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表現  
 
 
卷一 文學創作  
 

本卷分甲、乙兩部：甲部為文章寫作，乙部為片段寫作。甲部佔全科總分百分之二十三，

乙部佔全科總分百分之十一。  
 
甲部 文章寫作（兩題選一）  
 

兩道題目為《繁華都市中的荒涼》及《再見﹗我的遊樂場》，題目容許考生從不同角度寫

作，手法不拘，創作空間充足。有關選題情況及一般表現，略述如下（根據三所學校107份試

卷）：  
 

題號  選題百分率  一般表現  
一  42  本題的表現，普遍稍遜於第二題。題目中包括兩個主要的寫作對象：「繁

華都市」與「荒涼」。考生一般對此能夠掌握，但是如何以文字來表達繁

華都市應有的內容，則構思往往流於俗套，多以高樓大廈、五色燈火等代

表繁華。至於「荒涼」，考生往往理解為貧窮、冷漠、疏離等，於是文章

多寫繁華都市中貧富懸殊的境況；或是敍寫繁華鬧市中的一宗意外，但途

人漠不關心，由是有人情冷暖的感。  
題目另一關鍵字是「中」，代表題目要求考生能帶出「繁華」與「荒涼」

的關係，並就這關係抒發自己的感覺或反省。試卷所見，部分考生忽略這

一關鍵字，往往視「繁華」與「荒涼」的對立是理所當然——如「繁華」

必然是不好的；「貧窮」就自然等同「荒涼」等，並沒有意識到二者之間

可以有各樣不同的關係。加上缺乏較深入細緻的描寫，未能渲染「繁華」

與「荒涼」的氣氛，文章的感染力仍有不足。  
有考生以香港為例子，以論說的方式來演繹題目，卻很抽象地指香港人物

質富足而內心匱乏，問題因此叢生，結果變成香港社會問題一覽，未有真

正點出為何繁華中有荒涼。  
二  58  選答這題的考生較多，整體表現亦較佳。題目包括三個主要的元素，主體

是「遊樂場」，然後是要讓讀者感受到這個「遊樂場」是「我的」，並且

能交代「再見」的因由。  
考生多寫真實的遊樂場，如家居附近的小公園，或是主題公園。也有部分

考生以「遊樂場」比喻學校生活，以不同的機動遊戲設施，比喻不同的校

園生活情景。個別考生把「遊樂場」比喻為童年、人生等。  
敍寫真實的遊樂場的考生，在解說這個遊樂場為何是「我的」一點上，多

以感情為原因。由於童年時經常在這個遊樂場玩耍，有很多童年回憶，故

此感到遊樂場屬於自己。在這一點上，高下之別，在於抒情描寫的技巧——

刻畫細緻的描寫，自然讓讀者感到作者對這個地方有深厚感情；相反，若

只是採用套語，或是簡單描述的話，就難以讓人感到「遊樂場」是屬於作

者的。部分考生寫自己與家人在遊樂場玩耍的情況，從人的關係聯繫到人

與遊樂場的關係，容易為讀者接受。  
有考生把遊樂場比喻為「學校生活、人生、童年」等，在「我的」這一點

上有自然成立的優勢。表現較佳者，往往能深入刻畫自己在校園的種種情

狀，深化「我的」感受。  
至於告別的原因，考生如寫真實的遊樂場，便是因為遊樂場快將拆卸，所

以需要告別。有考生在敍寫「我的」時，往往描寫自己孩童時在遊樂場的

經歷；但到了告別時，則寫一位十七、八歲的青少年，當中有近十年的距

離，致使告別的感情大為削弱。這個十年的空隙，自需考生解說，但是能

恰當處理的考生，並不多見。  
選答這題而表現卓越的考生，往往聯想力豐富、觀察力強。他們能發揮創

意，把「遊樂場」聯想到人生、童年、父親懷抱等，並且能掌握二者的細

節，把二者緊密結合，成為上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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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評論及建議  
 

文學創作的基礎是生活，無論所作題目為何，我們也不能脫離自己的生活經驗和體會，以

為創作的根源。因此，在動筆之先，如何把題目與自己的生活相結合，是一個聯想力的考驗；

而一個真實的經驗，又往往能孕育出一篇好的作品。不過，經驗是非常個人的，也許朋友的一

個笑容已能令自己樂不可支，但是要把這種歡欣與讀者分享，就必須透過文字來表達，這就是

我們一般所謂的文學技巧了。  
 
今次考卷，以抒情描寫的作品居多，但是高下的分別相當明顯，主要原因即在於生活經驗

的深刻與否。為考生而言，「遊樂場」是一個具體的人生經驗，在當中的所見所聞所感所為，

相較於「都市」，有明顯的分別，因此寫作第二題的表現優於第一題，其根本在於經驗的深刻

與否。  
 
不過，一個深刻的經驗能否傳達到讀者心中，並且產生共鳴，離不開「合理性」，這是指

讀者閱讀時，能夠認同作者的感覺或想法。不少考生寫自己對於遊樂場的拆卸依依不捨，卻未

能令人感動，在於一個理性的問題：為何考生對於童年時經常到訪的一個遊樂場，於十年後仍

然不捨呢？考生往往忽略了這個「時間的距離」，簡單地把今天的自己等同於孩童時的自己，

文章就不容易動人。  
 
沒有感動自己的經歷，以及沒有足夠的能力，把自己的感受合理地傳遞，都不容易寫好文

章。考生需要在生活中尋找素材，在文學學習中鍛鍊寫作的能力，才能傳情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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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片段寫作（兩題全答）  
 

本卷原為考核考生寫作的基本能力，未必就通篇布局發展着眼。  
 
題號  一般表現  

一  考生的表現甚佳。大部分考生能達到題目的基本要求，從視覺、嗅覺及觸覺三方面描寫

「生炒排骨」。在視覺方面，一般考生都能指出該道菜式的食材與色澤，較佳者能留意

主次的安排，或是不同顏色的配搭；嗅覺多能寫出甜味與酸味，少數考生能寫出甜酸兩

種味道交纏的味道。至於觸覺的描寫，一般考生都直寫菜餚很熱，僅有極少數的考生，

能用具體的變化來表達菜餚的熱度，如以眼鏡鏡片變得模糊來暗示熱力，表達能力較強。

考生普遍具備基本的描寫能力，但是能夠採用不同的文學手法以加深讀者印象的文章不

多；也有不少考生嘗試運用比喻，雖例子不太恰當，但誠意可嘉，如果多練習、多思考，

相信終能成功。  

二  大部分考生能夠按題目的要求，按情節重寫主要的四個情節；只有極少考生誤解題目的

要求，把主要情節改寫，甚至變成故事續寫。對敍事觀點的要求，大部分考生也能做到。

雖然在結局部分，不少考生未能準確地運用第一人稱的視點來敍述，但是整體而言，考

生能符合選取視點角度這一要求，故此整體表現令人滿意。大部分考生也意識到在原來

的情節中，並沒有清楚交代大灰狼如何知道小紅帽的目的地是婆婆家，因此嘗試加入情

節來說明，一般都能提出合理的原因，更有考生可以選取符合童話故事風格的情節來交

代，心思可取。不過，以小紅帽或大灰狼作第一人稱的敍述時，只有部分考生能考慮到

不同角色的口吻和心理狀態，從而建立較立體的角色。  
 
一般評論及建議  
 

兩道試題的擬設，目的是評核考生的描寫及敍事的基本寫作能力。就語言能力而言，考生

表現尚算平穩，文不對題的情況較為少見。大部分考生的語文通順，個別表現突出，在有限的

篇幅中仍能運用較豐富或複雜的文學技巧，難能可貴。  
 
在運用不同的寫作手法上，考生的主要問題是表達不夠準確，例如比喻未能結合喻體與本

體的共同特徵，以致不能達到應有的效果。口語夾雜、錯別字、文句冗長等問題仍然不少。以

上種種，有賴考生平日多閱讀和寫作，日久自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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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文學賞析（五題選三）  
 
題號  選題百分率  一般表現  
一  46 第一部分為填表，分問「庖丁解牛」及「顏回之『忘』」經歷之階段。部分

熟習《庖丁解牛》課文考生，能清晰、準確應答；不熟習課文者，答案或未

能切中所問，或僅憑印象作答，多臆斷之詞。個別考生應答庖丁解牛所歷第

二、第三階段，不言其過程，而分析解牛所喻人生哲理，偏離題旨。至於解

答「顏回之『忘』」經歷之階段，第二階段為「忘仁義」，由於問法直接，

考生絕少失誤。至於第三階段，考生能道出「坐忘」一詞，然「坐忘」之義

為何，考生多不明白，雖或舉出「墮肢體，黜聰明，離形去智，同於大道」

等語，然說解多誤。個別考生甚或以「遺忘坐忘」為答案，理解全誤。  
第二部分首問良庖、族庖及庖丁用刀之道，考生每將族庖及良丁用刀之道

合而論之，條理欠明晰；尤有甚者，竟將族庖、良庖用刀之道相混，張冠

李戴。至於庖丁用刀之道，考生多能根據課文內容應答，惟答案有詳略之

別。另有個別考生作答本問，不直言良庖、族庖及庖丁用刀之道，而縷述

三者用刀之道所喻處事之理，此乃審題不周之過。末問庖丁用刀之道在現

實生活中所比擬之處事態度，考生所舉事例不一，發揮尚佳。  
第三部分考問蔡桓公為何對扁鵲之言「不應」、「不悅」，原因有三：(1)
不認同自己有病； (2)認為扁鵲危言聳聽； (3)認為扁鵲以治病邀功。考生

大致能應題作答，然僅得其一或二端，說解亦欠周詳。理解能力薄弱者，

或以蔡桓公不悅之因，乃因扁鵲離開桓侯，不為其治病；或謂桓侯以為扁

鵲對其出言詛咒，故不悅。此皆有乖原文之意。  
第四部分考問先秦哲理散文用對話說理之優點，考生多能準確道出其中佳

處，然說理未盡完足；部分考生僅舉一端詳為解說，答案未為周遍。又個

別考生所舉文例，溢出本題所涉篇章 (如舉《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
此亦審題不清，致有所失。  
考生答題，倉猝成篇，錯別字屢見，如「藉着」之「藉」誤作「籍」，「引

導  」誤作「引渡」，「辦公室」誤作「辦工室」，「宰牛」之「宰」从宀从

辛，誤書作从宀从幸，不一而足。其尤甚者，竟至誤書題目提供之文字，如

「蔡桓公」之「桓」，誤書作「恒」，「扁鵲」之「鵲」，誤書作「鶴」等。

二  64  本題第一部分考問項羽與劉邦之性格特點，答案大致穩妥。然部分考生分

析項、劉性格，措詞未為適切，如謂項羽「用人唯親，不辨忠奸」，謂劉

邦「知人善任」、「忍辱負重」，似在描述二人之待人處事態度，而非性

格特點。個別考生所舉事例恰當，然人物性格分析則誤，如以項羽無意洩

露劉邦左司馬曹無傷告密事，而誤評項羽性格「自大」，即其一例。  
第二部分首問項莊舞劍之原因，考生多能融會課文內容作答，惟不熟習課

文者，僅得情節之梗，甚或謂項莊親見項王不忍殺劉邦，故主動提出舞

劍助興，藉於座上擊殺劉邦，而不知舞劍一事乃范增主謀者。同一問中，

又要求考生道出引文甲楚方數次挑戰之原因，部分考生未能梳理楚漢雙方

對峙之關係，致將楚方數次挑戰之原因混為一談，未能清晰交代箇中細節，

尤多略去項王持戟挑戰，叱退樓煩一事。次問項莊舞劍與楚方數次挑戰二

事，何者較為緊湊，考生多舉項莊舞劍一事作答，蓋此事屬指定課文範疇，

考生較為熟悉情節始末，且考生多未通盤理解引文甲楚方數次挑戰之脈

絡，故不敢輕言挑戰一事較為緊湊。個別考生應答此問，僅就其中一事分

析其中緊湊動人之處，而對另一事並無片言隻語及之，欠缺比較意識。  
第三部分為填表，考生大多能就《鴻門會》內容舉出《鴻門宴》相關詩句

以對。至於表中「周權對事件的評價」一欄，不少考生並無細察表中示例

之答法，只徒語譯詩句，分析流於片面。部分考生分析「玉斗聲中霸業空」

一句，所言僅亞父之嘆，而非周權之評價，有乖題旨。  
本題所見考生錯別字亦多，如「助興」誤作「助慶」、「倘若」誤作「敞

若」、「矛盾」誤作「予盾」、「故此」誤作「固此」、「鬆弛」誤作「鬆

馳」、「誅殺」誤作「諸殺」、「剛愎自用」誤作「剛腹自用」、「用人

唯才」誤作「用人為才」等。尤有甚者，抄錄原文亦見筆誤，如周權《鴻

門宴》「開闢乾坤雙白璧」句，「開闢」誤書為「開壁」，「白璧」誤書

為「白壁」、「白玉」等，足見考生書寫之輕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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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63  第一部分首問要求考生據《過故人莊》與《雙調‧夜行船‧秋思》【撥不

斷】析述二篇眼前景物相近之處。考生多熟習課文，且理解考問作品內容，

故能明確舉例加以分析。個別考生或舉不相稱句例應答，如取《過故人莊》

「邀我至田家」句或「開筵面場圃」句對應《雙調‧夜行船‧秋思》【撥

不斷】「竹籬茅舍」，以為寫景相近，強作牽合，徒勞詞費。次問要求舉

出《雙調‧夜行船‧秋思》【離亭宴煞】作者喜愛秋天之內容，考生多熟

習課文，每能援引原文加以析述，表現理想。  
第二部首問考問《過故人莊》、《月下獨酌》與《登高》三詩借酒表達之

情懷，考生對三詩內容尚能理解，大致能道出各詩作者借酒表達之情懷，

惟析述稍嫌簡略。作答本問考生所犯毛病為：(1)不明《過故人莊》「待到

重陽日，還來就菊花」之義 (如有考生誤解此二句為故人已去，飲酒忘懷往

事 )。 (2)《月下獨酌》一詩，乃詩人借與月、影共飲，抒發懷才不遇之寂

寞與孤傲，並表達及時行樂，灑脫不羈之情，惟考生僅得其一、二端，鮮

有完足之分析。(3)《登高》一詩，不少考生曲解尾聯「艱難苦恨繁霜鬢，

潦倒新停濁酒杯」之義，或言詩人借酒銷愁，或言詩人喝廉價之酒以解煩

憂，有乖詩義。次問要求考生就三詩中最為感人之一首作出分析，抒發己

見。考生發揮不一而足，表現參差，上焉者能就三詩感人之處，加以比較，

提出卓見，餘者多泛泛而論，或欠比較，表現一般。  
第三部分要求考生以《登高》一詩為例，說明七言律詩之格律特點。考生

大致明白七言律詩格律為何，然僅能舉出二至三項特點以對，鮮能全面說

明七言律詩之特點。又《登高》一詩首句押韻，四聯全對，能明言者亦寡。

考生應答本題，錯別字甚多。如「婉轉」誤作「宛轉」、「意境」誤作「意

景」、「藉酒」誤作「籍酒」、「打扰」誤作「打优」。「表达」之「达」

誤从辵从太、或誤从辵从犬，「酒酣」之「酣」，誤从酉从含，「暢聚」

之「暢」，誤从申从易。所引課文，亦屢見錯別字，如「茅舍」誤作「矛

舍」、「蕭蕭」誤作「嘯嘯」、「霜鬢」誤作「霜繽」、「新停」誤作「新

亭」等，比比皆是。  
四  65  本題整體表現理想。第一部分首問要求考生指出鄭愁予與張曉風作品中「美

麗的錯誤」之含意，考生多能切合文意作答，少數上佳答卷，能準確引文，

夾敍夾議，闡發甚佳。考生分析鄭詩「美麗的錯誤」，雖多得其要，惟未

能深入分析「錯誤」使女子由期盼至落空心情之逆轉。引述鄭詩時，亦錯

漏間出，如其中「那等在季節裏的容顏如蓮花的開落」一句，考生或寫成

「那容顏如蓮花的開落」，或寫成「春日的柳葉如蓮花的開落」，又或將

「容顏」誤書「女子」，不一而足。至於分析張文「美麗的錯誤」之論，

部分考生未有從文學作品開端之錯誤入手進行分析，僅作浮泛之談，未能

得其旨要。次問是否同意張曉風「美麗的錯誤」之觀點，部分考生未有針

對文學作品進行探析，而將論題轉向人生或個人際遇問題，此乃審題不清

之誤。  
第二部分第一分問要求考生指出聞一多《死水》如何運用「以美寫醜」之

寫作手法表達主題，考生多能援引《死水》詩句作答，並分析本詩之寫作

背景及其「以美寫醜」之寓意，答案甚為完足。第二分問要求於張文所舉

《紅樓夢》例子說明該文如何運用舉例說明之寫作手法表達主題，由於問

法較為直接，考生能明確舉例，分析亦具條理。  
第三部分問聞一多「三美」之主張，考生多掌握「三美」內容，答案大致

完整。惟部分考生文學知識較弱，未能清楚了解「三美」內涵  (如以「句

式工整」為「音樂美」，或謂「結構上有層遞」為「建築美」，而不加說

明 )  ，以致影響次問答案失準。至於《錯誤》一詩是否具備「三美」，部

分考生未能就「繪畫美」一項細加分析，僅約言全詩意境如何，內容空洞；

個別考生援引詩中短語 (如「小小的」、「寂寞的」)，謂其具「音樂美」，

而不加詮釋，失之粗疏。  
本題所見錯別字較少，如「油膩」誤作「油利」、「噁心」誤作「嘔心」、

「煉石」誤作「練石」、「工整」誤作「公整」、「鐵罐」之「罐」誤从

金从雚、「漪淪」之「漪」誤从水从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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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62  第一部分要求考生分述《碗》與《命運》兩篇小說之敍事觀點，兼言運用

此二種觀點之佳處，考生多能道出《命運》以第三人稱敍事及說明運用此

種觀點之優點，表現理想；惟對《碗》之敍事觀點分析則欠準確，或言《碗》

之結構，或分析是篇以獨白形式寫作，而對《碗》各段輪流轉換人物以第

一人稱敍事之手法一無所知。等而下之者，更不明所問，徒着墨述二篇

小說之內容，或分析其中結構，無關宏旨。部分考生雖能道出兩篇小說之

敍事觀點及其佳處，惟欠具體說明，未盡符合提問要求。  
第二部分首問《碗》主角葉蓁蓁之外表特點及從中反映葉之個性，考生多

熟習課文，故表現理想。次問以《命運》為據，要求從在家庭與事業之取

捨分析儀之形象之轉變。考生表現平穩，多能從引文舉出事例加以析述，

然個別理解能力較差之考生，誤舉其他女主角之遭遇以對，答非所問。  
第三部分着考生說明雲層與玫瑰之象徵意義，大部分考生理解「雲層」象

徵自由，分析詳明，表現理想。個別考生於分析「雲層」象徵意義時，兼

言「翅膀」之義，如云「沒有翅膀」為不受任何束縛，或云「翅膀」代表

工作，此等解說，可謂蛇足。至論「玫瑰」之象徵意義，說多紛歧 (如云象

徵家庭、愛情、追求者、瑤本人等 )，解釋多未達一間，又或云玫瑰有刺，

刺象徵生活之苦、受傷等，溢出原文之意遠甚。考生反多不懂結合「香檳」

與「玫瑰」以深究其象徵意義，可謂失策。末問考生欣賞何篇結語，考生

多選《碗》之結語，並重複說明雲層之象徵意義，乏個人見解，縱有所見，

論亦不深。至於選《命運》一篇結語者，或因理解「玫瑰」象徵意義出現

偏差，影響發揮，間有所得，亦屬泛泛之論，欠缺深度。  
本題所見錯別字，摘錄如下：「憑藉」誤作「憑籍」，「亂蓬蓬」誤作「亂

逢逢」、「空曠」誤作「空擴」、「認為」誤作「應為」、「嚮往」誤作

「響往」，又「依賴」之「賴」誤从束从頁、「襯衫」之「衫」，左旁之

「衣」誤作「示」、「象徵」之「徵」，右旁之「攴」誤作「又」等。  

 
一般評論  
 
 綜觀試卷樣本，考生表現中規中矩，其所選題目，每題所設細問，鮮有缺而不答者，足見

考生大致能應付本卷，且能妥善分配作答時間。考生平日温習頗見用心，所考題目，如涉及指

定課文，多能依據文章內容應答，上焉者更能援引原文，說解詳備。處理比較題目，考生多具

比較意識。又考生對文學知識之應用，亦見處理得宜，如第四題考問鄭愁予《錯誤》一詩是否

具備聞一多所倡新詩之「三美」，明悟「三美」之考生，闡發頗佳。至於本卷所見考生通病，

有如下述：  
 
(1)  課外文言文篇章理解能力較弱。本卷所涉課外篇章，如第一題《莊子．大宗師》(節錄 )， 考

生大多不明「坐忘」之義。又如第二題《鴻門宴》一詩，詩中對鴻門會相關事件之評價，

考生理解不深。又如第三題，考生又不悟《過故人莊》「待到重陽日，還來就菊花」之義。

考生文言文理解能力，有待提升。  
 
(2)  審題不清。如第一題要求考生就該題所涉篇章舉例說明先秦哲理散文以對話說理之佳處，

個別考生不細察問題，舉與該題無涉之篇章 (如《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 )以對，平白

失分。又如第四題考問是否同意張曉風文中「美麗的錯誤」之觀點，部分考生不從文學作

品入論，而將論題與人生或個人際遇問題相扣，偏離所問，此亦審題不清而致誤。  
 
(3)  考生答題條理尚可，然論點之分合、材料之剪裁，仍有待改善。如第一題，個別考生應答

良庖、族庖用刀之道，不懂分別析述，而混然作答，條理頗見紊亂。又如應答先秦散文以

對話說理之佳處，答案上下文理每見意複；又或提出論點後，則輕輕帶過，致論據未為深

入。又如第四題考問鄭愁予《錯誤》一詩是否具備「三美」，部分未盡明瞭「三美」之義

者，答案流於鬆散，如有考生援引《錯誤》詩中句子，謂其具備「音樂美」，卻不加說明，

予人語焉不詳之感。  
 
(4)  考生答題，倉猝成篇，錯別字屢見 (具見各題評卷分析 )。此反映考生對寫正字態度並不嚴

謹。又考生書法潦草，此或與平日多用電腦，少執筆寫字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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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平時宜廣泛閱讀課外書籍，尤多閱讀文言文，以擴充文思，加強理解能力。  
 
(2)  注意審題。閱讀時宜多加思考，遇上問題，當思如何解答。處理某一議題，宜從多角度思

量，辨別是非，真積力久，自能慎思明辨，提高審題能力。  
 
(3)  答題宜注意論點之分合，詳略得宜。處理比較問題，宜具比較意識，立論務求周延，不宜

畸輕畸重，有所偏廢。  
 
(4)  考生處理比較題目，尚有改善空間。如題目出現「較」、「最」等字眼者 (分見本卷第二

題 (b)問及第三題 (b)問 )，答案須加比較。如問題無「較」、「最」等字眼者，如第五題問

考生欣賞何篇 (《碗》或《命運》 )結語所用之象徵手法，答案可就二篇結論之象徵手法作

出比較，後下己見，或不必作出比較，直接就所欣賞之一篇分析說明亦可。  
 
(5)  考生宜多練習毛筆或硬筆書法，以端正字體。如不確定一字寫法，宜主動翻查字典，或向

老師請教。寫字態度認真，絲毫不苟，庶可減免寫錯別字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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