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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學 

中二級 上學期考試（2020-2021） 

中國語文科 

試卷一 閱讀能力 

（一小時十五分鐘） 

 

日期：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姓名：                      

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上午九時四十五分          班別：        班號：        

 

閱讀能力考材 

考生須知： 

（一）「閱讀能力考材」乃乙部閱讀理解設問的依據，共有文章兩篇。 

 

（二）為便於設題，「閱讀能力考材」文章曾經刪改。 

 

（三）考試結束後，請交回「閱讀能力考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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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讀本問題。（25 分）（詳見答題紙） 

乙、閱讀理解。（55 分） 

 

第一篇（29 分） 

1  屋村的小花徑，有幾處被踩得裂開的水泥缺口，幾天不見，竟然長出了幾株不知名的小草。 

2  開始是裂縫裏冒出幾點嫩綠，幾經朝露滋潤，嫩綠又漸漸蔓延開去，抽出幾片尖瘦瘦的小 

葉，一場春雨過後，小葉便喜孜孜地從裂縫中伸出頭來，搖搖晃晃地窺視這萬花繚亂的塵世 

了。 

3  想來，這小草的成長過程是十分淒涼的，它生於卑賤，從來不為人們所喜愛。「朔風野 

大〔1〕，荒草迷離〔2〕。」莽莽原野中，小草隨風飄零，無以為寄。如今，有幾顆草籽，隨風

落定，悄悄來到這裂縫棲身，在這狹小的天地裏，開始它新的生命旅程。就如同宇宙間一切卑

賤者，小草對自己的命運是多麼難於掌握。司空曙的「寒禽與衰草，處處伴愁顏〔3〕」，我想

就是為小草而哀吟的。 

4  不需要人們的施捨灌溉，也不擇環境的優劣，只靠自身頑強的生命力，小草終於漸漸地長 

大起來了。墨綠肥嫩的葉子，擠滿了水泥裂口，猶似一團墨汁，向花徑溢開去。最是無情的是

匆匆腳步，從來都是不會憐惜小草的，小草總是被踩得一片凌亂。夜裏經過一陣和風撫慰，明

朝小草又掛着一身露珠，直起身來，迎着清風笑傲。 

5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日，我再次路過花徑，卻驟然發現，那裂縫中的小草，已被花匠拔除去 

了。據說，它有兩大罪狀，一是平庸的小草，居然也開出幾朵蒼白的小花，和園中的大名鼎鼎

的芍藥、玫瑰相挑逗，有傷大雅；再就是因為小草太野、太賤，如此異類如不及早拔掉，待它

扎下根來，日後就難於清除。見着那一株株被拔起棄置在水泥花徑上的小草，我心中不免泛起

了幾分傷感，因為兒時我就最愛草，常常騎着牛兒尋覓芳草去。每當我來到山坡，放開了牛兒，

便躺在綠茵茵的草地上，看藍天，看白雲，編織着一個個童稚的夢。如今，年歲增長，思緒紛

繁，每去郊遊，面對綠色原野，又不禁觸景傷懷：那滿山遍野的草，不也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

麼？那數不清的荒塚前，可能不見一朵小花、一隻黃鸝、一位面蒙黑紗嗚咽暗泣的女人，但壘

壘土堆之上，小草卻把你團團圍住，告訴你外面的豔陽春暖，或是肅殺金秋，世世代代，與你

相依相偎，相廝守。芍藥、玫瑰因除了異草，而顯得更驕矜、更高貴了，但我無心眷戀，我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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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還是小草。 

6  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那個水泥花徑裂縫，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又倏地溢出了一線淡 

淡的淺綠，不幾日，淺綠中又抽出了一株株墨綠綠的小草。不知是否因為幾經波折的緣故，小

草像憋了一肚子氣似的，更猛更快地向上冒升發展了。不久，裂縫裏，又填滿了一堆綠。 

7  來到裂縫口的小草前，我不由得放慢了腳步。心想：炎涼的人世中，卑賤者的遭遇，又何 

嘗不似小草一樣的坎坷？但我羨慕小草的倔強，羨慕它的掙扎成長。  

夏馬《小草》 

【註釋】 

〔1〕 朔風野大：出自袁枚《祭妹文》，意思是：寒冷的北風吹得很猛烈。 

〔2〕 荒草迷離：出自清代詩人丘逢甲的一首七言絕句，原句是「荒草迷離古徑深」，意思

是：茂盛的野草和幽深的古徑令人看不清前路。 

〔3〕 「寒禽與衰草，處處伴愁顏」：出自唐代詩人司空曙《賊平後送人北歸》一詩，此詩

寫於安史之亂平息之後，表達作者對國家殘破的悲痛之情。詩句的意思是：曠野裏的

飛禽與枯黃的野草，將處處伴隨着你的悲苦愁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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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6 分） 

    嘉慶十九年，淮南州縣旱飢。含山濱江之鄉，有銅城閘鎮者，歲比有秋〔1〕，鄰縣飢民

扶老襁幼就食者數千人。鄉人大驚，為闔戶罷市，自門隙瞷〔2〕之。眾無所得食，益洶洶。

處士過實圃先生恐有變，集里中好善者，富出財，貧輸力，自倡巨貲〔3〕，綢繆經紀〔4〕，

張席隙地以居之；老嬴婦孺，計口賦食；傭其壯者於四鄉農戶，俾〔5〕自食其力。由是四方

至者，皆知有過善人云。 

    嗟夫！方飢甿甿〔6〕索食洶洶，人以引避為智，相率閉拒，則彼計無復之，勢將剽奪，

一鄉被其患，而過氏無獨全之理。先生挺然以一身肩其任，弭變之智，與卹難〔7〕之仁兼至，

究亦無損於其家。故知存計較得失之心者，公與私兩失；去計較得失之心者，公與私兩得。通

是義也，雖任天下事可也。 

薛福成《書過善人事》（節錄） 

 

【註釋】 

〔1〕 歲比有秋：指銅城閘鎮連年有所收成。 

〔2〕 隙瞷：窺視。 

〔3〕 貲：財貨。 

〔4〕 綢繆經紀：籌劃、管理。 

〔5〕 俾：使，讓。 

〔6〕 甿甿：農民。 

〔7〕 卹難：卹，同「恤」。指賑救災難。 

 

丙、附加題。（5 分）（詳見答題紙） 

 

【閱讀考材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