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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卷參考 
一般評卷指引 

 

＊  本評卷指引旨在為閱卷員提供一套建議的評卷要求，如有未列於本評

卷參考而又正確合理的答案，亦可獲接納。  

 

評分原則： 

  
錯別字 

 
每個扣 0.5分，同一錯別字只扣分一次，每題

最多扣 0.5分。  
 

每題合共最多扣 0.5分 
 
文句不通/  

用詞不當/  

語意不清  
 
扣 0.5分，每題最多扣 0.5分。 

 
冗文 

 
若多出的文字與答案矛盾，該部分 0分；  

若多出的文字與答案沒有矛盾，但與答案毫無關聯，該題最多可獲總分

的一半分數；  

若多出的文字與答案沒有矛盾，且與答案內容有關  (例如冗文是對答案

之解說、分析或相關例子 )，不用扣分。   
 

建議答案： 

 

甲部：指定閱讀篇章 

 

1. 考核重點：理解常見文言字詞。  
 

(i) 效法、依歸  (1分 ) 
 

(ii) 憎厭  (1分 ) 
 

(iii) 過往  (1分 ) 
 

(iv) 恐懼、戰慄  (1分 ) 
 

(v) 克制、抑制、約束  (1分 ) 

 

 

2. 考核重點：理解內容重點。 
 

其他賞燈的婦女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且笑語盈盈，更留下陣陣幽香，在熱鬧的街

上惹人注目； (1 分 ) 反之，「那人」卻獨自在燈火零落的地方，不如其他婦女熱衷

於湊熱鬧賞燈，低調不張揚。 (1分 ) 

 

 

3. 考核重點：理解內容重點。 
 

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 (2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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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核重點：辨識象徵意義，分析說明重點。 
 

(i) 玉壘山的浮雲從古至今變幻不斷，飄游不定。 (1分 ) 
 

(ii) 象徵難以捉摸的時勢變化， (1 分 ) 暗示唐室和吐蕃等民族之間關係長年不穩

定，隱含着作者對今後局勢的擔憂。 (1分 ) 
 

�  評分準則：  

�  指出「浮雲」的特點  (表層意思 )，1分。  

� 說明「浮雲」的象徵意義  (深層意思 )，每項要點各 1分，共 2分。  

 

 

5. 考核重點：理解內容重點及常見文言句式。 
 

(i) F  (1分 ) 
 

(ii) B  (1分 ) 
 

(iii) D (1分 ) 

 

 

6. 考核重點：理解內容重點。 
 

(i) 《梁甫吟》  / 《梁父吟》 (1分 ) 
 

(ii)  既懷念諸葛亮，慨歎現今已無這樣的傑出人物；(1分 ) 也寄寓朝廷能任用賢能。

(1分 ) 

 

 

7. 考核重點：理解內容重點及寫作目的。 
 

(i) 說 (1分 ) 
 

(ii) 表 (1分 ) 
 

(iii) 說明道理  (1分 ) 
 

(iv) 臣子向君主陳情  (1分 ) 
 

(v) 當時士大夫恥於從師求學，而且人們以為老師只是教人讀書識字和學習句讀而

已。 (2分 ) 
 

(vi) 蜀漢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而諸葛亮正準備出師北伐曹魏。 (2分 ) 
 

(vii) 匡正時弊：希望改變時人恥於從師求學的風尚。 (2分 ) 
  

或 
 

 提出主張：論證「從師」的必要，提出「古之學者必有師」；又具體定義老師

的角色在於「傳道、受業、解惑」；並且明確指出擇師的原則為「道之所存，

師之所存」，不用在意對方的年齡、地位等條件。 (2分 ) 
 

或 
 

 嘉許李蟠：李蟠不受當時的社會風氣拘束，拜作者為師，跟從作者學習，能效

法古人從師學習。 (2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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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分析形勢：向後主分析當前局勢，說明蜀國的處境和出兵的有利條件，指出當

時是北伐以興復漢室的好時機。 (2分 ) 
 

或 
 

 勸諫後主：規勸後主應虛懷納諫、賞罰分明、親賢遠佞，並向後主推薦值得重

用的賢才。 (2分 ) 
 

或 
 

 表明心志：向後主表明自己出師目的在於興復漢室，以報答先帝劉備知遇之

恩，表白自己為國盡忠之心。 (2分 ) 
 

 

 

乙部：閱讀能力考材 

 

8. 考核重點：理解分段內容，扼要概括段旨。  

 

(i) 2 至 3 (1分 ) 
 

(ii) 4 至 7 (1分 ) 
 

(iii) 8 (1分 ) 
 

(iv) 9 至 10 (1分 ) 
 

(v) 追述作者兒時從祖母口中得知雷峰塔的故事，即白蛇被法海禪師鎮壓在雷峰塔

下的事，(1分 ) 由此表達作者對舊禮教不滿，希望雷峰塔倒塌，釋放白蛇。(1分 )  
 

(vi) 論述人民普遍同情白蛇，不滿法海，民間亦流傳着玉皇大帝不滿法海多管閒

事，令其終須東藏西躲  /  躲進螃蟹內的傳說，(1分 ) 反映法海的確有錯。(1分 ) 
 

(vii) 記述螃蟹中可找到像羅漢模樣的東西，小孩稱之為「蟹和尚」， (1 分 ) 藉此譏

諷法海只會躲進螃蟹內  /  譏諷法海的下場。 (1分 ) 

 

 

9. 考核重點：理解文章內容，判斷陳述。  

 

A  (2分 ) 
 

�  答案解釋： 

從「祖母曾經常常對我說，白蛇娘娘就被壓在這塔底下」，可知答案是 A。  

 

 

10. 考核重點：推敲作者立場。  

 

C  (2分 ) 
 

�  答案解釋： 

從第 2 段的故事可知，白蛇被雷峰塔鎮壓着。根據這個故事，若雷峰塔倒掉，

白蛇便能獲釋，因此作者兒時有希望雷峰塔倒掉的想法。文中作者指「裏面當

然沒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裏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可見讓白蛇

重獲自由是作者希望雷峰塔倒塌的關鍵原因，故答案是 C，而選項 A 及 B 並不

是作者說這句話的用意。此外，「蟹和尚」令作者聯想到法海仍躲在蟹中，而

永遠要躲藏在蟹內才是法海所受到的教訓，故選項 D 並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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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考核重點：理解文章內容，判斷陳述。  

 

(i) 錯誤  (2分 ) 
  

� 答案解釋： 

文中提及「試到吳、越的山間海濱，探聽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蠶婦村

氓，除了幾個腦髓裏有點貴恙的之外，可有誰不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

海太多事的」，反映不是所有吳、越人民都為白蛇抱不平，責怪法海，可

見此陳述錯誤。  

 

(ii) 正確  (2分 ) 
 

� 答案解釋： 

文中提及「和尚本應該只管自己念經。白蛇自迷許仙，許仙自娶妖怪，和

別人有什麼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經卷，橫來招是搬非，大約是懷着嫉妒

罷」，可知作者認為法海因嫉妒而阻止白蛇和許仙在一起，故此陳述正確。 

 

(iii) 錯誤  (2分 ) 
 

� 答案解釋： 

文中提及「我對於玉皇大帝所作的事，腹誹的非常多，獨於這一件卻很滿

意」，從「腹誹」一詞可見，作者沒有批評玉皇大帝的決定，只是心中感

到不滿，故此陳述錯誤。  

 

(iv) 錯誤  (2分 ) 
 

� 答案解釋： 

文中提及蟹內有「一個羅漢模樣的東西」，但不是真正的法海，故此陳述

錯誤。  
 

注意事項 
 

同學或許誤解「我們那裏的小孩子都稱他『蟹和尚』，就是躲在裏面避難的法海」

一句的意思，以致錯誤判斷陳述。其實此句並非指小孩在蟹殼中找到的東西就是

法海，而是解釋「蟹和尚」一名稱的由來。  
 

 

 

12. 考核重點：綜合全文，分析及評價作者的觀點。 
 

作者不認同法海的做法，是因為他認為白蛇與許仙相戀之事和別人毫不相干， (1

分 ) 法海鎮壓白蛇乃多管閒事之舉。 (1分 ) 
 

發表意見部分的參考答案： 
 

我同意。因為法海禪師不應以自己的標準或目光來判斷他人的對錯，而且白蛇和許

仙互相傾慕，並無妨礙他人，白蛇也沒有加害許仙。法海按自己的主觀想法行事，

故意拆散二人，做法不合乎情理。 (2分 ) 
 

或 
 

我不同意。因為法海此舉出於好意，雖然他的確是干涉了別人的私事，但他只是奉

行自己的宗教理念，驅邪逐妖，希望以自己的才能盡力幫助許仙而已。他並沒有做

出違背自己原則或良心的事，所以我認為法海沒有做錯。 (2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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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意見部分的評分準則： 

�  言之成理即可得分。  

�  能清楚解釋自己的立場，理據充足，2分。  

�  能合理解說自己的立場，唯理由稍欠說服力，1分。  

�  只表明立場但未作解釋  / 解說與立場矛盾  / 解說與立場無關，0分。  
 

注意事項 
 

同學可自由選擇同意或不同意作者的看法，唯應多結合《義妖傳》所載的白蛇故

事內容析述自己的觀點，以加強說服力。例如，若不同意作者的觀點，除了可指

出法海身為佛門中人，理所當然要遵從宗教理念行事外，亦可推測若法海不插手

許仙與蛇妖的結合可能會帶來不良後果，由是凸顯其行動是必要和正義的。   
 

 

 

13. 考核重點：理解文章內容，說明作者寫作緣起。  

 

作者為雷峰塔另撰一文，乃因看到刊於《京報副刊》裏崇軒先生的通信。(0.5分 ) 崇

軒先生指出「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為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中，

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於是這個也挖，那個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

(0.5分 ) 這「無知」和「迷信」讓作者有感而發，為雷峰塔另撰一文。(1分 ) 此外，

鄉下人的行為也讓他聯想到「寇盜式的破壞」(0.5分 ) 和「奴才式的破壞」(0.5分 )，

從而思考到中國人的可悲，因而受啟發寫成另一篇文章。 (1分 ) 
 

注意事項 
 

本題要求同學引錄原文，並解釋答案。同學不宜單純抄錄大量文句，欠缺解說。

例如單單指出作者閱讀了崇軒先生的通訊，並不能說明他為何寫作本文。同學宜

推敲文句的深層含意，進一步闡述作者由此生發了怎樣的感悟，以及有關感悟與

文章主題的連繫。  
 

 

 

14. 考核重點：歸納內容重點。  

 

(i) 硬要追求十全十美的怪病，(1分 ) 是指人們為了讓某些事物感覺完整，堅持要

把名稱、分類湊夠某個數目的不切實際的做法。 (1分 ) 
 

(ii) 不少中國人凡事也追求「十」，如點心、飯菜、音樂、建築等的分類項目，均

喜歡以「十」作為總數，(1分 ) 如缺少了其中之一，也必定要用其他方法補足。

(1分 ) 好像作者指「西湖十景」因雷峰塔倒下而剩下九景，人們定會想盡辦法

來填補這一空缺。 (1分 ) 

 

 

15. 考核重點：綜合、比較文章內容。  

 

(i) 以「據為己有」為目的大肆破壞， (1分 ) 不會帶來新建設。 (1分 ) 
 

(ii) 破壞時抱着貪小便宜的心態， (1分 ) 不會帶來新建設。 (1分 ) 
 

(iii) 充滿理想， (1分 ) 期望藉破除舊有的壞東西，帶來新建設。 (1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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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考核重點：綜合、比較、分析，以說明作者在不同文章中所表達的思想。  

 

第一篇中，雷峰塔象徵了傳統封建思想對人們的壓迫與束縛。(1分 ) 文中記述白蛇

與許仙相戀，雖沒有妨礙他人，但卻為傳統禮教、道德觀念所不容而遭到干涉。法

海以雷峰塔鎮壓白蛇一事代表社會上陳舊迂腐的專制思想對人造成規限與抑壓，(1

分 ) 而雷峰塔倒塌則代表破除這些規限、束縛，使人們不再受到箝制。 (1分 ) 

第二篇中，雷峰塔倒塌反映出國人貪婪、自私及迷信的行為對社會的破壞，並造成

中華文明的淪喪。 (1分 ) 作者藉論述雷峰塔的倒塌，批評國人自私的心態與行為，

指出這屬於「奴才式的破壞」， (1分 ) 並聯想到不少人在「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

也就是為着自身的利益而做出有損社會的行為，作者表示這是可悲的。 (1分 ) 
 

注意事項 
 

同學須留意兩篇文章雖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但所表達的思想截然不同。  

  

 

 

17. 考核重點：比較題目所提出的兩個項目，並作出評論。 
 

參考答案： 
 

民眾滿足於精神上的勝利禍害較深，因為若人們只期望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便會缺

乏動力作出實際行動，不思進取，導致社會停滯不前，毫無寸進。(2分 ) 奴才式的

破壞行為確自私不已，但民眾始終仍有追求更好的心態，故禍害較小。 (1分 )  

(100字 ) 
 

或 
 

奴才式的破壞行為禍害較深，因為這是對社會秩序的破壞，且會影響他人，長遠只

會令社會的道德水平日漸下降。 (2 分 ) 相反，人們追求精神上的滿足並無妨礙他

人，雖然會令人失去改善的動力，但不會對社會大眾造成直接傷害。 (1分 ) 

(98字 ) 
 

�  評分準則： 

�  言之成理即可得分。  

�  能清楚解釋為何某種問題禍害較深，2分；能清楚解釋為何另一問題禍害

較淺，1分。  

 

 

18. 考核重點：掌握常見文言句式的語譯方法。  

 

嚴印持看見此詩  (0.5分 )，雀躍萬分地說  (0.5分 )：「子將把它比作老僧不及你把它

比喻為醉翁  (1分 )，你的比喻尤其可寫出它  (雷峰塔 ) 的情態！ (1分 )」  
 

注意事項 
 

同學須留意，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以拓展雙音節詞的方法語譯文言文。另外，

亦要審慎判別句子成分，例如「嚴印持見之」中的「嚴印持」是人名  (主語 )，「見

之」是動作  (謂語 )。切勿誤以為「嚴印」是主語，「持見之」是謂語，因而把後

者錯譯為「堅持己見」。另外，同學應從前文擷取有用資訊，例如，從「雷峰如老

衲」、「雷峰倚天如醉翁」二句可知「子將老衲不如子醉翁」中的「老衲」與「醉

翁」是對雷峰塔的兩種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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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考核重點：理解文章內容，判斷陳述。  

 

B  (2分 ) 
 

�  答案解釋： 

文章於開首清楚提及「宋有雷就者居之，故名雷峰」，故選項 A的陳述正確；

而選項 C，文中提及「雷峰者，南屏山之支麓也」，「支麓」即分支山脈之一，

故該選項的陳述正確；至於選項 D，文章提及「雷峰夕照，遂為西湖十景之一」，

可知雷峰鄰近西湖，故其陳述亦正確。選項 B的陳述則錯誤，因為文中提到「雷

峰者……舊名中峰，亦名回峰。宋有雷就者居之，故名雷峰」，可知在宋代以

前雷峰已被命名為中峰和回峰，故答案是 B。  
 

注意事項 
 

同學須注意題目要求選出「錯誤」的一項，切勿大意誤以為題目考問哪個選項「正

確」。  
  

 

 

20. 考核重點：理解文章內容。  

 

D  (2分 ) 
 

�  答案解釋： 

從文中可見，子將曾說：「湖上兩浮屠，保俶如美人，雷峰如老衲。」浮屠就

是佛塔，可見子將是把雷峰塔比喻為老僧，而非把雷峰喻為老僧，故選項 A錯

誤。張岱《雷峰塔》詩中，「醉翁潦倒立，一口吸西江」一句同樣是形容雷峰

塔，而不是雷峰，故選項 B不正確。林逋《雷峰》詩中所描述的是雷峰的美景，

非雷峰塔的景色，因此選項 C也錯誤。文中記述雷峰塔「元末失火，僅存塔心」，

從李長蘅把雷峰塔喻為醉翁，他的朋友子將把雷峰塔喻為老僧可推斷，他們所

見的應是失火後的雷峰塔，故選項 D正確。  

 

 

21. 考核重點：理解文章內容。  

 

C  (2分 ) 
 

�  答案解釋： 

文中引錄李長蘅的題畫文句，記錄了李長蘅與友人賦詩誦詠雷峰塔一事，故陳

述  (1) 正確。李長蘅題畫云：「蓋余在湖上山樓，朝夕與雷峰相對，而暮山紫

氣，此翁頹然其間，尤為醉心。」道出自己對雷峰塔的特別情感，並驚歎雷峰

塔景色優美，故陳述  (2) 及  (4) 正確。而文中引用的題畫文句並無提及李長

蘅對雷峰塔雖在、但物是人非的感慨，因此僅陳述  (3) 錯誤，故答案是 C。  

 

 

22. 考核重點：理解文章內容，判斷陳述。  

 

(i) 無從判斷  (2分 ) 
 

�  答案解釋： 

文中雖引錄了李長蘅的題畫，但並沒有清楚指明是節錄還是引用全文，故

答案屬無從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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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無從判斷  (2分 ) 
 

�  答案解釋： 

文中雖提及「吾友聞子將嘗言：『湖上兩浮屠，保俶如美人，雷峰如老衲。』

予極賞之」，但此乃引自李長蘅的題畫，「予」即李長蘅，並非張岱。而張

岱亦沒有在文中明確表達自己對子將詩句的看法，故無從判斷陳述是否正

確。 
 

注意事項 
 

由於文章所引的題畫亦有引用詩文，結構較為複雜，同學宜小心判別，切勿混淆

說話者。從「吾友聞子將嘗言」到「癸丑十月醉後題」均為題畫內容，當中所抒

發的情感、表達的意見都與張岱無關。  
 

 

 

23. 考核重點：掌握內容要點，推敲引錄題畫的作用。  

 

題畫記錄前人對雷峰塔的感受，(1分 ) 如子將和李長蘅為雷峰塔所賦的詩，有助介

紹雷峰塔不同的面貌。 (1分 ) 另外，文中所引用的題畫語句能突出雷峰塔的特點，

(1分 ) 使其形象更立體鮮明，令讀者對雷峰塔有較清晰的印象。 (1分 ) 
 

注意事項 
 

本題題目提示同學從「題畫內容」切入思考，其實即考問引用題畫於〈雷峰塔〉

一文的作用。因此，同學宜從文章的整體效果，推敲作者引用題畫的意圖。倘若

偏離重心，誤以作者的喜惡為思考方向，則會導致失分。例如，若同學回答「李

長蘅的題畫讚歎雷峰塔的美景，與張岱的想法吻合，因而被大量引用」則未能準

確說明作者引用題畫的用意。  
 

 

 

24. 考核重點：理解文句含意。 
 

因為李長蘅的詩中有「此翁情淡如煙水」一句，可見他把雷峰塔比喻為恬淡寡欲的

醉翁，(1分 ) 而這特質正好與無欲無求、看透凡塵俗事的老僧相似，(2分 ) 故他覺

得自己把雷峰塔比喻為醉翁是以子將把塔比作老衲的說法為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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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譯文： 

 

張岱《西湖夢尋．雷峰塔》： 

 

雷峰屬南屏山的分支山脈。高山迴環掩映，(雷峰的 ) 舊名是中峰，也叫做回峰。宋

代，雷就曾居於此，故此峰被命名為雷峰。吳越王錢俶在這裏  (雷峰 ) 建塔，最初希望

建造十三級的塔，打算  (讓塔 ) 高至千尺。後來資金不足，只是興建了七級。古時稱  (此

塔 ) 為王妃塔。元朝末年  (此塔 ) 失火，只燒剩塔的中心。「雷峰夕照」，便成為西湖十

景之一。(張岱 ) 曾經看過李長蘅的題畫寫道：「我的友人聞子將曾說：『湖上兩浮屠  (佛

塔 )，保俶如美人，雷峰如老衲。』我極為欣賞此說。辛亥年在此小建築物，與沈方回

在池上看荷花，立即作成一詩，詩中有一句說：『雷峰倚天如醉翁』。嚴印持看見此詩，

雀躍萬分地說：『子將把它比作老僧不及你把它比喻為醉翁，你的比喻尤其可寫出它  (雷

峰塔 ) 的情態！』這大概是因為我在湖上山樓，早晚與雷峰相對，黃昏時山被紫氣包圍，

如醉翁的雷峰塔位處其中，不穩欲倒，特別令人心醉。然而我的詩尾聯中有言：『此翁

情淡如煙水。』則未曾不以子將  (把塔喻為 ) 老衲的話為根本啊！癸丑年十月酒醉後

題。」  

 

林逋《雷峰》的詩：  

中峰一徑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前林見，秋濤隔岸聞。  

長松標古翠，疏竹動微薰。自愛蘇門嘯，懷賢事不群。  

 

張岱《雷峰塔》的詩：  

聞子狀雷峰，老僧挂偏裻。日日看西湖，一生看不足。  

時有薰風至，西湖是酒床。醉翁潦倒立，一口吸西江。  

慘淡一雷峰，如何擅夕照。遍體是煙霞，掀髯復長嘯。  

怪石集南屏，寓林為其窟。豈是米襄陽，端嚴具袍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