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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孝要及時 別愛得太遲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儒學內涵亦豐富複雜，我
們很難一一涉獵。來到最後一期，筆者欲談「孝
道文化」。由於「行孝」對每個人來說都很貼
身，因此亦是中文科考試十分常見的題材，實不
可不察。
孝道文化，簡單來說，就是子女敬愛長輩的文
化傳統，是儒家極力提倡的道德規範。子曰：
「孝慈則忠。」歷代君王亦宣
稱：「以孝治天下。」儒士相
信，孝道為修身之本，孝者能
事君，民德亦歸厚也。
那麼該如何「行孝」呢？綜
觀儒家思想，「行孝」可分為
三個層次。根據鍾茂森博士的
說法，就是「孝養父母之
身」、「孝養父母之心」和
「孝養父母之志」。曾子曰：
「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
（通「不」）辱，其下能
養。」贍養父母只是行孝的基
本。心存敬意，使父母不受屈
辱才是更高層次。子曰：「今
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
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
乎？」意思是，只以物質供養
父母，內無恭敬之心，實與犬
馬無異。人要做到內敬而外

禮，讓父母歡心，才是行孝的第二層次。而最高
層次是弘揚父母之志。子曰：「父在觀其志，父
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為
人子女者要細察父母的志向，遵循其良善規矩，
實踐父母對自己的期望。
「孝」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品德。所謂「百行孝
為先」，古人亦有嗟歎：「樹欲靜而風不息，子

欲養而親不在」。行孝要及
時，不要愛得太遲。
今年的文憑試便有一道題目

關於「孝道」，同學試運用所
學和生活經驗，進行思考：
如果要選擇一個故事教育兒

童孝敬父母，你認為以下哪一
個最適合？討論並達成共識。
木蘭代父從軍 黄香扇枕溫

席 王祥臥冰求鯉
三期的「中國文化進補」先
告一段落。希望同學有所裨
益，日後如遇上中國文化類的
題目，不必太緊張。若能適當
地在當中引用名言、俗諺，更
是奪分升級的好機會。

尖 子 教 路尖 子 教 路 ■文嘉俊中文尖子

文 化 拾 穗文 化 拾 穗

朝三暮四無不同 妄辯真相實徒勞

■謝旭
作者簡介：香港中文大學客席講師，教授中國文化與
通識課程。考評局資深主考員與閱卷員、專欄作家。
哲學博士、文學碩士。「通識教室」中國語文科與通
識教育科名師。

參考答案：
1. 「事物之分解，即事物之形成，事物之形成，即事物的毀滅。」

2. 「所有事物其實沒有形成與毀滅，都是渾然一體。」

模擬試題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6分)
1.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
2.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名 師 應 試 錦 囊名 師 應 試 錦 囊

閱讀卷被認為是死亡之卷中的死亡之卷。此
卷所考文章分兩種—白話文和文言文。白話
文通常一篇至兩篇，文言文則一篇。不少考生
視文言文如外星文字，是永遠都看不明白，必
定漏空、放棄作答的部分。但文言文佔了整份
閱讀卷的三成至四成分數，放棄文言文就等於
向及格說不！

較少問結構段意
其實，文言文的提問比白話文容易。如果能

衝破心理障礙，答好文言文題目是考好閱讀卷
的取勝之道。文言文約佔30分到40分左右。
其中字詞解釋已佔了10分，文言語譯佔去3
分，其他題目只要能理解文章字面的意思，往
往便能答對。這些題目，提問直接，很少問及
深層的意思，也少有白話文那些玄之又玄，需
要腦袋轉幾個彎才能回答的題目。也沒有白話
文那些牽涉整篇文章結構及段意的提問—那
種題目往往令考生一子錯滿盤皆落索。文言文

的篇幅也較為簡短，較容易掌握文章脈絡，不
似白話文那樣長篇累牘，情節迂迴，要掌握文
章脈絡較吃力。總括而言，文言文的設題較直
接容易，考生千萬不要輕言放棄。
那麼，為甚麼有不少考生對文言文抱着放棄

態度呢？這也容易理解。文言文畢竟是古代的
文字，日常生活接觸少，與口語也有一些距
離。接觸少自然陌生，陌生就令人感到困難。
但文言文的陌生感可能只是我們的心魔作祟。
我們日常運用的粵語，其實有不少語法及用詞
幾近文言。而現代白話文與文言文也有很多承
傳的關係，有不少成語、四字詞皆源於文言
文，因此文言文真不是大家想像的外星文。

誦讀助熟習文法
有什麼方法可以學好文言文？既然困難源於

陌生，那麼把陌生轉為熟悉便是一個方法。日
常生活少用文言文，如果我們要掌握文言文的
句法與字詞，最佳的方法是背誦。背誦可以把

陌生轉為熟悉。有不少人一提起背誦就把它等
同死記硬背，就等於劣等的學習方法。其實，
背誦文言經典篇章是有益的。古人說：「讀書
百遍，其義自見。」通過對佳作的反覆誦讀，
我們便能提高文言文的語感，對於文言的句法
和用詞也會逐漸熟悉，文言文的規律風格也會
潛移默化地印在腦海中，而能力遷移便會發揮
作用，使我們具備閱讀文言篇章的能力。
當然，如果能在老師的指導下先理解文義，

然後再背誦，效果會更佳。但是，這種學習文
言文的方法需要時間的累積，決不能一蹴而
就。當然，越早進行效果越好。同學們如果已
浪費了初中的時間，從中四開始認真學習也不
算遲，通過兩年多的認真誦讀，到中六應付文
憑試也是可以輕鬆過關的。
所以，我呼籲各位同學，不要逃避文言文。
應該及早作好準備，定下背誦文言文的計劃，
時間越早越好，到文憑試中文閱讀卷考試時，
你將會得到良好的收穫。

文言文設題直接文言文設題直接 多背誦有助得分多背誦有助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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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重實 巴結無用
齊威王①召即墨②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③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④，人民給，官無事，東

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
闢，人民貧餒⑤。昔日趙攻鄄⑥，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
嘗譽者。於是群臣聳懼⑦，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 《周紀一》

語譯
齊威王召見即墨大夫，對他說：「自從你到即墨任

官，每天都有指責你的話傳來。然而我派人去即墨察
看，卻發現田土得以開闢、整治，百姓豐衣足食，官府
無事，東方因而十分安定。於是我知道這是你不巴結我
的左右內臣謀求內援的緣故。」便讓即墨大夫享用一萬
戶的俸祿。齊威王又召見阿地大夫，對他說：「自從你
到阿地鎮守，每天都有稱讚你的好話傳來。但我派人前
去察看阿地，只見田地荒蕪，百姓貧困飢餓。當初趙國
攻打鄄地，你不救援；衛國奪取薛陵，你不知道。於是
我知道你是用重金來買通我的左右近臣以求替你說好
話。」當天，齊威王下令烹死阿地大夫及曾經替他說好
話的左右近臣。於是臣僚們毛骨悚然，不敢再弄虛作
假，都盡力做實事，齊國因此大治，成為天下最強盛的
國家。

注釋
①齊威王：著名的齊桓公田午之子。
②即墨：地名，在山東半島西南部。
③毀言：詆毀的言論。日：每日。
④闢：開闢。
⑤餒：飢餓。
⑥鄄：和下文的薛陵均屬齊國屬地。
⑦聳懼：極其恐懼。聳，通「悚」。

■齊國歷史博物館內的齊威王銅像。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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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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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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慕 / 羨慕
這小伙子的神姿可真美，那姑娘眼裡充滿了_____。

把戲 / 伎倆
這小_____， 只有對五六歲的孩子才用得着！

安詳 / 慈祥 / 祥和
公園一派_____之氣，市民徜徉遊樂者眾。

安置 / 安排
當這些骨頭的位置_____整齊的時候，稱為骨骼。

答案︰愛慕
分別︰「愛慕」常指青年男女互相喜愛也指思想意識方面；「羨慕」着

重於「羨」，見他人的長處、好處，自己希望也有。

答案︰把戲
分別︰前者指花招，蒙蔽人的手法；後者指不正當的手段，貶義色彩

重。

答案︰詳和
分別︰「安詳」指神態平靜、從容穩重；「慈祥」僅形容老年人的態度

神色和藹安詳；「祥和」就氣氛而言。

答案︰安排
分別︰前者指使人或事物有着落，安放；後者指有條理，有先後的處

理。

■陳仁啟
作者介紹︰任教中學中文科超過16年。香港大學教育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

「朝三暮四」乃家傳戶曉的故事，惟並非人人都明白莊子的用
心。莊子認為，只有智者才明白世事萬物其實沒有成與毀之分，全
都是渾然一體。一些追求名實之人，總孜孜區分事物不同的性質，
卻不明白事物的同一性。正如養猴之人以「朝三」與「暮四」之名
蒙蔽猴子，令牠們轉怒為喜。莊子指出不明真理之人妄辯世事真相
實乃徒勞無功之舉。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
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
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
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
芧，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
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
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語譯：
事物之分解，即事物之形成，事物之形成，即事物的毀滅。所有
事物其實沒有形成與毀滅，都是渾然一體。只有通達的人才知曉事
物相渾然一體的道理，故不執於解釋萬物，而應將觀點寄託平庸之
事理。所謂平庸之事理即無用之用；認識事物無之用即是有用，這
才算通達；通達的人乃明白事物真理的人；恰如其分地明白事物真
理即接近大道。順應事物渾然一體之本。這樣還不能了解究竟的，
便稱作「道」。耗心思才認識事物渾然一體而不知事物本身即具有
相同本質的，稱作「朝三」。什麼叫做「朝三」呢？養猴公分橡子
予群猴，說：「早上分三升，晚上分四升。」猴子們聽罷非常憤
怒。養猴人便改口說：「那麼早上分四升晚上分三升吧！」猴子們
聽了非常高興。名和實沒有虧損，喜與怒卻隨之而變化，亦是如此
道理。故此，聖人混同是非，自在地處於自然的境界，這稱作物與
我各得其所。

■安徽蒙城縣莊子祠。 網上圖片

■曾子提出「孝有三」，最高
層次是弘揚父母之志。圖為三
水孔廟內的曾子像。 網上圖片

■■每年文憑試都有不少考生放棄文言文每年文憑試都有不少考生放棄文言文。。圖為文憑試試場圖為文憑試試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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