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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應從文化學起
新高中雖不再設有中國語文及文化

科，但綜觀歷屆文憑試，考核題材時都有
涉獵中化的知識。以寫作卷來說，2012
年曾要求考生通過描寫唐老師的言行，突
出中國文化的可貴之處，翌年又要考生以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題敘述一次活
動經歷。有鑑於此，同學應對中國文化有
一定認識，但由於並非所有學校都會以
「文化專題」為選修單元，故筆者在此將
概述中國文化的要素，分三期與大家快速
「進補」。
第一期，我們會探討中國文化的特

質。

和諧源於農耕文化
一個地域的文化，往往與其地理有極

密切關係。中原（以河洛地區為中心的黃
河中下游地區）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其
屬於亞熱帶至溫帶氣候，夏季溫暖而潮
濕，加上河流密集，提供灌溉用水，使土
地肥沃，適合定居耕作，漸漸發展成「大
陸農耕型」的社會。定居耕作下，中原人
安土重遷，聚族務農，凝聚力強，特別重
視人倫，講究和諧，有所謂「凡事以和為
貴」的說法。他們非常重視鄉土情懷，具

「落葉歸根」的觀念，「生於斯，長於
斯，死於斯」恰恰體現中國人對鄉土的眷
戀。

天災形成樂天知命
農耕生活繼而發展出華夏民族務實的

精神，他們堅信「一分耕耘，一分收
穫」、「地在人種，事在人為」的道理。
誠然，由於中原經常受到氾濫、乾旱等氣
象災害的困擾，農民除了靠辛勤種田外，
還不免望天打卦，祈求豐年。所謂「盡人
事，知天命」、「船到橋頭自然直」就反
映了中國人樂天知命、隨遇而安的性格。
但與西方相比，中國人世代務農，習慣寒
暑循環，四時有序，不驚詫大自然的變
化，亦無需假以外求，因此缺少西方對征
服自然的冒險精神，長期敬畏傳統，形成
封閉保守的個性。
簡而言之，中原優厚的地理位置，使

中國世代以務農為生，形成獨特的鄉土心
態，既講究和諧、辛勤，又難免故步自
封。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我們除了要汲取
前人智慧，繼承優良的品德情操外，亦要
懂得反思與批判，擇優捨劣，摒棄不合時
宜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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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於江湖
死生有命，然而面對無法掌握的生死，儒道兩
家之取態大相逕庭。莊子對生命的理解，跟儒家
的迥然不同。儒家即使明白世道不行，仍會自強
不息，盡己之任。始終，積極入世是儒家秉持的
精神。莊子為道家代表，其宣揚的是超越的出世
精神。於莊子眼中，死生之事，非人力所能為，
乃自然不過之事。人應追求「超越」萬物的道，
而非一瞬的存在。有關討論，見於《內篇．大宗
師第六》︰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
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
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而身猶
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
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
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莊子強調的「相忘」與「兩忘」，即棄固有的
成見，追求與道融化的超驗境界。如此，方能逍
遙無待。

參考答案：
1. 「死與生，皆是命運安排，如恒常的黑夜
白晝交替，自然而然。」

2. 「與其讚頌唐堯的聖明而非議夏桀的殘
暴，不如把他們都忘掉而融化於
『道』。」

模擬試題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6分)
1.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2.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
道。」

君臣自賢 國將日非

名 師 應 試 錦 囊名 師 應 試 錦 囊 ■李碧瑤老師
作者簡介：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文學碩士、學校諮商與輔導文學碩士，任教中學中文科

十多年，課餘喜歡探究閱讀卷、說話卷及綜合卷的擬題與評改特色。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
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
敢矯①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
非。君臣既自賢②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
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
曰予聖③，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資治通鑒．周紀一》

文憑試中國語文科的口語溝通卷，除了爭議題及評論題外，
尚有交流題及協商題，兩者均會提供三個選項，要求考生選擇
其一或是排列優次，題目沒有所謂的正確答案，考生選擇為
何，對主考而言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考生能夠在討論過程中
比較各選項的優劣，並清楚表達取捨的準則。
例如2015年文憑試考題「以下三項都是中學生教育的主要目

的，哪一項最為重要？試排列優次。品德培養、探究知識、規
劃人生」便屬於交流題。在10分鐘的準備時間，同學應該考慮
題目中各選項的取捨準則，決定何者對「中學生教育」最為重
要，哪項對中學生的影響最為深遠。例如：學生需要不斷累積
學問才能升讀大學，及有足夠的學歷滿足未來求職需要。又，
哪項最切合現今中學生的需要？例如：現今中學生普遍對未來
升學就業毫無概念或是人云亦云，學習自然欠缺動力，教育學
生如何去規劃人生，可以讓他們有更清晰的奮鬥目標。
另外，哪項的效益更大（不單對個人成長有益，對社會發展
也有幫助）？例如：培養中學生的品德（如誠信、關愛他人和
社會責任等），不但可以令學生積極向上，取得更高的個人成
就，將來也會更樂於參與社會公益事務，令其他人受益。

態度重於共識
與交流題相近的協商題，又稱為共識題，例「假如你能在十

二生肖中外加一個生肖，你會選擇以下哪一項？試討論並達成
共識。龜、貓、鳳」（2015年文憑試）便屬此類。分別在於協
商題多一個任務：必須盡可能與他人取得共識，換言之，要游
說別人變更立場，或自己因應討論而改變選項。
同學在構思這類型題目時，除了要考慮取捨的準則（比較選

項的優劣和不同之處）之外，還要考慮各個選項的共通點，以
便於討論時游說他人，或在適當的時機轉換立場。
例如我的取捨準則為生肖的「多樣性」：龜、貓、鳳分別屬
於海、陸、空三個領域的動物，十二生肖中欠缺海洋生物，加
入龜可以提高十二生肖的多樣性，反觀貓與鳳已有類近的生肖
（虎、龍），加入價值相對較低。
而他人的準則為生肖的「特殊性」：龜和貓是常見的生物，

鳳是神獸，具有傳統意義，象徵浴火重生的不死精神。我們便
可以抓住兩者的共通點來進行游說：「龜也是四方神獸之一，
同樣具有傳統意義，古人常以龜象徵長壽與堅毅。此外，龜的
常見更是一項優點，現今社會講求團結協作，牠的平凡友善特
質似乎比鳳的高高更切現今的需要。聽過我的意見之後，其他
同學會否考慮選龜作為外加的生肖？」
同學只要認真聆聽別人的觀點，並作出合理的回應，在討論

過程中展現出尋求共識的態度，就算最終各方未能達成共識也
不會失分。

討論重比較優劣討論重比較優劣 最後選擇不重要最後選擇不重要

■責任編輯：鄭樂泓 ■版面設計：邱少聰 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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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矯：糾正。
2. 自賢：自以為賢。
3.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出自《詩經．小雅．正
月》，都說自己是聖賢，烏鴉雌雄誰能辨？比喻不
分是非善惡。具，通「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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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譯：
死與生，皆是命運安排，如恒常的黑夜
白晝交替，自然而然。一些人不能參與，
皆事物自身變化的實情。人們常把天視作
生命之父，而終身愛戴，更何況更高超的
「道」呢！人們總認為國君比自己超越，
而終身效死，更何況應視為大師的「道」
呢！
泉乾涸了，魚兒於陸地相互依偎，互相
吐氣以取得一點濕潤，以唾沫相互滋潤，
不如忘卻江湖之事。與其讚頌唐堯的聖明
而非議夏桀的殘暴，不如把他們都忘掉而
融化於「道」。

【說文解字】
子思對衛侯說：「你的國家將要一天不如一天了。」衛侯問：

「為什麼？」子思回答說：「事出有因。國君您說話自以為是，
可是卿大夫等官員沒有人敢糾正您的錯誤；他們說話也自以為
是，士人百姓也不敢糾正他們的過錯。君臣都自以為賢能，而下
屬又同聲稱賢，稱讚賢能則和順而有福，指出錯誤則忤逆而致
禍，這樣怎麼會有好的結果呢！《詩經》中說：『都稱道自己是
聖賢，烏鴉雌雄誰能辨？』這不也正像你們這些君臣嗎？」

■子思（左）是孔子的孫子，出仕於魯國。
他指責衛侯自以為是，而臣子又沒人敢糾
正，是非曲直就變得如烏鴉是雌是雄一樣，
沒人能分辨。 資料圖片

■2015年的考題中，有一題是問十二生肖加入新成員的話，應該加入上方哪種動物，
這題雖然是共識題，但只要在討論過程中表現得好，就算沒共識也不會失分。網上圖片

變則堪久，通則不乏。
註釋︰出自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通變》。變，指革新、發展。則，就。堪，可、能。通，指繼承。

乏，缺乏。
點評︰有革新就能持久發展，有繼承就能根深葉茂。此言雖是講寫文章既要學習前人的經驗，又要有所革

新的道理，也道出了事物發展的普遍道理，講清了繼承與發展的關係。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註釋︰出自先秦《孟子．離婁上》。以，用。規，指畫圓形的工具，即圓規。矩，指畫直角和方形的工

具，即曲尺。
點評︰不用圓規與曲尺，就畫不出圓形與方形。這是孟子在談治國之道時的一個比喻，強調工具與規範的

重要性。今天用這句話強調做事要有規範。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註釋︰出自宋．蘇軾《題西林壁》。緣，因為。
點評︰此以看山為喻，說明了要看清事物的本質，必須跳出圈外，與事物保持必要的距離。與「當局者

迷，旁觀者清」的意思相同。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註釋︰出自先秦《荀子．勸學》。跬步，半步。
點評︰行千里路，如果不從一小步一小步走起，那就到不了終點；要成浩蕩的江流與蒼茫無際的大海，如

果不匯聚眾多細小的溪水，那是沒有希望的。此言以積步、積流為喻，意在說明學習知識需要日積
月累、持之以恒。這個比喻也可說明這樣一個道理：做任何事都要從小處着手，踏踏實實做起。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註釋︰出自清．曹雪芹《紅樓夢》第六十回。
點評︰此言只有經過磨煉，才能增長見識，有益於進步。與俗語「吃一塹，長一智」同義，都有強調從實

踐中學習、從失敗中吸取教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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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提供︰

■文嘉俊 中文尖子

■資料提供︰

■■莊子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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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旭博士
作者簡介：現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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