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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中 國 語 文  試 卷 三  

聆 聽 能力 

 

（ 樣 本 試 卷 ）  

 

試 題 答 題 簿  

 
 

 考生須知：  

 

(一 )  在本試題答題簿第 1 頁之適當位置填寫考生編號。  

 

(二 )  在第 1 及第 3 頁之適當位置貼上電腦條碼。  

 

(三 )  本試卷以 60 分為滿分。  

 

(四 )  本考試的錄音分三段播放。每段錄音播放後，有一節停頓，考生須根據錄音內容回答有關試題。全部試題均須作答。  

 

(五 )  為便於修正答案，宜用鉛筆作答。  

 

(六 )  錄音聲帶只播放一次。  

 

(七 )  聆聽錄音時，可即時填寫答案，亦可在試題右方空白處摘記要點，以助作答，但在該處書寫的文字於任何情況下皆不予評分。  

 

(八 )  各題答案必須填寫在指定的橫線上或方格內。漏答或錯答者，該題得 0 分。  

 

 

 
 

 

 

 

 

 

 

 考生編號         

 

 

 

 

 

 

 

 

 

 
閱卷員  填寫  

試卷主席填寫  
1 2 編號      考   生   得   分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綜合各段     總分       

 

 

 

 

 

請在此貼上電腦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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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此貼上電腦條碼  

第 一 段 錄 音  

 
1.  對於校方計劃拆卸小花園及涼亭一事，各方的反應不一。校園電台邀請了不同人士出席座談會討論。試根據座談會討論內容完成下表： (6 分 )  

 受訪者  王一心  李雪兒  張家傑  曾參與  的學會   
經濟學會    立場    反對  考慮因素   讓同學休憩   

 

 

 

2 .   王一心說張家傑「慷他人之」，「他人」是指： (2 分 )  

 

A 資助重建計劃的校友及家長  A B C D 

B 學校全體同學      

C 支持拆卸小花園的同學      

D 反對拆卸小花園的同學      

 

 

  

3 .   王一心說張家傑「只見樹木，不見樹林」，「樹木」是指： (2 分 )   

 

A 小花園的一樹一木  A B C D 

B 園藝學會曾栽種的紅玫瑰和紫羅蘭      

C 園藝學會的利益      

D 張家傑的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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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判斷以下陳述，選出正確答案；限選答案一個，多選者零分。      

(2 分 )  

 王一心和李雪兒同樣認為假花：  正確  錯誤  

部分正確  

無從  判斷  不會凋謝，可長久保存；  免卻打理工夫。  

    

 

 

 

5 .  張家傑指王一心「本末倒置」。「本」和「末」各指什麼？ (6 分 )  

 「本」：             。  

    「末」：             。  

 

 

 

6 .  王一心以推銷員作比喻，目的在說明： (2 分 )  

 

A 小花園拆卸與否，同學都要付上代價。  
A B C D 

B 支持拆卸小花園，會觸怒常緬懷過去的校友。  

    

C 堅持保留小花園，結果令同學因小失大。  
    

D 堅持保留小花園而不考慮代價，等同欺騙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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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段 錄 音  

 

7 .  提到歷史價值時，王一心以小食部、畢業生的課室為例，目的是：        

(2 分 )  

 

A 說明校園還有其他地方具歷史價值  A B C D 

B 證明只有小食部及畢業生課室才具歷史價值  

    

C 反諷涼亭及小花園未必具歷史價值      

D 說明學校每處地方都具歷史價值      

 

 

8 .  請判斷以下陳述，選出正確答案；限選答案一個，多選者零分。      

(2 分 )  

 按李雪兒的說法，涼亭的對聯蘊藏以下涵義：  

 

 正確  

 錯誤  

部分正確  

無從  判斷  叮囑畢業生展望未來之際，須停下來思量師友的話；  象徵了學校的理想，一代一代延續下去。 

    

 

 

9 .  提到涼亭與對聯的關係時，李雪兒對王一心說：「和你談這些東西，真是對牛彈琴！」試指出她說這句話時的語氣： (2 分 )  

 

                                

 

 

10.  支持保留涼亭的人，曾提及涼亭的歷史及文化價值。以下各項，何者屬歷史價值？何者屬文化價值？何者和文化及歷史價值無關？請在適當的方格內以�號表示，每項最多只可選一個答案，多選者該項不予評分。 (5 分 )  

 與涼亭有關的事 文化價值 歷史價值 
與文化及歷史價值無關 

(1) 新任學生會幹事在涼亭聚會 
  

 

(2) 涼亭建築風格    

(3) 校長與畢業生在涼亭握手道別 
  

 

(4) 涼亭對聯    

(5) 涼亭供人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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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段 錄 音  

 
11.  何老師曾以火災為例討論歷史價值。試根據何老師、陳思華和王  一

 心的對話填寫下表： (6 分 )  

 

 火警時帶走的物品  原因  陳思華    王一心    何老師    

 

 

12.  請判斷以下陳述，選出正確答案；限選答案一個，多選者零分。      

 (2 分 ) 

 何老師認為決定拆卸涼亭和小花園與否，應該取決於：  

 正確  

 錯誤  

部分  正確  

無從  判斷  

     四十年來畢業生和同學的意向；  涼亭是否具備歷史價值。  

    

 

 

13.  訪問中，何老師多次舉出事例以說明論點。試根據訪問內容完成下表： (9 分 )  何老師的論點  何老師引用的事例  

(1)：  

              

 

         

梵高在生時，幾乎一幅畫也賣不出，死後其畫作卻價值連城。  不應只顧社會需要，潛在的歷史價值也應重視。  

(2)：  

              

 

         我們未能從歷史汲取教訓，必令後人慨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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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綜合對話內容，可見何老師與同學討論時： (3 分 )  

   先駁斥對方的理據，然後確立自己的觀點。    舉例說明自己的觀點。    藉提問令同學多思考。    保持中立，不表明個人立場。  

A   A B C D 

B       

C       

D       

 

 

綜合各段內容  

 
15.  假若你是該校學生會會長，請就拆卸小花園和涼亭一事提出建議，並說明理由。 (字數不得多於 150，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 (9 分 )  

  

             
▲ 1             

             
             

             
             

             
             

             
             

             
             

             
             

             
             

             
             

             
             

             
             

             
      ▲ 1 5 0        

 

   試   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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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卷 三  錄 音 稿  

 

 香港中學文憑測試中國語文科試卷三聆聽能力現在正式開始。各位考生，現在請用 3 分鐘閱讀試題。  

 

 第一段錄音  

 陳思華：  

 

 

 

各位同學早晨，我是廣播學會的陳思華，歡迎各位收聽校園電台節目「各抒己見」。今天座談會的主題是「學校應否保留小花園」。我們十分高興邀請到三位「同學」出席。他們分別是經濟學會的王一心同學、歷史學會的李雪兒同學，以及校友，現正於香城大學就讀的張家傑同學。  

 同學們都知道由於校園的空間和設施不足，無論在上課又或是課外活動的安排，同學均面對不少困難，如學校計劃於中英文課推行小班教學，以提升學生的語文水平，但由於課室不足，故遲遲未能推行；又如學校的中樂團、舞蹈組及合唱團，參加的同學愈來愈多，可是缺乏練習和演出場地，往往要借用校外的場館進行，令同學舟車勞頓。為此，學校正籌劃校園改善工程，把小花園及涼亭清拆，然後興建一幢六層高的多用途大樓，透過校園重建以改善同學的學習環境。  

 可是，計劃公布以來，同學們對重建計劃的意見不一，有的支持，也有不少同學對計劃有所保留。故此，今天的節目就讓不同意見的同學各抒己見，而在同學們交流之後，安排了訪問何新民老師，請何老師為我們說明什麼是歷史價值，進一步深化同學的討論。  

 現在，請三位同學「各抒己見」！  

 王一心：  

 

各位同學早晨，我是王一心。關於拆卸小花園及涼亭一事，我個人十分支持。同學都非常清楚，學校一直都面對設施不足的情況，過去幾年，各校隊和學會為了場地問題，發生不少的糾紛，或多或少影響了同學的友誼。涼亭和小花園佔的面積不少，實際的用途卻不大，只是給部分同學在小息時流連、閒談，或是午膳後散步。若把小花園重建成一幢多用途大樓，可為同學提供充裕的課室和場地，大大改善學習環境，有利學校的長遠發展。  

 李雪兒：  

 

各位好，我是李雪兒。我認為實用價值固然重要，卻並不代表一切。小花園看似沒有什麼實際用途，可是同學在繁重的學習生活中，有一處小天地，鳥語花香，讓大家靜下來休息，洗滌塵俗，不是很好嗎？  

 王一心：  李同學，保留小花園不是不好，只是代價太高。新的活動大樓，可以利用先進科技，在活動中心虛擬一個數碼花園，用電腦造出鳥語花香的效果，又大大拓展了同學的學習和活動空間，不是更好嗎？不如我們聽聽校友的意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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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傑：  

 

各位同學，我是張家傑，還記得我三年前畢業禮那天，儀式過後，同學們走到小花園和涼亭和老師拍照留念，小花園和涼亭是我們畢業生回憶的一部分。古人說「物是人非」，我們雖然離開了，小花園卻還在，承載了一代又一代的回憶，可是王同學的建議，卻是「物異人非」了，電腦虛擬又如何承載我們的回憶和感情？除非我們的回憶和情感也只是虛擬的。  

 王一心：  

 

張學長，我也十分明白畢業同學對母校的感情，可是我們不應該「慷他人之」，畢業生要留念，就要自掏腰包買紀念冊，不應該要別人為他們付鈔﹗學校為什麼要開展改善工程？就是因為原來的設施不足，就是沒有足夠的空間讓同學學習、成長。  

 張家傑：  

 

既然王同學談到如何令同學得益，我也不妨倚老賣老，談談有關小花園的一點往事。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參加了學校的園藝學會，還記得當時的一個活動「花圃顯校心」，我們要把花圃設計成校徽一般，因為校徽上共有紅紫兩色，所以我們園藝學會就致力培養紅玫瑰和紫羅蘭花，並且要把這些花修剪好，併成校徽的圖案！  

 在校慶當天，每一個賓客，都對花園的設計大加讚賞，我們全隊人不知多高興。王同學，你說這是不是一種學習、一種成長！  

 王一心：  

 

張學長，我個人很尊重你為母校付出的努力，但是我們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樹林。一個小花園，確實令園藝學會的同學獲得學習和成長空間，但是其他不是園藝學會的同學呢？我們要明白，學校的每一項設施，它應給全體同學使用。當然，並不是每一個地方是每個同學可用到，但是相對而言，小花園所在的地方，正正是學校大門旁，而且面積不小，卻只有園藝學會可得益，未免有點不符合大的利益吧！  

 張家傑：  那麼，照王同學你的「高見」，我們園藝學會是否應該關門大吉，不要妨礙你的大利益呢？  

 王一心：  高見也好，低見也好。學校地方不足是大家要面對的問題。我也不是要園藝學會結束，只是想善用校園的空間，讓更多同學受益。我其實都很喜歡花草，母親節時，我還會送媽媽一大束花呢！  

 張家傑：  我還以為王同學會因為避免鮮花凋謝，在母親節送假花給母親呢！  

 王一心：  

 

我不會送假花給母親，不過我卻可能會送乾花給她。鮮花不是不好，但是既昂貴又易凋謝，在某些時候，我們何不用假花來代替呢？同時，我不是揮霍的人，所以不會堅持用鮮花。  

 張家傑：  王同學認為可以用假花代替真花，原因不外假花比真花便宜，可是，真花和假花真的一樣嗎？  

 李雪兒：  

 

假的當然不如真的好！可是從易於保存方面說，一束假花，今天是這個模樣，十天後仍然是相同的樣子，甚至一年後，除了多點灰塵外，也是同一個樣子。如果我在家中放一盆假花，媽媽就可以多一點空閒時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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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心：  

 

雪兒說得對。這正好說明假的才可以恆久。學校的花園，所佔的地方並不小，還要勞煩工友和同學打理。每次我看到園藝學會的同學，滿頭大汗在施肥除草，就替他們不值了。如果我們以假花布置花園，大家就不需要這麼辛苦了！  

 張家傑：  

 

王一心同學，你真的本末倒置。正由於這是一個真實的花園，同學的體驗才真實。園藝小組的同學除草施肥，經一番辛勞後，看到花卉盛開，那種滿足感，豈是假花可以做到！假花固然可以省卻打理的工夫，但是，同學又哪可以獲得真實的體驗呢？  

 王一心：  

 

難道保留小花園，可幫助同學全面學習嗎？遷拆小花園後，興建的多用途大樓，能令學生全面發展，遠遠大於小花園的作用。  

 小花園拆與不拆，同學都需要付出代價，可是，我不會像某些推銷員那樣，推銷時只告訴客人產品的優點，絕口不提價錢，客人到付款時，才知道還有什麼附加費、雜費，結果客人付出的金錢，遠超他的想像！我知道主張遷拆小花園，將觸怒緬懷學校過去的畢業生。但是為了今天、為了未來的同學，我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  

 現在請用 3 分鐘整理第 (1)題到第 (6)題的答案。  

 第二段錄音  

 李雪兒：  我也反對王一心同學的建議，我反對的原因和張學長不同，我認為這個花園，特別是花園中的涼亭，其實是學校歷史的一個重要部分。  

 王一心：  李同學，你的說法是否有點誇張？這不過是一個平平無奇的涼亭和小花園，和學校歷史有什麼關係？  

 李雪兒：  

 

王同學，你有所不知了。我翻閱歷史學會有關校史的檔案，發現在過去四十年，每一屆的學生會幹事會成立後，都會在涼亭會一次，叫作「新人亭」；而且每年的畢業生在留校的最後一天，都會在涼亭拍照留念。  

 張家傑：  

 

不僅這樣，我記得校長還會特意來到涼亭，與我們畢業生握手道別！  王一心：  

 

那又怎樣，那也算是歷史價值嗎？每一屆學生會幹事會成立，還不是在小食部舉行慶祝會嗎？每一年畢業生在校的最後一天，不也在自己的班房中拍照嗎？那些不是歷史嗎？那麼，每個課室也是歷史遺物了！  

 李雪兒：  

 

我認為同學在涼亭做過一些重要的事情，就足以證明，這個地方是有一定的歷史價值；不過，我所以覺得涼亭是學校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建築，還有其他因素的，並不是如王一心同學這樣說，隨便找一個地方都可以稱為歷史建築物。小涼亭的設計也有獨特的地方，它屬於攢尖寶頂式，富中國傳統文化特色。同時，小涼亭富傳統文化氣息，有亭聯。  

 王一心：  你指的是涼亭門前的對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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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兒：  

 

沒錯，就是那一聯：「後會有期，此後莫忘今日語；前程無限，向前須問過來人。」這一聯既切合亭本來的意思，又帶出了學校薪火相傳的含意，用在小涼亭上，真的貼切！  

 王一心：  「亭」字本來有什麼意思？  

 李雪兒：  「亭」這個字，本來就有「停下來」的意思，亭在古代是行人休息的地方，所以「涼亭」的「亭」，與「停止」的「停」，本來的意思是一樣的。  

 王一心：  那和對聯有什麼關係？  

 李雪兒：  

 

(不屑語氣 )和你談這些，真的對牛彈琴！「後會有期」，正正是指亭中人即將離去，可是不要忘記了送別者的贈言。  

 王一心：  那「前程無限」又有何意思？  

 李雪兒：  

 

這個亭，同時也可以象徵學校。我們不是一同在學校中停留了一段日子嗎？離開後，師長的教誨，不就是「今日語」嗎？若要「前程無限」，不是要知道過來人的人生經驗嗎？所以「向前須問過來人」，就是這個意思！王一心同學，你還老是說以假代真，你對涼亭的歷史一無所知，就要把涼亭和小花園拆掉，真的是膽大妄為！  

 王一心：  好了好了，就算這個涼亭真的那麼珍貴，值得保留，也不應該保留在學校大門附近這麼重要的地點，就把它移去學校其他的角落，不就解決了問題嗎？  

 李雪兒：  

 

這又要再談談有關中國建築的特色。中國園林中往往都設有亭，如西湖的湖心亭。這些亭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作為整個景色的核心，如「畫龍點睛」一般，令整個園林生動起來。  

 由此我們可以推想到，當初學校興建之時，會把這個亭放在學校大門附近，正正代表這個亭可以顯現學校的理念。故此，王一心同學，亭不是說搬就搬的！  

 王一心：  我並不否定涼亭的歷史及文化價值，但是兩位好似完全和時代脫節，完全沒有顧及學校的整體發展。現實是：學校地方不足！我個人同意保留小涼亭，可是保留也有很多方法，不如在新建的多用途大樓，闢一個地方，展示涼亭，不就皆大歡喜嗎？  

 李雪兒：  這做法，就是把本來和我們學校生活有密切聯繫的歷史文物，變成一件死物，如果把涼亭搬到一角落去展覽，這和假花有什麼分別？  

 陳思華：  三位同學舌劍唇槍，對小花園的遷拆與否，針鋒相對，但是我們不難聽得出，現在的焦點問題，是小花園的歷史價值。因此，我們在下一節中，會專訪教歷史科的何老師，請他為我們分析什麼是歷史價值。  

 現在請用 2 分鐘整理第 (7)題到第 (10)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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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段錄音  

 陳思華：  究竟什麼是歷史價值？同時，保留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與發展學校空間之間，又如何取捨呢？很高興今天能和歷史科的何老師談談這個問題。本來的計劃是與三位參與討論的同學一起訪問的，可惜李雪兒和張家傑校友有事須先行離開。現在就由我，陳思華和王一心同學「主持大局」了。何老師，我們首先想問的是：什麼是歷史價值？  

 何老師：  從以下例子，我們比較容易明白什麼是歷史價值：  如果不幸地，你家發生火災，你倆即時想到要帶走什麼東西？  

 王一心：  

 

當然就是身分證了。  何老師：  

 

王一心同學，這是否因為身分證有實際作用？  王一心：  對呀。  

 何老師：  那麼，陳思華同學你又如何？  

 陳思華：  

 

有些人會帶身分證、錢；也有人會帶相簿、成績表，因為這些東西都是獨一無二的。唔……我想我會帶走日記。  

 何老師：  為什麼？  

 陳思華：  日記可說是獨一無二的。  

 王一心：  如果沒有身分證便麻煩了，辦補領手續也很麻煩。  

 陳思華：  如果你的日記燒掉了，雖然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不大，但是失去的記憶卻是無可取代的。那何老師您呢？  

 何老師：  

 

我既不會帶身分證，也不會帶日記，只會帶我的結婚相簿，我十分重視婚姻！不過，從你倆的選擇中，已經說出了在你們的心目中，歷史價值的發展空間，何者較為重要了。不過，這個選擇是屬個人的層面理解，而從社會以至國家的層面來看，就會複雜得多。  

 王一心：  我們有說明嗎？為什麼我不明白呢？好了，老師你還說到，個人與社會對歷史價值的理解會有所分別，那是怎樣的分別？  

 何老師：  我們再回到火災的處境，如果現在不是你個人，而是你和陳思華同學一同住，突然大樓響起火警警號。由於時間緊迫，除了身分證，你們只能多帶一樣東西走，你們會一同決定帶什麼？  

 陳思華：  當然是帶我的日記！不用想了！  

 王一心：  你有沒有聽清楚老師說的條件？我們一同決定，又怎會帶只屬於你的東西？如果這樣，我當然帶我的相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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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老師：  所以在價值判斷上，往往有主觀的傾向，如果不透過對話，令對方理解自己，並且彼此接受對方的看法，就不可能有大家認同的價值。因此，有關歷史價值的問題，就需要有一種共識了。可以說，共識愈多的事物，其歷史價值就愈明顯了。  

 陳思華：  原來如此。如果我們是這樣理解歷史價值，那麼，今天有關小花園應否拆卸，兩種意見明顯對立，是否代表沒有共識，因此就證明了小花園的歷史價值不高呢？  

 何老師：  當然，由於過去的人都不能夠自己發聲，告訴你他們的看法，所以歷史的價值，都是由現在的人來決定，這是無法避免的事實。不過，學校的小花園的歷史價值，又不能和其他歷史悠久的建築物相提並論。  

 陳思華：  為什麼？  

 何老師：  

 

雖然學校已經有四十年的歷史，但是大部分校友都仍然在生，如果我們要理解他們對這個小花園的感情，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向他們查詢，問他們覺得學校應否繼續保留小花園。這與一般建築物是否被判斷為有歷史價值，情況並不完全相同。  

 陳思華：  有什麼不同？  

 何老師：  由你懂事以來，你可有搬過家？  

 陳思華：  由於我爸爸的工作緣故，我搬了好幾次家了。  

 何老師：  那麼你現在回想每一次搬家，你是否也把不少自己的物品拋掉了，但是到了今天覺得很可惜呢？  

 陳思華：  對呀！對呀！我最心疼是自己把小學一年級的手冊拋掉了，當中有很多老師和父親的通訊，我現在真的很想看到，但是這在我中三那年搬家，拋掉了。  

 何老師：  當時你為什麼會把手冊拋掉？  

 陳思華：  唔……因為當時覺得小學生活很無聊，沒有什麼值得回憶。  

 何老師：  

 

所以呢，一個人在不同的階段，對於自己的過去，可以有不同的評價，而作出不同的取捨決定。今天你覺得重要的東西，明天可能變得不重要；今天認為不重要，可拋掉的東西，明天可能變成你非常珍視的物品。  

 王一心：  不過，這只是陳思華年幼無知，才這麼傻，一本手冊都不願留下。  

 何老師：  

 

一個人固然會因不同的時期而有不同的看法，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也會有相同的情況。你有沒有看過梵高的畫作？  

 王一心：  當然看過，他的「向日葵」是世界名作，還賣了很高的價錢呢！  

 何老師：  但是在梵高有生之年，他的作品幾乎一幅都賣不出，原因是梵高的作品，並不符合當時的審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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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心：  老師，你的說法很有道理，但是我們是活生生的人，要面對生活，若果我們做什麼都畏首畏尾，結果什麼也做不了！正如你所說，陳思華所以會決定在搬屋時拋棄某些東西，是因為要搬走的東西太多，假若什麼都保存，哪有地方放置？我們今天的人，在有限的資源下，不能不作出取捨！  

 何老師：  所以，我沒有說陳思華同學把手冊拋掉，是做了一件「錯事」，但是你問問陳思華，他今天是否後悔？  

 陳思華：  後悔呀，其實一本手冊佔多少位置？但是當初不知怎地，卻拋掉了。  

 何老師：  就是這樣了。  

 王一心：  所以我們不是不下決定，而是要鑑古知今，明白自己今天所下的決定，會有什麼的後果。  

 何老師：  我再舉一個例子。你知不知道在意大利羅馬，要尋找泊車位是非常困難？  

 陳思華：  我不知道，這和文物保育又有什麼關係？  

 何老師：  正如不少大城市的發展一樣，羅馬市的土地已經全開發了，加上羅馬市的歷史建築多不勝數，許多古舊建築都不容許重建，所以興建多層停車場的地方也不多，於是停車場極度缺乏，泊車極之困難，令市民忍無可忍，結果有不少人建議向地下發展，開闢地下停車場，就如香港不少大商場的做法，把停車場建在地底。可是，仍然被政府否決，你知道為什麼？  

 陳思華：  待我猜猜看！是否地底有寶藏？  

 何老師：  

 

差不多了。由於羅馬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城市，因此政府相信，在現在的建築物下面，會有大量的古建築存在，如果政府容許建造地下停車場，就有可能把一些重要而珍貴的文物或建築破壞了。因此，政府仍然決定：不准挖掘。  

 王一心：  可是，我知道羅馬當地的泊車位，因此也非常緊張，很多街道變成了雙重甚至三重泊車，造成很多麻煩和糾紛，這個代價又是否值得呢？為了地底一些不可知的所謂寶藏，令很多羅馬市民要花上一小時、兩小時去找一個泊車位，是否合理呢？  

 何老師：  所以真的談到如何決定建築物的歷史價值時，我們不能不談後果與代價。這正如詩人杜牧參觀秦朝所建的阿房宮，看到一片荒涼，從而想到秦人花費大量人力物力來建築這個宮殿，阿房宮建成後金碧輝煌，極之宏偉，秦人卻想不到秦朝在短短的日子就滅亡了，杜牧因此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陳思華：  哀來哀去是什麼意思？  

 何老師：  

 

杜牧指秦人沒有在自己的時代好好思考，結果也自然沒有時間為自己王朝的滅亡而悲哀，只有後來者，好似杜牧，才會為他們的滅亡而悲哀；但是，杜牧再進一步想，如果我們不對秦人的失敗而加以反省，而做好今天的自己，只怕在未來的某一天，某個後來者，又會為杜牧而感到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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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心：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要下一個決定，就要想及昨天，也要想及明天了！  

 何老師：  王同學說得很對。  

 陳思華：  我們已經聽過了何老師對歷史價值的分析。可是我們也想知道老師你對拆卸小花園的立場。  

 王一心：  在剛才的討論裏，老師早已有立場了。為何你老說不明白？  

 陳思華：  我想……我應該明白吧！謝謝老師！  

 何老師：  不用客氣！  

 現在請用 7 分鐘整理第 (11)題到第 (15)題的答案。當然，各位考生也可以整理前面各題的答案。 

 各位考生，試卷三聆聽能力測試時間已到，考試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