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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試題通識化
多方分析展思考

觀察近年小組討論的題目，筆者認為當中
有「通識化」的趨勢，一來在取材上，卷
四多以社會時事、流行現象等入題，二來在
審題及闡述上，亦考核同學的識見學養與表
達能力，因此考生應嘗試將通識科的學習，
融入卷四口語溝通的應用。

題目呼應熱門議題
首先以最近兩年的題目為例︰「時下家長

讓兒童在課餘時間參加不同興趣班，有人認
為能發掘潛能，有人認為是偃苗助長。談談
你的看法」、「香港推廣自行車代步，有人
認為值得支持，有人認為不切實際。談談你
的看法」等，其中皆有呼應當年本地的熱門
議題，如部分家長為「贏在起跑線上」而催
谷子女報讀多項課餘活動，以及有關「單車
友善政策」的發展。由此可見，卷四的取材
原則是盡量貼近考生所學和日常生活見聞，
傾向選取一些時事新聞作為論題，因此同學

不應把新聞議題的關注，只聚焦於通識科的
應試預備，而是進一步將其化為自己的知識
素材，能夠使用於不同學科之上。
另外，同學在審視題意時，亦可運用通識

科的多角度思維，以充分發揮論題的討論空
間。正如「以下哪一項活動最能培養學生的
惻隱之心？試討論並達成共識。飼養小動
物、探訪露宿者、助養貧困國家的兒童」，
我們可以沿用通識科分析政策的方式，從活
動的時間性（能否達至一個培育的過
程？）、可行性（有多少學生能夠參
與？）、甚至持份者（不同年級的興趣與能
力），分析和比較哪一個選項最能培養學生
的惻隱之心，便能展現你對這道論題的思
考。
總的來說，這些「中文通識化」、「通識
中文化」等跨學科現象，正是提示我們在學
習上不能只眼單一的學科範圍，而是要將
所學化為己用，懂得融會貫通。

上期，我們談及古人借楊柳抒
離別之情，折柳送別的習俗，長
亭送別的場景。今期，我們看看
楊柳較難捉摸的一面，就是如雪
柳絮。

柳絮原是種子
柳絮，即是柳樹的種子，上面有白色的絨毛，會隨風飄散，

故稱之為柳絮。
在中國古典詩歌裡，柳絮代表人生易逝。唐代，杜甫《絕句

漫興．其五》：「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詩人
刻劃暮春時節的景色，柳絮隨風飛舞，落花逐水漂流，表達對
流逝的春天無限的眷戀。宋代，晏殊《寓意》：「梨花院落溶
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溶溶月色灑落在庭院梨花上，灑落
在池塘柳絮上，淡淡的微風吹拂庭院上的梨花，吹落在池塘
上的柳絮。詩人渲染庭院和池塘上的自然景象，表現暮春幽怨
無處訴說。蘇軾《和孔密州東欄梨花》：「梨花淡白柳深青，
柳絮飛時花滿城。」淡白的梨花如雪般，柳條散發濃郁的春
色，柳絮飄飄灑落，夾如雪的梨花，佈滿全城。春意正濃，
春愁深情，表達詩人感到春光易逝，人生短促之愁思。以上柳
絮的詩句顯示詩人傷春惜春，看似傷感，但調子並不哀傷，而
是通過自然現象，柳絮飄散的自然景物，反映詩人欣賞美好的
春色，淡淡然抒發春光流逝，人生短暫的永恆主題。

柳絮憂愁化作淚
宋詞繼承如雪柳絮的愁思而輕抹一層哀傷的調子，將愁緒付
託飄飄的柳絮。經典之作是蘇軾《水龍吟》：「春色三分，二
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楊花」即是柳絮。春天的柳絮，二分化作塵土，一分落入水

中，化作浮萍隨水漂流。
春色逐漸消散，細看那點
點飛舞的不是柳絮，是離
人灑落的眼淚。此詞將柳
絮與憂愁結合在一起，化
作一點一點的眼淚。
到了清代，詞學中興，

柳絮紛紛。多情易感詞人
納蘭性德是寫愁情的佼佼
者。在《臨江仙．寒柳》
追憶前塵，「飛絮飛花何
處是，層冰積雪摧殘，疏
疏一樹五更寒。」詞人徹
夜無眠，細看柳絮與花絮
隨風飄揚，飄過堆疊的冰
雪，抒發惆悵之情。陳維
崧《好事近》「分手柳花
天，雪向晴窗飄落」，從
分手時柳色飛絮說起。
柳絮，將暮春之景表露無遺，也將傷春惜春具體化，詩詞人

發揮豐富的想像力，將隨風飄舞的柳絮，跟短促的人生連繫在
一起，感歎人生易逝的愁情，為讀者呈現柳樹的另一剪影，也
帶出另一種中國文學意象。

五合一難有火花 因應環境選立場

名 師 應 試 錦 囊名 師 應 試 錦 囊

所謂兼善，就是考生在備試時，兼顧題目中所有立場，對
每一個立場均予以破立；這目的是令考生在首輪發言時，可
以因應環境而重選立場，避免「五合一」的無火花沉悶場
面。另在討論時，考生也要顧及他人發言，倘若能把別人的
識見融進自己的系統之內，說服人於無形，這就是口試高手
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達」是「通」，
「天下」是所有情況，「兼善」是妥善顧及每一個環節。
茲用以下題目說明備試時的兼善之道：
題目：如果要教育兒童孝敬父母，以下哪一個故事最為適

合？試討論並達成共識。
木蘭代父從軍 黃香扇枕溫蓆 王祥臥冰求鯉
這道題目，一般考生選擇「木蘭代父從軍」或「黃香扇枕
溫蓆」，選擇「王祥臥冰求鯉」的絕無僅有，這種思維不夠
開闊。兼善的人會把所有立場及其理據一一列出，如下：
1. 支持花木蘭的理由：故事情節豐富，可供角色扮演，
兒童女扮男裝、舞槍弄劍，煞有其事，適合兒童好動的性
格，又切合其愛想像的成長階段。反面：現今家庭成員少，
很難製造墟冚的戰事場面；況且打打殺殺，有違德育，適
「德」其反。反駁：墟冚場面可用繪影繪聲補足，真實不同
現實；以前的說書人講述三國演義故事時，就是繪影繪聲，
可見真實的感覺不一定是現實。此外，打殺也不一定引起殘
忍的聯想；就如「狼來了」的故事，狼吃了很多羊，但兒童
未覺其殘忍。這兒童故事一向被人視為經典！
2. 支持黃香的理由：故事情節簡單，角色扮演極容易，
很適合現今的小家庭，就是獨生子女也有足夠演員。溫蓆，
可以直接實踐，有切身教化之效；扇枕，雖說不合時宜，但

稍加轉化，古意不難今詮，如可把扇枕化為開冷氣。反面：
故事過分簡單，開冷氣之後情節難以發展；另外，現今兒童
早熟，以為這些行止婆媽幼稚，難收教育之效。反駁：溫
蓆、扇枕只是例子，類似的孝義行為可以推演下去，如為父
母端茶、預備餐食等等，題材不會枯竭。況且，在育孝之
餘，還有啟智之功。
3. 支持王祥的理由：故事說的是「以德報怨」，王祥孝
順的是虐待他的後母，這是孝的最高境界；兒童既受較高層
次的啟發，要收普通孝敬之效也較容易。此外，臥冰求鯉也
是一個極富科學趣味的故事，冰塊之下暗藏活魚，冰河之下
温度高於河面。在這二十一世紀的科學年代，家長能把科學
與德育結合，兒童定會聽得津津有味。反面：故事太神怪，
兒童不相信。反駁：神怪可以用「人文化」解釋，例如說王
祥其實只是「破冰求鯉」而已，像在野生動物的記錄片中，
北極熊也有類似的破冰捕海豹行為，很真實。退一步說，在
童話世界中，神怪也不是罪過。愚公移山的故事，最後不是
也有「天帝命誇娥氏二子負二山」把山移去嗎？用「孝感動
天」去解釋王祥獲得鯉魚，怎算迷信？因為，那不是重點。

採與眾不同策略
有了上述的妥善準備，就可披甲上陣了。至於臨陣時選擇
哪個立場，則要看其他考生的選擇而定。最重要的是避免
「五合一」，採取與眾不同的策略，倘若之前考生選黃香較
多，則選花木蘭；反之亦然。如果不幸抽中頭籤要打頭陣，
而對自己又有信心者，則不妨選王祥，讓主考老師一新耳
目！至於，如何在討論時兼善，留待下期開考前續談。

三月份正是中文口試的考期。考生們既緊張又輕
鬆。筆者之所以自相矛盾，並非手民之誤，乃確實是
考生們的寫照。面對考試固然緊張，然而相對其他考
卷，口語不正是考生最感輕鬆的一卷嗎？但這不代表
本卷表現較佳，似乎輕鬆與否和成績不成正比。根據
每年考試報告提及，考生口語表現不甚理想。究竟原
因何在？
香港學生思想敏捷，伶牙俐齒，實在無法想像他們
於口語試時可以表現得如此不濟。縱觀種種評語，不
外乎考生說話內容空泛，例子鮮有。這問題亦正源於
考生不留心時事，亦少背誦經典，來來去去不是提出
娛樂新聞、影視明星為例，就是電視動畫人物，有時
連主考也不明所以言。
曾經有一位主考戲言，在她整晚的主考過程中，無
論任何題目，十有八九舉李嘉誠先生為例。如果有任
何一位考生能夠以李兆基先生為例，她會立刻給予較
高分數。
那位主考之戲言，正反映出考生視野之狹隘一點的
嚴重性。宏觀世上，名人又豈止李先生一人？縱觀歷
史洪流，奇人又何止李先生一個？現筆者嘗試整理一
些名人事跡懶人包，讓考生可以「速食」。
建議：以下是可以用的名句（作用：強化你的論點，

略記內容即可，能引用原句更佳）
有關勤奮的名言

1. 對於搞科學的人來說，勤奮就是成功之母。（茅
以升）

2. 發明是百分之一的聰明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奮。
（愛迪生）

3. 在天才和勤奮兩者之間，我毫不遲疑地選擇勤
奮，她是幾乎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催產婆。（愛恩斯
坦）

例一：王羲之臨池苦練書法
我國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刻苦練習書法。他從7

歲起就跟女書法家衛夫人學習書法。他練字十分刻苦
持久、勤奮，隨時隨地都練，有時用手指在衣服上
練，有時月光下的池邊懸肘練，相傳當年王羲之在紹
興蘭亭地方「臨池學書」，苦練了20年，經常在池裡
洗筆刷硯，竟把池水染黑了。
聽起來可能有些誇張，但也不難看出，要成就一番
事業是艱辛的。有一次他的兒子王獻之問他寫字成名
的秘訣，王羲之指家裡的18口水缸，說寫字成名的
秘訣就在這18口缸裡面，你把18缸水寫完，自然就
知道寫字的秘訣和成名的緣由了。他的兒子真的把18
缸水用完了，果真練出了一手好字。（這就說明了什
麼？勤奮是實現理想的重要／必須條件。）

例二：齊白石作畫補「閒過」
中國著名畫家齊白石年逾90，每天仍作畫5幅。他曾

說過：不叫一日閒過。他把這句話寫出來，掛在牆上以
自勉。一次，他過生日，由於是一代宗師，到賀的學生
朋友很多，從早到晚，客人絡繹不絕。白石老人笑吟吟
地送往迎來，等到送走最後一批客人時，已是深夜了。
年老的人，精力是差了，倒頭便睡。第二天他一早爬起
來，顧不上吃早飯就走入畫室，攤紙揮毫，一張又一張
地畫。他家人勸他：「你吃飯呀。」「別急。」白石

老人畫完5張後，才用飯，飯後他繼續作畫。家人怕他
累壞了，說：「您不是已畫了5張嗎？怎麼還要畫
呢？」他說：「昨天生日，客人多，沒作畫。」又解釋
說：「今天多畫幾張，以補昨日的『閒過』呀。」說完
了，他又認真地畫起畫來了。（可見齊白石成為名畫家
與他的勤奮有密切關係。）

例三：司馬光「警枕」著《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是我國宋代史學家司馬光主持編撰的
一部巨著。司馬光為此嘔心瀝血，前後歷時19年之

久。司馬光奉旨編撰《資治通鑑》之後，即用圓木做
了一個枕頭，取名「警枕」，意在警惕自己，切莫貪
睡。當他枕在這塊圓木上睡覺時，只要稍一輾轉，
「警枕」就會翻滾，將司馬光喚醒。然後，他便立刻
坐起，繼續奮筆疾書。在那19年中，司馬光每天都寫
到深夜，第二天未到五更就又起床苦幹，考訂史料，
剪裁潤色，終於完成數百萬言的《資治通鑑》。完稿
之後，司馬光全部用楷書抄寫一次，字體工工整整，
遒勁有力。書成，未用的殘稿存放於洛陽，竟堆滿了
兩大間房子。

口試懶人包口試懶人包（（一一）：）：論論「「成功成功」」忌老套忌老套

望嶽 杜甫

岱宗①夫如何，齊魯②青未了。
造化鍾③神秀，陰陽④割昏曉。
蕩胸生層雲，決眥⑤入歸鳥，
會當⑥凌⑦絕頂，一覽眾山小。

書籍簡介︰本書依唐詩表達的內容、詩歌的長短，參照唐詩
誦讀的難易、知名的程度進行選擇，選取300首精彩的唐
詩。用彩圖配合唐詩詩意，一詩一畫，幫助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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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① 岱宗：泰山在古代被尊為「五嶽」之

長，故稱岱宗。
②齊魯：齊魯為春秋時代的兩個諸侯國，

均在今山東境內。齊在泰山之北，魯在
泰山之南。

③鍾：聚集，集中。
④陰陽：山北為陰，山南為陽。這是指泰

山南北明暗不同。
⑤決眥：形容極力睜大眼睛向遠處望去。
⑥會當：終當，定當，表將然語氣。
⑦凌：登上，登臨。

白話譯文
那泰山啊究竟是個什麼樣情形？橫跨齊魯

大地，一片青翠望個不盡。大自然把神奇和
秀麗集於一身，山北山南，劃分出如黃昏和
早晨的不同幽明。一層層雲氣彷彿在胸間波
盪湧生，睜裂了眼眶，才望見飛鳥歸山的蹤
影。總有一天我會登上最高的巔頂，看群山
低小，俯伏在泰山的腳下稱臣。

題解
本詩是現存杜詩中年代最早的一

首五言古詩，全詩沒有一個「望」
字，但句句寫向嶽而望。距離是自
遠而近，時間是從朝至暮，並由望
嶽懸想將來的登嶽。全詩氣勢磅
礴，筆法雄健，字裡行間洋溢青
年詩人的蓬勃朝氣和豪情壯志。

■吳一敏
作者簡介：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中文科副主任

■畢在言

言 必 有 中言 必 有 中 隔星期三見報

柳絮隨風惹哀愁 春光易逝思人生

■絮是樹的種子，上面有白毛，依
靠風力傳播。在中國文學中，因為
風一吹絮就會四散，因此多用作比
喻人生易逝。 資料圖片

文 憑 試 攻 防 略文 憑 試 攻 防 略

■不論是王
羲之還是齊
白石，他們
都是因勤而
成功。上為
王 羲 之 書
法，左為齊
白 石 的 作
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