得好而下面發生動亂
的現象。我常常想到，傷害自己的往往不

是身外之物，都是自身的貪婪慾求，最終
導致了禍患。如果一味沉迷於口腹之慾，
聲色犬馬，自身的慾望愈多，受到的損害
也就愈大，不僅妨礙了國家政事，而且攪
擾了百姓生活。要是再說出一些不合道理
的話，更會導致民心渙散，怨言四起，最
終就會眾叛親離。我每想到這些，就不敢
有一點的驕縱懈怠了。」

註釋
①股：大腿。
②耽嗜：深切愛好。
③怨讟：亦作「怨黷」。怨恨誹謗。
④《貞觀政要》：唐代史學家吳兢所撰的一部政論性的史書。

■唐太宗是中國史上的名君，圖為唐太宗的
畫像。 資料圖片

書籍簡介︰本書選取了《通鑒》中的一些頗有意義的段落，以小故事的形態呈獻給大家。同時還把這些小故
事分成了德政、謀略、情操、勸諫、用人和教訓等幾類，並以其他典籍中的類似故事相配套，使得讀者在閱
讀時可以更好、更明白地了解古人所要傳達的思想。

■資料提供︰

書籍簡介︰本書主要選取日常生活和學習中經常
使用，而且最容易出錯的500組詞語，對每組詞
語的基本意思和使用錯誤的原因以及它們之間的
區別進行了比較詳盡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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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攻略
分別︰兩者都有解決問題的方法、措施的意思，「攻略」比

「策略」所指的對象更明確、更具體。

答案︰愛戴
分別︰「愛戴」與「愛護」都可以用於人，但「愛戴」只用於

下對上，「愛護」於平級之間或上對下，有時還用於
物。

答案︰寧願
分別︰兩者都有兩面比較，選擇其中的一面的意思。「寧願」

比「寧可」引導的取捨句主觀性更強。

攻略 / 策略
這本《香港旅遊》 為遊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愛戴 / 愛護
林肯是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深受人們 。

寧可 / 寧願
我 生活過得清貧一些，也不願意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情！

語譯：
南海之帝名稱為「倏」，北海之帝名稱為「忽」，中央之帝名稱為「渾沌」。倏與

忽常常於渾沌的處所相會，渾沌殷勤地款待他們。倏和忽商量如何報答渾沌的恩德，
說：「人人皆有七個竅孔用來視、聽、吃與呼吸，唯獨渾沌沒有，我們嘗試為他鑿開
七竅吧。」他們每天鑿一個孔竅，鑿了七天渾沌就死了。

■考題是校慶聚餐應該提出什麼觀點？同學可以討論從食品
和宣傳兩方面提出意見，再思考這些意見的好處，如果有時
間的話不妨加入些細節。 資料圖片

■2015年的考題問以上3種東西，哪種最能夠象徵老師的工作，同學
們要記得把3個選擇都討論，不然就是欠缺比較了。 資料圖片

順應自然則生 扭曲本性則亡

■資料提供︰

■《莊子》內多強調順應自然。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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