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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文言理解
認識文言文中與文化相關的常見詞匯，

提高理解能力。

鼓勵延展學習
另備《文化工作紙》，配合單元，延展學習。

內容富有趣味
精選有趣課題，表達形式多樣，深入淺出地介紹文化思想。

借事抒情

1 伯修：即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號石浦。萬曆十四年（1586年）殿

試二甲第一名進士；後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右庶子。為公安派

領袖之一，反對文學復古，主張「文由己出」，在創作方面崇尚本色。著有

《白蘇齋集》等。

2 中郎：即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號石公。少敏慧，善詩文，萬曆

二十年（1592年）中進士，詩文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著有《袁中郎

全集》，後世認為他的文學成就在「三袁」中最高。

3 長安里：即荊州 公安縣 長安里（今湖北省 荊州市 公安縣），三袁的故鄉。

4 鞠養：撫養、養育。【鞠 jT，粵音谷guk7】
5 蒙學：即蒙館，啟蒙的私塾。相當於現今的幼兒園或小學。

6 練：潔白柔軟的絲絹。

7 曹嫂：指袁宗道的妻子曹氏。

8 庶祖母：古人有妻有妾，庶祖母即祖父的妾侍。

9 燔枯：燔，焚燒。枯，乾枯的草木。【燔 fAn，粵音凡 fan4】
0 餉：款待，提供吃喝的東西。【餉xiCng，粵音響h?ng2】
- 駭：驚嚇、震驚。【駭hDi，粵音蟹hai5】
= 拊掌：拍手。【拊 fS，粵音苦 fu2】

課文是作者為姊姊五十歲壽誕而寫的壽序，古代稱五十歲為「知命之年」，

其他的年歲也有特定的稱謂。以下介紹一些常見的例子。

年 齡 稱 謂 說 明

幼年

襁褓之年
襁：背嬰兒用的寬帶子；

褓：包着嬰兒用的小被子。

黃口 本意是雛鳥的嘴，指代嬰兒。

孩提 初知發笑，尚在襁褓中的幼兒。

古代年齡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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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齡 稱 謂 說 明

童年

垂髫
髫：兒童垂下的頭髮。古時兒童不束髮，

故稱兒童或童年為垂髫。

總角 未成年孩子的頭髮束成兩髻，形狀如角。

聚沙之年 古時兒童愛玩泥沙，故有此稱謂。

7–8歲
始齔之年、

齠齡、齠齔

小孩子到了換齒的年齡；「齔」、「齠」是換牙的意思。

13–14歲 豆蔻年華
豆蔻是一種春末夏初開花的植物，古人用它來形容少女

的純潔天真。

15歲

及笄（女）
笄：束髮用的簪子。女子年滿15歲就會把頭髮梳攏，挽
髻戴上簪子，加笄表示已成年。

束髮（男）
男子到了15歲就要把原先的總角放散，紮成一束，故稱
束髮。

20歲 弱冠（男） 男子20歲可舉行冠禮，其時身體尚弱，故稱「弱冠」。

24歲
花信之年、花信

年華、風信年華

（女）

節氣從小寒到穀雨，共八個節氣、二十四候，每候都有

應花期吹來的風，稱為「二十四番花信風」，簡稱「花信

風」，故以花信之年指24歲的女子。

30歲 而立之年 出自《論語 •為政》：「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

40歲 不惑之年 出自《論語 •為政》：「四十而不惑」。

50歲 知命之年 出自《論語 •為政》：「五十而知天命」。

60歲
花甲之年

古代以天干地支紀年，天干地支組合六十年為一

「甲子」，故稱為花甲之年。

耳順之年 出自《論語 •為政》：「六十而耳順」。

70歲 古稀之年
出自杜甫《曲江二道》之二：「酒債尋常

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70歲以上 耄耋之年 泛指年壽高。

100歲 期頤之年
出自《禮記 •曲禮上》： 
「百年曰期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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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衣飾打扮與身份的關係

《桃花源記》中有「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一句，分別以「黃髮」和「垂髫」來

借代老人和小孩。古詩文中常常以描述人物裝扮的詞匯來代表不同年齡、性別、階層

的人。認識這些裝扮所代表的身份，不但能增加我們對古代衣飾文化的認識，還可以

使我們更容易讀懂古詩文。你聽過以下的用語嗎？

布衣、黔首：「布衣」和「黔首」都是平民的意思。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臣

本布衣，躬耕於南陽。」百姓穿的是粗衣麻布，布衣正好代表一介平民。那麼，為甚

麼黔首又是平民的意思呢？黔首原是秦代對百姓的稱呼，秦始皇受陰陽五行之說影

響，衣服旌旗皆崇尚黑色，平民以黑巾裹頭，黔是黑色的意思，自此黔首亦成為百姓

的代稱。

巾幗、裙釵：古代的貴族女子在舉行祭祀大典時常戴一種用絲織品製成的頭飾，

頭飾上還點綴着一些金珠玉翠等首飾，這種頭飾稱為「巾幗」；而「巾幗」一詞就漸漸

成了女子的代稱。人們說「巾幗不讓鬚眉」，就是讚美那些不遜於男子的女中豪傑。

以女性的衣飾來指代女子，「裙釵」就更直截了當了。《紅樓夢》第一回說：「何我堂堂

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餘。」

還有一些其他常見的用語：

詞 語 指代的人 原 因 例 子

總角 小孩

古時小孩把頭髮向上分

開，左右結紮，形如兩

角，稱為「總角」。

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陶潛《榮木》）

束髮
十五歲左右

的男子

古代男子十五歲成童結

髮。

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

大節焉。（《大戴禮記 •保傅》）

弱冠
二十歲左右

的男子

古代男子二十歲時加冠，

稱為「弱冠」。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

（左思《詠史》）

鬚眉 成年男子
成年男子眉毛較粗，也束

鬍鬚。
巾幗不讓鬚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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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海之鱉來到井邊，左腳還沒
進去，右膝已經被卡住了，只

得慢慢退出，然後對青蛙講述

大海的樣子。

（故事出自《莊子 •秋水》）

莊子的思想

莊子（約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名周，戰國時代宋國 蒙（安徽 蒙城）人。他

是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從《莊子》一書可以了解他的思想，書中有不少有趣的故

事，都寄寓着深刻的道理。

1 一日，生於淺井的青蛙遇到
東海的大鱉，對牠訴說自己

的生活。

（故事出自《莊子 •秋水》）

3 青蛙聽得目瞪口呆，牠
怎會想到還有比牠的水

井更大的世界呢！

井底之蛙

我真快樂！出來可在井邊跳來跳去，

進去又可在井壁縫中休息；跳入井水

中又可以給水浸泡，踏着軟綿綿的泥

漿。我獨佔一井，螃蟹和蝌蚪都沒法

跟我相比，你何不也來看看？

曳尾於塗

1 莊子在濮水釣魚，楚王派了
兩位大夫去找他。

2 莊子持着魚竿，頭也不回，
對兩位大夫講了一個故事。

大王希望把政事托付給先

生，有勞先生了！

3 寧願活着在泥地裏

拖着尾巴走。

用千里之遠不足以說明大海的寬廣；用千仞之高不足以量度大海的

深度。大禹時十年九澇，海水不見增加了多少；商湯時八年七旱，

海水也不見減少了多少……

我聽聞楚國有一隻神龜，死時已經

三千歲了，國王把牠放在竹盒中，

用布包裹着，珍藏在廟堂之上。請

問這隻龜，牠寧願死去，留下骸骨

來顯示尊貴，還是活着在泥地裏拖

着尾巴走呢？

那麼請便吧！我

將要拖着尾巴在

泥地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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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化  相輔相成
認識中華文化
配合課文，精選 38 個文化課題，加深同學對 

中華文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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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思中國語文第五版文化工作紙》的特色如下：

•	配合《啟思中國語文》（第五版）的單元而編寫，中一至中三適用。

•	配合單元課文，增設更多文化課題，加深同學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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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出自《莊子 •逍遙遊》）

 想一想，這三個故事有甚麼寓意呢？

1 惠子和莊子在對話。

3 

無用之用

我有一棵大樗（粵音輸）

樹，它的樹幹臃腫，不

合墨線；小枝彎曲，不

合規矩，長在路邊，木

匠也不會留意它。這棵

樹就像你的言論，大而

無用，大家都會離棄。

再看看那斄（粵音厘）牛，

身體大得像天上的雲。牠

本領很大，卻不能捕鼠。

你沒見過狸狌嗎？牠們卑伏着身

子，等待獵物；東跳西躍，不避

高低，往往踏中機關，死於網中。

2 

你有這麼一棵大樹，為甚麼不把它種

植在寬曠無人的地方，寫意地在樹旁

閒逛，悠然自得地在樹下躺卧？它不

會被砍伐，又沒有東西來損害它。沒

有用處，又有甚麼困苦呢？

中國古代的建築形式很多，不少古代的建築物，仍保留至今，當中一些

更成為旅遊名勝，讓我們可以認識古代的建築特色，又能夠了解相關的歷史

文化。

說到傳統建築，人們很容易想到亭、台、樓、閣。不少著名文學作品，

都以它們為題材，例如宋 歐陽修《醉翁亭記》、唐 陳子昂《登幽州台歌》、

宋 范仲淹《岳陽樓記》、唐 王勃《滕王閣序》等。亭、台、樓、閣分別是怎樣

的呢？

亭

　　亭是一種常設在園林和風景名勝的小型建築，

它的建築結構通常只有屋頂和樑柱，裏外通透，既

可讓遊人休息和觀景，也是一種可供觀賞的景物。

台

　　台是高而平的建築，一般供望遠或觀景之用。

中國著名的台有三國時曹操所建的銅雀台，是曹操

歌舞宴樂的場所。

樓

　　樓是兩層或以

上的大型建築，可

以作為住所，也可

以供人登臨遠眺。

中國傳統建築

閣

　　閣和樓一樣，

都是兩層或以上的

大型建築，作用與

樓亦差不多，因此

人們常常把樓和閣

互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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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

　廊是建築羣中的通道，

方便人們往來，以及欣

賞風景。頤和園的長廊

共長728米，枋樑上還有

山水、人物、花鳥等彩畫

八千多幅，它本身已極具

欣賞價值。

榭

　　榭一般是建在台上的木構建築，供休憩

或遊樂之用。榭一般有楹柱、屋頂，但沒有

牆壁。此外，不少園林還設有水榭。水榭臨

水而建，有的水榭底部部分凸出水面，令觀

景者的眼界更開闊，同時有駕臨水上的感覺。

除了亭、台、樓、閣外，牌坊、華表、廊、榭也是常見的傳統建築。

牌坊

　　牌坊一般設於主要道路上，它具有劃分空間或標誌

導向的作用。在古代，牌坊還有表彰、紀念等作用。

今日我們所稱的牌坊，實際包含了牌坊和牌樓的意思，

柱枋上不設屋頂的稱為牌坊，設有屋頂的則稱為牌樓。

華表

　　在一些宮殿、陵墓等大型建築前，我們會看到

一些雕刻精美的大石柱，這些石柱稱為華表。相傳

「舜立誹謗之木」，在四通八達的路口收集諫言。後

來這種作用漸漸消失，並發展為現在用以紀功、裝

飾的大石柱。

在我們身邊也有不少傳統建築，你能找到一些例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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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環境中，我們已知動物、植物會互相影響，可以加以利用。在中國傳統

文化中，人們也有這樣的想法，不同的是，人們常常把這些動、植物的象徵意義，滲

入現實生活中，以祈求風調雨順，和諧安樂。

就以本單元講讀文章介紹過的紫禁城（故宮）為例，宮城內的建築物多數屬木構

建築，一般會加上瓦頂，而向下斜出的四條垂脊上會樹立不少「垂獸」。「垂獸」既可

作為裝飾物，也能遮住固定瓦片的釘子，有助防止雨水滲漏，而佈置的走獸數量亦反

映了該建築物的重要程度。例如紫禁城中垂脊走獸數量最多的建築物，便是太和殿

了，在每條垂脊上，「騎鳳仙人」和「鴟吻」之間便放上多達十隻走獸，就算是「三大

殿」餘下的保和殿、中和殿，亦只能各放置九隻。

這十隻垂脊神獸究竟帶有甚麼意思呢？

垂脊上的裝飾物 概 說

騎鳳仙人

據說出自齊閔王走投無路之際被鳳凰

所救的典故。把此像置於垂脊的盡頭，

寓意逢凶化吉。

十
隻
神
獸

龍
傳說能在陸地、海裏、空中活動，

統領天下動物，象徵天子。

鳳 百鳥之王，為天下帶來太平。

獅子 萬獸之王，可去惡避邪。

天馬 日行千里，有吉祥之意。

海馬 象徵忠勇智慧。

狻猊 傳說中「龍九子」之一，驍勇善戰，亦取滅火之意。

押魚 海中異獸，能噴出水柱，故有滅火之意。

獬豸 頭上生有獨角的神羊，能辨是非曲直，是正義的化身。

鬥牛 傳說中的虯龍，能吞雲吐霧，可消災滅禍。

行什 猴臉人身，長有翅膀，手持金剛寶杵，有消災除惡之意。

鴟吻
傳說中「龍九子」之一，常見於建築物的屋脊上，天性喜歡舌火吐

水，故此有滅火消災之意。

然而，古人並不是單純地寄望這些垂獸能「下凡」滅火，事實上，紫禁城內的多

個巨型銅製水缸，穿過城中的金水河，以至宮城外的護城河，都有應急滅火的實際

功能。

中國傳說賦予動物的特性和用途

導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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