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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KIEN SECONDARY SCHOOL 

中六畢業試 (2021-2022) 

中國語文科 

試卷一  閱讀能力 

(一小時三十分鐘) 

 

日期：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日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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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答題簿 

考生須知： 

（一）本試卷分甲、乙兩部分。甲部根據「指定閱讀篇章」設問，佔全卷 30%；  

      乙部根據另行派發的「閱讀能力考材」設問，佔全卷 70%。 

（二）全部問題均須作答，考生必須根據有關文章回答問題。 

（三）各題答案必須寫在本試題答題簿指定位置，寫於邊界以外的答案，將不予評閱。 

   漏答或錯答者，該題得 0 分。 

（四）作答選擇題時，請選出正確答案，然後塗滿與答案相應的圓圈； 

   除特別指明外，每題限選一個答案，多選者 0 分。 

（五）本卷文字題宜用原子筆作答。為便於修正答案，多項選擇題宜用鉛筆作答。 

 

分部 分數 

 甲部：指定閱讀篇章 / 30  

 乙部：閱讀能力考材 

/ 70  
第一篇 / 30  

第二篇 / 20  

第三篇 / 20  

 

總分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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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指定閱讀篇章（30%） 

 

1 試解釋以下文句中的粗體字，並把答案寫在橫線上。（3 分） 

(i)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登樓》 聊：                  

(ii) 其曲中規。《勸學》 中：                  

(iii) 山居秋暝。《山居秋暝》 

 

暝：_________________ 

2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語體文。（3 分）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 。《念奴嬌．赤壁懷古》 

                                                                                  

 

 

3 《月下獨酌》屬甚麼體裁？（2 分） 

 A 古詩 

 B 樂府 

 C 律詩 

 D 絕句 

A 

○ 

B 

○ 

C 

○ 

D 

○ 

 

 

4  《廉頗藺相如列傳》（節錄）中，作者運用了不同的描寫手法來凸顯人物的形象。以下引文運

用了甚麼描寫手法？試根據文意選擇一個最為合適的答案。（8 分） 

     

(i)  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 

(ii) 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 

(iii) 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 

(iv) 相如張目叱之。 

 

    

 A 肖像描寫 B 行動描寫 C 語言描寫 D 心理描寫 

(i) ○ ○ ○ ○ 

(ii) ○ ○ ○ ○ 

(iii) ○ ○ ○ ○ 

(iv)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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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聲聲慢‧秋情》和《青玉案‧元夕》均通過描寫尋覓事物的過程來抒懷。試以自己的文句完成

下表。（4 分） 

     尋覓事物的過程 抒發的情懷 

《聲聲慢‧秋情》 

在四圍一片冷清的環境中到

處尋找精神寄託和心靈慰

藉，可惜尋覓不到。 

(i)： 

                               

                               

                               

《青玉案‧元夕》 

(ii)： 

                               

                               

                                                       

抒發自己孤高自持，自甘淡泊的襟

懷，寄託對南宋沉醉於偏安繁華的不

滿。 

 

6   試根據以下《六國論》及《師說》的引文，回答所附問題： 

甲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 

   芥。《六國論》 

乙 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師說》 

 以上兩段引文同樣運用了甚麼論證手法？（1 分）試加以說明（2 分）。 

  

 （i）論證方法：                       

  

 （ii）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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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試根據《魚我所欲也》及《論孝》回答所附問題。 

 

(i) 下列哪項最不符合孔子所說的「孝」？（2 分）  

 

 

 

(ii) 試

從

《

論仁》中摘錄一句與下文意義相同的句子。（2 分） 

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孟子‧魚我所欲也》） 

   

   ，       ； 

      ，    。 

 

  承上題，試比較孔子與孟子對義利觀的相同之處。（3 分） 

 

                                                                          

                                                                          

                                                                          

                                                                          

 

 

 

 

乙部：閱讀能力考材（70%） 

A 無懼進言，婉轉勸諫。 A B C D 

B 以禮相待，心存恭敬。 ○ ○ ○ ○ 

C 供養父母，已盡孝道。     

D 披麻戴孝，安葬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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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30分） 

8 第一篇共有 27 個段落，如按內容大意可分成四個部分，試指出第二至四部分分別由哪些段落組

成（3 分），然後概述第一和四部分的內容大意，並把答案填寫在下表內（6 分）。 

部分 段落 內容大意 

一 第 1 至 6 段 

（iv）： 

                                                      

                                                      

 

二 

（i）： 

第     至     段 

 

記敘二十五歲那年，從雅典航行向克里特島的船上觀星，忽

然感受到「憐光滿」的真正意義。 

三 

（ii）： 

第     至     段 

說明高度工業化後，自然光被驅趕，月圓之夜已失去了意義；

同時，光害既使人浮躁，亦改變了自然生態。藉此希望人們

可以減低光度，拯救自然。 

四 

（iii）：  

第     至     段 

 

（v）： 

                                                      

                                                      

 

 

9 作者在第 5 段指自己小時候無法理解「滅燭憐光滿」這詩句，因為作者：（2 分） 

A 認為這詩句的用字太艱澀難懂。 A B C D 

B 難以記下這詩句的所有詮釋。 ○ ○ ○ ○ 

C 認為這詩句所記述的內容荒謬無稽。     

D 不能透徹明白這詩句所刻畫的情景。     

 

 

 

 

 

10 第 7 至 10 段記述作者坐夜航船到克里特島的經歷，並抒發了個人的感情和體悟。試結合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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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4 段的內容，指出引文中「滿」和「憐」的意涵。 

 

原來「光」最美的形容詠歎竟然是「滿」這個字。「憐」，是心事細微的震動，像水上粼粼波光。

張九齡用「憐」，或許是因為心事震動，忽然看到了生命的真相，看到了光，也看到了自己吧。

（第 9 段） 

(i)「滿」： 

 

                                                              （1分） 

      

(ii)「憐」： 

 

                                                                       

                                                              （2分） 

11 根據第 11 至 14 段的內容，作者表示「『滅燭憐光滿』只是死去的五個字」（第 12 段）時，流

露出怎樣的心情？（2 分） 

A 淡然 A B C D 

B 嘲諷 ○ ○ ○ ○ 

C 惋惜     

D 悲憤     

12 作者怎樣通過觀看放水燈儀式（第 15 至 16 段）和參觀螢火蟲復育（第 19 至 20 段）這兩項活

動，體會到「滅燭憐光滿」的意涵？試根據相關內容填寫下表。（3 分） 

活動 怎樣體會到「滅燭憐光滿」的意涵 

觀看放水燈儀式 

（第 15 至 16 段） 

作者在兩岸沒有燈光的照明下，清楚看見河上漂浮的水燈燭光滿佈桂

川，體會到燭光滿載人們期盼與亡故的親友及一切眾生共渡圓滿的願

望。 

參觀螢火蟲復育

（第 19 至 20 段） 

 

                                                              

                                                              

                                                              

 

 

13 第 22 至 27 段記述作者和學生在石梯坪觀看月色。為甚麼作者想跟學生解讀「滅燭憐光滿」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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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又為甚麼後來認為「解讀詩句也只是多餘」（第 27 段）而打消念頭？（4 分） 

(i) 作者想解釋詩句的理由： 

A 一般學生對那詩句都難以理解。 A B C D 

B 當時正呈現出詩句的畫面。 ○ ○ ○ ○ 

C 希望藉此良機向學生推介張九齡的詩。     

D 希望學生多關心自然生態。     

(ii) 作者打消念頭的原因： 

A 學生已明白那詩句的意涵。 A B C D 

B 「滅燭憐光滿」的畫面很快就消失了。 ○ ○ ○ ○ 

C 當時不是推介張九齡詩歌的好時機。     

D 學生對自然生態已有充分了解。     

 

14 有人認為刪去本文的第 6 段，能使文章結構更簡潔，你同意嗎？試加以說明。（3 分） 

                                                                                  

                                                                                  

                                                                                  

                                                                                  

 

15 為甚麼作者以《滅燭，憐光滿》為篇名？試加以說明。（4 分） 

                                                                                  

                                                                                  

                                                                                  

                                                                                  

 

 

 

第二篇（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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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作者在第 1 至 3 段記述昔日在鄉下回家的情景。為甚麼作者看見月亮時「心裏就整個沉澱下

來」？（2 分） 

 

A 因為月亮照亮了他的前路。 A B C D 

B 因為月光傳來陣陣的涼意。 ○ ○ ○ ○ 

C 因為月亮使景物變得漂亮。     

D 因為月亮能驅散周遭霧氣。     

17 在第 4 至 9 段中，作者寫到昔日看月時的感受和體悟，試根據文章的內容，回答以下問題。 

(i)  在第 4 至 7 段，作者稱讚鄉下月光的哪些特質？（2 分） 

 能令人明白城市光害對生態的影響。 

能為萬物添上光明。 

 能為生活添上詩情畫意。 

 能令人忘卻城市的煩囂。 

能指引人們的前路。

 

A  A B C D 

B  ○ ○ ○ ○ 

C      

D      

 

（ii）作者在第 9 段指出每個人「心裏都有月亮埋藏」，又提到只有極少數的人在「最黑暗的

  時刻，仍然放散月的光明」。試綜合文章內容，說明心裡埋藏的「月亮」比喻甚麼？「放

  散月的光明」又比喻甚麼？（4 分） 

 

事物 比喻甚麼 

「心裡都有月亮埋藏」 ：                                                 

「最黑暗的時刻」 感到恐懼、無助的時候。 

「放散月的光明」 
：                                                  

 

 

 

 

18 作者在文中先後引用了王陽明《蔽月山房》和邵雍《清夜吟》兩首詩，當中表達了甚麼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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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分別指出以下哪一項最符合詩歌所抒發的體悟。（4 分） 

 

選項： 

A 開闊眼界，察看世間事物。      

B 明辨是非，保持個人良知。      

C 刻苦用功，嘗試不同方法。      

D 心細如塵，品味萬事萬物。      

E 謹記道理，平等對待萬物。      

  A B C D E 

（i） 王陽明《蔽月山房》（第 10 段）： ○ ○ ○ ○ ○ 

（ii）  邵雍《清夜吟》（第 12 段）： ○ ○ ○ ○ ○ 

 

19 承上題，本文以看月為主題，體悟卻不局限於看月。你認為這些體悟還可以應用到生活上的甚

麼範疇？試抒己見。（4 分） 

                                                                                  

                                                                                  

                                                                                  

                                                                                  

 

 

20 第一篇和第二篇的作者同樣通過看月，領略到追求美的方法。兩者追求美的方法有甚麼共通之

處？試比較說明。（4 分） 

                                                                                  

                                                                                  

                                                                                  

                                                                                  

 

 

第三篇（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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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試解釋以下文句中的粗體字，並把答案寫在橫線上。（4 分） 

 (i) 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飢。（第 2段）       強：               

 

(ii) 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第 2段）    蚤：                 

 

 

22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句子譯為白話文。（2 分） 

處喪之法將奈何哉？ 

                                      

 

 

23 作者在文中列舉不同階層辦理喪事的做法，並指出這樣做對他們的影響。試根據有關內容完 

成下表。（4 分） 

 辦理喪事的做法 對守喪者的影響 

王公 

大人 

 

拿很多財物去治喪， 

還會有殉葬的人。 

(i) ： 

                                           

                                           

平民 

百姓 

 

 

用盡家產來治喪。 

不能做事，妨礙生產，例如： 

(ii) 百工： 

                                          

                                          

 

 

24  作者以「禁耕而求穫」的比喻說明甚麼？（2 分） 

A 說明厚葬久喪浪費資源。 

B 說明厚葬久喪對百姓的影響。 

C 說明厚葬久喪不能使社會富裕。 

D 說明厚葬久喪妨礙百姓生產。 

A 

○ 
B 

○ 
C 

○ 
D 

○ 

 

 

 

 

 

25 以下哪項的意思最切合「禁耕而求穫」的喻意？（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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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緣木求魚。 

B 守株待兔。 

C 本末倒置。 

D 顧此失彼。 

A 

○ 
B 

○ 
C 

○ 
D 

○ 

 

 

26 細閱以下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

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

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論語‧陽貨》（節錄） 

  註釋： 

 宰我：字子我，又名予我，孔子弟子。 

 

(i) 孔子認為父母死後應守喪三年，有何理據？試加以說明。（2 分） 

                                                                                  

                                                                                  

 

(ii) 你認為孔子和墨子對守喪期的看法，何者較適用於現今社會？試加以說明。（4 分） 

     

                                                                                  

                                                                                  

                                                                               

                                                                                  

 

— 試 卷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