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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言閱讀小妙方

一、文言語譯的原則

在文言文的學習中，我們必須掌握把文言語

句語譯成白話文的技巧。語譯時，要遵循

「信」、「達」、「雅」這三個基本原則。

	 1.	 信	 弄清原意，忠於原文，用現代漢語字字落實，句句對應。
	 	 示例1 	 「臨表涕零。」（諸葛亮《出師表》）

「涕」古解作淚，不能譯成「鼻涕」，此句可譯為「面對這份奏表，不禁

流下淚水。」

	 	 示例2 	 	「（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戰國策．
蘇秦約縱》）

「睡」的古義是「坐寐」，即坐着打瞌睡，而不是躺下來睡覺，如果譯成

「睡覺」，意思便不準確了。另外，「股」的古義指「大腿」，不可譯成「屁

股」。此句可譯為「（蘇秦）讀書要打瞌睡，便拿起錐子刺自己的大腿，

鮮血流到腳上。」

	 2.	 達	 表意明確，語言通暢，符合現代漢語的行文習慣。
	 	 示例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柳宗元《捕

蛇者說》）

如「異蛇」譯作「奇異蛇」，「盡死」譯作「全都死」，這就不符合現代漢語 

的表達習慣，譯文讀起來也不順暢。此句可譯為「永州的郊野生長一種

怪蛇，黑色的皮上有白色斑紋。牠碰到草和樹木，草和樹木都會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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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雅	 簡明、優美、生動，能準確體現原文的風格、形式。
	 	 示例 	 「前者呼，後者應。」（歐陽修《醉翁亭記》）

  譯文一：前面的人在呼喊，後面的人也在答應。

  譯文二：走在前面的呼喚着，走在後面的答應着。

✓   譯文三： 前面的人呼喚，後面的人和應。（ 綜觀行文風格，以

此句較佳）

二、文言語譯常用的方法

要把「信達雅」的原則體現出來，適當的

語譯技巧必不可缺。可參考以下常用的文

言語譯方法，把語意完整貼切地表達出來。

	 1.	 增補	 增補文言句子中的省略成分。

	 	 	 （1）	 增補省略了的主語、謂語、賓語。
	 	 	 示例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陶潛《桃花源記》）

        譯為「（桃花源的人）一見漁人，大為驚奇，問他是從哪裏來的。」

	 	 （2）	 增補能使語義明瞭的關聯詞。
	 	 	 示例 	 「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韓非《扁鵲見蔡桓公》）

        「不治將益深」是一個假設句，譯為「（如果）不治療就會更加嚴重」。

	 2.	 刪除	 把無意義的發語詞、句子結構上起標誌作用的助詞，或用以拼
湊音節的助詞等虛詞刪掉，不用譯出。

	 	 示例1 	 「夫戰，勇氣也。」（《左傳．曹劌論戰》）

        「夫」為發語詞，可不必譯出。此句譯為「戰鬥，靠的是勇氣」。

	 	 示例2 	 「孔子云：何陋之有？」（劉禹錫《陋室銘》）

        句中的「之」為賓語前置的標誌，可刪掉不譯。此句譯為：「孔子說：有

甚麼簡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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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言閱讀我也會

 古今詞義 

一、古今詞義有別的原因

    隨着時代的變化，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有所增加，詞匯亦因而不斷
發展，造成古今詞義的差別。文言文中有不少古今字形相同而意義及用法
不同的詞，它們既有聯繫，又有差異。如果我們不加分辨地以今義解釋古
義，就很容易造成誤解。

二、古今詞義的演變

    詞匯不斷發展，古今詞義的變化一般有以下三種規律︰

 1. 詞義的轉變

這類詞的古義和今義差別較大，詞義由某一範圍轉移到另一範圍，即
由甲變為乙。

	 示例 	 	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
4

地耳。」（《戰國策．
唐雎不辱使命》）

句中的「搶」字古義是「撞」，今義則轉移為「搶奪」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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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下哪幾項是對「行為偏僻性乖張。」（曹雪芹《紅樓夢》）一句中「乖」字的正
確陳述？塗滿代表正確答案的圓圈。（3分）

	 1	 今義是「順從機敏」

	 2	 古義是「怪異不馴」

	 3	 屬詞義範圍的轉變

	 4	 屬詞義的擴大

	 A	 1、4

	 B	 2、3

	 C	 1、2、3

	 D	 1、2、4

3.	 試辨識下列各句中附着重號的詞語，屬古今詞義相同的一項。塗滿代表正確
答案的圓圈。（3分）

	 A	 師者，所以
4 4

傳道、受業、解惑也。（韓愈《師說》）

	 B	 蚍蜉撼大樹，可笑
4

不自量。（韓愈《調張籍》）

	 C	 形體態度
4 4

，髮膚顏色，長短豐瘠。
（薛褔成《觀巴黎油畫記》）

	 D	 皮
4

之不存，毛將安傅？（《左傳．僖公十四年》）

4.	 根據下列各句中粗體字的古今意義，哪項屬於詞義的擴大？塗滿代表正確答
案的圓圈。（3分）

	 A	 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羅大經《鶴林玉露》）

	 B	 棄甲曳兵而走。（孟子《寡人之於國也章》）

	 C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周易．繫辭上》）

	 D	 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賈誼《過秦論》）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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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敍寫人篇 練習一

1   博陵 1 崔護 2，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 3。舉進士

下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

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

「誰耶？」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

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 4佇立，而意

屬 5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 6。崔以言挑之，不對，

1.	故事圍繞在甚麼地方發

生？

2.	崔護獨遊都城南時遇到

了甚麼人？

3.	這個人的外貌形態是怎

樣的？

 注釋

1 博陵：即今河北	定縣。

2 崔護：字殷功，唐代人。德宗	貞元年間進士，官至嶺南節度使。

3 寡合：謂與人不易投合。

4 柯：樹枝。

5 意屬：猶屬意，指傾心。

6 綽有餘妍：妍，美麗。綽有餘妍，形容女子姿態柔美，豐姿秀逸。

	 	 本文選自晚唐	孟棨（粵音「啟」）《本事詩．情感第

一》。《本事詩》主要記錄了唐代詩人的軼事。本文

取材自崔護《題都城南莊》一詩，敍述崔護在清明節

獨遊都城南郊時，與一名女子偶遇，並經歷分離、

重聚，最後成為眷屬的故事。全文以「人面」、「桃

花」作為記敍線索，當中「人面」是指女子，「桃花」

是指女子家附近的環境，由此衍生出「人面桃花」這

一成語，用以表示「景物依舊，人事全非」之意。

記敍寫人篇

1.	 掌握崔護與女子相遇的經過

2.	 賞析故事出人意表的結局

3.	 感受詩中人物的情意

練
習 1

人面桃花  孟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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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

而歸，嗣後 7絕不復至。

2   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逕往尋之。門牆

如故，而已鎖扃 8之。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

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只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

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

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邪？」曰：「是也。」

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

女 年 9知書，未適人 0，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

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

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

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特大哭。崔亦

感慟，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

祝曰：「某在斯，某在

斯。」須臾開目，半日

復活矣。父大喜，遂

以女歸之。

4.	崔護重訪舊地時有沒有

與舊人相遇？

5.	崔護聽聞哭聲，哭聲是

誰人發出的？

6.	女子看過崔護在門外的

題詩後有何反應？

7.	崔護最後能否與女子相

聚？

 注釋

7 嗣後：從此以後。

8 扃：門戶。扃（ji`ng），粵音（gwiŋ1）。
9 年： 是古代的一種簪子，用來挽起頭髮。 年特指女

子可以盤髮插 的年齡，即成年。 （j*），粵音「雞」。

0 適人：謂女子出嫁。

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
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論語．顏淵》

孔子說：「喜愛一個人的時候，希望他活

得很好，討厭的時候，希望他死，既要他

生，又要他死，這就是迷惑！」這是孔子

對辨惑的解釋，這可用來形容人的愛憎	

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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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敍寫人篇 練習一

1.	 試解釋以下文句中的粗體字，把答案寫在橫線上。（6分）

	 （1）	而花木叢萃� 萃：

	 （2）	而意屬殊厚	 厚：

	 （3）	崔亦睠盼而歸	 睠：

	 （4）		及來歲清明日	 及：

	 （5）	尚儼然在牀	 儼然：

	 （6）		遂以女歸之	 歸：

2.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6分）

	 （1）	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

	 （2）	此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

以服飾命名的古代成人禮
《禮記．內則》有云：「十有五年而 」，在古代中國，女子年滿

十五歲就代表已經成年，可以舉行稱為「 禮」的成人禮。「 」是

一種用來固定髮髻的飾品，「 禮」就是把女子的頭髮盤成髮髻並插

上 ，代表可以隨時許嫁。另一方面，男子的成人禮稱為「冠禮」，

於男子年滿二十歲時舉行。「冠」是指帽子。《禮記．冠儀》：「古
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舉行「冠禮」前會先通過卜筮（指
古代占卜一類的迷信活動）來擇吉日，並由一位德高望重的賓客負

責為受冠者加冠，以表示對行冠禮的尊重。



進展性評估 一

評估篇章     得分

第一篇 / 27

第二篇 / 33

總  分 / 60

第一篇	 薛譚學謳	 《列子》	

第二篇	 袁家渴記	 柳宗元	



80 進展性評估  一

第一篇

1   薛譚 1學謳 2於秦青 3，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

青弗止，餞於郊衢 4，撫節 5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

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2   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 6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

食7。既去而餘音繞梁欐8，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9，

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 0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

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 q舞，弗

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 w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

放娥之遺聲 e也。」

《列子�薛譚學謳》

 注釋

1 薛譚：秦國善於唱歌的人。

2 謳：唱歌。謳（`u），粵音「歐」。

3 秦青：秦國善於唱歌的人。

4 郊衢：郊外的大路。衢（q5），粵音「渠」。

5 撫節：隨着節奏。

6 韓娥：戰國時期韓國善於唱歌的女子。

7 鬻歌假食：以賣唱來乞討食物。鬻（y7），粵音「肉」。

8 梁欐：梁，即「樑」，指架在柱上，用來支撐屋頂的橫木。欐，即「棟」，屋子的正樑。梁欐，

這裏指屋樑。欐（l_），粵音「例」。

9 逆旅：旅店。

0 曼聲：拖長聲音。

q 抃：鼓掌。抃（bi#n），粵音「辨」。

w 厚賂：厚重的禮物。

e 放娥之遺聲：放，通「仿」，仿效。放娥之遺聲，仿效韓娥留下的歌唱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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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試解釋以下文句中的粗體字，並把答案寫在橫線上。（5分）

	 （1）	未窮青之技	 窮：

	 （2）	昔韓娥東之齊	 之：

	 （3）	匱糧，過雍門	 匱：

	 （4）	左右以其人弗去	 弗：

	 （5）	忘向之悲也	 向：

2.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4分）

	 （1）	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2）	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

3.	 試根據以下的提示，在文中摘錄相應的句子，把答案寫在橫線上。（4分）

	 （1）	描述歌聲優美的句子：

	 （2）	描述歌聲嘹亮的句子：

4.	 根據本文內容，判斷以下陳述，選出正確答案，然後塗滿與答案相應的圓圈；
每題限選一個答案。（4分）

正確 錯誤
無從	
判斷

（1）	秦青認為薛譚已經完全學會了他的歌唱技藝，
所以叫薛譚回家。

（2）	韓娥善於唱歌，能感動人，因此以傳授歌藝來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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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句」和「否定句」見《初中文言文特級學堂 3》第二章。）

一、�被動句是指句子中主語和謂語之間的關係是被動的，主語不是施動者，而是
動作行為的接受者。被動句可區分為句中有被動詞和句中沒有被動詞兩種：

	 （1）		有被動詞：句中有被動詞「為」、「見」、「於」、「為……所……」等。
例如：「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韓非子．守株待兔》）

	 （2）		沒有被動詞：意思上隱含被動，要根據上文下理推斷出來。例如：「帝感
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列子．愚公移山》）

二、�否定句是表示否定意思的句子，句中會運用否定詞。否定詞一般可分為否定
副詞、否定代詞和否定動詞三類：

	 （1）		否定副詞：表示否定意義的副詞，有「不」、「沒有」、「未」、「弗」、「莫」、
「非」等。例如「生有神力，未冠，能挽弓三百斤。」（《岳飛之少年時代》）

	 （2）		否定代詞：表示對某一範圍內的人和事作出否定，有「莫」、「罔」、
「靡」、「蔑」等。例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左傳．晉靈公不君》）

	 （3）		否定動詞：文言文中常見的否定動詞有「無」，所否定的是名詞。例如：
「無怨無德，不知所報。」（《左傳．成公三年》）

1.	 下列句子出自《皇朝文鑑．戒子孫》。試辨析哪句句子屬被動句，塗滿與答案
相應的圓圈。

	 A	 中品之人，教而後善。
	 B	 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
	 C	 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
	 D	 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

2.	 根據你在上題的答案，	在橫線上寫出句子中的施動者和動作行為的接受者。

	 （1）	施動者： 	 （2）	接受者：

3.	 試判斷以下句子是不是否定句，並圈起句中的否定詞。
是 否

（1）	下品之人，教亦不善。

（2）	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

	 A	 B	 C	 D
	 	 	 	



考生須知：

（一）	 宣布開考後，請在第 1 頁的適當位置填寫班別、	

姓名及學號。

（二）	 本試卷共有三篇閱讀考材。

（三）	 本試卷全部題目均須作答。

（四）	 答案必須寫在本試題答題簿指定的位置，寫於

邊界以外的答案，將不予評分。漏答或錯答者，

該題得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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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閱讀能力

模擬試卷

閱讀考材及試題答題簿

考  生  得  分

第一篇 /	36

第二篇 /	33

第三篇 /	31

總分 /	100

班別：

姓名：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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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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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沒有壯懷」的原因：

	 	 	

5.	 文末農夫說：「其實不必深呼吸也可以聞到，只是你的嗅覺在都市裏退化了。」由此

反映農夫對都市生活有甚麼看法？（5分）	

6.	 試指出以下一段文字運用了哪些修辭手法，並摘錄相關句子，完成下表。（6分）

春日陽光的金線如雨傾盆地潑在温暖的土地上，牽牛花在籬笆上纏綿盛開，苦

楝樹上鳥雀追逐，竹林裏的筍子正紛紛漲破土地。（第	 2 	段）

修辭手法 例句

（1） （2）

（3） （4）

7.	 試概括本文的主旨。（5分）



文言閱讀我也會  第一章

文言知識木人巷

 古今詞義 

1.	（1）	古義︰房屋（1分）；	
今義︰宮殿（1分）

	 （2）	古義︰地位或處境低下（1分）；	
今義︰品格低下（1分）

	 （3）	古義︰勇士╱衞士（1分）；	
今義︰黨羽╱幫凶（1分）

	 （4）	古義︰突然╱瞬間（1分）；	
今義︰暫時（1分）

	 （5）	古義︰展開╱擴大（1分）；	
今義︰店鋪開業（1分）

2.	 C	 1、2、3（3分）

 答案分析 

「乖」古義指人的行為怪異、不合常理，但今義
剛相反，指順從聽話，屬詞義範圍的轉變，故
選項1、2、3正確。今義的詞義沒有擴大，
只是轉變為不同的範圍，故4不正確。

3.	 B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3分）

 答案分析 

A 項「所以」表示憑藉，譯為「用來……的」，
現今則用作表示因果關係的連詞，古今詞義不
同。B項「笑」，古今詞義相同，可指譏笑之意。
C項「態度」古義指神情，言行舉止所表現出的
神態，而今義則多指對人或事的看法和採取的
行動，古今詞義不同。D 項「皮」古義指帶毛
的獸皮，今義泛指物的表面，古今詞義不同。
故 B項為正確答案。

4.	 A	 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
（3分）

 答案分析 

A項「菜」指蔬菜，而現今則是肴饌的總稱，屬
詞義擴大。B 項「兵」指武器，現在詞義轉變
為士兵，屬詞義的轉變。C項「金」泛指金屬，
今義縮小，專指黃金。D項「夫」指成年男子，
這裏指陳涉，而現在專指女子的配偶，屬詞義
縮小。故A為正確答案。

5.	（1）		古義︰泛指各種氣味（1 分）；今義︰
難聞的氣味（1分）；詞義的縮小（2分）

	 （2）	古義︰眼淚（1分）；今義︰鼻涕（1分）；
詞義的轉變（2分）

	 （3）	古義︰表情臉色（1 分）；今義︰事物
的色彩（1分）；詞義的擴大（2分）

	 （4）	古義︰博學的人（1分）；今義︰態度自	
然，不拘束（1分）；詞義的轉變（2分）

6.	（1）	古義︰熱水（1 分）；今義︰煮東西的
汁液或烹調後水多菜少的菜肴（1分）；
語譯︰到了中午，（温度）就像伸手到
熱水中。（3分）

	 （2）	古義︰考慮（1分）；今義︰注意、當心	
（1 分）語譯︰先生可考慮了吧。（3分）

輕鬆解讀文言文（記敍寫人篇）

 練習 1 人面桃花 

文言語譯

1.	（1）	聚集╱匯集（1分）

	 （2）	甚╱極（1分）

	 （3）	回視╱返顧（1分）

	 （4）	直至（1分）

	 （5）	整齊有序的樣子（1分）

	 （6）	嫁（1分）

2.	（1）	崔護用話語逗引她，女子沒有回答，兩
人互相注視了很久。（3分）

	 （2）	女兒還未出嫁的原因是，想找個可靠的
君子以託付終身。（3分）

閱讀理解

3.	（1）	剛巧感到口渴，便向一戶人家扣門求
水。（2分）

	 （2）	次年的清明節（2分）

	 （3）	發現女子不在家，於是在女子家門上留
下一詩句便離開了。（2分）

	 （4）	清明節的數日後（2分）

	 （5）	偶然來到城南，於是順道探訪女子家。
（2分）

	 （6）	從女子的父親口中得知女子已死，但女
子後來竟在崔護懷中死而復生，兩人終
成夫婦。（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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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	 因愛慕對方而感到依依不捨（3分）

 答案分析 

當女子給崔護端來一杯水後，便漸漸對崔護產
生愛慕之情，而崔護亦以說話來逗引女子，可
見他亦對女子心生愛慕，因此當崔護要離去
時，女子送他出門，便「如不勝情而入」，反
映女子不捨得崔護離去。崔護亦「睠盼而歸」，
回顧女子，可見他同樣不捨與女子分別。

5.	（1）	無從判斷（2分）

	 （2）	正確（2分）

 答案分析 

（1）	崔護於次年清明因想念女子而重訪，可是
到達後發現女子不在，於是在門上留詩給
女子，但他根本不知道女子的去向，也不
清楚女子會否回來，因此無從得知他留詩
是否想引起女子的注意，向女子表達對她
的思念之情，故陳述屬無從判斷。

（2）	從女子的父親口中得知，女子回家發現門
上的題詩後即得病，而且女子自從去年以
來就精神恍惚，可見她非常想念崔護，因
此看到詩後，思念之情緣詩而起，故陳述
正確。

6.	 崔護在詩中表達了物是人非的感慨，以及
重訪不遇的茫然。（4分）

7.	 ✓ 	因為老父認為崔護不明白女兒對他的心
意（2分）

	 ✓ 	因為老父認為崔護的題詩令女兒茶飯不
思而死（2分）

	 ✓ 	因為老父認為崔護一直不尋找女兒而使
她相思難過（2分）

 答案分析 

老父哭着控訴崔護殺死了他的女兒，指女兒自
去年起便精神恍惚，是因為崔護一直不尋找女
兒而使她相思難過。他又表示女兒一直不嫁的
原因是想找個可靠的君子以託終身，反映老父
認為崔護不明白女兒的心意。最後老父更指女
兒因看到門外的題詩後便病倒絕食，由此可見
老父認為崔護的題詩令女兒茶飯不思致死。

8.	（1）	在崔護的懷抱中死而復生（2分）

	 （2）	悲傷（2分）

	 （3）	出人意表（2分）

 答案分析 

上文記述老父因女兒離世而責怪崔護，崔護不
知所措，對女子的死感到哀痛，氣氛悲傷。女
子已死本是不能改變的事實，但「須臾開目，
半日復活矣」一句描寫崔護把女子抱起，過了
片刻，女子便張開眼睛，然後復活的情景，故
事結局超脫現實，令人始料不及。

9.	（1）	不相同。（1 分）《人面桃花》中的女子
不嫁人，是為了找位可靠的君子以託付
終身。（2 分）《魯漆室女》中漆室女不
嫁人是因為她以國家大事為重，不以自
己的終身大事為先。（2分）

	 （2）	參考答案 1：我較認同漆室女的看法，
現今社會遲婚風氣盛行，人們多以事業
為重，先建立良好的事業基礎才能有滿
足的婚姻生活。（52 字）

	 	 參考答案 2：我較認同女子的看法，國
家及社會大事難以由我們去控制，唯有
婚姻才可以由自己爭取，而且丈夫會陪
伴自己一生，因此應好好選擇。（59 字）

	 	 （6分）（學生自由作答，言之成理即可。）

 引文語譯  （劉向《魯漆室女》節錄）

    魯 漆室女，是魯國 漆室氏之邑的女兒。
過了出嫁的年齡還沒有嫁人。當時正是魯國 
穆公執政的時代，穆公年紀老了，太子又還小。
魯 漆室女為此靠着柱子長嘯，在旁的人聽到這
悲憤的嘯聲，沒有一個不為之感傷的。她鄰家
的婦女跟她玩在一起，對她說：「你的嘯聲聽
起來為甚麼這樣悲傷？你是想出嫁了嗎？我給
你找個好配偶。」漆室女嗟歎說：「唉！從前
我還認為你很明智，現在看來你是沒有甚麼見
識的。我難道是因為未嫁人感到不快樂而悲傷
嗎？我是擔憂着魯國的國君已年老，太子卻年
幼的事。」

10.	（1）	參加（2分）

	 （2）	舉起╱舉辦（2分）

	 （3）	房屋（2分）

	 （4）	宮殿（2分）

	 （5）	古代坐具（2分）

	 （6）	供人睡卧的傢具（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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