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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指出上文的主要情感線索和各結構段所抒之情。

提示：可考慮敘事時間以及各段所安排之情感遞進，為全文劃分層次。

文章的主要情感線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結構段一（見於段落 __________ ）：

此部分的敘事時間是 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在此所抒之情為 ____________________，並在後文 ____________________ （敘事時間）。

結構段二（見於段落 __________ ）：

此部分的敘事時間是 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在此所抒之情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結構段三（見於段落 __________ ）：

作者認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結構段四（見於段落 __________ ）：

作者認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歌頌夏聲、蟬聲，乃⾄⽣命之聲。

1-5

⼤學時期（此刻）

想念蟬聲 引起回憶

6-12

⼩學回憶

因各種夏聲⽽雀躍，⽽作者尤其喜愛蟬聲。

13-18

蟬聲是美妙⽽⾼低分明的絕句，望⼈們靜聽

19-21

聆聽蟬聲即聆聽⽣命，抒發對精彩⽣命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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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指出上文的主要情感線索和各結構段所抒之情。

提示：可考慮各段所安排之情感轉變或遞進，為全文劃分層次。

文章的主要情感線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結構段一（見於段落 __________ ）：

作者在此所抒之情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結構段二（見於段落 __________ ）：

作者在此所抒之情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結構段三（見於段落 __________ ）：

作者在此所抒之情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結構段四（見於段落 __________ ）：

作者在此所抒之情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從「個人感悟」所帶出的文章道理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抱怨受愚以及感恩「我有」

1-8

因受愚⽽煩擾

9-18

反思⾃⼰看不⾒「我有」

19-32

頓悟⾃⼰擁有很多，是幸福的⼈，為⾃⼰剛才的庸俗⽽愕然。

33-36

感恩⾃⼰擁有的⼀切，包括愛情。

- ⼈對於⾃⼰的「富有」總是茫然無知（並對知⼰的他表達感激）

- ⽣命是探險，總有疾⾵擾⼈，視之為成⻑則能有所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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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借文章閱讀，獲得有關寫作的啟發及思維。

1. 作者在首段直指「沉默是一種處世哲學，用得好時，又是一種藝術。」此處所言「處世哲學」和

「藝術」有何不同？我們何以怎樣利用文章所給予之例子理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在段2中，作者提出說話大多是種自我宣傳，就全文理解，作者對這種「自我宣傳」的取態是怎樣

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第 4段中，作者提出了見生人時我們自然會沉默，而沉默亦有相當多的好處。按此自然段而言，我

們可以理解作者就哪幾個層次論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處世哲學偏重於「與⼈相處之道」，藝術更具美感。

作者論述我們為何⾯對不同⼈物（⽣⼈ /熟⼈ /偉⼈），都該學懂沉默之道，以免限於窘境。

⽽後進⼀層提升沉默之道的境界，在於與⼈交際的詩意。

層次升華

先肯定⾃我宣傳的價值，後提出這種做法在許多時候並不值得。

此處乃先揚後抑，令⽂章更⾒波瀾起伏，前後論述產⽣鮮明的⽐較，易使讀者有恍然⼤悟之感，

藉以留下深刻印象。

按照我們⾯對⽣⼈時該沉默的三項原因，

以及開啟下⽂並回應段⼀ —— 提出在⽣⼈⾯前⾃我宣傳並不重要，

可分作四⼩層。

這種分層論述，讓該論點涵蓋的範圍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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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說話的藝術而言，作者認為我們對待生人和朋友是否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第 6段中，作者提出了例外的情況，指我們不能過於沉默。在一主一客的情況下，說話是「自我宣

傳」的表現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了理解作者如何安排文章的結構層次外，其對於沉默的看法亦相當值得我們學習。平日談起「沉

默」，多想起「沉默是金」，然而何以「沉默是金」？其價值在於人際關係的調和？還是在於明哲

保身？通過作者的閱歷見聞，我們可更細緻體悟其筆下有關沉默的價值。

就此，作者認為我們都該學懂沉默之道。

雖朋友或會對我們說的話有興趣或表示禮貌傾聽，

但沉默能帶來若⼲好處，讓⼈際相處間保留詩意，引起無盡的追求。

說話在必要時具有溝通的作⽤，是為了⾃⼰，也可以是為了別⼈。

綜觀全⽂，⽂章以沉默為題，作者發掘了沉默鮮有⼈發現的價值，

但亦無全盤否定說話在⼈際間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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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的，你是單知道雪天野獸在深山裏沒有食吃，才會到村裏來的。」他們立即打斷她的話，

走開去了。她張著口怔怔的站著，直著眼睛看他們，接著也就走了，似乎自己也覺得沒趣。但她還

妄想，希圖從別的事，如小籃，豆，別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來。倘一看見兩三歲的小

孩子，她就說：

6. 「唉唉，我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也就有這麼大了……」

7. 孩子看見她的眼光就吃驚，牽著母親的衣襟催她走。於是又只剩下她一個，終於沒趣的也走了，

後來大家又都知道了她的脾氣，只要有孩子在眼前，便似笑非笑的先問她，道：

8. 「祥林嫂，你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不是也就有這麼大了麼？」

9. 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經大家咀嚼賞鑒了許多天，早已成為渣滓，只值得煩厭和唾棄；但從人們

的笑影上，也仿佛覺得這又冷又尖，自己再沒有開口的必要了。她單是一瞥他們，並不回答一句話。

 試想想，朱自清的〈沉默〉提及魯迅《祝福》的用意何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讓讀者更容易理解，甚⾄產⽣共鳴；藉以增加⽂學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