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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學 

中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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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一月八日                   姓名：                         

時間：上午十時二十分至上午十一時三十五分                 班別：         班號：      

 

 

閱讀能力考材 

 

 

考生須知 

(一)「閱讀能力考材」乃本試卷設問依據。 

(二) 為便於設題，「閱讀能力考材」文章或曾經刪改。 

(三) 考試結束後，必須交回「閱讀能力考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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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1       凡少小離家的人，都有一份永遠也化不開的濃濃的鄉情。故鄉的那棵掛着一叢叢嫩綠榆錢

兒的大榆樹，那片成羣鵝鴨浮游歡叫的清水塘，那個與小夥伴兒捉迷藏的打穀場，那條夏日

裏去游泳、摸魚的彎彎曲曲的小河，都構成了人們一個個最美麗的夢境。 

2     古詩云：「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許多動物都有一種對自己出生地的深深依戀，

差不多已經構成了一種本能。人作為具有思想感情的高等動物，賦予這種本能以更多的社會

性，將其提升為對故鄉這塊熱土的深切執着的愛。一個人喝着家鄉的水，吃着家鄉的五穀雜

糧，在鄉親們的眼皮底下一點點長大；在家鄉的小學校裏認第一個字，讀第一本書；從家鄉

的田林山水開始，逐漸認識和走進這個神秘而廣袤的世界。於是，對故鄉的愛，就在這一過

程中很自然地滋生於每個人的心靈深處，有着任何其他情感所難以比擬的深厚根基。 

3     鄉情總是離不開童年的回憶。童年時的所見所聞和遇到刺激，在一個人大腦皮層中形成

最初的溝回，打下最深的烙印。天地間走來一個小小的我，沒有功利的權衡，不需要禮儀的

拘謹，高興就笑、就跳，不高興就哭、就鬧，何等自然純真，灑脫無羈，世界萬物都散發出

天真爛漫的氣息，使童年的歲月宛如一首無盡延伸的詩。人過中年，再也找不回兒時對陌生

世界的那種新奇感，找不回那種全神貫注和真誠純潔的目光。因此，人們懷念故鄉，在一定

意義上也是對自己純真無邪的童年的懷戀，是企圖追回生命中失落的那一段無比珍貴的時光。 

4    「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對於流寓他鄉的遊子，一句鄉音就足以令他熱淚

盈眶，心起波瀾。對故鄉的愛，是「綠葉對根的情意」，是對生命春天的珍惜，是一個人最

真誠熾熱的感情。其實，甚麼叫祖國？就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的放大，就是自己生命系

列的源頭。海外華僑以及外籍華人，都是「中國老鄉」，他們對祖國的刻骨銘心、永無停歇

的摯愛，就是鄉情的凝聚與昇華。 

5       儘管遠在異國天涯，遊子們都有一種回故鄉探訪的永恆衝動，嚮往着「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未改鬢毛衰」的難得體驗。但是，如果經過苦心籌劃，有一天你真的回到闊別已久魂牽

夢繞的故鄉，在夙願得償、感歎唏噓之餘，也一定會有一種很強烈的陌生感和失落感：再也

找不到那熟悉的小路、熟悉的楊樹林，小河也不再那樣寬闊、那樣富有生氣。其實是一切中

年之後回鄉的人都會產生的一種典型心境。這不僅僅是因為白雲蒼狗、世事滄桑，還由於當

年的小孩已長成大人，衡量外部世界的尺度不同、心境也變了。因此，故鄉只能停留在回憶

中，駐守在夢境裏，在現實生活中將永難尋覓。 

6     鄉情是一杯釅釅的茶、醇醇的酒。如果經常地品一品，就會在眼前時時閃現家鄉父老殷

切的目光，就會保持更多的質樸與真誠，就會保留一份永恆的平民情結和赤子之心。 

陳德才《鄉情》 

註釋： 

 溝回：人腦表面布滿腦溝，溝與溝之間細長的部分稱為大腦溝回。 

 釅釅的：形容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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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段落    

1   父親給我起的名字不算新穎。翻開香港的電話簿，我可以找到許多「黃國甲」、「黃國乙」、

「黃國丙」、「黃國丁」……客觀說來，「國」字應該歸入凡響之列。不過小名中的「彬」字，

我是不敢小覷的，因為這區區的一「木」一「杉」，承載着父親的厚望。 

2   小時候，父親常常向我解釋這一「木」一「杉」的含義：「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後來讀了《論語》，知道父親的深意出自《雍也》章，乃覺任重道

遠，心理上有不勝負荷之感。因為要成為文質彬彬的君子，必須熟讀古聖賢的三墳五典。 

3   父親雖然以「彬」字寄意，可是他的行動，卻與主觀願望背道而馳。我是否鍾情典墳，

是否以三代兩漢的聖賢為師，父親一向採黃老態度。父親最關心的，倒是我的體育。 

4   我在香港出生，和父親住在香港島的上環。當時的港島西邊，有一個金鐘泳棚，父親喜

歡到那裏游泳，也常常帶了我一起去，我很快就打下了良好的泳術基礎。進了中學，發覺入

水後遠勝同窗。於是展開了泳賽生涯，在中學和大學都奪得了不少金牌，也滿足了少年人的

虛榮心。日後我喜歡回味學校生活，也因為游泳給我的青春歲月增添了不少姿彩。 

5   父親酷愛太極拳；雖然不是高手，卻數十年如一日，每天下水游泳前，一定先在游泳棚

裏打一個鐘頭的太極拳。他認為武術對身體有益，於是叫我習武。他的一位好朋友是太極高

手，於是叫我跟這位叔叔學太極。父親的意思是要我先學太極拳，然後再學太極劍。可惜我

缺乏耐性，跟這位叔叔上了一兩課之後，就沒有學下去。 

6   父親見我學不成太極，再叫我跟一位伯伯學鷹爪。鷹爪是外家武功，出招凌厲，是應該

適合我這個急性子霹靂火的，可是我上了幾堂鷹爪後，也因為缺乏耐性，沒有繼續學下去。 

7 我對太極拳和鷹爪沒有興趣，除了因為缺乏耐性外，還因為我的少年之心早有所屬。自

初中開始，我就喜歡看 007 的間諜片。超級間諜 007，香港人稱為「鐵金剛」、「占士邦」。看

007 的影片時，我最嚮往主角的柔道和空手道。看見一個個的壞蛋在朔恩康納利（Sean 

Connery）的甩擲和拳風、腳風下敗陣，我佩服得口目俱張，覺得柔道和空手道才是男子漢該

學的武功。我對 007 崇拜之心一生，馬上不假思索地到柔道館和空手道館去拜師。 

8   柔道和空手道這兩種武功，不比太極拳和鷹爪，學習起來危險得多。學柔道時，我隨時

會被對手高舉到空中向地下猛擲。學空手道更可怕：空手道重實用，強調實際的搏鬥訓練。

因此學空手道的人必須參加自由搏擊，練習攻守的技巧；而自由搏擊和真正打架根本沒有多

大的分別，身體的任何部位都有被對手拳打腳踢的可能。在空手道的武館裏，所有的手掌和

腳掌都是利刀；在刀林中活動穿插，身體受傷是常態，不受傷是千中無一 ── 甚至萬中無

一 ── 的殊態。 

9 父親知道我進了東洋武館拜師，不但不加責備，反而覺得孺子可教。身體髮膚，受諸父

母，按理是不應該毀傷的。但既然授我髮膚的人不加阻止，血氣方剛、而又有資格當亡命之

徒的我，自然放十二分的心，盡情去毀髮傷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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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在柔道館和空手道館出入了一段時間，得到了不少好處。比如說，日後我到加拿大的

雪地冰天裏生活，碰到積雪凝冰，路面滑如玻璃，好幾次失足都沒有滑倒；即使一時不慎，

敗在大地手中，也沒有跌個仰面朝天而受傷。我能夠這樣行走於北美的江湖，完全因為我學

過柔道和空手道，有頗紥實的馬步；即使心不在焉而失足，也能在千鈞一髮間平衡身體，來

一個鯉魚打艇，若無其事地繼續履險如夷。 

11   父親去世已有八年。八年來，我的武功已經荒疏，水中的速度也隨着飛逝的日月遞減。

不過在加拿大的雪地上獨行，或在泳池裏來回浮游時，我常會懷着感激之情，想起父親在庭

外給我的武訓。沒有父親的武訓，我早已在現代教育的重壓下，變成手無縛雞之力的書呆子

了。 

黃國彬《武訓》（節錄） 

 

註釋： 

 三墳五典：傳說中上古時代的書籍。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

辛、唐、虞五帝之書，謂之《五典》。三墳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書，泛指經典

的古籍及文獻。 

 朔恩康納利：美國影星，是 007 電影的主角。 

 

 

 

第三篇 

1      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

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

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

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衞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

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衞者，信也。」 

2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事、信義。

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逾，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逾；信義，則近親勸

勉而遠者歸之矣。」 

 

《韓非子．晉文公攻原》 

 

注釋： 

 原：原邑，春秋時城邑。周襄王賜原邑給晉文公，原人不服，所以晉文公攻原。 

 裹：攜帶。 

 金：鐘。 

 衞：衞國，春秋時諸侯國。 

 箕鄭：晉國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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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考材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