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練習篇 5

 (1) 孟子以「魚」與「熊掌」比喻甚麼？（2分）試指出孟子要說明甚

麼道理。（2分） 

1 「魚」：生命（1分）

2 「熊掌」：義（1分）

3 說明：人在面對生命和義不可同時擁有的情況下，（1分）因

 為義較生命更重要，故必須捨生取義。（1分）

 (2) 根據本文和引文，孔子和孟子對「義」有甚麼看法？（每道分題

的答案可多於一個。）（4分）

A 君子好義 B 義重於生 C 言不及義難教

1 孔子

2 孟子

答案分析
題 8(2)1 孔 子 認 為「君 子
喻於義」，即君子知曉的是
義，跟小人只知曉利益不
同，故答案是 A。孔子又指
出一些只會賣弄小聰明，卻
「言不及義」的人是很難教
導，故答案是 C。
題 8(2)2 孟子以熊掌比喻
義，說「義亦我所欲也」，表
明自己希望擁有「義」，故
答 案 是 A。當「生」與「義」
不能並存時，孟子會捨生取
義，可見他重視義多於生
命，故答案是 B。

整合

引申

一字多音

「一字多音」一般指：

 一個字有兩個或以上的讀音，常用來表示不同的詞性或意義，例如：

「中」字：

(1) 讀「眾」時，作動詞用，可譯為：「射中」、「符合」等。

 射者中
6

，奕者勝。（歐陽修《醉翁亭記》）（射中）

(2) 讀「終」時，一般作名詞用，可譯為：「裏」、「內心」、「中途」等。

 一屠晚歸，擔中
6

肉盡。（蒲松齡《聊齋志異 •狼》）（裏）

「長」字：

(1) 讀「場」時，一般作形容詞或名詞用，可譯為：「長」、「高」或「長度」、「長處」等。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
6

。（李白《秋浦歌》）（長）

 兼百花之長
6

而各去其短。（李漁《閑情偶寄 •種植部》）（長處）

(2) 讀「掌」時，一般作動詞或名詞用，可譯為：「長大」、「生長」或「長官」、「上級」等。

 一旦長
6

成。（袁枚《祭妹文》）（長大）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6

上。（《孟子 •梁惠王上》）（長官）

指 迷津點

投壺的人射中目標，下棋的人勝出。

一個屠戶夜歸，擔裏的肉已賣盡。

白髮有三千丈，只因愁緒而這樣長。

集百花的長處而除去它們的短處。

（妹妹）一旦長大成人。

在家可以侍奉父兄，在外可以侍奉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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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文言文特訓祕笈（初高中銜接版）

一  銜接高中
            積極備戰

iii

選材及訓練重點表

練習篇

單
元
主
題

練
習 選材 朝代 訓練重點

高中指定篇章先導學習

閱讀
明燈

比較
篇章

文化
六通拳

一 

道
德
價
值

1.1 《論語》六則 先秦 •認識一字多音
•認識孔子的仁愛學說

✓ ✓ ✓

《孟子•告子上》（節錄）

1.2 《孔子家語•六本》（節錄） 先秦 •認識一詞多義
•認識中國的孝道文化

✓ － ✓

《孝經•開宗明義章》（節錄）

1.3 劉向《說苑•至公》（節錄） 漢代 •認識文言虛詞：乃、則
•認識儒家「論仁」的學說

－ ✓ ✓

《論語•里仁》（節錄） 先秦

1.4 劉基《誠意伯文集•苦齋記》
（節錄）

明代 •認識文言虛詞：也、其
•認識古人的苦樂觀

－ － ✓

《莊子•至樂》（節錄） 先秦

二

處
世
哲
學

2.1 《荀子•宥坐》（節錄） 先秦 •認識人稱代詞
•認識君子的處世之道

－ － ✓

《史記•齊太公世家》（節錄） 漢代

2.2 《戰國策•楚策一》（節錄） 先秦 •認識古今異義詞
•認識君子的侍君之道

－ － ✓

《論語》三則

2.3 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
（節錄）

宋代 •認識文言虛詞：哉、然
•認識三不朽

－ － －

方苞《南山集序》（節錄） 清代

2.4 劉基《郁離子•梓棘》 明代 •認識文言虛詞：為、若
•認識道家的「無為」思想

－ － ✓

《莊子•山木》（節錄） 先秦

三

神
怪
志
異

3.1 任昉《述異記》（節錄） 南朝 •認識通假字
•認識知恩圖報的美德

－ － －

干寶《搜神記》（節錄） 東晉

3.2 干寶《搜神記》（節錄） 東晉 •認識文言數詞
•認識中國古代的女英雄

－ － －

劉向《列女傳》（節錄） 漢代

3.3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
夏錄一》（節錄）

清代 •認識指示代詞
•認識古人的鬼神觀

－ － ✓

劉鶚《老殘遊記》第十六回原評
（節錄）

3.4 王充《論衡•訂鬼篇》（節錄） 漢代 •認識文言翻譯技巧：刪減法
•認識識馬之能與養生之道

－ ✓ －

《論語》三則 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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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單
元
主
題

練
習 選材 朝代 訓練重點

高中指定篇章先導學習

閱讀
明燈

比較
篇章

文化
六通拳

四

社
會
政
治

4.1 《墨子•耕柱》（節錄） 先秦 •認識詞類活用
•認識中國古代的三件寶物

－ － ✓

《管子•治國》（節錄）

4.2 《呂氏春秋•長攻》（節錄） 先秦 •認識文言虛詞：所、於
•認識春秋戰國的外交策略

✓ ✓ ✓

蘇洵《六國論》（節錄） 宋代

4.3 吳兢《貞觀政要•貪鄙》兩則 唐代 •認識文言虛詞：之、何
•認識古代吏治廉明的觀念

－ － －

4.4 蒲松齡《聊齋志異•夢狼》
（節錄）

清代 •認識文言翻譯技巧：保留法
•認識中國文化中狼的形象

－ － －

蒲松齡《聊齋志異•狼》
（節錄）

五

治
學
態
度

5.1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節錄）

宋代 •�認識文言句式：判斷句、否
定句

•認識古人的求學之道

－ － －

朱熹《童蒙須知》（節錄）

蘇軾《與王庠書五首》之五�
（節錄）

5.2 袁枚《黃生借書說》 清代 •認識文言句式：被動句
•認識古代的學術分類

－ － －

宋濂《送東陽馬生序》（節錄） 明代

5.3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
夏錄三》（節錄）

清代 •認識文言句式：疑問句
•認識古人的稱呼

－ ✓ ✓

《荀子•勸學》（節錄） 先秦

5.4 宋濂《宋學士文集•王冕傳》
（節錄）

明代 •認識文言句式：省略句
•認識中國古代的服飾

－ － －

陳康祺《郎潛紀聞•錢陳羣遺
事》（節錄）

清代

《論語》兩則 先秦

六

人
物
生
平

6.1 《呂氏春秋•貴因》（節錄） 先秦 •認識文言句式：倒裝句
•認識古人重視誠信的態度

－ － －

《後漢書•獨行列傳》（節錄） 宋代

6.2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節錄） 漢代 •認識文言翻譯技巧：擴詞法
•認識古人委婉的表達方式

✓ － ✓

《史記•秦始皇本紀》（節錄）

6.3 《晉書•周處列傳》（節錄） 唐代 •認識雙音節文言虛詞
•認識古人勇於改過的美德

－ － ✓

《左傳•宣公二年》（節錄） 先秦

6.4 沈括《夢溪筆談》（節錄） 宋代 •認識文言翻譯技巧：調整法
•認識古人重視誠實的品德

－ － －

《梁書•明山賓列傳》（節錄） 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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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材　包括高中指定文言篇章及文憑試常考文學作品。

設題　引文比較題，貼近文憑試考核模式。

系統訓練　包括「練習篇」、
「評估篇」及「應試篇」。



練習篇 15

文 六通化 拳

「克己復禮」與「安貧樂道」

 孔子的儒家思想以「仁」為本，但談到「仁」的內涵，則可以概述為「安貧樂道」
和「克己復禮」兩個層面。所謂「克己復禮」，就是用「禮」來規範人的行為，從而
潛移默化培養大眾的「仁」心，例如市民養成排隊的習慣，即使天氣酷熱，或遇上
傾盆大雨，都不會為了個人舒適方便而插隊，因為大家都具有「仁」心，能做到引
文中「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的高尚行為。

 至於「安貧樂道」，指的是在窮苦困頓、顛沛流離的境況下，尤能約束自己的
行為，力求達至「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 •衞靈公》）的境界，即
不會因貪生怕死而損害仁德，只會犧牲性命而成全仁德。如果人人都能成為「志
士仁人」，「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三國演義》）的理想景象必定能重現人間。

咬斷驢的喉嚨，吃光牠的肉，就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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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

1	 成語「結草銜環」指：

 A 感恩圖報

 B 手足情深

 C 事親至孝

提示：引文及文化六通拳3.1

2	 「冠帶」指古代哪些人？

 A 庶民

 B 士族

 C 婦女

提示：篇章3.3

3	 「不愧屋漏」的意思是：
 A 有道德的人貧窮也不

感羞愧

 B 在無人的地方也持心
端正

 C 淡薄而不求名利
提示：文化六通拳3.3

4	 「子不語怪、力、亂、神」

中的「力」指甚麼？

 A 力氣

 B 勇力

 C 念力

提示：引文3.4

5	 「三棘六異」指的甚麼？
 A 三頭六臂的妖怪
 B 三跪六叩的禮儀
 C 三足六耳的九鼎
提示：文化六通拳4.1

6	 蘇洵的《六國論》指出，

六國滅亡的原因是：

 A 兵器不銳利

 B 戰術不佳

 C 賄賂秦國

提示：文化六通拳4.2

7	 從公儀休「不受人魚」

的舉動，可以看出他

怎樣的性格？

 A 傲慢

 B 清廉

 C 直率

提示：篇章4.3

8	 甚麼是「國之四維」？

 

提示：文化六通拳4.3

9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的意思是：

 A 禍福沒有定數，是人自招的

 B 禍福是靠自己爭取的

 C 禍福來臨是意想不到的

提示：引文4.3

10	「大司農」是指：

 A 掌握全國農業的官

 B 掌握全國財政的官

 C 掌握全國軍事的官

提示：篇章4.3

文 闖關化 2

練習篇 55

單元四 社會政治 4.1　閱讀理解� 總得分：�������／39

段落
1　　　巫馬子 1 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王，是譽槁骨 2

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
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
可譽而不譽，非仁也。」

2　　　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 3，此諸侯之
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眾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
可。所謂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
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
民必眾，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
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墨子 •耕柱》（節錄）

【注釋】	 1 巫馬子：人名，為儒家之士。
	 2 槁骨：枯骨。槁音稿。
	 3 三棘六異：古代有三足六耳的九鼎。棘音激。

1 試解釋以下句子中的粗體字詞，把答案寫在橫線上。（10分） 

 (1) 舍今之人而譽先王。 舍： 捨棄／放棄 

 (2) 是譽槁骨也。 譽： 稱譽／表揚 

 (3) 智槁木也。 智： 知／知道 

 (4) 安社稷乎？ 安： 使安定 

 (5) 社稷必安。 安： 安定／安穩 

 閱讀材料語譯
1   　　巫馬子對墨子說：「捨棄現
今的人而稱譽古代的聖王，等同
稱譽枯骨。好像木匠一樣，只
知道枯木，卻不知道活生生的樹
木。」墨子說：「天下得以存活，
是靠着古代聖王的主張教化所
致。現在稱譽古代聖王，是稱譽
使天下得以存活的主張。該稱譽
的卻不稱譽，這就是不仁。」

2   　　墨子說：「和氏璧、隋侯
珠、九鼎，這些都是諸侯所說
的良寶。它們可以用來使國家
富裕、人民增多、刑法政治得以
治理、社稷安定嗎？回答是：不
能。能夠被稱為良寶，是因為
它們可以使人民得到利益。但
和氏璧、隋侯珠、九鼎不能使人
得利，所以都不是天下的良寶。
現在用義來施政管治國家，人民
必然增多，刑法政治必然得到治
理，社稷必然安定。因為貴重
的良寶，就是可以使人民得利，
而義可以使人民得利，所以說：
義，是天下的良寶。」（《墨子 •

耕柱》（節錄））

解釋

答案分析
題 1(4)  「安」在這裏作動
詞，譯作使安定。
題 1(5)  「安」在這裏作形容
詞，譯作安定或安穩。

   訓練重點：認識詞類活用

1  認識詞類活用

2  認識中國古代的
三件寶物

　　本篇節錄自《墨子 •耕柱》。《墨子》是墨家的代表著作，記載了墨家創
始人墨子的思想學說，其學術主張包括「兼愛」、「非攻」、「尚賢」、「尚同」、
「節用」等。墨子認為要使天下安定，人們必須彼此相愛，因此提倡「兼愛」
的觀念。本篇以「天下良寶」比喻「義」之可貴，從而說明墨子的政治主張。

天下良寶
訓練重點 閱 明燈讀

（文言知識）

（文化知識）

 教學提示

能力稍遜的學生，可先閱讀第58頁的「指點迷津」和「文化六通拳」，
以加深對本練習的學習重點的認識。

04_SUPP E SCL Wenyan Ex SB_Fp_TL.indd   55 17/3/15   下午4:08

3

二  積累文化知識
積累知識　特設「閱讀明燈」簡介作者及篇章背景；

「文化六通拳」解說與篇章有關的文化知識。

重温所學　熟記
文化知識，測試
闖關能力。



練習篇136

單元八 個人抒懷 8.4　閱讀理解� 總得分：�������／40

  寶釵分 1，桃葉渡 2，煙柳暗南浦 3。怕上層樓，十日九風
雨。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更誰勸啼鶯聲住。　　鬢邊覷。
試把花卜 4 歸期，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
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

辛棄疾《祝英台近 •晚春》

【注釋】	 1 寶釵分：分釵以贈別情郎或丈夫。
	 2 桃葉渡：晉	王獻之與其妾桃葉分別的地方，後泛指分別處為「桃葉渡」。
	 3 南浦：水邊送別的地方。浦音普。
	 4 花卜：以花瓣的數目來占卜。

1 試解釋以下句子中的粗體字詞，把答案寫在橫線上。（6分） 

 (1) 鬢邊覷。 覷： 細看

 (2) 才簪又重數。 簪： 戴／插

 (3) 才簪又重數。 重： 再次／重新

2 試根據本詞的體制，把答案寫在橫線上。（8分）

 (1) 詞牌：祝英台近（1分）

 (2) 詞題：晚春（1分）

 (3) 詞牌：1上片（1分） 是由「寶釵分」到2「  」。

    3 下片（1分） 是由4「鬢邊覷（1分）」到「卻不解帶將愁

去」。

 (4) 字數：77字，屬 中調（1分） 。

 (5) 押韻（1分） ：渡、浦、雨、住、覷、數、語、去。

 閱讀材料語譯
　　（她）把寶釵分成兩半，
就在桃葉渡分別。在這送別
的江邊，只見煙濛濛的楊柳
一片昏暗。我怕登上高樓，
十日內倒有九日颳風下雨。
那片片落花亂飛的景象令人
愁腸寸斷，這都沒人管；還
有誰來勸說啼叫的黃鶯住聲
呢。　　（她）把戴在鬢上的
花取下來細看，細數花瓣
以預測歸去的日期，剛（數
完）把花戴回頭上，又重新
取下來再數。羅帳裏燈光昏
暗，在睡夢中哭着說：是春
天把這愁帶來的；春天回到
哪裏去呢，為甚麼不把愁都
帶走？（辛棄疾《祝英台近 •

晚春》）

答案分析
題 1(2)  「簪」在這裏作動詞，
譯作戴或插。

覷音趣
哽咽音梗熱3

解釋

引申

整合

  訓練重點：認識詞的體制

1  認識詞的體制

2  認識古典詩詞常
見的意象

　　本篇選自《稼軒詞編年箋注》。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年少時，他
生活在外族金人統治的地區，激發起他強烈的民族意識，抒寫了不少愛國情
懷的作品。其作品風格慷慨悲壯，多用比興寄託和典故抒懷。本篇即借閨中
少婦的懷人之情，寄託辛棄疾面對南北兩宋分裂的悲痛無奈之情。

晚春
訓練重點 閱 明燈讀

（文言知識）

（文化知識）

 教學提示

能力稍遜的學生，可先閱讀第139頁的「指點迷津」和「文化六通
拳」，以加深對本練習的學習重點的認識。

更誰勸啼鶯聲住（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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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識之士認為琅邪王「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原因是琅邪王：（2分）

 A 不及叔段和州吁聰慧。

 B 同樣未能節制私欲。

 C 同樣策動謀反失敗。

 D 同樣得罪滿朝文武。 
A B C D

第二篇

7 試解釋以下句子中粗體的文言虛詞，把答案寫在橫線上。（12分）

 (1) 漢太尉嵩之曾孫也。 之： 的 

 (2) 猶為不孝。 為： 是 

 (3) 何爾魯鈍之甚也！ 也： 呢 

 (4) 自汝得之。 之： 好處 

 (5) 於我何有。 於： 對 

 (6) 因對之流涕。 之： 皇甫謐 

8 試運用所學的文言知識，解釋以下句子中的粗體字詞。（8分）

文言知識 原文 意思

(1) 一字多音 不好學。 好： 喜歡

(2) 人稱代詞 汝今年餘二十。 汝： 你

(3) 一詞多義 心不入道。 道： 正道／道理

(4) 詞類活用 帶經而農。 農： 務農

9 試運用所學的文言翻譯技巧，圈出以下句子中在翻譯時要保留原來

寫法的字詞，並在要刪減的字詞上加 ✗。（5分）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 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

引申 答案分析
題 6  琅邪王與叔段、州吁同
樣受父母寵愛，三人卻不約
而同地因未能節制私欲而招
致殺身之禍或被打敗，故答
案是 B。至於叔段和州吁是
否較琅邪王聰慧，文章未有
反映，故 A錯誤；琅邪王不
是存心策動謀反，與叔段和
州吁不同，故 C錯誤；文中
只反映琅邪王不滿宰相，未
有顯示他是否得罪滿朝文武
百官，故 D也錯誤。

解釋

  訓練重點 4.3：文言虛詞：之

  訓練重點 2.4：文言虛詞：為

  訓練重點 1.4：文言虛詞：也

  訓練重點 4.3：文言虛詞：之

   訓練重點4.2：文言數詞：於

  訓練重點 4.3：文言虛詞：之

解釋

  訓練重點 1.1

  訓練重點 2.1

  訓練重點 1.2

  訓練重點 4.1

整合 答案分析
題 9  「皇甫謐」、「士安」及「靜」
皆是人名，語譯時可保留（全
中給1分）；「安定朝那」為皇
甫謐的出生地，語譯時可保留
（全中給1分）；「漢太尉」為朝
代及官職，語譯時可保留（全
中給1分）；「嵩」及「曾孫」為
人名及輩分，語譯時可保留
（全中給1分）。至於「也」字
為沒有實質意義的文言虛詞，
語譯時可刪去。

  訓練重點3.4、4.4：文言翻
譯技巧：刪減法、保留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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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識之士認為琅邪王「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原因是琅邪王：（2分）

 A 不及叔段和州吁聰慧。

 B 同樣未能節制私欲。

 C 同樣策動謀反失敗。

 D 同樣得罪滿朝文武。 
A B C D

第二篇

7 試解釋以下句子中粗體的文言虛詞，把答案寫在橫線上。（12分）

 (1) 漢太尉嵩之曾孫也。 之： 的 

 (2) 猶為不孝。 為： 是 

 (3) 何爾魯鈍之甚也！ 也： 呢 

 (4) 自汝得之。 之： 好處 

 (5) 於我何有。 於： 對 

 (6) 因對之流涕。 之： 皇甫謐 

8 試運用所學的文言知識，解釋以下句子中的粗體字詞。（8分）

文言知識 原文 意思

(1) 一字多音 不好學。 好： 喜歡

(2) 人稱代詞 汝今年餘二十。 汝： 你

(3) 一詞多義 心不入道。 道： 正道／道理

(4) 詞類活用 帶經而農。 農： 務農

9 試運用所學的文言翻譯技巧，圈出以下句子中在翻譯時要保留原來

寫法的字詞，並在要刪減的字詞上加 ✗。（5分）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 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

引申 答案分析
題 6  琅邪王與叔段、州吁同
樣受父母寵愛，三人卻不約
而同地因未能節制私欲而招
致殺身之禍或被打敗，故答
案是 B。至於叔段和州吁是
否較琅邪王聰慧，文章未有
反映，故 A錯誤；琅邪王不
是存心策動謀反，與叔段和
州吁不同，故 C錯誤；文中
只反映琅邪王不滿宰相，未
有顯示他是否得罪滿朝文武
百官，故 D也錯誤。

解釋

  訓練重點 4.3：文言虛詞：之

  訓練重點 2.4：文言虛詞：為

  訓練重點 1.4：文言虛詞：也

  訓練重點 4.3：文言虛詞：之

   訓練重點4.2：文言數詞：於

  訓練重點 4.3：文言虛詞：之

解釋

  訓練重點 1.1

  訓練重點 2.1

  訓練重點 1.2

  訓練重點 4.1

整合 答案分析
題 9  「皇甫謐」、「士安」及「靜」
皆是人名，語譯時可保留（全
中給1分）；「安定朝那」為皇
甫謐的出生地，語譯時可保留
（全中給1分）；「漢太尉」為朝
代及官職，語譯時可保留（全
中給1分）；「嵩」及「曾孫」為
人名及輩分，語譯時可保留
（全中給1分）。至於「也」字
為沒有實質意義的文言虛詞，
語譯時可刪去。

  訓練重點3.4、4.4：文言翻
譯技巧：刪減法、保留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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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  打穩文言根基
鞏固所學　備有「指點迷津」，提供文言知識。

練習及評估　設題配合文言訓練重點。

練習篇 139

詞的體制

體制 內容

別稱 詩餘、長短句。

詞牌 樂譜的名稱。早期的詞可配合旋律歌唱，歌詞必須根據樂譜填寫，如《青玉案》。

詞題 加在詞牌後，表示詞的內容，如《青玉案 •元夕》中的「元夕」。

詞序 一段介紹填詞緣由的文字。

字數
小令

（58字以內）

中調

（59–90字）

長調

（90字或以上）

段數
單調（一段）

／

雙調（兩段）

上片／下片

三疊（三段）

上片／中片／下片

平仄、押韻 均有規定，都是以配合譜的聲調為原則。

指 迷津點

文 六通化 拳

古典詩詞常見的意象

 在文學作品中，作者往往通過刻畫各種客觀的景物和事物來表達自己的思
想感情，從而創造出獨特的藝術形象，這就是寓意深遠的「意象」。作者運用 

「意象」，既能含蓄地表達內心感受，又能引發讀者聯想，從作品中獲得共鳴。

 辛棄疾在《祝英台近 •晚春》一詞中，就運用了不同極富深意的景物表達主
人公（或自己）的思想感情，其中又以「柳」、「桃葉渡」和「南浦」最具代表性。
「柳」在古典詩詞中，一般是用以表達送別，有留戀之意，因為「柳」跟「留」字
諧音，而楊柳被風吹拂時的姿態，又多似離人揮手作別的動作。《詩經 •小雅 •  

采薇》中，便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的描寫，以楊柳表達依依不捨的情感。至
於「桃葉渡」和「南浦」，同樣指送別時的地方，前者是指在陸上，後者是指在水
邊，兩者皆出自不同的典故。還有李清照在《聲聲慢 •秋情》中寫的「雁」、「黃昏」
和「梧桐」等景物，同樣帶有思鄉、孤獨和淒苦的意思。因此，認識古人常用的意
象，可有助了解和賞析古典詩詞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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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虛詞「之」和「何」

「之」字一般用作：

1 代詞：可代人、事物或處所，可譯為：「他（她、牠、它）」、「他（她、牠、它）們」或把所代

的對象直接譯出。

 吾視其轍亂，望其靡，故逐之
6

。（《左傳 •莊公十年》）（他們）

2 動詞：可譯為：「往」、「去」。

 商君欲之
6

他國。（《史記 •商君列傳》）（往）

「何」字一般用作：

1 疑問代詞：表示對處所、時間、事物、緣由的詢問，可譯為：「甚麼」、「哪」、「哪裏」等。

 乃入見，問：「何
6

以戰？」（《左傳 •莊公十年》）（甚麼）

2 疑問副詞：表示反問或感歎語氣，可譯為：「怎麼」、「何必」、「為甚麼」。 

 齊國雖偏小，吾何
6

愛一牛？（《孟子 •梁惠王上》）（怎麼）

指 迷津點

文 六通化 拳

吏治廉明　莫之能禦

 「廉」，是一個國家的立國根基，在上者若能以「廉」立身，定能受官員和人民
愛戴。春秋時代齊國的管仲把「禮義廉恥」稱為一國之「四維」（四種道德準則），
他認為有了禮和義，人們便不會超越社會規範，以不法途徑獲得名利；有了廉和
恥，人們便不會掩飾過錯，跟從惡人。由此可見，古人不但重視以「禮義」規範人
的言行，也強調懷有「廉恥」之心，鼓勵坦誠面對過錯以使行為端正，突顯「廉」
的重要。
 據《周禮 •冢宰》記載，「廉」也是用以評斷官吏的標準：「一曰廉善，二曰廉
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潔，六曰廉辯」，六項以「廉」為首的準則，大
意是要求官員必須清廉正直，公平不阿地辦公執法。及至漢代，奉行自下而上的
察舉制（即選拔官員的制度），更以「廉吏」為其中一科，由考官考察並舉薦廉潔、
有德行的人才或官員出任或升補職位，可見在上者「肅貪養廉」的決心。

冢音寵

我看到他們戰車的輪迹混亂，旗幟倒
下，斷定他們是真的潰敗，所以才決定
追擊他們。

商君打算往別國。

於是入見，問：「（你憑）甚麼去應戰？」

齊國雖然偏僻細小，我怎麼會吝嗇一頭牛？

教學提示：出自《管子 •牧民》：「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

見教學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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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體制

文言虛詞

基礎文言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