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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答甲组或者乙组

甲组

分析比较下面的两篇选文。
讨论其文字和主题之间的相似与差异，并评论两位作者为传达其意图所采用的手法， 

如：文章结构、声调语气、形象比喻及其他文体风格等。考生不必按思考题回答，但应利用思考
题展开比较评论。

甲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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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人生的那盏孤灯

“在最崎岖的山路上点燃知识的火把，在最寂寞的悬崖边拉起孩子们求学的小手，
十九年的清贫、坚守和操劳，沉淀为精神的沃土，让希望发芽。”这是  2009  年感动中国对
烛照深山的李桂林、陆建芬的颁奖词。

甘洛县乌史大桥乡二坪村是凉山北部峡谷绝壁上的彝寨，海拔  2800  米，进出极
为艰难，村民一年难得下绝壁一次。从汉族地区来的李桂林、陆建芬夫妻扎根这里十 
九年，把知识的种子播种在彝寨。

十九年如一日，李桂林、陆建芬夫妇教书育人，共培养了六届共  149  名学生。陆建
芬现在还是代课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才  230  元。夫妇俩第一次来到北京，连照相机也
没有。是他们，为偏远山区的教育事业撑起了一片蓝天。

看完我心中无限感慨，感慨那始终如一，坚守的十九年，感慨那指明方向、照亮人
生的那盏孤灯。在孤灯下，是孤独的身影，是奋笔疾书的写照，在孤灯下，是希望与生
存并重。一阵风随时会把灯火熄灭，但坚定的信念让孤灯继续明亮。

在物质的时代，当人们还在追求高舒适的生活时，这两位老师默默地在自己的岗位
上坚守着，给孩子搭上通向外面的阶梯，让孩子走得更远、更远。他们的行动感动了我
们每个人，感动了我们中国。

有的时候，感动让人脆弱，因为它总是触碰你内心里最软弱的地方，但更多的 
时候，感动让人坚强，因为当你看到身边还有那么多人，有尊严并善良而有质量的活着
的时候，你，也就多了更多向前走的勇气。

相信每个看了感动中国的人都会有一种真实的清洁感，就像一次精神上的沐浴，
而同时，走路的脚也更结实一分，就像是一次年度的充电，一个缺电的电池再度内心 
充实，于是，又可以支撑自己，也希望可以帮助别人。这，正是感动的一种力量…

那盏孤灯还在亮着…

佚名《小语吧网站•教师频道》2010  年（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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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组第二篇

人间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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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怀着一颗飞蛾扑火的心，
因为我总是眷恋人间的灯火。
太阳，我赞美你的光辉；
但遇到阴天落雨的日子，
白昼并不因见不到你，
而减弱它的来临！
月亮，我歌唱你的美丽；
但你圆时少，缺时多，
在无月无星或是冷雨如箭的时辰，
黑夜就吞噬了一切！

永远可亲的毕竟是人间的灯火，
我靠它打夜工，
我靠它读夜书，
我还靠它走夜路，
别小看它是一只灯笼，
还是深山中的一点微红。
人类就是靠自己智慧的光，
照亮了未来的世界！

王辛笛《现代世界诗粹》1980		年（诗歌）

	 –	 两篇选文怎样以不同的文体和相似的意象表现出一个基本相同的主题？

	 –	 两位作者怎样借助不同的观察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人生意义的感受？

	 –	 两位作者怎样通过不同的结构和描述手法深化了各自的写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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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组

分析比较下面的两篇选文。
讨论其文字和主题之间的相似与差异，并评论两位作者为传达其意图所采用的手法， 

如：文章结构、声调语气、形象比喻及其他文体风格等。考生不必按思考题回答，但应利用思考
题展开比较评论。

乙组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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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沈清丽）“学习中华文化经典，提升素质，由小孩开始”，国际
经典文化协会主席温金海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自小学习中华文化经典，将有助提
升个人素质、品德和修养。因此由该协会主办的“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举办至今一
直致力于推广“儿童读经”。由老师带领  3		至  13		岁的儿童，同台直接诵读经典，以收熏陶
之效。温金海表示，让小孩透过诵经接触中华文化，日后能收“由不认识到认识、由认识
到认同、由认同到支持、由支持到参与传承中华文化”之效。

温金海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经典诵读大会”搭建了一个平台，向本港学校、社会
团体推介“儿童读经”。让  3  岁至  13  岁的小朋友在老师带领下同台齐诵《礼运大同篇》、
《大学》、《老子》、《弟子规》等中华文化经典，接触到古代圣贤的智慧，在培养个
人品德之外，也能为负起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

国际经典文化协会于  2004  年  3		月  1		日成立，是一间非牟利民间社团，以弘扬、
传承、发展中西文化经典为宗旨。由协会主办的“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同年  7		月
在香港首次举办。之后于  05		年和  06		年分别在北京和台湾举办。温金海表示，在北京举
办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亲自指导，更破格于八达岭举行“长城千人经典
诵读”，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

今年大会已经踏入了第  4		届，并再次移师香港举办。温金海说，首届在香港举
办时，只有  2		间学校、1		千名学生参与。今年预计将有  20		间学校，达  1		万名学生同台
诵经，无论规模和效果都将超越首届。不过，温金海续指，当“经典诵读大会”完成了它
的历史使命后将会停办。“我估计这需要花上  25		至  30		年。这需要等到这些小朋友长大成
人了，由他们延续这个历史使命，负起传承中华文化经典，教导他们的下一代”。

世界健康素食文化推广协会会长温雪珍表示，“童年经历日军侵华，令自己失去幼
儿期的求学机会。但幸好家父每天在晚饭后，便教导家母与我一起诵读经典。家父并
常言古人有明训，不读《四书》会有四输。他说，不读《四书》，便会出口无章、处世 
无方、仪表不庄、生命无光”。

温雪珍续说，古人圣贤的思想蕴藏着很多宝贵的知识，值得大家学习和传承。相信
从小修读古代圣贤之书的小孩，长大后是不容易学坏，因这是孩子扎根的问题。

沈清丽《香港文汇报》2007  年（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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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组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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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书系》序（节选）

中华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延续力强劲，是世界上罕见的在长达数千年间不曾
中断过的文化系统。以学术而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 
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学，此伏彼起，相承不辍；以文学而论，由诗经、楚辞、诸子
散文发其端，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续其绪，高峰迭现，波澜
壮阔；中国还是史学发达的国度，准确的历史纪年和系统的人文记述已连绵三千余年；
中国在  14		世纪以前的一千年间保持着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技水平，曾为人类贡献了指
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瓷器等重大发明，其医学、药学和武术，直到今天仍
然富于旺盛活力；中国还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度，早在一千多年前便确立了通过考试而
不是依赖身份等级任命官员的文官制度。凡此种种，使中国成为一个风姿卓异的“声明文
物之邦”。

中华文化曾取得多方面成就，并在长达十几个世纪间走在世界前列。然而，中华文
化存在的局限性又障碍着她实现近代转型，自  16		、17		世纪以来，随着欧洲近代文化的
崛起，中华文化的领先地位逐渐丧失；到  19		世纪中叶，昔日“雄踞万邦”的中国因其落后
而被动挨打。但中国人并没有沉沦，饱经沧桑的中华文化也没有丧失生机，而在百余年
间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中赢得“凤凰涅槃”式的新生。今天，当中国人再次把握住历史的主
动权，开创现代文明的宏图伟业之际，正依凭着中华文化提供的坚实而深厚的前进基地。 
人们要想了解现代中国诸事万象的奥秘，要想展望未来中国将给人类谱写怎样的华章，
都必须回顾古老而又常青的中华文化，体味她那“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

冯天瑜《中华文化书系•浩博典籍》1993  年（序言）

	 –	 两篇选文采用了什么样的不同形式和风格来揭示中华文化的渊源和内涵？

	 –	 两位作者怎样利用不同的文章结构和语言特色向读者阐明道理和传达信息？

	 –	 两位作者分别使用了哪些不同的语气和词句来连接文化传统和现实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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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答甲組或者乙組

甲組

分析比較下面的兩篇選文。
討論其文字和主題之間的相似與差異，並評論兩位作者為傳達其意圖所採用的手法， 

如：文章結構、聲調語氣、形象比喻及其他文體風格等。考生不必按思考題回答，但應利用思考
題展開比較評論。

甲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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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照亮人生的那盞孤燈

“在最崎嶇的山路上點燃知識的火把，在最寂寞的懸崖邊拉起孩子們求學的小手，
十九年的清貧、堅守和操勞，沉澱為精神的沃土，讓希望發芽。”這是  2009  年感動中國對
燭照深山的李桂林、陸建芬的頒獎詞。

甘洛縣烏史大橋鄉二坪村是涼山北部峽谷絕壁上的彝寨，海拔  2800  米，進出極
為艱難，村民一年難得下絕壁一次。從漢族地區來的李桂林、陸建芬夫妻扎根這裡十 
九年，把知識的種子播種在彝寨。

十九年如一日，李桂林、陸建芬夫婦教書育人，共培養了六屆共  149  名學生。陸建
芬現在還是代課老師，一個月的工資才  230  元。夫婦倆第一次來到北京，連照相機也
沒有。是他們，為偏遠山區的教育事業撐起了一片藍天。

看完我心中無限感慨，感慨那始終如一，堅守的十九年，感慨那指明方向、照亮人
生的那盞孤燈。在孤燈下，是孤獨的身影，是奮筆疾書的寫照，在孤燈下，是希望與生
存並重。一陣風隨時會把燈火熄滅，但堅定的信念讓孤燈繼續明亮。

在物質的時代，當人們還在追求高舒適的生活時，這兩位老師默默地在自己的崗位
上堅守著，給孩子搭上通向外面的階梯，讓孩子走得更遠、更遠。他們的行動感動了我
們每個人，感動了我們中國。

有的時候，感動讓人脆弱，因為它總是觸碰你內心里最軟弱的地方，但更多的 
時候，感動讓人堅強，因為當你看到身邊還有那麼多人，有尊嚴並善良而有質量的活著
的時候，你，也就多了更多向前走的勇氣。

相信每個看了感動中國的人都會有一種真實的清潔感，就像一次精神上的沐浴，
而同時，走路的腳也更結實一分，就像是一次年度的充電，一個缺電的電池再度內心 
充實，於是，又可以支撐自己，也希望可以幫助別人。這，正是感動的一種力量…

那盞孤燈還在亮著…

佚名《小語吧網站•教師頻道》2010  年（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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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組第二篇

人間的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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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遠懷著一顆飛蛾撲火的心，
因為我總是眷戀人間的燈火。
太陽，我讚美你的光輝；
但遇到陰天落雨的日子，
白晝並不因見不到你，
而減弱它的來臨！
月亮，我歌唱你的美麗；
但你圓時少，缺時多，
在無月無星或是冷雨如箭的時辰，
黑夜就吞噬了一切！

永遠可親的畢竟是人間的燈火，
我靠它打夜工，
我靠它讀夜書，
我還靠它走夜路，
別小看它是一隻燈籠，
還是深山中的一點微紅。
人類就是靠自己智慧的光，
照亮了未來的世界

王辛笛《現代世界詩粹》1980		年（詩歌）

	 –	 兩篇選文怎樣以不同的文體和相似的意象表現出一個基本相同的主題？

	 –	 兩位作者怎樣借助不同的觀察方式來表達自己對人生意義的感受？

	 –	 兩位作者怎樣通過不同的結構和描述手法深化了各自的寫作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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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

分析比較下面的兩篇選文。
討論其文字和主題之間的相似與差異，並評論兩位作者為傳達其意圖所採用的手法， 

如：文章結構、聲調語氣、形象比喻及其他文體風格等。考生不必按思考題回答，但應利用思考
題展開比較評論。

乙組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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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　沈清麗）“學習中華文化經典，提升素質，由小孩開始”，國際
經典文化協會主席溫金海指出，中國文化源遠流長，自小學習中華文化經典，將有助提
升個人素質、品德和修養。因此由該協會主辦的“全球中華文化經典誦讀大會”舉辦至今一
直致力於推廣“兒童讀經”。由老師帶領  3		至  13		歲的兒童，同台直接誦讀經典，以收熏陶
之效。溫金海表示，讓小孩透過誦經接觸中華文化，日後能收“由不認識到認識、由認識
到認同、由認同到支持、由支持到參與傳承中華文化”之效。

溫金海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經典誦讀大會”搭建了一個平台，向本港學校、社會
團體推介“兒童讀經”。讓  3  歲至  13  歲的小朋友在老師帶領下同台齊誦《禮運大同篇》、
《大學》、《老子》、《弟子規》等中華文化經典，接觸到古代聖賢的智慧，在培養個
人品德之外，也能為負起傳承中華文化的責任。

國際經典文化協會於  2004		年  3  月  1  日成立，是一間非牟利民間社團，以弘揚、
傳承、發展中西文化經典為宗旨。由協會主辦的“全球中華文化經典誦讀大會”同年  7  月
在香港首次舉辦。之後於  05  年和  06  年分別在北京和台灣舉辦。溫金海表示，在北京舉
辦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魯麗親自指導，更破格於八達嶺舉行“長城千人經典
誦讀”，在國內外產生巨大影響。

今年大會已經踏入了第  4  屆，並再次移師香港舉辦。溫金海說，首屆在香港舉
辦時，只有		2		間學校、1  千名學生參與。今年預計將有  20		間學校，達  1  萬名學生同台
誦經，無論規模和效果都將超越首屆。不過，溫金海續指，當“經典誦讀大會”完成了它
的歷史使命後將會停辦。“我估計這需要花上  25  至  30  年。這需要等到這些小朋友長大成
人了，由他們延續這個歷史使命，負起傳承中華文化經典，教導他們的下一代”。

世界健康素食文化推廣協會會長溫雪珍表示，“童年經歷日軍侵華，令自己失去幼
兒期的求學機會。但幸好家父每天在晚飯後，便教導家母與我一起誦讀經典。家父並
常言古人有明訓，不讀《四書》會有四輸。他說，不讀《四書》，便會出口無章、處世 
無方、儀表不莊、生命無光”。

溫雪珍續說，古人聖賢的思想蘊藏著很多寶貴的知識，值得大家學習和傳承。相信
從小修讀古代聖賢之書的小孩，長大後是不容易學壞，因這是孩子紮根的問題。

沈清麗《香港文匯報》2007	 年（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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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書系》序（節選）

中華文化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延續力強勁，是世界上罕見的在長達數千年間不曾
中斷過的文化系統。以學術而論，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 
理學、清代朴學、近代新學，此伏彼起，相承不輟；以文學而論，由詩經、楚辭、諸子
散文發其端，漢賦、魏晉詩文、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續其緒，高峰迭現，波瀾
壯闊；中國還是史學發達的國度，準確的歷史紀年和系統的人文記述已連綿三千餘年；
中國在  14  世紀以前的一千年間保持著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技水平，曾為人類貢獻了指
南針、造紙術、火藥、活字印刷、瓷器等重大發明，其醫學、藥學和武術，直到今天仍
然富於旺盛活力；中國還是一個重視教育的國度，早在一千多年前便確立了通過考試而
不是依賴身份等級任命官員的文官制度。凡此種種，使中國成為一個風姿卓異的“聲明文
物之邦”。

中華文化曾取得多方面成就，並在長達十幾個世紀間走在世界前列。然而，中華文
化存在的局限性又障礙著她實現近代轉型，自  16		、17		世紀以來，隨著歐洲近代文化的
崛起，中華文化的領先地位逐漸喪失；到  19		世紀中葉，昔日“雄踞萬邦”的中國因其落後
而被動挨打。但中國人並沒有沈淪，飽經滄桑的中華文化也沒有喪失生機，而在百餘年
間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中贏得“鳳凰湼槃”式的新生。今天，當中國人再次把握住歷史的主
動權，開創現代文明的宏圖偉業之際，正依憑著中華文化提供的堅實而深厚的前進 
基地。人們要想了解現代中國諸事萬象的奧秘，要想展望未來中國將給人類譜寫怎樣的
華章，都必須回顧古老而又常青的中華文化，體味她那“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

馮天瑜《中華文化書系•浩博典籍》1993  年（序言）

	 –	 兩篇選文采用了什麼樣的不同形式和風格來揭示中華文化的淵源和內涵？

	 –	 兩位作者怎樣利用不同的文章結構和語言特色向讀者闡明道理和傳達信息？

	 –	 兩位作者分別使用了哪些不同的語氣和詞句來連接文化傳統和現實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