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籍簡介：同義詞、近義詞、反義詞是中小學語文教學必不可
少的基本內容，也是衡量中小學生掌握詞彙數量的主要依據之
一。本書參考眾多中小學語文教材編寫，專為中小學生量身定
做，有助於提升學生準確、恰當、靈活運用漢語詞彙的能力，
亦有助於增加詞彙量、擴展語文知識，提升作文寫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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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見報

淒涼
qi liang

1. 寂寞冷落。（滿目淒涼）
同義
荒涼（荒涼的戈壁）

反義
繁華（繁華都市）
熱鬧（場面熱鬧）

2. 悲苦。（身世淒涼）
同義
淒慘（淒慘的哭聲）

淒慘
qi can

淒涼悲慘。（淒慘的處境）
同義
悲慘（悲慘的命運）
淒涼（身世淒涼）

反義
快樂（快樂的童年）
幸福（幸福生活）

唯唯諾諾
wei wei nuo nuo

形容一味順從別人的意思。
（你不要總是那麼唯唯諾諾）

同義
百依百順
（家人對他提出的要求總是百依百順）
畢恭畢敬（他畢恭畢敬地站在那裡）

反義
桀驁不馴（桀驁不馴的性格）

唐詩宋詞是中國古典文學的雙峰，寫景抒情同
樣卓越不凡，仍然值得後人學習，尤其是詞的句
子長短不一，有利人們傳情達意。宋詞是當中的
佼佼者，我們可先學習南宋婉約詞，再學習北宋

豪放詞，最後學習唐五代十國艷麗詞，循序漸進，必定會令到大家
才思飛躍。今期，為大家介紹南宋最後一位著名詞人──張炎。
在中國文學史上，張炎跟姜夔並稱「姜張」，又與宋末著名詞

人蔣捷、王沂孫、周密並稱為「宋末四大家」。主要代表作品有
《南浦》、《高陽台》、《甘州》等，當中不乏警句，可作為描寫
景物的楷模。

點明時地季節「動」「靜」皆宜
1. 波暖綠粼粼，燕飛來、好是蘇堤才曉。 （《南浦．春水》）
直接點明地點，動態描寫西湖水波粼粼，燕子飛來的春日畫

面。
2. 接葉巢鶯，平波卷絮，斷橋斜日歸船。

（《高陽台．西湖春感》）
直接點明地點和時間，靜態描寫西湖綠意盈盈，動態描寫鶯鶯

躍動，西湖水波連連，夕陽西下船隻回來的春日畫面。
3. 記玉關、踏雪事清遊。寒氣脆貂裘。傍枯林古道，長河飲

馬，此意悠悠。 （《甘州（記玉關））
直接點明地點和季節，描寫關外冬日雪紛紛，名貴的貂裘也抵

擋不着寒氣。極目望去，只見古道上的枯林，馬匹在長河上飲水的
悠悠畫面。
從上述例子可見，描寫首重點明地點、時間、季節等客觀事

物，然後以動態和靜態描寫方法，定格描繪主要的景物，從二三處
勾勒輪廓，突出當中景物的特點。

借題發揮「情」「景」合一
至於，借景抒情方面，可參考《月下笛》、《解連環》，如下：
4. 萬里孤雲，清遊漸遠，故人何處。寒窗夢裡，猶記經行舊時

路。 （《月下笛（萬里孤雲））
直接描寫萬里無雲的畫面，漸遊漸遠，沒有故人的蹤影。在寒

夜裡，猶記得以往的足印。通過無人之境帶出自身的孤寂。
5. 楚江空晚。悵離群萬里，恍然驚散。自顧影、欲下寒塘，正

沙淨草枯，水平天遠。 （《解連環．孤雁）
直接點明地點和時間，從廣闊的畫面下筆。描寫作者像孤雁一

樣離群萬里，悵然與同伴失散。顧影自憐，想飛到寒塘，又遲疑留
連。只看見眼前草枯沙淨，水平天遠。通過空闊的楚江晚色帶出自
己如失群獨飛的雁，表達內心無比的孤寂。
從上述例子可見，抒情首重借題發揮，或借景，或借物，將景

物情結合在一起，就會引起讀者的共鳴。

南宋婉約詞南宋婉約詞 張炎張炎「「寫景王寫景王」」

「「死死亡科亡科」」斷斷大學夢大學夢 閱讀卷最攞命閱讀卷最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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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中的「詞」，以單音詞居多，一
個字相當於一個「詞」。在一般情況下，
文言文的一個「詞」常常有多個意義，這
些意義由「詞」的本義和引申義構成，稱

為多義詞或詞的多義性。掌握一詞多義的現象和規律，是閱
讀文言文最重要的基礎。
「詞」的本義猶如樹的主幹，它的引申義就是從主幹上延

伸的繁茂的枝椏。「詞」的本義和引申義有着或近或遠、或
顯或隱的聯繫。判斷實詞一詞多義的方法一般有以下5種：
一、分析字形結構
形聲字佔漢字總量的八成以上，其「形旁」有助理解詞
義。如：

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
居，拜夫人於堂上。 （《左忠毅公逸事》）
從「造」的形旁可推測其本義與「走」有關，結合句子的

語境─下文「左公第」是個「處所」，推斷其本義是
「到」或「往」。
二、分析句子對應位置上的詞語
句子中對應位置上的詞語，往往具有意義相同、相近、相
反、相對的特點。如：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勸學》）

「跬步」與「小流」位置相對應，從「小流」可推斷「跬

步」為小步、半步的意思。
三、分析語法結構
分析句子的語法可以理解詞義。如：
煙濤微茫信難求。 （《夢遊天姥吟留別》）
「難求」是謂語，「信」在「難求」前起修飾作用，作狀

語。結合上下文的意義理解，可以推知「信」是確實、實
在。
四、透過成語的意義推測
成語大多由古文中提煉出來，一些意義是相近的，利用這

一規律可以推斷詞語的意思。如：
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 （《涉江》）
「薄」與「日薄西山」中的「薄」意思相同，都是「接
近」。
五、根據上下文意推敲
這是掌握文言詞語意義的重要方法，例如「令」字的多項

意義可以從上下文的意思而得：
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指法令。
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使」的意思。

掌握「一詞多義」奠定入門基礎

書籍簡介：涵蓋文憑試必備：文言實詞、文
言虛詞、文言句式、文言翻譯及文言閱讀五
方面知識，輕鬆掌握拆解文言文的基礎；針
對學習文言文的難點，各部分設考試提示及
大量自測題目，一本全面的應考文憑試實用
手冊。

2014文憑試成績公布後，中文科仍不脫「死亡科」之名，全
體考生只有50.7%取得3級，較英文科的52.5%為低。考評局
數據顯示，不少考生英文達標，但中文卻未達3級，縱使其他
科目取得優秀成績，也大學夢斷，徒嘆奈何。
從3年文憑試成績所獲得的啟示，中文科取得3級的百分率

徘徊在五成左右，相信未來改變不大。面對這個舉足輕重的考
試，同學們應如何面對呢？
根據考評報告，2012年文憑試中文
科閱讀卷的考生平均得分百分比為
33.93%，2013年為 33.37%，分數偏
低。無論從考生反應或數字反映，試卷
難度偏深是事實。從2014考卷所見，
深度並未調低，閱讀成為考生極之憂慮
的「死亡之卷」。

練習後須分析 培養語感
若考卷深度維持，則對應之途只有迎
難而上，不畏艱深。不少同學處理閱讀
卷的方法是多做練習，多練無疑是一
途，但完成練習後的分析才最重要。所
有答案應可從文本中找到線索，同學除
單單核對答案外，知其然，更應知其所
以然。更進一步而言，應試技巧固然不
可少，但對文章的基本理解更見重要。
所謂閱讀理解，是既有「閱讀」，又要
「理解」。要理解，則要培養「語
感」，這是日積月累的工夫，要每天培
養閱讀的習慣。每一次閱讀，不管是小
說、散文、新聞、評論，或是閱讀理解

的篇章，要嘗試與作者對話，進入作者的思想空間。可以說，
閱讀是一種相向、互動的過程─當中我們的手、眼、腦，甚
至口並用。

選讀深度作品 提升思想水平
日常閱讀，也不應畏難。伴隨成長，選讀的課外書，難度也

應提升，可選一些有思考深度的作品閱讀。校本評核當中的必
修部分為「閱讀活動」，不少學校的做法是要求同學提交閱讀
報告。同學如能善用校本評核的閱讀報告，選讀較有深度的作
品，認真撰寫閱讀感受，則得益不單在於校本評核的成績，對
閱讀卷，當有回饋。接觸不少在文憑試中文科取得優秀成績的
同學，多有良好的閱讀習慣，且選書品味較高，校本評核的閱

讀反思也是用心之作。反之，部分畏難
的同學，選淺易作品閱讀，故閱讀及思
想水平未能提升。

文言指定考材 豐富素養
另外，不少同學仍視文言為畏途，自

初中起談文言色變，至高中發覺避無可
避，卻欲追無從。現時中文科的進一步
的課程及考試改革，是重設12篇文言
指定考材，所選均是經典作品，無論是
否要考公開試，其實都應仔細閱讀，其
中所盛載的語文、文學及文化元素，當
可豐富同學的語文素養。當然，12篇只
是起點，並非終點，如能以12篇出
發，觸類旁通，延展閱讀，所得匪淺。
中文科的5份考卷（2016開始改為4

份），閱讀是輸入，寫作及說話是輸出
─要有優質、持續的輸入，才能有質素
的輸出，所以說閱讀是語文學習的關
鍵。學習語文，要在中文科考試取得佳
續，不能捨本逐末，本末倒置，重新審
視自己對閱讀抱有的態度，是面對未來
語文科考驗的首要任務。

上期與考生解說了閱讀提問的3種基本層
次，今期續述其餘3種：
層次四：伸展
推斷字詞的深層意義或篇外信息。
例：作者以「橋」為篇名的原因為何？試

從橋樑的象徵意義略加說明。
要推測深層意義，需細嚼上文下理，特別

是有關作者生平的敘述，如經歷懷才不遇、離鄉背井，作者或會借事、物
或景寄託情志。考生亦可留意作者是否話中有話，如反話正說，藉以諷
刺。如考問的是一種物象，可嘗試從物象的特徵引發類似聯想，如考生讀
過的《愛蓮說》，作者從蓮花中通外直的形態，聯想到君子為人正直。例
題考問的「橋」，現實上具交通作用，連接兩處，再聯繫到作者曾離開故
土，仍盼回到祖國的經歷，便推測到「橋」象徵家國連繫。
層次五：評鑒
評鑒人物特質或某觀點、做法。
例：北郭騷和聶政均為他人捨命，在兩人的行事中，何者較符合儒家的
「義」？試比較說明。
面對評鑒題，應先辨識某觀點或做法。參看例題，北郭騷捨命是為洗晏
子清白，保齊國安危；聶政則是為知己刺殺而死。這動機必先指出，繼而
用「義」為評論點，知道「義」解超乎個人利害。由此可得，北郭騷為國
家安危捨命，屬大義；聶政僅出於私怨殺人，不合義。特別一提，題目加
上「比較說明」的字眼，提示考生必須寫出為何一者較優，另一者較劣，
不能只側談一面。
評鑒語言或表達技巧。
例：作者多次說「我慢慢地、慢慢地」，在語言節奏和情感表達兩方面
營造了哪些效果？
應對這類題目，最好是熟習各種寫作手法及修辭手法的好處，如緩慢的
語言節奏可凸顯作者惆悵之情、第一人稱予人親切之感、間接抒情可委婉含
蓄地把情感表露、比擬可使文章更生動有趣……這些大可在入試場前預備好。
層次六：創新
提出新想法，如新題材和新表達方法。
例：參考周敦頤的《愛蓮說》，你認為可用哪種花代替蓮花，同能比喻
君子美德？

這種題目在文憑試尚不常見。事前基本上無甚預備，考生只要言之成理，抓緊對
象關鍵，如例題的「君子美德」，加以想像、發揮，便可取分。
期望通過這兩期的解說，考生可拆解各提問層次，作答有方。

■文嘉俊 中文科5**狀元、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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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燕珠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傳意學部講師
學部網站：http://clc.hkct.edu.hk

電郵：dlc@hkc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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