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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一生追尋孝道
背《孝經》引文答題

之前提到「孝」與「朋友」為兩大考試常見
主題。今日先談「孝」。小組討論有關如何孝
順父母或表現孝親的題目屢見不鮮。同學當然
可以說做家務、努力讀書、尊敬長輩等實例，
惟觀點若能與中國文化觀念融合，方能不流於
侃侃而談，最終使自己在討論中的表現得與眾
不同，鶴立雞群。
關於「孝」，同學比較熟悉的是：「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意思是為人子女
者，一定要愛惜自己，不能隨便讓自己受到傷
害。在《孝經》中，這項被認為「孝之始
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孝的名言有很多，同
學摘錄一兩句背誦即可。建議背「孝之始也」
外，當然也背「孝之終也」，就是「立身行
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為人處事應以
仁義為依歸，有所建樹，顯揚名聲，致使父母
感到光榮。這就是「孝」極致的願景，亦是為
人子女者窮盡一生所前進的方向或追求的目
標，所以，中國文化中的「孝」根本沒有所謂

「盡完孝道」的一日。同學凡舉實際行動前先
以名言作引入，容易令說話內容更有深度。

「更值得」不需貶低選項
今年文憑試口試中問到「下列哪一項傳統孝

親行為更值得提倡，試談談你的看法」，同學
要從「慎終追遠」和「晨昏定省」中二擇其
一。「慎終追遠」出自《論語》，意思是慎重
地辦理父母喪事，虔誠地祭祀祖先。引申指謹
慎從事，追念前賢。「晨昏定省」出自《禮
記》，指晚間服侍父母就寢，早上向父母問
安。同學宜留意，題目只是問哪一者「更值得
提倡」，因此同學不宜過分貶低其中一個選
項，以抬高另一選項。
同學所用的措辭語氣更要特別注意。慎終追

遠是在生者在親人死後表達孝親的方法，晨昏
定省則為親人在生前表達心意的行為。由此可
見，兩者其實同樣重要。同學只要言之成理，
無論選擇何者，都不會有很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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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寫的蒙古文
作為一名老師，最開心的就是每一年都會認識

一批可愛的新同學。課間閒聊，也因為某一個小
問題，引發一段大討論。就在昨天，一位同學突
然對我的名字大感興趣。剛開始只是問︰老師的
名字怎麼那麼特別？原來您是蒙古族啊……後來
就愈問愈好奇，要我多說一些蒙古文字的情況。
她聽完後說︰老師，蒙古文字很特別啊！以下就
把她覺得特別的內容寫下來，供讀者朋友們也感
受一下不同韻味的文化。

成吉思汗命人創造
蒙古族主要居住在中亞的蒙古國及中國境內內

蒙古自治區和新疆、青海、黑龍江、吉林、遼寧
等省的蒙古族自治州、縣，也有部分散居於俄羅
斯、阿富汗等國家。蒙古語是屬於阿爾泰語系的
語種，現在通用的文字是13世紀初用畏兀字母
創造的。在13世紀初，鐵木真在斡難河畔舉行
的大會上成為蒙古大汗宣佈建立蒙古國後，命令
畏兀兒人塔塔統阿，創製了蒙古字母。塔塔統阿
以畏兀文字拼寫蒙古語，創造了畏兀式蒙古文。
經過本民族語言學家多次改革，已經發展為規範
化蒙古文。
為了更好地了解蒙古字的具體特點，我們可以

和漢字做一個比較。
漢語是屬於漢藏語系，漢字的特點就是字都是

單個的，以大量有聲調單音節詞組成，然後加上
虛詞和語序表達語法意義。句子的排列以SVO
為主（S代表主語，V代表動詞，O代表賓
語）。蒙古文卻只有35個字母，拼寫以詞為單
位。字母在一個單詞的不同位置有不同的形狀，
分為詞首、詞中、詞尾，組字形態以黏在一起為

特色。拼寫時，有規範的「母音和諧律、動詞後
綴、名詞格變化」等規則。詞雖然沒有聲調，但
是都有固定的重音位置。句子的排列以SOV為
主，也就是說主語在前，賓語在中間，動詞在
後。

豎寫方式世所罕有
蒙古文字的書寫為世界罕有的豎寫方式，字序

從上到下，行序從左到右連寫（見圖）。由於蒙
古文字的特殊顯示方式，電腦系統若要正確顯
示，需要在字型及系統兩方面配合。這種豎寫字
體本身的特殊性，在大部分網絡媒介上不能直接
傳輸，要轉換成相片格式。雖然在使用時不是很
方便，但這也足以說明蒙古文字有多麼特別。
以上就是我和同學們互動的內容。除此以外，

蒙古族人民還有很多特別的地方。 比如︰「蒙
古包和蒙古袍」分別是蒙古人的傳統住房和特色
服飾；「手把肉、烤全羊和整羊席」是蒙古族人
民傳統風味佳餚；「奶茶和馬奶酒」是他們的傳
統飲料；「那達慕大會」是蒙古的盛大節日；
「摔跤、射箭、賽馬、賽駱駝和馬術」是蒙古人
民喜愛的傳統體育項目；蒙古族素有「音樂民
族」和「詩歌民族」之稱；古老的「馬頭琴和胡
麥」是民間流傳廣泛的表演藝術等。

中西語法不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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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習中文應否學習語法這問題，有的老師認為不
需要，他們以為學生操的是母語，多讀多寫就行了，有
語感就可以寫得一手好文章；李白、蘇東坡等文學家何
曾學習語法？但有的認為需要，他們以為中文是有系統
的學問，有系統就有規律，規律就是語法；學習語法規
律能使學生在認知上分辨出句子是對是錯。
一般教科書持後者看法，即主張學習語法。故此，書
內必附有許多「語法教材」，如「主謂賓定狀補」等句
子成分介紹、「動名形副嘆連助介」等詞類說明。可
是，現時的語法知識多由西方傳來，倘不加篩選，英文
法則中文未必可以完全接收。茲用以下例子說明：
句1：他走得很慢（中）；He walks slowly（英）。

中文句中的「慢」字是形容詞，但英文的「slowly」卻是
副詞（Adverb）。似乎，副詞用來修飾動詞，這個規則
不適用於中文，中文用的是形容詞。
句 2：這朵玫瑰花很美麗（中）；This rose is

beautiful.（英）。中文句沒有動詞，但英文卻有「is」。
原來，每句句子須有動詞，中文沒有這個規定。
句 3：外面正在下雨（中）；It is raining outside

（英）或Outside, it is raining（倒裝）。這句句子的主
語是什麼？操英語者一定否認是「outside」，認為
「raining」方是主語；因為，他們以為「外面」只是方
位（location），不含實義，不能成為主語。而英文因而
衍生了一個「虛擬主語」「it」字，把之放在主語位置代
替「真主語」。
但是，中文可否有其他詮釋呢？有的。在中國人心靈
深處，時和地均有實義，人對「外面」、「今天」、
「明年」均有感情，把之納入句子主體並不違規。就以

此句為例，說者可能真的想表達：「外面那塊地方」，
不是他處，「正在下雨」；同樣，「今天是星期三」這
句句子，英文為「it is Wednesday today」，英文句主詞
為「Wednesday」，但中文卻是「今天」。
中西文化雖然不同，但這不等於中文沒有法則，我們

總不能把「滿天都是繁星」寫成「繁星都是滿天」。至
於，這些語法是如何得出來的呢？又總共多少條？學生
須否把之牢牢記？這些都是令師生困惑的。
美國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認

為，操母語者毋須記住語法規則，反之，他自己可以創
制語言法則。

母語語法靠自己歸納
喬姆斯基認為：「語言結構」是人與生俱來的，像主
語、謂語、賓語等語言概念早就藏在人心靈之中；人一
出生就開始歸納所聽到的語言，並從中得出一套母語規
則。操英語者必會以「主動賓」（SVO）的結構作句，
如「我吃了一個蘋果」。原來，母語語法不是規範的、
不是由別人教導而來的；而是由自己歸納出來的，因
此，毋須牢牢記住。茲以下面法則稍加說明：
中文語句主語必須在謂語之前，倘若有人用「感時花
濺淚，恨別鳥驚心」這句反駁，說「花」不是在「感
時」、「鳥」不是在「恨別」之後嗎？但我們可以反
「反駁」，原詩是「倒裝句」，杜甫其實想說：「花感
時濺淚、鳥恨別驚心」；如此，句意方可得解。
中學生如能掌握喬氏所說的語法規則，自行檢查句子

是否有違語法，定能寫得較流暢文句，在考試中取得不
俗的成績。

本年度中國語文科的考試已完結，對於是次考卷無
論是程度的深淺、擬題的方式及文章的內容等，外界
似乎都抱接受多於不滿，甚至有中學校長形容本年度
為有史以來最容易的一次，筆者亦認同這個說法。
普遍認為較淺的原因在於卷一的白話篇章取才實在
顯淺易明，該篇章為當代台灣文學家林清玄的作品
《紅心番薯》。林為「台灣十大暢銷書作家」，更被
譽為「當代散文八大家」之一。《紅心番薯》亦曾獲
台灣「時報文學獎」的第六屆散文評審獎。《紅心番
薯》透過父親帶番薯苗到「我」家，卻找不到能夠
栽種的泥土，從父親的憤懣展開「我」回憶起以往父
親的經歷，透過不停談及有關「番薯」及「泥土」的
意象，表達出兩代人的故鄉情。

內容大意題消失
題目亦明顯地做了調適。例如第一題，考生需要劃

分段落，相對以往要其撰寫一段內容大意，這明顯容
易得多。此外，考生最怕，認為最難處理的6分題
目，是次亦消失了，以最多4分的題目取而代之，在
作答的要旨及層次上確實變得更易處理。

3題人生觀見高下

而文言文則選了明末清初著名的散文家魏禧的《吾
廬記》。文章出自《魏叔子文集》卷十六，是魏禧為
弟弟魏禮的「吾廬」寫的居室記，文章除寫有「吾
廬」的得名及景物，當中以更多篇幅描寫其弟（即文
中多次提及的「季子禮」）行事作風，以表達他對弟
弟的欣賞。雖然文章用字不算艱深，然而文中表面上
記述作者透過不同意別人對季子禮遊歷時遇險的反
應，更發人深省的是作者表達了「人各以得行其志為
適」（人皆以能實踐自己的志願為適然）這種瀟灑的
人生觀。
故此，雖然文言文的題目只有8題，較往年少，問

法亦相對簡易明白，但有關「人各以得行其志為適」
的最後三條題目，將是此部分把考生分高下的一環。

失落需「高層次」方得高分
再看寫作卷，三個題目都沒有容易令考生產生誤解

的「陷阱」，要說迴響較大的第二題，乃因其與內地
高考作文題目形式相近，這種涉及政治考慮因素的
「欲加之罪」可以不理。然而，筆者認為合格不難，
要取最高分則要準確抓住題目的關鍵字眼。
第一題「熱鬧過後，我卻感到失落」續寫文章，此

題頗有朱自清《荷塘月色》之意─「熱鬧是它們

的，我什麼也沒有」。考生先要把熱鬧的場景仔細描
繪，從而帶出自己感到失落的反差，當中「卻」字是
關鍵字眼。相信不少考生選材均以「個人」為主，如
派對狂歡後、玩樂過後等發現原來自己很寂寞等，當
中的失落只是「個人」之感。若想取得高分數，立意
應能推上更高層次，寫出對社會、家國的關心，正是
朱自清《荷塘月色》內寂寞的感受。

快樂易單一空泛難突出
第二題相信為最多考生選答的一題。乃因「我在＿

＿之中找到快樂」可讓考生隨意填上自己選擇的範
疇，這種自由度足以吸引大部分考生。然而，筆者認
為這題最易處亦是其最難之處。找到快樂的範疇畢竟
只能填上一個，考生容易落得內容單一空泛之弊，要
能把這題寫得立意非凡，可說是一件高難度之事。

「包袱」有衝突最難寫
最後一題「傳統往往是創新的包袱」，筆者認為這

題反而是最難的一題。傳統與創新考生都不難處理，
但「包袱」才是全題關鍵，若分論兩者必定離題，必
須闡析「傳統」是否直接或間接上窒礙「創新」，甚
至扼殺「創新」，成為創新的包袱。

閱解史上最淺閱解史上最淺 作文難高分作文難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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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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李白．其一》杜甫
死別已吞聲①，生別常惻惻②。
江南③瘴癘地④，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
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
魂來楓林青⑤，魂返關塞黑⑥。
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
落月滿屋樑，猶疑照顏色⑦。
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題解
唐肅宗至德二年（757），永王李璘
被指叛逆，李白因入永王幕府，獲罪流
放夜郎，於乾元二年（759）才中途赦
回。杜甫惦念友人，屢次夢見李白。第
一首寫的是首回夢李白。夢中相遇，半
信半疑，驟然醒來，夢影仍歷歷在目。
全詩的妙味在於不言自己夢見李白，而
言李白遠來入夢。疑生疑死，疑幻疑
真，纏綿迷離的夢境，關切憂懼的至
情，使全詩迴腸蕩氣，感人至深。

註釋
①吞聲：泣不成聲。
②惻惻：心中悲痛。
③江南：指李白正被流放的夜郎（今貴
州遵義一帶）。

④瘴癘：疾疫。古代南方山林地區由於
溫濕而容易流行惡性傳染病，被稱為
瘴癘地。

⑤楓林青：指李白所在的地方。
⑥關塞黑：指杜甫所在的秦隴地區。
⑦顏色：容顏，容貌。

白話譯文
我曾經為死別而吞聲飲泣，如今雖

知是生離，仍常心情悲淒。南方地區
一向充斥瘴氣，得不到你這流放者
的消息。友人啊你出現在我夢裡，知
道我一直在把你惦記。夢魂中見到的
也許不是真正的你？相隔萬水千山，
使我難以探明實際。你來時那裡的楓
林青蒼深鬱，你走時我這邊的關塞一
派昏迷。你如今身陷羅網，自由失
去，怎麼會有自在翺翔的能力？殘月
把輝光投滿了屋樑四壁，月光下你夢
中的容貌依然清晰。你這一回去江湖
上水深浪急，可千萬別讓蛟龍加害於
你！

■烏蘭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傳意學
部講師
網址：http://www.hkct.edu.hk
聯絡電郵：dlc@hkc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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