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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學 
中五級  上學期考試  (2020-2021) 

中國語文科 
試卷一 閱讀能力 
(一小時三十分鐘) 

 
 
 

日期： 二零二一年一月四日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 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上午十時正                      班別：________ 班號：________ 

 
 
 
 

閱讀能力考材 

考生須知： 

（一）「閱讀能力考材」乃本卷乙部考題的設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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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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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板上，強力磁鐵吸附着爸的書跡，我站在前頭，一筆一畫一撇一捺細細為他的學生

分析講解着。這些長年跟着爸習字的學生，有的身上仍穿着工廠的藍制服，趕忙扒幾口飯

就跑來；也有臉龐佈滿褐色斑點，握起筆手會微微顫抖的老者，架起老花眼鏡，寫起字來，

凝神運氣，像在練功；還有頭髮吹燙得精神抖擻，甘心捨棄八點檔連續劇的太太媽媽，起

先她們是押解着孩子來學的，後來孩子總是課忙，她們卻寫得興味盎然，爸生前曾說，她

們都已經可以組成婦女書法公會，於年慶時寫些春聯義賣了。 

 

爸說話總是豪氣爽朗，在我看來簡直是愛的謊言，明明寫得不怎麼樣，到了他口裏全

成了潛力十足的作品。家裏姊妹數人，沒人因他這樣充滿教育理念的鼓勵而積極練字，惟

獨我在小學時，想跟同學一樣去國語老師家補習書法而曾認真學過字樣。他對我主動想習

字，樂得立即從褲袋裏掏出鈔票。有時與客人泡茶閒聊，他最愛展示我們姊妹幾人學生時

代的書法練習簿，品論評點，說小妹寫得最好，肖神肖形，彷彿我隨意寫一個字畫一張圖

背一首詩，都特別能讓他感到光榮與喜悅。 

 

難道他早把深厚的期望寄託在我這小女兒身上了嗎？不止一次，他對學生講：小妹理

論夠，知識飽足，哪天叫她給大夥兒上堂課，也好讓人知曉咱大里杙出了師範女狀元。

是不是每個父母都希望在孩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是否也像別人的父親一樣，期望着

孩子甚麼呢？兒女為了追求前途自顧不暇，是否也曾讓他心底泛起無以為繼的喟歎？我到

成年後好久，才從爸的朋友學生口中聽說他在大里杙人文風景中的地位。像是此刻，台下

一雙雙眼睛專注凝視着爸的書跡作品，我總算深刻感受到身為女兒的驕傲與慚愧。 

 

在我的印象中，爸總是直挺挺端坐着，案上一大落舊報紙，輕鬆揮灑寫過一張又一張。

家裏的舊報不夠寫，便跟一個到處拾紙的老伯買，密密麻麻寫滿後，一大疊整齊綑好親自

送去老伯家裏，順道再買回一落舊報。有時我也會趴近觀看，不過是順道瞧一瞧報上是否

有心愛明星的照片，要是發現偶像的臉竟被墨汁掃黑了，總要氣虎虎嬌蠻一陣。於是，父

親在臨案揮毫之餘，竟也開始幫女兒蒐集偶像圖片……是這樣子的啊，再怎麼鮮亮可愛的

明星，也經不住時光的淘洗，在紙色發黃彩墨暈褪中，散失了偶像的光環。我翻檢撫視這

些過氣已久的面容時，想起爸隨心恣意寫字的樣子。我從來無暇也無心細細欣賞的爸的字

樣，怕是再也無處追索了。這厚厚幾大本的偶像剪貼冊卻成為父女兩人在生命長河中足以

相互指認的印記，也是爸持續不輟苦練勤寫的另一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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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爸早已驗證過這精神氣質與他十分相契的女兒將如何走進他書畫世界的未來。

誰會知道，撲天蓋地席捲而來的升學浪潮，讓我們在時間的藩籬裏失散。關於爸，我記住

的事那麼少；不忍想起的，卻又那麼多。高中時便離家，我無暇與誰細說匆忙日子裏的生

命起伏，也不曾理會過爸學生口中輾轉傳來的殷盼、呼喚。甚至不知道在這些岔出軌道的

時光裏，究竟錯失過甚麼？這麼長一段歲月裏，爸心中肯定會有的失落。 

 

有些記憶並未失落，我仍記得，爸大大的手掌包覆着我執筆的手，耐心教導我的樣子。

我愛玩墨，愛塗塗抹抹鬼畫符，卻排斥規矩寫字。爸提起毛筆一遍遍為我示範這麻煩的作

業 ── 寫名字。我偏着頭，賭着氣，說好說歹就是不領情。非得要半哄半騙威逼利誘，

才勉強一邊抽抽噎噎吸鼻涕，一邊畫線為字。千辛萬苦寫成一個歪歪斜斜的「賴」字，看

着另外兩個筆畫更複雜的字，不耐煩的眼淚再度噴湧而出，「為甚麼我一生出來就給我出

這麼難的功課呢？」我把毛筆丟在地上，摔門進房哭到睡着了。 

 

而我這最受疼最受寵的女兒，又理解爸多少呢？他領學生們到大陸拓碑，出發不久，

家中生變，阿嬤急病住院驟然去世了。冷凍在棺裏的阿嬤，臉上現出薄霜，棺上的視窗玻

璃卻是起霧發汗的。明黃的喪帳布幔翻翻飛飛，爸立在後頭的大桌旁，揮毫書寫告別式所

需的所有輓聯。豆大的汗珠落雨般滴在漿得硬挺的白布上，未能及時見阿嬤最後一面，他

究竟是以如何堅毅的心情，膽顫且小心翼翼懸提着手腕，寫下這些情辭哀切的字句呢？我

記得他鬍渣滿腮眼窩深陷，一夕蒼老的樣子。可是又能為他分擔些甚麼？我這深受阿嬤與

爸讚譽寵愛的書畫天才，在這樣亟需挺身而出的時刻，終不免羞悔自己只是小時了了。 

 

從沒想過，在爸面前再度執筆，竟是這種景況。爸離開了，我終於提起閒置了好久的

毛筆。我琢磨了好久卻遲遲無法竟書。那些學院裏的所有陶冶學養，在這一刻全派不上用

場，我該怎麼把對爸細細密密的幽微情感，以那麼形式那麼場面的方式，一次說清呢？我

多想像當年一樣，賭氣甩下筆不顧身後怔忡的爸。可是畢竟不能。他已為我吹噓太多，也

或許在他心中口中，我是他畢生作品中最得意的一件。我這個中文系的，讀師範的女兒，

如何能不為了大里杙最重要的書畫家，拚搏出最完美的字樣？我想起面對白布沉默書寫的

爸蔓生鬍渣疙瘩的側臉，這些年過去，我終是連這樣下筆維艱又急又悔的時刻，都企圖找

爸解圍，翻抄他的聯語字樣，臨摹了事。姊妹守靈時勤摺紙錢蓮花，獨我夜夜賓客盡去時，

於爸靈前苦練書法。這是他的用意嗎？知道好強的女兒用盡了力也不願丟他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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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此刻，那麼全副武裝地面對他留給我的學生一樣。「這幅字，墨跡的洗練流暢，

有點像智永千字文裏的藝術感，墨色及筆鋒變化多端……」父親還留給我他全部的正式

書跡，要我好好琢磨。帶着難說的救贖心理，我開始整理出學院的知識理論，為爸的學生

上課。先是滔滔不絕引經據典，隨意說解爸的書跡，再是影印發給爸的徒子徒孫臨摹追思。

看似派頭十足，實則心虛。但當我如今複製着爸臨帖揮毫，與學生上課下課行禮如儀的影

像，才恍然體悟，爸留給我臨摹的，不只是字樣而已，應該還有那股單純的愛，對書墨，

對家人。 

 

賴鈺婷《臨摹我父》（節錄） 

（為方便設題，部分文字曾作修改） 

【註釋】 

 大里杙：台灣台中市大里區的舊稱。 

 拓碑：把碑刻、金石文物上的文字印下來。 

 智永千字文：著名草書作品。 

 
 
 

第二篇 

段落 

(1) 

 

 

 

(2) 

 

 

    某不幸，少孤。先人為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生四歲，而先人捐館。某為兒童

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家時，極貧，汝父為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不計 

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賓客， 

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匹，畫為《七賢圖》六幅，此七君子，吾所愛也。」 

 

    比某十許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於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

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闇。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命工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

不忘先世之清風；又以見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 

 

歐陽修《七賢畫序》（節錄） 

【註釋】 

 綿州：地名，位於今四川綿陽。 

 故闇：指圖畫變得陳舊，色彩暗淡。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