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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材料 

 

第一篇 

段落  

(1) 或暫或久的，每過幾年，就有一年厭倦閱讀；每一年中，也總有一兩個月，常常是在

歲杪，一點兒也不想看書，此時每本書，都像失掉了可喜的個性，變成課堂裏嘮叨的教

師，飯桌上按着自己的破事講個沒完的討厭鬼，笑容可疑的推銷員，說長道短的上士，自

言自語的郵差，搜羅聽眾的退休官員。在這種時候，習慣地拿起書來，剛一打開，太陽就

鑽進了雲層，我的眼睛衝着書，腦子跑到別的地方，拽回來，便在兩者之間飄浮着，心無

定屬，惟一不變的心思，是「我恨這本書」，以及下一本 —— 打開，合上。看到我這無

聊的樣子，窗台上僅存的一株花草，吐出最後一口氣，死掉了。 

(2) 這種狀態，像是人在旅中，忽生厭倦之意：「我為甚麼在這裏？」出門前想得好好的，

這裏看山，那裏涉水，地圖在手，眼鏡在鼻，上午參觀，下午照相，遇碑撫碑，見橋登橋，

呼朋喚友，招貓逗狗，趨前趨後，興致勃勃，然而總有一天，一股不耐煩之意騰地衝上心

來，於是山失色，水無光，雨打鼻子雪凍臉，草木颳衣服，炊煙熏眼睛，曾經美麗的卧石，

這會兒專絆人大跟頭，誰還有刻頌之心，全身上下只覺得累。 

(3) 為甚麼如此？我們疏離一件事物，粗淺地說，或者是沒有發現它與我們的關係，或是

那關係太緊密狹隘。正如生存是最不可忍受的生活方式，求知是最容易讓人生厭的閱讀方

式。我現在看書，哪怕是看閒書，也經常閒不下來，或者是這個有用，或者是那個頗可思

量，人閒心不閒，簡直可惡，而極少有——如果不是完全不能夠 —— 忘我的閱讀。世界

總是要使我們每一個人都像它，推開窗子，看看外面，或者不推開窗子，看看周圍的什物，

就看見了我們自己的性格，糾纏在與他人共用的網中，閱讀本來是擺脫侷促的辦法之一，

然而或者是因為我們已經僵硬了，或者因為作者也在局中，讀着讀着，便會忽然覺得窒息。 

(4) 「讀書無用論」與「讀書有用論」，本是一家，是一種疾病的兩樣症狀，好比一種錯

誤的證明，恰是對自身的反駁。《三字經》裏有許多苦讀的故事，但最可惡的一個人，不

在《三字經》裏，是後漢的桓榮，他小時候家裏很窮，種田時他帶着書本，他的哥哥不

理解。後來桓榮做了官，回到家中，向兄弟展示官家賞班賜的車馬衣服，帶着勝利式的微

笑說：「此稽古之力也。」 

(5) 「勸學」是中國的傳統。這傳統有傑出的一面，又有鄙陋的一面。古往今來勸學的詩

文無數，我今天想起的卻是唐代的小說《李娃傳》，這故事的前一半很好，後一半惡俗，

由它衍生出《曲江池》、《繡襦記》等各種戲文，傳到今天，許多劇種裏都有，而李娃勸

學的手段，早就可怕了：你要不是看書，總看我，我就把眼睛挖掉。崑曲文縐縐，梆子

腔裏是這麼唱的：「我將你當志氣男子靈芝草，誰知你是臭蓬蒿。一根銀針我在手，刺

壞左目禍根苗。」讀書如此沉重，怎能不令人厭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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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當然不反對有目的的讀書。我最熱愛的傳統，大概就是人類的知識傳統了，貓因為

沒有這樣一種傳統，正橫在我的牀頭打瞌睡。但在此外，有時候，我們需要放棄「有用無

用」這種看待事物的方式。孔子說詩可以興觀羣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

草木之名」，這或是種無奈的一隅之教。拿起半首狄金森的詩歌： 

「你不能將一股洪流折起，  

把它擱進抽屜 —— 

風會將它找到， 

並告訴你的雪杉地板。」 

(7) 我們能不能承認，任何功利性的念頭對欣賞詩歌都是有害的？以前為讀「閒書」辯護，

我曾經說，這些書至少可以擴展我們的精神，或令我們愉快一時，現在看來，這是一種妥

協的、不徹底的辯護，它仍然或明或暗地接受着有用無用之論。按照最嚴格的有用無用之

論，找到一本完全「無用」的書是很難的，理論上是做不到的。而這也不應該成為辯護之

詞，實際上，用不着辯護，我們用不着自辯，用不着為任何書辯護，用不着為別人糟糕的

思想，浪費自己的思想。 

(8) 當我們說一本書「有用」或「無用」，我們在想甚麼，我們指的是甚麼？有用無用這

種說法，大概與書對人的影響有關，而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打算接受甚麼樣的影響，左右

着我們實際接受了甚麼影響。我們打算令一本書能夠為己所用，我們做到了，而同時棄掉

了 —— 如果這是本好書 —— 更多的「無用」的內容，那些文字，作者在自由的狀態下

寫出，我們在不自由的狀態下忽略了。 

(9) 我念大學時，遇到的老師中，有一位陳先生。話說上課記筆記，是好習慣，特別是發

生在別人身上。有些課我沒有上，到考試前，就借同學的筆記看一看—— 對考試來說，

筆記是有用的。看一本筆記，與上半年的課，有很大不同嗎？對試卷來說，沒多大不同，

對人來說，有很大不同。說回到教十九世紀歐洲文學的陳先生，他留法多年，漢語有點生，

經常捏出古怪的詞來，「重鏡破圓」之類，讓我們哈哈大笑，而他從來不以為忤，他那種

坦蕩、幽默的性格，對事情温和得體的反應，在那個時代，並不多見。他對法國文學的見

解，說來慚愧，我已經沒有印象了，但他的春風言笑，姿態口吻，那些隨意的劇談，零星

的手勢，他的衣着，家中堆得到處都是的唱片……這些都是沒用的，是嗎？ 

(10) 還有褚先生，是治秦漢文學的專家，給我們本科生上課，自然是只講些基礎的，用不

着出語驚人，但偶一激揚，閃現出絕塵之逸，足令嚮慕。他老先生騎的是一輛自行車的遺

骨，遠一點看去，如同座在半空中，就這麼在校園裏樂呵呵地往來，像卡通片裏的人物，

而這些，又豈是筆記裏會有的。 

(11) 我說這些，是粗淺的比喻，而仍沒逃出有用無用之論。其實我最反對有用無用之論的

濫用的，是這種觀點，隱藏着狂妄與閉塞。說它狂妄，是它以為我們對世界及自己的了解

足夠豐富，足夠深刻，能夠判定一切或絕大多數事物會如何影響我們的利益；說它閉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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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把我們可憐的一點知識，轉化為精神的牢獄，或說得好聽些，一張道路旁午的地圖，

進而斷言，道路之外，實無景致。古典功利主義者不能、也無法假定能夠計算出行為的全

部後果，我們就能了嗎？我不知道未來人類會怎樣理解類似的一批問題，但一個有可能存

活數十億年的種類，在才擁有兩萬年左右文明史時，便假裝掌握了種種訣竅，是不是有點

兒過早了呢？ 

(12) 一本書，如同一個陌生人。我們見過各種陌生人，我們來到陌生的醫生桌前，想聽他

對我們脾胃的意見，我們把陌生人請到家中，除去地板下的害蟲，我們向陌生的人購票，

吃下陌生的人端來的食物 —— 也有的時候，面對一個陌生人，我們不知道他會說甚麼，

不知道他會做甚麼，不能從衣着判斷出他的職業，不能從表情看到他的性格，這時，我們

是應該高興，還是害怕呢？ 

(13) 我從朋友那裏收到過許多珍貴的批評，其中一次，是若干年前，在山西的一個地方，

一個衣服上有許多灰塵的男人來到我面前，勉強擠出些笑容，開口說：「你們是頭一次來

吧？」我擺擺手說：「不用不用，我們自己知道。」那人走後，朋友說：「你怎麼隨隨便便

就把人趕掉了。」我說：「你沒聽出來？他是那種帶人逃掉門票，來掙錢的。」朋友說：

「你怎麼知道？」「我看得出來。」「如果不是呢？」 

(14) 是啊。如果不是呢？萬一不是呢？不討論這種態度對別人的傷害，且說它對自己的傷

害 —— 我們經常抱怨，生活中的意外太少了，新鮮的情節太罕見了，同時，我們這些有

經驗的人，對概率的依賴，又有點過分。那人有很大的機會，確是我料想中的人物，但另

一類機會，本來因為其弱小而珍貴，也被我們零零星星地斷送了，亦如在有用無用的思辨

中，我們，作為讀書人，越來越不自由。 

(15) 回到開頭的話 —— 不是書令我隔三岔五地生厭，是自己的態度，精神上的不自由，

心胸的不開放，回火到自己身上。怎麼辦？沒辦法，像在很多事情上一樣，一邊對自己不

滿意，一邊依然故我。改是改不了啦，有所警戒，聊勝於無。 

刀爾登《讀無用書論》（節錄） 

 

註釋： 

 歲杪：年尾。 

 桓榮：東晉人，因為家貧，自小好讀書，曾十五後沒有回家，終有所成，後來在朝廷任高官。 

 稽古之力：意思指因考研古事而得到的益處。  

 崑曲 ：崑曲是中國戲曲的劇種之一。 

 梆子腔：中國漢族傳統戲曲中傳播最廣的聲腔系統之一。 

 狄金森：全名埃米莉‧伊利沙伯‧狄更生（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美國著名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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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段落  

(1) 君子學必好問。問與學，相輔而行者也。 

(2) 賢於己者，問焉以破其疑，所謂「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問焉以求

一得，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等於己者，問焉以資切磋，所謂

「交相問難，審問而明辨之」也。 

(3) 古之人虛中樂善，不擇事而問焉，不擇人而問焉，取其有益於身而已。三代

而下，有學而無問，朋友之交，至於勸善規過足矣，其以義理相咨訪，孜孜焉惟

進修是急，未之多見也，況流俗乎？ 

(4) 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學有未達，強以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

是，則終身幾無可問之事。賢於己者，忌之而不願問焉；不如己者，輕之而不屑

問焉；等於己者，狎之而不甘問焉。如是，則天下幾無可問之人。 

(5)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聖人所不知，未必不為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

未必非聖人之所不能也。理無專在，而學無止境也，然則問可少耶？《周禮》，

外朝以詢萬民，國之政事尚問及庶人，是故貴可以問賤，賢可以問不肖，而老可

以問幼，惟道之所成而已矣。 

(6) 古人以問為美德，而並不見其有可恥也。後之君子反爭以問為恥，然則古人

所深恥者，後世且行之而不以為恥者多矣，悲夫！ 

劉向《問說》（節錄） 

 

註釋： 

 「就有道而正」：意思指靠近有道德有學問的人去匡正。 

 安：穩當。 

 狎：輕視怠慢。 

 《周禮》：儒家的經典書籍，內容主要記載周代官制，孔子最為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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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勸學》（節錄）、《念奴嬌．赤壁懷古》、《聲聲慢．秋情》、《青玉案．元夕》（30%） 

1. 試解釋以下句子中的粗體字的意義。（2 分） 

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荀子‧勸學》（節錄） 水：                

2. 試指出以下文句中粗體字的意思。（2 分） 

輮以為輪，其曲中規。（《荀子‧勸學》（節錄））     

A 符合 A B C D 

B 中肯 ○ ○ ○ ○ 

C 一半     

D 正好     

3. 根據《荀子‧勸學》（節錄）的內容，回答以下問題。 

(1) 荀子認為需要持續學習的原因是甚麼？試摘錄有關句子。（2 分） 

積 善  成 德 ，      ， 

    。  

(2) 承上題，荀子如何運用正反論證論述這個觀點？試略加說明。（4 分） 

                                                                         

                                                                         

                                                                         

                                                                         

4. 根據《荀子‧勸學》（節錄），荀子心目中的「君子」是怎樣的？（2 分） 

 喜歡博覽羣書 

 懂得躬身自省 

 善於借助外力 

 學習專心致志 

    

A        B  A B C D 

C      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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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念奴嬌．赤壁懷古》的內容，回答以下問題。 

(1) 蘇軾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一詞中描寫了以下哪些長江的景象？（2 分） 

 江水向東滾滾流去。 

 
    

 眼前的雪花鋪滿山崗。      

 石壁陡峭插入雲霄。      

 洶湧的巨浪拍打岸邊。      

A  

 

    

B  

 

    

C   A B C D 

D   ○ ○ ○ ○ 

 

(2) 蘇軾遊覽赤壁，看見長江的景象後，引發出怎樣的感慨？試略加說明。（4 分） 

                                                                           

                                                                           

                                                                           

                                                                           

6. 李清照在《聲聲慢．秋情》中，運用了融情入景的寫作方法抒發感情。試根據有關內容，以

自己的文字填寫下表。（4 分） 

景物 如何運用融情入景的寫作方法抒發感情 

「黃花」 

： 

作者借寫庭院的菊花凋零滿地，抒發                         

 

      ，抒發                                           。 

「梧桐細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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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閱讀以下引文，回答所附問題。    

甲 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念奴嬌．赤壁懷古》） 

乙 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聲聲慢．秋情》） 

以上兩首詞均提及「酒」。兩位詞人用「酒」的目的是甚麼？當中又流露出怎樣的感情？試比

較說明。（3 分） 

引文甲中，詞人以酒作             ，他通過這個舉動                                    

                      。而引文乙中，詞人以酒來                   ，通過自

己                                                                     。   

8. 根據《青玉案．元夕》的內容，回答以下問題。 

(1) 詞中描述了仕女一起出遊元夕燈會的情況。試摘錄有關詞句。（2 分） 

答案：                               

(2) 作者如何通過對仕女的描寫突出元夕燈會的場面？（3 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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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閱讀理解（70%） 

第一篇 

1. 第一篇共有 16 個段落。按內容可分為五個部分，試寫出第二至五部分分別由哪些段落組成。

（4 分） 

 

 

 

 

 

 

 

 

 

 

 

 

 

2. 試指出以下引文運用了哪兩種修辭手法？又作者運用這些修辭手法對帶出看法起甚麼作用？試

舉其中一個手法加以說明。（4 分，2 分） 

「此時每本書，都像失掉了可喜的個性，變成課堂裏嘮叨的教師，飯桌上按着自己的破事講個

沒完的討厭鬼，笑容可疑的推銷員，說長道短的上士，自言自語的郵差，搜羅聽眾的退休官員。」

（第 1 段） 

 修辭手法：               和               （答案須是兩字詞）（4 分） 

 說明：                                                                         

                                                                         

                                                                   （2分） 

3. 作者在第 2 段以旅遊的種種經歷比作讀書，用意何在？（3 分） 

                                                                                 

                                                                                 

                                                                                 

部分 段落 

一 第  1  至  3 段 

二 
：  

第 4 至      段 

三 
： 

第           段 

四 
： 

第           段 

五 
： 

第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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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中第 4 段，作者以一種疾病的兩樣癥狀來形容「讀書有用論」和「讀書無用論」。「一種疾病

的兩樣癥狀」這句話是甚麼意思？作者為甚麼會有此說法？（4 分） 

 意思：                                               （答案字數不多於 15 個字） 

 理由：                                                                         

                                                                         

                                                                         

5. 在第 4 段，作者提到後漢桓榮的事跡。試根據內文回答問題。 

(1) 作者說自己最討厭後漢桓榮的原因是甚麼？（2 分） 

A 桓榮沒有理會哥哥的問題。 A B C D 

B 桓榮在得到功名後，向兄弟炫耀財富。 ○ ○ ○ ○ 

C 桓榮不專心協助哥哥耕作，以解決家貧的問題。     

D  桓榮並非真心喜歡閱讀，而是另有目的。     

 

 (2) 現今社會講求目標為本，於是不少人會犯上桓榮的錯誤。試舉一個校園生活的現象為例加

以說明。（4 分） 

                                                                             

                                                                             

                                                                             

                                                                             

6. 試根據本文內容，判斷以下陳述：（2 分） 

 正確 錯誤 無從判斷 

第 7 段中，作者認為不用為任何書本辯護，是因為不用理

會別人的想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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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者在第 9 和第 10 段提及他兩位大學老師的事跡。試根據有關內容，回答以下問題。 

(1) 作者記述了兩位大學老師的哪些事跡？（2 分） 

 說話姿態     

 個人性格     

 生活趣聞     

 精僻見解     

A   B  A B C D 

C  D  ○ ○ ○ ○ 

(2) 承上題，作者只記述有關兩位大學老師的這些事跡，目的為何？（3 分） 

                                                                             

                                                                             

                                                                             

8. 作者說「其實我最反對有用無用之論的濫用的，是這種觀點，隱藏着狂妄與閉塞。」（第 11 段）試

以自己的文字，解釋作者所指的「狂妄」和「閉塞」分別是指甚麼。（4 分） 

「狂妄」：                                                                       

                                                                       

「閉塞」：                                                                       

                                                                           

9.  第 13 段中，作者在山西的一次經歷中受到朋友的批評。 

(1) 朋友認為作者有甚麼不當之處？（2 分） 

A 作者太愛以貌取人。 A B C D 

B 作者做事太過武斷。 ○ ○ ○ ○ 

C 作者不懂尊重別人。     

D  作者經常自作聰明。     

 

(2) 承上題，作者認為這種態度對自己造成怎樣的傷害？（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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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文題目為《讀無用書論》。有人認為本篇文章主要討論「讀書有用論」和「讀書無用論」的看

法，所以文章題目改為《讀書無用論》應更為恰當。你同意這一種看法嗎？試加以說明。（4 分） 

                                                                               

                                                                               

                                                                               

                                                                               

11. 試指出以下句子中的雙破折號有甚麼作用？（4 分） 

(1) 我現在看書，哪怕是看閒書，也經常閒不下來，或者是這個有用，或者是那個頗可思量，人

閒心不閒，簡直可惡，而極少有 —— 如果不是完全不能夠 —— 忘我的閱讀。（第 3 段） 

(2) 我們打算令一本書能夠為己所用，我們做到了，而同時棄掉了 —— 如果這是本好書 —

— 更多的「無用」的內容，那些文字，作者在自由的狀態下寫出，我們在不自由的狀態下

忽略了。（第 8 段） 

 A 聲音的延續 B 補充解釋內容 C 提示語意轉折  

(1) ○ ○ ○  

(2) ○ ○ ○  

 

12. 綜合全文，作者運用了許多不同的論證方法論述觀點。指出以下引文運用了甚麼論證方法。（6 分） 

(1) 「但最可惡的一個人，不在《三字經》裏，是後漢的桓榮，他小時候家裏很窮，種田時

他帶着書本，他的哥哥不理解。後來桓榮做了官，回到家中，向兄弟展示官家賞班賜的

車馬衣服，帶着勝利式的微笑說：『此稽古之力也。』」（第 4段） 

(2) 「孔子說詩可以興觀羣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第 6段） 

(3) 「一本書，如同一個陌生人。我們見過各種陌生人，我們來到陌生的醫生桌前，想聽他

對我們脾胃的意見，我們把陌生人請到家中，除去地板下的害蟲，我們向陌生的人購

票，吃下陌生的人端來的食物。」（第 12 段） 

 

 A 比喻論證 B 舉例論證 C 對比論證 D 引用論證  

(1) ○ ○ ○ ○  

(2) ○ ○ ○ ○  

(3) ○ ○ ○ ○  

第二篇 

13. 試指出「理有未安，妄以臆度。」（第 4 段）一句中，「度」字的意思。（2 分） 

A 法制 B 標準 A B C D 

C 猜測 D 角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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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下列哪一句中的「乎」字，和「未之多見也，況流俗乎」一句中「乎」字的語氣相近？（2 分） 

A 生乎吾前，其聞道，固先乎吾。 A B C D 

B 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 ○ ○ ○ 

C 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D 君子博學 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15. 文章第 2 段指出，向以下三種人「問」學會有不同的結果，試完成下表。（答案不得多於 10 字，

標點符號計算在內。）（4 分） 

三種人 結果 

「賢於己者」 可解決自己的疑難。 

 「不如己者」           

 「等於己者」           

16.  文中第 3 段如何對比論證的方法論述古今之人在「問」方面的不同表現？試略加說明。（4 分）   

                                                                                 

                                                                                 

                                                                                 

                                                                                 

17. 試根據本文內容，判斷以下陳述：（4 分） 

 正確 錯誤 無從判斷 

(1) 作者在第 4 段從所問內容和所問對象兩方面，

批評今人在「問」學方面的毛病。 
○ ○ ○ 

(2) 作者認為身分高的人不可以詢問身分低的人。 ○ ○ ○ 

18. 以下哪一句是本文作者提出「問」的原則？（2 分） 

A 問與學，相輔而行者也。（第 1 段） A B C D 

B 理無專在，而學無止境也。（第 5 段） ○ ○ ○ ○ 

C 是故貴可以問賤，賢可以問不肖，而老可以問幼，惟

道之所成而已矣。（第 5 段） 

    

D 古人以問為美德，而並不見其有可恥也。（第 6 段）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