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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審題 洞悉關鍵
談到寫作卷，同學一般都知道「審題」是

必不可少的。姑勿論是否寫得情文並茂，妙
筆生花，要保住合格分數，基本關鍵是不能
離題。然而，有部分同學即使非常小心，認
真地把題目中的關鍵詞都圈出來，甚至在文
中不斷地提及這些字眼，最終仍落得扣題不
緊的悲慘下場。原因為何？筆者估計有些同
學只顧着眼於題目中明顯的關鍵詞（通常是
名詞或形容詞），卻未有洞悉箇中隱藏的關
鍵（如見於副詞和連接詞等虛詞）。以今年
寫作卷三道題目為例：

1. 試以「熱鬧過後，我卻感到失落」為首
句，續寫這篇文章。
同學一般能辨識出「熱鬧」和「失落」這

兩個關鍵詞，大致懂得先描寫熱鬧的景象，
隨後氣氛由熱鬧變為安靜，產生失落之情。
可是，題目有一個隱藏的關鍵，就是作為連
接詞的「卻」字，表示轉折、不一致，乃至
有始料不及的意思。如同學只單純描述熱鬧
過後的失意之情，可能就未符題目要求。筆
者建議同學須有意識提到：熱鬧過後的心情
本應是意猶未盡，餘情未了，但「我」卻感
到失落。至於為何由澎湃變得失落，這背後
原因亦須花筆墨描述，不能只輕輕帶過，視
之為理所當然。

2. 試為「我在_____之中找到快樂」補上一
詞，並以此為題，寫作文章一篇。
「快樂」是這道題目非常明顯的關鍵詞，

相信沒有同學會反對，也估計不多同學會因

為未有提到快樂而離題。然而，題目的隱藏
關鍵落在「找」這個動詞。舉幾個例子請同
學想想：「我在閱讀之中感受到快樂」、
「我在閱讀之中發現快樂」和「我在閱讀之
中找到快樂」。配上不同的動詞，究竟意思
上有何細微分別？「找」有別於「感受」與
「發現」，它有主動發掘和尋覓的意思。即
使快樂之情起初是無意識地產生，文中的描
述絕不能止於這種自然而然的感覺，同學應
進一步拓展「我」是如何從參與某件事物中
發掘出樂趣。

3. 有人認為「傳統往往是創新的包袱」。
試談談你對這句話的看法。
如果要同學圈出這道題目的關鍵詞，估計

十之有九能圈出引句中的「傳統」、「創
新」和「包袱」，但可能忽略了「往往」這
個不着眼的副詞。它有慣常存在和時常發生
之意。如題為「傳統是創新的包袱」，不同
意者只要闡述傳統為創新帶來益處，即使不
作反論證，亦無大問題。但題目有「往往」
二字，則預期同學應論及一些既往認定的觀
點。同意者可複述這些觀點並加個人見解，
不同意者必須加以駁斥，才能滿足題目要
求。
有別於日常隨筆，寫作考試非常注重同學

能否回應題目所需，所以「審題」必須分外
謹慎。除了要找出明顯的關鍵詞，亦不能忽
略一些不顯眼的副詞、連接詞。它們所隱含
的意思，同樣要在行文裡反映出來。

鑑 往 資 治鑑 往 資 治

2016年文憑試卷四口語溝通考試過後，筆
者發現考生應考時仍有些通病，故欲藉本專欄
略舉一二，希望下一屆考生留意，勿再重蹈覆
轍。

1. 發言次數頻，但短促而欠申述。
本屆考試的評分尺度較去年略為寬鬆，特別
體諒那些積極參與討論的考生，就算其所述觀
點未太切合題旨，申述或有不足也好，也會給
予中下品的分數。於是，爭搶發言及疊聲的情
況也較過往激烈。
然而，考生因為心急爭取發言次數而發言，
其內容往往是空洞及欠缺組織的，不但無助深
化討論，反而浪費了不少寶貴發言時間和機
會。
其實，如果只是多次發言（4次或以上），但
觀點單一，或闡述欠詳的話，最多也不會超過8
分（4分內容分，4分應對分）。所以，說話能
力稍遜的學生，尚能以此「積極參與」的考試

態度為其應試方針，但中等程度以上的學生則
不宜仿效這種說話模式。
考生如果目標是要取得中上品（12分或以

上）分數，每一次發言必須觀點清晰而不重
複，闡述完整而不拖沓，不應與人「鬥快、鬥
多」，穩守4次完整發言（1次首輪發言+3次
自由發言），「以柔制剛」，反而容易取得較
高分數。

2. 胡亂引用例子及名言。
坊間不少補習名師會出版一些例子集成本，

讓考生背誦，希望他們在寫作或說話考試時加
以引用，以增說服力。
毋庸置疑，與論題相關的事例及名言確有助

說明事理；但無論是寫作或說話考試也好，引
用名言或列舉事例只是幫助闡明事理的「工
具」，它們本身絕對不是討論的目的。
所以，就算考生未有徵引知名事例，但闡述

時能有條不紊、情理通達，其分數不會低於中

品。
相反，現今有不少考生盲目背誦例子（有些

事例甚至名不經傳），在討論過程中隨意拋出
一些名句或文化概念，反而是「自取滅亡」。
例如2016年文憑試第9題：「下列哪一則

新聞更能提醒中學生須關心世界？試談談你的
看法。歐洲湧現難民潮、韓國爆發中東呼吸綜
合症。」
這明明是社會時事議題，考生應着眼分析現

今中學生特質及兩則新聞的取向，繼而論證哪
一則新聞最能提醒學生關心世界便足夠。
如果考生亂拋一大堆《論語》名句或仁義禮

智等觀念，既不扣題，又不能自圓其說，只會
破壞討論，令其他考生無法銜接話題。
考生須謹記，口語溝通考試着重的是「溝

通」，它是一場「共榮共辱」的比試。如果考
生未能回應別人觀點，只顧炫耀自己的「學
養」，而沒有用心投入討論，最終不可能取得
高分。

陵母伏劍送使者
毋以老母持二心

莊子之道家哲學，對文化採消極否定的態度，以逍遙超脫
為終極目標。於莊子眼中，孔子儒家學說積極入世提倡仁義
禮智，結果只會徒勞無功。莊子甚至喜歡杜撰故事，勾勒孔
子茫然若失之貌，以凸顯儒家學說之弊。有關故事，見於
《莊子．漁父》︰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跡於衛，
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
客淒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
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
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
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
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
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
之人，不亦外乎！」
孔子不明一生何以屢受厄困，漁父批評他難以醒悟，並以
「畏影惡跡」之寓言說理，指出孔子錯用方法，不修己身而
求之於人，終至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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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PROLOGUE 集團教育總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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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修心 保持真性
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
註釋︰出自宋．李清照《菩薩蠻》詞。
點評︰此以「折繞」修辭法，強調「故鄉不可忘」，表現了對故鄉的深切思念之

情。

歸夢如春水，悠悠繞故鄉。
註釋︰出自唐．劉昚虛《句》。
點評︰此以夢比水，形象地描寫了思鄉之情的綿綿不絕。

海畔尖山似劍芒，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作身千億，
散入峰頭望故鄉。
註釋︰出自唐．柳宗元《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點評︰此寫懷鄉的深切之情。前二句以尖山比劍芒，意在表達思鄉愁腸似割的痛

苦之情。後句是誇張，以化身千億而凸顯望故鄉的深情。想像豐富，造語
奇特，讓人讀之既感佩，又感動。

函關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
註釋︰出自唐．無名氏《雜詩》。「函關」，即「函谷關」。
點評︰秋風飄落葉，萬物蕭條；夕陽西下，暮色蒼茫。無邊的黑暗之中，聽呼嘯

的秋風吹過，身在函谷關之西戍守邊關的征人，想着遠在千里之遙的故鄉
與親人，如何能不感時傷懷，心中湧起無限的悲傷，一夜而頓生華髮？
「函關」、「千餘里」寫空間，「秋風」、「一夕」寫時間，特定的時空
交織在一起，雖不及「思」、「愁」一字，但卻寫盡了戍邊征人無限的鄉
思、鄉愁。

書籍簡介︰本書薈萃了流傳最廣、歷代引用頻率比較高
的經典名句約三千條，為讀者提供引經據典的參考方
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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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啟發讀者的思考。

譯文
王陵是沛縣人，曾聚集同鄉幾千人，住在南陽，從這時
起帶領他的部隊歸屬了漢王劉邦。項羽把王陵的母親抓到
軍中，王陵派出的使者來到項羽的軍營後，項羽就讓王陵
的母親面向東而坐，想要借此招降王陵。王陵母親私下裡
為使者送行，老淚縱橫地說：「望您替我告知王陵：好好
地輔佐漢王，漢王是寬厚大度的人，終將取得天下。不要
因為我的緣故而對漢王懷有二心。我用一死來送使者
您！」說完就伏劍自殺了。

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①數千人，居南陽，至是
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②

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③ 送使者，泣曰：「願
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④

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漢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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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百科啟智

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一．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資料提供︰

註釋
①黨：同一鄉里的人。
②鄉：通「向」，朝着。
③私：暗中。
④毋：不要。

譯文
孔子淒悲地長歎，再行禮後
站起來說：「我於魯國再次被
逐，於衛國被削掉足跡，於宋
國遭受砍樹的羞辱，亦曾被圍
困於陳、蔡兩國。我不知道有
何過失，遭受這四次詆毀的原
因何在呢？」漁父悲憫地改變
面色說：「你實在難以醒悟
啊！有一人因害怕自己的身
影、厭惡自己的足跡，想逃跑而避離它們，舉步愈頻繁足
跡便愈多，跑得愈快影子便愈不離身，自以為仍跑得不夠
快，於是加速奔跑而不休止，最終筋疲力竭而死。不知停
在陰處影子便會消失，處靜止狀態足跡便不復存在，這實
在太愚蠢了！你辨識仁義的道理，考察事物之異同，觀察
動靜的變化，掌握取捨的法則，梳理好惡的情感，調諧喜
怒的節度，卻幾乎不能免於災禍。認真修養身心，謹慎保
持真性，還身外之物予他人，便再沒有甚麼拘繫和累贅。
現今你不修養自身卻反而要求他人，這不是本末倒置
嗎？」

模擬試題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6分)
1. 「甚矣，子之難悟也！」
2. 「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

參考答案
1. 「你實在難以醒悟啊！」
2. 「舉步愈頻繁足跡便愈多，跑得愈快影子便愈
不離身。」

■■莊子畫像莊子畫像

■不是每題都可引名言回答，像今年的試題就曾問到歐洲難民潮，若同學拋
出《論語》名句，恐怕就難以扣題了。圖為中東難民到達歐洲。 資料圖片

■王陵率兵歸順漢高祖
劉邦（見圖），最終官
拜右丞相。

隔星期三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