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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作品，由於撰寫的內容與現今已有一段時間上的距離，因此

一般人在閱讀和理解方面，對其文句的了解、文義的分析，以及寫作時

機與背景的探索，都會有某種程度的障礙，於是閱讀的意願往往被打了

折扣。但文言文教材是基礎語文教育裡的一環，它兼顧著文化的傳承、

知識的延續、語文能力的訓練、文藝鑑賞的培養、語言邏輯的建立。就

學生而言，傳統中國文學作品精練的遣詞用字、多變的句式，以及詞彙

語意的差異、語序排列的風格，常使之感覺文言文太深奧，故而難以提

起學習興趣。至於對教師而言，在面對這般廣博的傳統文學作品時，其

實也一樣是在短時間內不易說清楚的。

目前國民中學的《國文》課本，文言文選文的比例，六冊平均約

佔百分之三十五，每篇字數大多在二百字至五百字之間，皆屬小品的短

文，文體亦集中於記敘文或寓言體，少有純說明、議論、抒情的文章，

如：〈張釋之執法〉、〈五柳先生傳〉、〈湖心亭觀雪〉、〈兒時記趣〉、

〈陋室銘〉、〈愛蓮說〉，雖然文章字句算是淺顯，但教師往往侷限在

字詞說明及解析、文句詮釋與語譯，至於文章裡深層語意的深究或敘寫

情境的鑑賞，則往往被主、客觀的因素所限制，因而文言文教學，多

只能是片面的、初步的認識與了解。在機械式的記憶下，學生一直未能

充分的去思考，也未能將學習內容的困惑作提問，甚至不知該如何去提

問。形成教師與學生之間，對文言文教學的無力感。

一篇文學作品被選入為課文，當然有它一定的水準，尤其文言文創

作，是由千百年來的作品裡，所篩選出來精英中的精英，必然有其不同

凡響之處。導引的教師應該考量：作者寫作文章的目的當有他當時的寫

作背景，其間的寫作風格、寫作手法又是如何營造與運用？因此，在文

言文的閱讀、教學方面，一線教師必須思考，怎樣的教學活動設計，才

可能達成有效的教學。

誠如韋志誠《語言教學藝術論》所說：

選進教材的文章，作者本意並非為學生所寫，他們也沒有想到

自己的文章會選作教材。當把這些文章作為語文教材時，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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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發掘這些文章的教學價值。1

如果把教學的過程看成是藝術的詮釋、藝術的表達，從文言文選文的教

學內容看，講授題解、介紹作者、解析生難字詞、語譯課文語句、深究

文句意涵、鑑賞內容情景，教師如何跳脫單調的教學形式、零碎的知識

傳授，創造出能引起學生對文言文的學習與趣，讓學生能從文言文中汲

取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藉著活化的教學思維，改變傳統教學模式，勢

必創新目前的教學方法；亦即由現今教學現場所熱衷、關注的「翻轉教

室」這個概念出發，使思維的角度具主動性、獨特性，進而營造出富有

創造性的文章閱讀與解析，啟發學生閱讀及反思的能力。

國文科教材在教學目標方面，包含了知識、情意、能力三個部分，

而文學作品所具有的教學功能即在於：智慧的啟迪、情操的陶冶、閱讀

能力的提升，《國民中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裡指出：國民教育階段課

程設計目標的基本理念是以學生為主體，以其生活經驗為中心，培養現

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這就是現代教育的理想，是邁向新思維的「全

人教育」。教學思維已進入了活化與多元的新領域，國文科教學的歷程

更需要兼顧到知、情、意、行四個層面，如同孔子以「文、行、忠、

信」四教，教育他的學生，李金城在《中學國文教學的藝術》中說：

「這『四教』，實際上只不過是『辭章之學』與『品德教育』兩回事罷

了。」
2 說起來簡單，但這正是國文科教學的核心所在。

這本書所設定的探究範圍，以康軒、南一、翰林三家審訂版國民中

學國文課本選文為主，每篇皆曾出現在兩家課本以上，共計十二篇，由

活化閱讀的角度切入，做閱讀教學的導引設計，並延續拙作《閱讀的教

學與導引》，以提問的形式，分別設計「預習指導」（含閱讀範文前、

閱讀範文後）、「範文教學指導」（含內容深究、形式深究、修辭及鑑

賞）、「語文運用練習及創思教學設計」、「心智圖」，共四個部分，目

1 韋志誠《語言教學藝術論》（廣西：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65。
2 李金城《中學國文教學的藝術》（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8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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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將活化的構思，以具體的形式呈現。誠如筆者於教師研習的場合中

所一貫強調的：「活化教學」必先要教師的思維願意接受活化的構思，

進而主動以活化的思維在閱讀的空間裡進行探索，再進一步願意把活

化的閱讀心得作分享，或是能夠把閱讀的文章做活化的閱讀導引，在

「問」與「答」之間，引起思維的激盪，借群組的力量衝擊出不可能的

可能，這就是閱讀的趣味、閱讀的魅力。根據這個理想，對於本書的撰

寫，筆者的思維形式如下。

第一節　創意思維與閱讀

教師在教學的活動設計上，如何將創意思維融入文言文教學，需

先掌握教學目標再擬定教學策略，在實際的教學現場中，藉由學生的反

應與隨機的評量，調整教學的方法和課堂教學的形式。有些教師（或讀

者）對「創思」的理解不夠深入，筆者已於拙著《閱讀的教學與導引》

中作了說明，不再重複討論。這裡只就文言文部分提出淺見。

文言文的閱讀教學是一項挑戰，首先是文言文的寫作手法和現今

的白話文不同，文言文在遣詞造句上，講究簡潔精練，詞類的活用現象

多，追求「文近旨遠」的旨趣，而白話文則是淺白易懂，字句較冗長詳

盡。文言文多屬民國以前的文章，寫作背景、寫作動機、寫作手法、寫

作用語，都和現代有很大的出入，無論用字、遣詞、造句、語法、敘寫

內容、創作手法、表達旨趣，都令現今的閱讀者備感艱深，形成閱讀上

的障礙，因此如何進行創思閱讀，如何閱讀出文章裡的趣味，事實上是

需要經過閱讀訓練、長期培養、團隊合作才能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探究文言文的閱讀創思，需先有一個概念：「創思」並不是遵守某

種常規下進行的活動，它所追求的是「變異」，從不同的思維角度去思

考問題，從各個不同的方向找尋答案。在閱讀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在創

造時機、創造切入問題的思考點、創造文句裡的情境畫面，引導學生進

行聯想、探索新的思維與發現。筆者將上述活動做了如下的設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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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讀者參考。

一、開放式的提問

將學生視為學習過程裡的主體，就要使他的學習具備積極性，能夠

主動的搜尋資料，對於一篇文章的閱讀，不只是能咀嚼、能吸收，還要

能多思考、敢質疑。因此，教師就需要成為一位提問的設計者。例如：

課文的「題目」就可以是閱讀的擴散起點，像「張釋之執法」，它是課

文的題目，但也能是開放式提問的起點，略舉可提的問題如下：

1. 張釋之是誰？  

2. 他在漢朝擔任什麼重要的職位？  

3. 他有什麼重大的成就？  

4. 他是一位賢臣還是酷吏？  

5. 他在歷史上有哪些令人傳頌的事蹟？  

6. 編者為什麼以「張釋之執法」為題？  

6. 他很公正嗎？為什麼？  

7. 執法過程很曲折嗎？在哪裡？  

8. 君臣之間發生了矛盾嗎？原因呢？  

9. 如果你是張釋之，你會怎樣執法？ 

10. 我們的執法者公正嗎？

又如文中：「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

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對於文帝的「怒」，可呈現的開放

式提問如：

1. 文帝認為「縣民犯蹕」是故意的行為嗎？  

2. 文帝自認為自己是皇帝，位高權重怎可受到驚嚇？  

3. 廷尉是他的近臣，應該知道自己的想法，怎麼可以把棘手的判決

丟還給自己呢？  

4. 廷尉所判的刑責太輕，難道僅止於判罰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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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帝身邊有這麼多人在保護他，還能被「犯蹕」，所以發怒？ 

6. 文帝認為自己貴為天下的領導者，他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身分

懸殊，法不能一概而論嗎？

由此可知，開放式的提問就是圍繞著中心的人物、中心的主題、文中的

事例先進行開放性的思索，或是資料的搜尋，然後再用小組分享（或報

告）的方式呈現，使學生在閱讀的一開始已經展開了心理的準備工作，

也為課堂的授課做好了前置作業。

二、啟發式的導引

在語言的直覺反應裡，「語感」是其中之一的因素，藉著對語言的

直覺去營造情境，或去推想一個道理，運用已知的經驗或閱讀的累積，

去感覺文句裡的真相；亦即「語感」就是每個人不同的想像空間，在經

過歸納、分析、聯想、推測、統整這一連串的加工之後，對文句做出直

覺的反應或判斷。

在閱讀的教學活動裡，如何「挑起」語感，這就是一種啟發，教師

如何利用多元的角度，去思考、去聯想，再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誘導學生

展開擴散的思維，多方面去想像。也就是說，在閱讀教學的過程裡，教

師要處於協助、輔導的角色，抓住文章的關鍵點，觸發學生具有深度的

延伸聯想、比較、假設、分析，以探究問題和解決問題。

例如：歐陽脩〈賣油翁〉一文中：「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

射不亦精乎？』」這段文句若從「語感」上進行啟發式的導引，它的可

能性包含有失望不滿、惱羞成怒、懷疑指責、氣勢凌人、藐視輕蔑。而

以上的導引點，若分別從不同角度去想像當時場景，有可能的解析是：

1. 所有圍觀者都在起鬨大聲叫好，但賣油翁的動作非常突兀，使得

現場氣氛美中不足，陳堯咨因而向賣油翁提出質疑。 

2. 陳堯咨善射、十中八九，已經算是當世無雙，賣油翁的表情動作

看似輕蔑，因而反問：「你也有這種本事？」  

3. 陳堯咨認為：以賣油翁的身分地位、文化水準，怎有資格以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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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神表情，來評斷自己的射箭技術？因而不悅的反問。 

4. 陳堯咨自恃官大位尊，丟不起面子，因而以輕視的語氣怒斥賣油

翁，反問：你也會射箭？也配評斷射箭的技術？  

5. 陳堯咨身居高官，一向被下屬推崇、吹捧，並且習以為常，賣油

翁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百姓，量他能力有限，因而用反問語氣：你

也配懂得「射箭」的技術？

同樣的一句話，導引的角度不同，營造出來的場景、人物畫面、表

現的情景，就會有所差異，教師可針對文言文用字的特色，在課堂裡運

用啟發式的導引，如此應能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

三、討論式的推理

閱讀一篇文章，一定要學會如何發掘重點、深入分析。一位文章的

創作者在文中所呈現的思路，就是深度探究文章內容的線索；作者怎麼

開始、怎麼布局，甚至他為什麼要這樣寫，都是需要從整體的角度去揣

摩的。尤其是文言文，語言表達的風格大多是內斂的，往往在課堂上經

過多數人的討論之後，分別從文章創作的角度、敘寫的手法，也就是從

作品的立意、構思、體裁、語言、形象等面向切入，運用群體的腦力衝

擊以發掘線索，當能有更深刻的收穫。

在教學現場中，由於學生的思考能力、成長背景、思維方式、閱讀

水準都有所不同，因此同樣的一個提問，理解和分享就有很大的差異。

「討論」正是要學生以群組的力量，梳理文章裡敘寫的情節、分析人物

的形象、批判文章裡的意涵、探索文句裡的寓意，讓學生學習如何和課

文裡的作者對話，藉此激發他們對閱讀的創造思維。

例如：劉禹錫〈陋室銘〉，「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

龍則靈」，在筆者的讀書會裡分別有下列的解讀：

1. 山不高，不會有神仙來此隱居修行；水不深，不會有龍來此潛

藏，藉此傳達陋室的位置在山不高、水不深的地方。  

2. 山不高，但因有揚雄的隱居並作《太玄經》而有名；水不深，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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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諸葛亮的在此等待而為天下知。  

3. 作者有感自己有如「龍」一般，具經天緯地的治國之才；有如

「仙」一般，有奪人耳目的文學風采，可惜淪落到這山不高、水

不深的地方。

這些想法都是在同學們討論的過程裡所提出的推理，每種創意的想

法都是一種有價值的解讀，相較於課本—如翰林版「以名山靈水為

陪襯，為陋室正名，說明居室的價值，關鍵不在居室本身，而在主人的

品行道德」；南一版「說明自己雖居陋室卻是有德君子」；康軒版「隱

含住屋不必豪華，只要屋主具有美好品德，將使聲名遠播的深意」—

文章的閱讀、理解可以不必堅持某種看法是正確的，因為它也可以是再

創造、再發現，即使三家審訂版的看法一致，但另類的推理正是吾輩閱

讀古人文章在解析上所能有的創新與發現。

四、統整式的整合

閱讀就像是營養的吸收，彷彿一日三餐，把飯菜吃進肚子裡，經

過胃腸的消化，變成養分被身體吸收一樣，閱讀就是知識上的食物，在

大腦裡被消化吸收變成了精神上的養分。有效的完成閱讀活動，就是要

讓學生能積累從文章裡所作的吸收與理解，所以閱讀一定要讓學生自己

讀。由於資訊媒體、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知識性的內容教師可以放手讓

學生自己去解決，即便是較有難度的內容也要敢於放手，甚至越有難度

越應該試一試，教師可試著擔任導引者，少講、精講，讓學生成為學習

的主體，多閱讀、多思考、多表達。

在教學過程裡，教師只要把握住教學內容的重點，明白課文裡文句

詮釋、資料補充的困難點，利用活化教學的形式，由學生分組、分工，

上網查詢、下載，或組內同學的分享、討論，在教師的提問導引下，逐

步的觸及問題、討論問題、分享心得，最後統整出一個由全班同學參與

之下的共識，讓閱讀教學形成一環緊扣一環的串聯，增加學生在閱讀上

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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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周敦頤〈愛蓮說〉：「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

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教師可以指導學生：

1. 網路搜尋或實際觀察菊、牡丹、蓮三者的外形，並作口頭描繪與

聯想。 

2. 網路搜尋或書籍翻查菊、牡丹、蓮這三種花成長的季節，並作口

頭敘述與聯想。  

3. 由菊、牡丹、蓮三者的外形，揣摩喜愛者的人格特質，並作口頭

敘述與聯想。  

4. 由菊、牡丹、蓮這三種花的特質，尤其是「蓮」，揣摩作者的

「獨愛」是怎樣的心境。  

經由各組學生的觀察、報告、分享，甚至有些天兵的學生，冒出神

來一筆，不但不影響整體思維，可能又會激起更多的漣漪，此時教師的

整合將極為重要，因為成熟的看法、周延的思維，正是解析課文最重要

的地方，也能為文章的閱讀在討論與分享上畫下完美的句點。

第二節　文言文的有效閱讀

閱讀教學活動設計，非常吻合《中庸》裡「博學之、審問之、慎思

之、明辨之」的學習途徑。有效的閱讀，不是淺層的瀏覽，而是要能把

文章裡的養分吸收，進而「再創造」，或是在文章裡抽絲剝繭，尋找到

「物外之趣」，也就是「再發現」。

如何達成上述目標，筆者認為應將關注點放在「有效」及「活化」

上。首先，什麼是「有效」？就筆者個人的看法，有效不是把聲光、電

子媒體透過電子白板在課堂裡運用，或透過學習單在課堂設計幾個活

動；有效也不只是所謂的「翻轉教室」，以為把學習的活動主體翻轉給

學生，由學生分組進行閱讀、搜尋資料、報告、分享，教師講評、統整

就算是「有效」。對於「文言文」而言，它和白話語體文在閱讀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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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絕對是有差別的。首先是學生「看不懂」，這是因為文言文遣詞用字

的習慣，和白話語體文不盡相同；其次是「不了解」，這是作者的年代

和現今有一段距離，相關歷史背景、寫作動機學生知道有限；再來是文

言文散文多強調弦外之音、物外之趣，言簡義深，學生無從體會深層的

意涵；最後是文化的、藝術的傳承，要能對中華文化有深度的學養。但

在現今的教改政策之下，國文科授課時數一減再減，國文科學習篇目一

刪再刪，學生不能融入在中華文化之中，那麼哪來的「翻轉」、如何來

推動「學思達」呢？

談「有效」最不能丟掉的是「課綱」—教學的「目標」是什

麼？讀、聽、說、寫，只用媒體、活動、翻轉就能「有效」的改變目前

的學習困境嗎？《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裡指出，本國語文科

的學習目標：

1. 培養學生正確理解和靈活應用本國語言文字的能力。以使學生

具備良好的聽、說、讀、寫、作等基本能力，並使用語文，充

分表情達意，陶冶性情，啟發心智，解決問題。

2. 培養學生有效應用國語文，從事思考、理解、推理、協調、討

論、欣賞、創作，以融入生活經驗，擴展多元視野，面對國際

思潮。

3. 激發學生廣泛閱讀的興趣，提升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以體認

本國文化精髓。

4. 引導學生學習利用工具書，結合資訊網路，藉以增進語文學習

的廣度和深度，培養學生自學的能力。3 

文言文是古人智慧的流傳，包含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若要引導學生

樂於進入珍貴的文言文世界，教師必須結合學生的學習和經驗，以傳統

的教學法為基礎，尋求可行的有效策略。

此外，在課本範文的編選上，《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針

3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教育部網站，

2011 年發布。

國中文言文活化閱讀數位樣修改20160202.indd   10 2016/2/2   下午 01:52:03



＆

第一章　緒　論　011

對範文編選的實施要點指出：

1. 所選用之教材應結合學生的經驗及當代議題（如：海洋、生態、

性別、族群等），並兼顧各種文章表述方式（如：敘述、描寫、

抒情、說明、議論等），以單元或主題方式作有系統之編排。

2. 第三階段（第六學年）漸次融入文言文，第四階段應逐年調

整文言文所佔之比率（第七學年 10%～20%、第八學年 20%～

30%、第九學年 25%～35%）。  
3. 第四階段之選文，得視需要附導讀、作者、注釋賞析及思考問

題等，以增進了解與欣賞能力。4 

文言文選文比例之調整，採逐年增加，由於目前「一綱多本」的政策，

因此各家在篇目及篇數的審訂上，各有不同，舉例表列如下：

三家審訂版都收錄

〈張釋之執法〉、〈五柳先生傳〉、〈世說新語選〉、

〈陋室銘〉、〈愛蓮說〉、〈記承天夜遊〉、〈為學一首

示子侄〉、〈兒時記趣〉

常見但不一定三家

審訂版都收錄

〈呂氏春秋選〉、〈座右銘〉、〈與宋元思書〉、〈賣油

翁〉、〈良馬對〉、〈習慣說〉、〈越縵堂日記選〉

由上表可知，在選文篇目上各家大致是相近似的，其中，三家審訂版都

收錄的文章很少有所變動。原則上，針對這些篇目，教師的備課可以逐

年累積，隨時能修正、添加、改變自己的備課「檔」。

談到國中《國文》的文言文選文有效閱讀，處於教學現場的國文科

教師，在目前一連串研習的要求下，所學得的其實都只是一些較為靈活

的「教學法」，它並不是「有效教學」的全部。教師必須思考學生固然

是學習的主體，但如何配合教學內容，給予他們些什麼？在不同年級裡

他們要精進的、提升的是什麼？在進入文言文選文以後，要達到什麼樣

的水準，至少應具備哪些成效，才可以認定是「有效」的教學？針對上

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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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提問，筆者利用下面的心智圖作說明：

圖 1-1　文言文有效閱讀架構圖

在圖 1-1 中，筆者把它分為兩個階段、四個過程，分別是：明白文義、

讀出樂趣兩個階段。下面再分為讀通、讀懂、了解、發現四個過程。

一、讀通

（一）正確斷句

文言文的有效閱讀，首先是要能把語彙、句子弄明白，先要把文

句讀通順了，判斷它是否為一個完整的句子。教師在進行閱讀指導時，

可以在「學習單」上設計該課沒有標示標點的課文（本書所選編章，在

隨書所附光碟裡均有未標標點之課文範例，讀者可多加利用），由學生

（或以小組為單位）在課堂裡即席標點，甚至是設計課外延伸閱讀，請

學生標示標點符號，也許會有許多正向的回饋，同時也可以看出學生的

閱讀能力。

（二）掌握節奏

教師可運用「朗讀」的技巧，在斷句之後（或利用已經標示標點

的課文），開始作語詞的分段，有一個字的、兩個字的、四個字的，甚

至五、六字以上的，依語氣作停、連的標示，以四個字的詞為基準，

語句的分段

段落的轉折

語氣的停頓

文氣的銜接

字詞的解析

文句的語譯

全文的脈絡

文章的主軸

正確斷句

掌握節奏

明白文句

掌握章旨

讀
通

讀
懂

讀
出
樂
趣

明
白
文
義

文 

言 

文

有
效
閱
讀

深層的意涵

創意的推理

場景的還原

畫面的塑造

邏輯的引申

擴散的聯想

語氣的揣摩

另類的發現

文義深究

情境營造

弦外之音

物外之趣

了
解

發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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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二字、一字者逐漸放慢語速，五字、六字、七字者則逐漸加快語

速，使一個長句，在讀的過程裡有快、慢的變化。再至第二、三遍以

後，添上了音量的強弱及語氣的上揚、下降，這樣多唸幾次，文言文的

韻味就唸出來了。並且文義也似乎隨著讀而有了更深一層的感覺，像是

讀諸葛亮〈出師表〉，若語氣舒緩、語調下沉、節奏放慢，感覺是一位

老臣對幼主的「鞠躬盡瘁」，無奈、無助，既無天時又缺地利，唯一企

盼的只剩「人和」了。如果語速稍快、節奏變化大、語氣上揚，則感

覺是一位肩負使命感的老臣，在出師北伐之前，對幼主的諄諄交代、囑

咐，似乎有千言萬語放心不下。這就是斷句之後「讀」的功力，並且它

是「有效」閱讀的一環。

二、讀懂

（一）明白文句

當學生把句子粗淺的讀通順了，當然要想辦法進一步把詞彙的語

意弄明白，這時該查哪些資料？如何翻查資料？查完以後怎麼處置？

詞與詞之間的銜接如何詮釋？這些生難字詞的讀音、注釋在課本的選文

裡已經清楚的列在課文下端，但仍有些許未注解的字詞，教師可用學習

單作補充，由學生在課前翻查，或用提問的方式，引導學生的聯想或

引申。例如：彭端淑〈為學一首示子姪〉：「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

則⋯⋯；不為，則⋯⋯。人之為學有難易乎？學之，則⋯⋯；不學，

則⋯⋯」，句中「天下事」、「為『之』」、「學『之』」這些地方課本

並沒有說明，應該讓學生去翻查。此外，課文的敘寫「學與不學」、

「為與不為」，在哪裡作申論？要設計出具體的功課（可參考本書第四

章「為學一首示子姪」小節），學生才能依要求完成先備知識的理解。

（二）掌握章旨

文章主體的脈絡、敘寫的主要目的是什麼？由於文言文在「議論」

這個部分可能是謹慎的、含蓄的，這不一定是為了呈現隱含的、內斂的

美，而是由於有些篇章的寫作背景是政治的、敏感的，尤其是具批判

性的、勸諫的文章，往往會採用迂迴的手法敘寫，這就需要讀者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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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尾細細的思索，找到文章的章旨，也就是脈絡的源頭，更進一步發現

文章的撰寫目的。例如：賈誼〈過秦論〉，真是在數落秦始皇的「過」

嗎？文末「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是本文的「章旨」嗎？從文

章裡的敘述，可知是在陳述秦始皇行暴政不行仁義，最後當陳涉、吳廣

揭竿而起時，秦帝國立即被推翻。然而，這句話難道不是說給漢文帝聽

的嗎？漢初自高祖、惠帝以來，戰事不曾停止、長城繼續在築、長安

的宮殿正大興土木、國內的嚴刑峻法多如牛毛，沉重的賦稅絲毫未減，

能不為百姓所怨嗎？如果貫穿這篇文章來看，賈誼真正「警示」的是

「漢」，而不絕對在「反省」已經滅亡的「秦」—這當然是在反覆思

索之後，才能掌握到的脈絡源頭。

三、了解

（一）文義深究

文言文的表達是含蓄的，不像白話文那麼直接，深層的語意往往需

要靠閱讀者的聯想和經驗的推測，才能知道文句裡隱藏了些什麼寶藏？

要靠讀者運用智慧去挖掘，這樣才有可能看出文句外的另一層意涵，而

文言文閱讀最能令人獲得成就感的，應該就是這一部分吧。例如：劉禹

鍚〈陋室銘〉：「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說的不一定只是家裡庭

院的景象，「苔痕上階綠」有可能是家裡好久沒有人來訪，大門一直深

鎖；「草色入簾青」則是由於有很長的時間沒有訪客，心情疏懶，因此

庭院許久未修剪花草。這間接說明了「黨爭」的可怕，為官者避禍上身

的「冷漠」，以及自己處境的「孤獨」。又如下文「南陽諸葛廬，西蜀

子雲亭」，並沒有像課本注釋那樣的淺（如翰林本：諸葛廬，諸葛亮在

南陽的故居；子雲亭，揚雄的故居），它們的深層意涵是什麼呢？

隱居陋室→等待時機→明主提拔→成就功業→揚名天下

反過來思考，劉禹錫此時正困居陋室→曾被譽之有宰相材，文學的

聲望名響當代→我的政治、文學不及諸葛亮、揚雄？我的時機呢？→我

的明主提拔呢？→立功、立言要有地位的高度→我因為黨爭得罪人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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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以禮樂教化成就「立德」吧！

這樣由文句的引申再引申，或引申再轉移，運用聯想、反思，是不

是看出了更多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呢？

（二）情境營造

閱讀不但要從推理著手，更要能運用直覺還原現場，彷彿日本卡

通動畫《柯南》，從蛛絲馬跡裡找尋線索。文字裡的諧音聯想，字詞裡

的反向思考，對話語氣的想像，故事場景的恢復，許許多多都可以透過

想像力來營造現場的情景，也就是把抽象的文字演變為具體化，再又立

體化。例如《孟子‧梁惠王篇上》：「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

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

義而已矣。』」從語氣上去揣摩，假如梁惠王是不信任的語氣，那麼就

是輕佻的語感，亦即「老先生！你千里迢迢而來，能告訴我一些讓我富

國強兵的策略嗎？」這一定是很尷尬的場景，幾乎是讓孟子下不了台階

的畫面。這樣一來，孟子的回應動作及語氣是很重要的，此時應該要以

若無其事的回答，才能化解尷尬的場景，回答的用語要穩，要把問題丟

回去，就是「大王！何必一見面就談富國強兵呢？若是談稱霸天下的策

略，還有仁義這個議題可以先商量商量吧！」於是這個「仁義」就變成

了「有利吾國」的策略，當然能激起梁惠王往下傾聽的興趣。這就是現

場的還原，誠如前文所說，每個人閱讀思維的切入點不同，所營造的臨

場畫面也不一致，而它正是創思閱讀的另類體悟。

四、發現

（一）弦外之音

在說明文及議論文裡，一段文句的詮釋，要看讀者從什麼角度去切

入，若運用逆向思維檢視文句，有些地方將可以找出文句的深層意涵，

例如：顧炎武〈廉恥〉，文章一開始的敘寫是：「五代史馮道傳論曰：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作者大可以

直接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但是多加上

「五代史馮道傳」這幾個字，解讀的意義就不同了。在《南史》、《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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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史》裡，對馮道的形象是正向的、肯定的，然而在《新五代史》、

《資治通鑑》中則是負面的、貶抑的，理由在於馮道固然有治國的才

幹，歷事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代十君，然所侍奉者多為異族契丹

人。顧炎武生於明末清初，以其學問、才幹、知名度，康熙皇帝欲網羅

他為清朝任職，顧炎武以死力辭，不屑為異族效命。因此文章加上「五

代史馮道傳」這幾個字，弦外之音正是不屑做第二個「馮道」。

（二）物外之趣

記遊類文學（記敘文、抒情文）往往要將抽象的敘寫，變成具體化

的意象，要能把課文的內容變成「微電影」的影像，這是文學鑑賞的一

環。「趣」依閱讀者的生活經驗、成長過程、閱讀能力各有不同，想像

的豐富與否，全憑個人能力，但教師既然是閱讀的導引者，在詮釋描述

時的功力，即是帶領學生進入文字世界，享受物外之趣的關鍵。例如：

沈復〈兒時記趣〉：「夏蚊成雷，私擬作群鶴舞空，心之所向，則或千

或百，果然鶴也」，又如下文：「又常於土牆凹凸處、花臺小草叢雜

處，蹲其身，使與臺齊，定神細視，以叢草為林，蟲蟻為獸；以土礫凸

者為丘，凹者為壑」。閱讀這一段文章時，用第一人稱角度切入，直接

想像這個畫面，傾聽這個聲音，身臨其境的彷彿自己就是文中的主角，

親身體會一下文章裡的情境，這就是物外之趣的美。若是用第三人稱角

度切入，你也許將看到一個孤獨的孩子，或是一個充滿了好奇的孩子，

一個人望著天上蚊子振翅的舞動，傾聽蚊子的鳴聲，小小的身體趴在地

上，享受著土牆凹凸處、花臺小草叢雜處這一座舞台上，正在上演的一

齣舞台劇。孤獨的孩子心境是寂寞的，他沒有玩伴；好奇的孩子心境是

沸騰的，期待著（或正在欣賞）一場音樂會、一場熱鬧的兒童劇，這些

都是文字裡的物外之趣。

這本書正是秉持「有效」、「活化」的活動策略，所進行的教學及

導引設計，既然教學是「藝術」的詮釋，教師就是執「導演棒」的執導

者，閱讀教學的思維可以是千變萬化的，而這一切都可由導引者的活動

設計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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