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足為法的模式

一“一九入零年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試題舉例"管窺

李今是主

一九七七年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頒布了“一九八零年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試題

舉例"(分“試卷一"“試卷二"兩部分)。此後，各出版社在編集高中語文教材時，無不

奉為金科玉律，接此而編寫的形形色色的“綜合練習"之類的廳時書冊，也亦步亦趨，依樣

畫葫蘆;學子、教師更是千方百計地為應付這兩份新的成績考竅模式而疲於奔命。十分

明顯，這份雖是假擬的，但卸具有“示範性"的中國語文科會考試卷，業已在很大程度上

左右著目前高中語文教學的方向，吸引著教師和學生的注意力，猶如一股巨大的無形力

量，牽動著出版界、教育界多數人的神經，並且支配著他們的行動。由此可見影響之大。

從世俗的常情來看，這當然是正常的現象，因為這兩份試卷，畢竟代表著香港教育

界某些權威人士的意見，而且，它畢竟提供了一種語文教學成績考竅的標準和成績考竅

的模式，使參加會考的學生和指導會考的教師有了遵循，不至於在備考時茫茫然無昕依

接。但從事情的實際情況來講，這叉是一種反常的現象，因為這兩份試卷的確存在看不

少值得商榷的問題;如果富目地把它奉為圭桌，並按照它去指導高中語文課的教學活動

和會考的準備工作，勢必把不少教師和廣大的高中學生引入歧途，以致誤人子弟，甚至

害人于弟。
謂予不信，請看事實:

關於“試春一"

這份試卷“分甲、乙、丙三部分:甲部為作文，乙部為撮寫，丙部為閱讀理解問

題"。現依次剖析如下。

甲部(作文〉共有兩個題。

一為“漫談電影對社會的影響"。

抽象地說，這是一個無可厚非的題目，但稍作思考，說會發現問題很多。試想，臨

然要漫談電影對社會的影響，那麼，首先寫作的人必獨具有兩方面的素材準備(姑不論

進一步對這些素材進行選擇、提煉、組織、安排和以恰切的語言文字進行表達) :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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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活在香港的學生，必領對近直接年來或最近一個時期港九昕放映的各種類型的影

片，要有些接觸或有較多的接觸，尤其是對某些招揀觀家多，放映時間長，社會影響大

的影片，要有較多的接觸;其二是，要對這些影片對社會風習及社會上各種人士的作用

力及影響力有較多的了解，甚至作過一定的社會調查和研究。捨此二端，都不能寫出切

題的文章。就第一點準備素材來說，誰都知道，近些年來港九各戲院票房紀錄最高，對

社會影響最大(當然是不良的影響〉的影片，絕大多數是宣傳色情或色情兼暴力的貨

色。一般來說，是不提倡中學生往觀的。現在，要堂堂正正地讓學生在會考的試卷中

“漫談"這樣的問題，學生總不能向壁虛造，唯一的辦法是接觸它、熟悉它，否則就寫不

出有內容的文章，因而也就不能得到較好的成績。那麼，引導十幾歲的青年學生去接觸、

熟悉這類影片，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客觀效果，不是再清楚不過的事情了嗎。或曰:你昕

說的是“絕大部分"，為甚麼不能寫“絕小部分"呢?難道除了大量的宣搗色情或色情兼暴

力的影片說沒有別的可看的電影了?這顯然只是一種解脫之辭，並不代表擬屆人的原

意，況且這種解脫之辭也站不住帥。因為，第一，香港的影片，除了宣傳色情或色情兼

暴力的以外，其它題材的影片實在是少得可憐，似乎不可能是擬題者希望考生“漫談"的

昕在;第二，正是由於數量少，且票房紀錄不高，觀眾寥寥，叉何必鄭重其事地命題，

引導學生去漫談這類影片“對社會的影響"呢?

當然，中學生對電影不是不能議論一番，“漫談"一下，但面對香港近些年來和目前

這方面的實際情況，必讀持審慎態度，必讀考慮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如非要議論一下電

影，最好還是指定一部或數部思想內容健康、藝術成說高超的名片來寫，而且題目不必

大到“對社會的影響，'，或者，讓考生漫談一部他昕熟悉的影片。這樣做，不僅是學生力

昕能及的，而且也可臥從中考察學生的寫作水平、了解學生的思想情趣。一切從教育的

觀點出發，一切以培養青年學生故有高深的學識，叉有高尚的品德為歸宿，這是從事教

育工作的人士都應該懂得的極其淺顯的道理。

作文的第二題是這樣:

細閱下面一設文字:

“(本報專訊〉新界某村五名少年，三名姓陳，一名姓玉，一名姓劉，年齡由

十歲至十七歲不等;五人於前日下午往大幅山旅行，當晚九時仍未返家。家人恐

有意外，逕往附近警暑報案，警方~p出動大批警員及警犬前往搜索。由於黑夜霧

大，觀野不清，搜索困難，直至昨日黎明始於一山崖土發現其中四人。攘悉:該

五名少年在前日黃昏正想同家時已發覺迷途，復因靄大，一陳姓少年不慎失足滑

下山坡，負責引路之劉姓少年在試圖拯赦同伴時，不幸跌下懸崖，及警方發現時

已傷重斃命。"

假設你是土述事件中獲救的少年之一，當時因為迷途、霧大，發生意外，被

迫在荒野度過一宵。試作文一篇，記述這次由迷途至獲救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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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似乎不落俗套，方法也很靈活，但稍事啄磨就會發現題目的接製者是很不

懂得寫作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姐律的。古今中外的記敘性文章，無一不是“據事而發"，無

一不是由於作者對某一事物有了實際的體驗或深切的感受之後才訴諸語言文字的;即使

帶有幻想色影或虛構情節較多的作品，其幻想或虛構的成分，也都植根於作者實際的生

活體驗與深切的生活感受的土壤襄。“本報專訊"是一則新聞報導，作為新聞報導，只要

尊重客觀事實，並如實地反映這一客觀事實，使讀者構成一個完整的印象，並作出清晰

的判斷(以至聯想)就夠了;消息的撰稿人，故無鑽去體驗感受一番，也不必注入任何

感情色影，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專訊"中昕講的客觀事實，不是生活中屢見不鮮的

現象，更不是會考生中大多數人曾經經歷過或可能經歷過的事實。現在，面對毫無生活

實感的學生，硬要他們根攘一則新聞報導，以“假設"自己身歷其壇的方式去作一篇“演

義"文章，豈非咄咄怪事!即使有些學生“編進"得不錯，至多也只是一篇文字遊戲，兢

提高不了學生的寫作水準，也測驗不出學生真實的表述能力;而且，就在這個“編造"的

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把學生引入寫作的歧途。類似這樣荒唐的引導，不可能使學生寫出

內容充實、情感真摯的文章。從根本上說，要求一篇記叡文字完全建立在“假設"的基碰

上，這是古今中外向無先例的。

作文，是語文教學活動中極為重要的一個方面。通過作文，扭可以直接考察出學生

的寫作水平，叉可垃l間接檢驗出學生的閱讀能力，更可以從中透觀學生的生活志趣和思

想意向。語文科學習成績的優劣，可以通過作文的好壞而讀其全豹。因此，指導學生作

文是一項極其嚴肅，極其細繳的工作，絕不可掉眼輕心，或則靈機一動，興之昕至地命

題，或則聽之任之，放任自流。長期以來，中學作文教學存在著許多問題，其原因固然

是多方面的，而會考題昕精心設計的“模式"，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學作文教學

的方向。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乙部為“撮寫"練習，僅舉了一個例題。

撮寫 試用自己的文旬，將下面一篇語體文，仍用語體撮寫成 100 至 120 字的文

章，標點符號不包括在內。

“朋友，你愛吃蜂蜜嗎?不錯，蜂蜜是人人愛吃的，它含有大量葡萄糖，飯好

吃，叉有益，因此養蜂便發展成為專門的事業。

現在用科學方法養蜂比舊法好得多了，繁殖又快，產蜜叉多。例如:改用新

式蜂箱、活動巢框，但可以逐框檢查，確知蜂軍的生活，使於管理。採用機製的巢

礎，可以使工蜂誠輕築巢的辛勢，多探花蜜。收取蜜的時候，把漏脖蜂蜜的巢框，

插在搖蜜桶裹，略一攪動，框裹的蜂蜜，因離心力作用都流了出來，那巢框一點

也不損壞，可垃l放間蜂箱宴，再度佇蜜。品外，還有人工培育蜂后和分辜的方法，

蜂后培養成功了，便可跟隨意把一輩蜜蜂分成麓小章，每一小草配上一個蜂后，

這樣便有聽個蜂后同時產卵繁殖了。

蜜蜂的敵害很多，像鳥類、蜻蜓、青蛙等都是蜜蜂的死對頭，蜂見碰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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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會喪命的。還有一些傳染病，蜜蜂的幼蟲染上了，便會死亡。而且一筆染土了，

很快便傳到其餘各軍，結果全場的蜂章都消誠淨盡。昕以除非發明了有效的方法

來防止這些傳染病，否則養蜂事業，是不容易經營的。"

在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一九七五年頒布的“中國語文科暫定課程綱要"中，“撮寫"和

“鋪寫"是兩個對立的概念，兩種相反的練習類型。但由於概念的內涵不清，因此各家出

版社昕編寫的教材，在涉及這兩種練習時，各有各的理解和作法。我想這兩種練習，從思

維品質的意義上說，目的是訓練學生粽合和分析的能力;從語文素養的意義上說，是培養

學生概括和鋪陳的能力。“撮寫"不單是文字、語旬在數量上的誠少，而是文義的集中，語

言的凝練，猶如化學上的“昇華"現象，是個“提純"的過程。就文章(或文章片斷)的含

量而言，“撮寫"前後應該是相等的。一般說來，最適合作“撮寫"練習的，應該是那些鋪

設細聽或說理綿密的記敘性或論說性的文章(或文章片斷) ，而不適合於記鍍簡潔、說

理明快的文章(或文章片斷) ，更不適合於言簡意脹的說明性文字。上引的“撮寫"例

題，恰是一篇較好的說明文。文章對現代化的科學養蜂事業介紹的方面雖多，文字卸括

要凝練，並且語意緊瘓，文氣貫通。如果從原有的360字撮寫成100-120字，而不損或不

減原囂，叉給讀者留下一個完整而清晰的印象，亦即做到內容的含量不少於原文，恐怕

是極難辦到的事。不知擬題者在事前是否親自試行“撮寫"過?

商部為閱讀理解問題。共選了四篇文章(有的是文章片斷)。

第一篇如下:

“五月三日，像一匹疲於奔走的馬找到一個驛站，一隻倦於飛行的鳥獲得一枝

棲息，我終於覓到這一角僻靜的處昕，如今，離塵囂已是很遠很遠了司除了自己，

我是空著手來的，沒有攜帶一枝筆，一本書，甚至任何印著字跡、與現世有關聯

的紙片，我卸下一切世俗的負載，如同生下不久送去土帝面前受洗的嬰兒，把自

己投壘在大自然面前。

噢，我不是逃避生活，世上儘管有躲避烈日的建帳，有躲避風雨的場屋，但

沒有躲避生活的昕在，而在生活的搏閩中，我並不卑怯，我也不是脫離現實，生

命有如植物，而現實便是土地，沒有植物能不生根於土地而生存。現實儘管不美

且令人窒悶，我也還能面對它不屈，更不是為感情上有甚麼斜葛，儘管當年輕時

也會如狂瀾激流，如今也只似那止水，蘊伏於靈魂深處，徵混不囑，我昕以覓

角僻靜的處昕，只為我病了，需要養息。

病了，是的，但不是軀體上的病，我畢生與病魔抗爭，從不懼怕。而此刻，

病了的卻是我的心靈，它感到無比的疲倦，對一切厭煩一一不再憧憬，停止幻想，

更缺希望。彷彿被煙煤淤塞的燈壺，不再發出光和熱。

高明的醫生曾從死亡邊據救罔多少病重的人，但可有拾遺心靈凍結的醫生?

神路的特效藥會治愈多少絕症，但可有治這心靈萎頓的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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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沒有，沒有聽說過。

茫然中，我無意記起了一個詩人的話......只要你認識了自然，在這世界上按

寞時便不竅寞，空困時不空因，苦惱時有安慰，挫折時有鼓勵，軟弱時有督責，

迷失時有南鐵﹒.... .. 

於是，我暫時拋棄一切昕有，悄悄地來了這襄。"

L 作者覓得了一角僻靜的住昕之後，心靈上有些甚麼感覺?

2. 作者對現實生活抱著怎樣的態度?

3. 作者認為應怎樣去治療心靈上的疾病?

應該說，這篇東西有一定的文字技巧，但流露出的情調卻十分低沈灰黯，讀後頗有

無病呻時之感。像這樣的文章竟能堂而皇之地被選作會考試題，並且還要讓學生進一步

去研究、分析、“理解"，不知擬題者的深意安在?不難預料，學生對擬題者昕提的三個

問題“理解"得愈有深度，而昕受到的空幻寂寞、孤芳自賞、逃避現實、甚至悲觀厭世的

思想感染也就愈深刻。

第二篇如下:

“一老儒家有狐居其空倉中三四十年未嘗為祟，恆與人對語，亦頗知書，或邀

之飲，亦肯出，但不見其形耳。老儒攻後，其于亦諸生，與狐酬酥如其父，狐不甚

答，久乃漸肆擾。生故設帳於家，而兼為人作訟躁。凡昕批課文，皆不遺失;凡

作訟躁，則甫其艸，輒碎裂，或從手中學其筆。凡傭闢昕入，毫釐不失;凡刀筆

昕得，雖扁鎖嚴密，輒盜去。凡學子出入，皆無昕見;凡訟者至，或瓦石擊頭面

流血，或簣際作人語，對象發其陰謀。生苦之，延道士動洽。登壇召將，攝狐至。

狐侃侃辯曰: ‘其父不以異類l頂我，與我交至厚，我亦不以異類自外，臨其父如弟

兄;今其于自墮家聲，作種種惡業，不損身不止。我不忍坐視，故擾之使改圖。

所獲金皆埋其父墓中，將待其傾覆，周其妻子，實無他醋，不虞煉師之見譴，生

死惟命。'道士廠然下座，三揖而握其手曰: ‘使我亡友有此子，吾不能也，徽

吾不能，恐龍者千百無一二，此舉乃出爾曹乎? '不別主人，太息徑去。其子魄

不自容，誓頓是業，竟得考終。"

4. 老儒的兒子從事訟蝶時，“狐"曾在那幾方面騷擾他?

5. 道士為甚麼不忍心殺“狐"?

6. 解釋下列句子:

( 1 )凡備蹄昕入，毫釐不失。(見第三行〉

( 2 )誓頓是業，竟得考終。(見第九行)

說思想內容來說，文章選得不錯，但研設計的“問題"，故不貼切合禪，也非學生力

昕能及。首先，根攘第“ 4" 題提間的內容，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擴題者並未搞清原



104 中國語文研究/第4期

文的意思。“訟蝶"指的是打官司時昕用的文字憑證，這種東西只能“作" (如原文)或

“寫'，......，而不能“從事"。“從事"的對象只能是一種“事業"、“職業"。此其一。其二，

顯然擬題者是把原文中“生故設帳於家，而兼為人作訟蝶"這句交待性的敘述語言，誤為

以下“凡昕批課文......對象發其陰謀"三個排比讓句的總提，而把每個護句中的後→個分

句“凡作訟躁，則甫具草，輒裂碎，或從手中摯其筆"、“凡刀筆昕得，雖扁鎖嚴密，輒盜

去"、“凡訟者至，或瓦石擊頭面流血，或詹際作人語，對家發其陰謀"誤為“作訟蝶"時

昕受到的三方面的“騷擾"(從提問本身來看，只能這樣理解〕。豈不知，這三方面只有

第一個方面是直接講“作訟蝶"時昕受到的“騷擾，可至於第二、三兩方面，嚴格地講，指

的是“訟事"(按:“訟事"是可以“從事"的) ，而不局限於“作訟蝶"。類似這樣連擬題者

在“閱讀"時都沒“理解"清楚的地方，硬要想當然地擬出個糊里糊塗的問題吽學生去“理

解，'，豈不是荒唐事!其次，揖間“ 5" 更使讀文章的人不知何昕云然。文章歷壓在民

究竟在哪裡明白地交待過道士欲殺狐而“不忍"呢?這只能解釋為擬題者根本沒有認真讀

原文，更沒理解“動治"的意思，說望文生義想當然地大筆一揮出題考學生。最後，提問

“ 6" 是讓學生解釋兩個句子，其實關鍵還是解釋“精睛"，“考終"兩個詞。喜讀並多讀

文言文的學生，或許能解出“考終"的意思，而要詮釋“精蹄，'，恐怕就不那麼容易了，因

為“備睛"一詞，普通的字典、詞典是絕不會收入的，中學農年的語文課本也沒這個詞。

試想，如果在會考時真出這樣的題，或按這樣的“模式"，專找這類在現代漢語中己經死

亡而在古代漢語中亦不常見的泠僻詞語，還硬要學生作出解釋，不是擬題者存心故弄玄

虛難為學生又是甚麼呢?

第三篇如下:

“自長子明義去世後，我深覺得臨生子女，而不能教養他們成材，那是極大的

罪過，這已是三年多的事了。但現在劫子明理叉去世了，我更覺罪過深重。就我

的揖遇看來，我是不該再有這劫子。但未徵求他的同意，竟把他生了下來，垃l致

他在人世間從沒有享過福，反而受了許多苦。昕以當他病重的時候，我就痛心自

責，屢次要舉手貴打自己。當他彌留的時帳，我替他措去額土的汗珠，摸著他那

蒼自的小臉，坦白地向他承認自己的罪孽。

劫子的體格並不是扉弱的。去年的見童節，他參加兒童健康比賽，獲得第二

名健康獎，想不到今年兒童節後競天折了。可見他不幸短命而死，是病前的預助

不周，也是病時的醫治不到，這一切罪過，都應由我承擔。

父母臨終的時偎t 子女親侍在側，看著父母去世，已是人生慘痛的事了;但

是父母送子女的終，更是不能忍受的慘事。那時的慘痛心情，真不是筆墨昕能形

容的。

在那最難過的時帳，除了直接個無知的見子，在黯淡的燈光下沈睡外，只有我

夫妻倆相對飲泣，難過的心情，無法自解。妻忽然大發寒熱，倒在林上，泣不成

聲，我只好高唱聖詩，藉臥抑制激動的情緒。



李今吾/不足為法的模式 105 

中國有些地方的俗例，戚友不許父母看看子女去世; 甚至恐嚇他們說: ‘你

們若送子女的終，就會增加死者的罪孽。'現在我才明白，這真是有道理的啊! " 

7. 作者為甚麼深自咎責?

8. 作者對於“還終"一事有甚麼看法?

9. 以不超過二十五個字寫出本文的主旨。

第“ 7" 題的答案自然要引錄第一自然設的“就我的讀過看來，我是不該再有這幼

子的。但未徵求他的同意，竟把他生下來，以致他在人世間從沒有享過福，反而受了許

多苦"。第“ 8" 題的答案只要照抄第三自然度，或者再加上第五自然段中“你們若送子

女的終，說會增加死者的罪孽"，一切完事大吉。充其量這只是做些摘抄的工作，不會

培養和提高學生的“理解"能力，因為答這樣的題是不必費甚麼思考的;不必經過認真思

考，說談不到“理解"能力的培養和提高。因此，這兩個問題是沒有任何“思考價值"的。

這還只是就能力的培養而言。如果再深究一下內容，就更無意義了。試想，即使學生們

都不費吹灰之力深刻地“理解"了“作者為甚麼深自咎責，'，并搞清了“作者對於‘送終，一

事的看法"，而且也能遵照擬題者的指點，進一步“不超過二十五字寫出本文(“淒淒慘

慘戚戚，，)的主旨"，達到了擬題者昕確定的目的，那麼對學生們思想意識的培養和語文

“理解"能力的提高，叉有甚麼深刻的意義和價值呢?其實，這類文章，學生自發地讀

讀，了解一些為人父母的特有心情和喪子後的淒楚心墳，也未為不可，但要以之作為會

考題，並且還要專門提出一些問題去“理解"，實在是大可不必的。

第四篇如下: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撮，

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展。季布匿漢陽周氏。周氏曰: ‘漢購將軍

急，跡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帥不能，願先自到。'季布許之。乃

究鉗季布，去褐衣，置車中，並與其家偉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是季

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回事聽此奴，必與同食。'

朱家乃乘車之洛醋，見汝陰偎臉公。臉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勝公曰: ‘季

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 '臉公曰: ‘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

之。'朱家曰:‘君臨季布何如人也? '曰: ‘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

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頂氏臣可盡誅耶?令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
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 ~p 南走越
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于胥昕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馬上言邪? ' 

汝陰侯臉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

指，上乃赦季布。

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10. 周氏為甚麼把季布賈給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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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季布的性格是怎樣的?

針對這毆文字，擬題者引導學生們用心“理解"的第一個問題是“周氏為甚麼把季布

賣給朱家"?只要對某些詞義的解釋不存在困難，相信學生可以不費些許思考，信手從

文章中抄錄直接句話，即可大功告成，可QI，說無從檢查考生的“理解"力。這還只是流於簡

單、膚淺、毫無思考價值，畢竟不太“離譜兒"。至於下一個問題就荒唐可笑了，竟然讓

考生從這段文字中去理解“亭布的性格是怎樣的? "難道擬題者的羽衷是讓學生問答出

“為氣任俠"和“摧剛為柔"八個大字就心漏意足了?因為在這最文字中，除了這兩個籠而

統之的短語涉及季布的性格外，再也找不出季布性格昕作的任何具體設述和具體描寫。

搞語文教學的人都清楚一個簡單的道理:教學生分析理解的問題，總應該是某篇文章

(或文章片斷)所具有的最突出的特質，如果硬要從倒重敘述事件過程的文章中去分析

和“理解"如何寫景，如何刻劃人物性格，不是據木求魚，就是南髏北轍。

在語文教學中，誘導、啟發學生獨立分析問題和深入理解問題，無疑是絕對可取的方

法，這是提高學生閱讀能力的必由之路。但是，必2頁注意:第，提問者首先要下些工夫

搞透原文，並對原文有較清楚、較深刻的理解;第二，昕提的問題，應該是原文昕含蘊

的內容，而不是外加的;第三，昕提的問題要有思考價值，力避學生從原文中輕而易舉

地找出現成的答案(對高中學生尤其要注意這一點) ;第四，應該盡量考慮到在分析、

理解的過程中，學生在思想意識上可能受到的影響。

以上昕談的，涉及到“試卷一"的全部試題。

關於“試卷二"

試卷二“分甲、乙兩部分，甲部為語文運用問題，乙部問題取材於姐定課文。"甲部

有六題，乙部有五題。現從兩部中各舉一例做些分析。

甲部中第“ 4" 題如下:

細閱下列文字:
“黯陰的空中只有層疊與馳逐的灰雲;那深墨的，那如鉛筆畫幅上烘染的，如

打輸了交手戰的武士的面色的，如晶亮的薄刃上看了一層血饒的部分，如美人失

眠後眼角的青暈，低沉下多少慘側的哀囂，都由那灰色層雲中瀰漏了我們的心頭!

捲地的狂飄，爽利的冰看，傾落的驟雨，震驚的疾雷，呵呵!千萬鐵甲中的

金鼓的鳴聲，無量數的健見吶喊，看呵!蔥餘的樹木也不在慢舞纖腰了;坦平的

道路也不能任人家自由踏踐了，只有淋漓下的悲壯的高調曲音，從地獄的中心隨

了飛來的霹靂喝磕，喊動。"

(一)試從上面的文字中，找出

C 1 ) 一個用擬人注寫成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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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一個用隱喻寫成的句于。

(二〉試把下列句子改寫成

( 1 )一個擬人法的句于

花枝在風中搖動。

( 2 )一個隱喻的句子

鷗光照在海面上有如萬條金蛇在水中鑽動。

107 

原文的語言是否完美及催辭格的是否得體，姑擱置勿論。我們只集中分析考生必氮

作答的兩方面問題。

(一〉是讓考生“從土面的文字中，找出"擬人修辭和隱喻佐辭的句子各一。這也是

根攘“中國語文科暫定課程綱要"的要求擬定的試題。我覺得“找出"運用某種佐辭方法的

句子，只能檢查學生對各種值辭格的概念、定義是否清楚。這應該是羽中階段的教學內

容，對於參加會考的高中畢業生來說，實在是太淺顯了。

(二〉是運用修辭知識改寫句子。其一是把原來一般的描寫旬，改成用擬人的修辭

法描寫，使原句更形象化。這很好。另一個是把原來的明喻句“陽光照在海面上有如萬

條金蛇在水中鑽動"改成隱喻旬， 就使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了。當然，這也是為了體現

“教學綱要"的精神。但發明和設計這樣的偉辭練習實在是荒誕離奇。因為:從道理上

講，三種譬喻(明喻、隱喻、借喻〕的修辭格五改，只在某些極少數的例句中勉強行得

通，而在大量的譬喻句中是完全行不通的;從實用的意義上講，也確乎無此必要。但是

更重要的還在於:從催辭的效果上講，即使那些為數極少的勉強可改的句于，改後的位

辭效果，絕不會使於原句(原來就屬催辭不當的除外，因為它本身就應該修改。這和為

了練習而有意地五改不是一罔事〉。原因很簡單，一般來說，作者前選定了一種修辭

格，自然有他種修辭方法昕不及之處，五改的結果，不會點石成金，反會弄巧成抽，

“畫虎不成反類犬"。如果擬題者非要把“鷗光照在海面上有如萬條金蛇在水中鑽動"這個

明喻旬改成隱喻句，其結果，不是自己在這個題目上得零分，就是改得不倫不類。不

信，可以試試看。

要使學生語言鮮明、形象生動、有藝術性，當然要熟悉和練習各種值辭手法，尤其

是常見的對偶、排比、譬喻、擬人......等修辭方法，這是誰都不會提出異議的。但問題

在於選擇甚麼途徑，採取甚麼方法。比如前述的把一般的描寫句改成擬人句(或別的遍

當的位辭格) .就是可取的方法之一。此外，還有許許多多的練習方法，故能使學生牢

記各種修辭格的特點，叉能使學生在語言表達上熟練地連用幾種常見的優辭格。為甚麼

放著通衝大道不走，偏要在羊扇小徑里邊巡?我想，這只能有一個解釋:有的人異想天

聞，標新立異;有的人似懂非懂，盲目附和。其結果是把學生引入文字遊戲的迷宮。其

實，向學生灌輸侮辭知識和使學生掌握修辭的技巧，不必搞得那麼花里胡梢，既繁Z自叉

玄虛。只要使學生真正清楚地理解了各種位辭格的概念內涵及其獨有的特徵，并經常反

覆練習說可以達到目的。而在進行練習時，除了要準確地辦識值辭格的類別以外，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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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的是引導學生具體地分析和深刻地理解:未經信辭的語句和經過修辭的語旬到底在表

達的效果上有甚磨不同。這是引導學生札札實實地“理解"問題，較之改來改去要實惠

得多。因為歸根到底，任何的位辭手法一旦成為單純的技巧賈弄，說失去了它的本來的

意義。

乙部是“讀本問題，'，共舉五例，最後一例如下:

“鄰居道:‘范相公，快些罔去。你恭喜中了舉人，報喜人擠了一屋襄。'范進

道是哄他，只裝不聽見，低著頭，往前走。鄰居見他不理，走上來，就要奪他手

裹的雞。范進道:‘你奪我的雞怎的?你叉不買。'鄰居道:‘你中了舉了，叫你

家去打發報子哩。， ( ((范進中舉)) )" 

(一)試把上面一段內容，不用對話形式，改用那鄰居事後向人轉述的語

氣，且“那時我在集上找到范相公"為首旬，續寫下去。

(二)根攘《范進中舉》的情節，范進的丈人胡屠戶，在范進中舉前後，對

他的態度有甚麼不同?

第(二)題無疑是很好的，把握住了《范進中舉》一文的主旨和要書。而第(一)

題實在不可取，把現有的這段繪聲繪色、膳炙人口的直接對話體，硬要改寫成“那鄰居

事後向人轉述的語氣"，無異於破壞原有的表達藝術效果，不知引導學生作這樣練習的

目的何在?擬題者雖然苦心孤詣地設計了一個“開頭句"，看來也做了不少認真的思考，

但路于是錯的。如果非要做這樣改寫的練習，也只能把它觀作一種手段，最終的目的還

要落在這-點上:讓學生分析、比較“改用那鄰居事後向人轉述的語氣"和原有的對話形

式，在表達效果上，尤其在刻劃人物性格上孰優孰劣，從而使學生懂得優秀的文學藝術

家，總是善於為了表現一定的思想內容而精心選擇一種最恰當，最完美的藝術形式，這

正是藝術大師們高超的藝術匠心所在。

總之，目前這兩份高中語文科的會考試題，存在的問題實在是太多了。儘管試卷的

“說明"上寫的是“藉供參考"，但在實際的教學活動中和指導學生參加會考的書冊中，這

兩份“藉供參考"的試題，己經成了一種模式。這的確是不足為法的模式。為不久即將參

加這次會考的十萬左右的高中學生著想，說管見所及，提出以上這些不成熟的看法，也

算是“藉棋參考"吧!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和教學是一項極其莊重的工作，一種極其嚴肅的事

業，直接關係到一代人，以至幾代人的成長;語文教學的優劣成敗，在一定程度上，還

影響著民族文化的興衰。因此，在這個領域中，對每一項具體工作都不可馬虎從事，率

性而鴿，絕對需要的倒是高度的責任感和蓮嚴的科學性。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