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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經典啟蒙》是中華文化世紀工程規劃的

第四階段成果。這八年來，研究人員從編撰《中華文

化承傳》到《中華文化擷英》以至《中華經典導讀》

的過程中，已作了全盤規劃，把《三字經》、《百家

姓》、《千字文》、《弟子規》、《孝經》、《治家

格言》等啟蒙書籍以及一些傳誦千古的小詩和短文，

預留作為此部著作的材料。是項研究得到香港特別行

政區教育局、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香港中華文化促進

中心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的全力支持，並邀請海內

外文教界和出版界包括中國內地、台灣、澳門、新加

坡、泰國、菲律賓、美國、新西蘭及本港的專家學人

擔任顧問，使得全面為各學習階段設置中華文化教學

的大綱和內容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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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經典啟蒙》的選材經過廣泛諮詢，最終選定八十二篇

代表性篇章或片段。我們延續《中華經典導讀》的誦讀模式，依

據文化內涵豐富、思想內容健康、語言精煉優美、易讀易誦易記、

聯繫生活實踐五項原則，摘錄啟蒙經典中的片段和選取詩詞韻文；

然後分門別類，設置認識作者、注釋、語譯、學而思之等專欄。

又配合圖像，圖文並茂，藉以引發學生自學的興趣；並設計朗誦

示範配套光盤，輔助學生學習，使學生通過誦讀，在穩固積累知

識之餘，更能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我們邀請了顧問委員會的專家學者和校長教師，配合中華文

化的教學目標，制訂文化學習大綱。具體內容以顧問委員會的意

見和教師、學生的回響作綜合研究確定。編寫之前先以問卷作意

見調查，充分考慮師生對內容和形式的要求，同時結合顧問委員

會的意見，逐步修訂。尤其是蒙書部分，不要求學生全書式涉獵，

而是擷取其中的精華。

對於《中華經典啟蒙》的編撰，其宗旨是：

（一） 配合中國語文課程，為初小學生學習中華文化制訂大綱，

並奠定穩固基礎。

（二） 為教師自編校本課程提供參考。

（三） 配合語文科的朗讀（粵/普）教學，提高學生語文能力。

（四） 樹立正確的道德、是非觀念，並培養學生對國家和民族的

感情。

（五） 從活動中增進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反思和認同。

（六） 建構小學至高中漸進式的、系統化的中華文化學習模式。

編撰宗旨 

擷取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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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學角度而言，小學的基礎教育，影響學生最為深遠。從小

培養學生的誦讀興趣，對提高文化感悟和語文能力，至為重要。生

動的誦讀，可以提高口頭表達能力，還可以累積詞彙，理解詞義，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組織，提高閱讀興趣和書面表達能力；同時，還

可發展形象思維，引起想像和聯想。傳統美德，例如尊重、誠實、

勤奮、堅毅、謙厚、禮讓，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應該從小培養，

優秀的啟�蒙經典篇章正是最佳的誦讀材料。所謂「聲入心通」、「口

誦心惟」，學生在誦讀中，對作品中的警句和要旨會留下深刻的印

象，隨著學識的增進而加深感悟，得到品德情意的熏陶。

從學生的認知能力出發，初小階段應著重學生對中華文化精粹

的吸收，啟導學生通過愉快學習和趣味閱讀，感受中華文化，提升

思想素質，優化人格。學生在完成初小的學習階段後，能為將來

縱深的學習奠定堅實的基礎。《中華經典啟蒙》密切配合中國語

文科「學會學習」、「寓文化於語文學習」和「跨學科學習」的

宗旨，組織學校進行了科學的實驗。承蒙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下午）、孔教學院大成小學、北角循道學校（上午）、秀茂坪天主

教小學、牧愛小學、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

校、循道學校（上午）、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上午）、嘉諾撒聖心學校、藍田循道衛理小學、Elsa High School 

等十五所學校的熱心參與實驗，使研究得以順利完成。

口誦心惟

教學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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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整個研究計畫以香港為研究基地，冀為學校提供一套從初小到

高中的中華文化教學的典型參考內容，達到全面建構漸進式和系統

化的文化學習模式。網上資料庫「中華文化教與學」亦已全面啟

動，網址為http://www.hku.hk/cculture/，學習大綱、篇章教材、廣

州話和普通話誦讀示範等文化資訊齊備，為海內外人士提供經典

學習的優質網絡平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學生從本書中得

到的�啟蒙之功，必將終生受用，對其全人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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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教與學」是一個內容全面的網站，包括計畫簡介、學習大綱、活

動花絮、網上學習教材等等。小一至小三學生可透過這個學習平台，學習82篇經

典詩文。各位同學，現在就讓我們看看如何在網上瀏覽︰

進 入 「 中 華 文 化 教 與 學 」

http://www.hku.hk/cculture/

網 站 後 ， 先 選 擇 「 初 小 計

畫 」 ， 然 後 選 擇 「 實 驗 教

材」，再選擇你的就讀年級。

進入誦讀篇目後，可選擇自

己喜愛的文章。

「中華文化教與學」網站自學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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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篇 文 章 配 有 「 詞 語 解

釋 」 ， 提 供 部 分 較 艱 深

字詞的解釋。按一按小喇

叭，更可以聆聽名家以廣

州話和普通話朗誦詩文。

想 更 深 入 認 識 該 篇 文

章 ？ 請 進 入 「 作 者 簡

介」、「語譯」和「學

而思之」。

4



《中華經典啟蒙》篇章選載 

學而思之

本 篇 是 《 三 字 經 》 的 開 首 部 分 ，

重 在 說 明 孩 子 的 後 天 學 習 與 先 天 秉 賦

的 關 係 。 人 生 下 來 的 時 候 ， 本 性 是 善

良 的 ， 而 後 天 學 習 環 境 的 好 壞 ， 則 是

導致性情善惡差別的原因之一。「孟母

三遷」的故事，充分說明了這一道理。

孩 子 在 成 長 過 程 中 ， 父 母 和 老 師

可 發 揮 一 定 的 引 導 作 用 ， 但 自 身 的 誠

懇 學 習 態 度 也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如 果 從

小 不 好 好 學 習 ， 善 良 的 本 性 就 容 易 變

壞 ， 一 生 無 所 作 為 ； 相 反 ， 如 能 養 成

良好的習慣，就可以學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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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下來的時候，本性都是善良的，秉賦雖然相近，習慣卻相差很遠。

如果不加以教誨，秉性就會改變，教育的方法，貴在始終一貫。

昔日孟子的母親，選擇好鄰居才安家，孟子逃學，就停下織機把布剪斷

來警示教誨。

還有竇氏燕山，家教良好有方，培育五個孩子，個個都聲名遠播。

撫養而不教導，這是父親的過錯，教育而不嚴格，教師要負上責任。

小孩子不好好學習，實在不應該，小時如不努力，到年老能做甚麼呢？

《三字經》是古時一部流傳甚廣、家喻戶曉的傳統蒙學經典，被

譽為「千古第一奇書」。相傳此書是南宋名儒王應麟（1223-1296年）

編著，後世一些學者又有所增補、修訂，主要是補充了宋以後直至清末

的歷史概述。

《三字經》全書文字簡潔，三字一句，以韻文寫成，讀起來琅琅上

口，便於兒童記誦。全書內容廣博，既有知識啟蒙，又有方法引導，且

以敦品勵學貫穿始終。

1 這篇文章節選自《三字經》，題目是選文時加上的。據李逸安譯注《三

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2 初：開始。

3 性：秉賦、天性。

4 習：習性、習慣。

5 苟：如果。

6 遷：變化。

7 道：方法。

8 專：專一、一貫。

9 昔：往日、過去。

0 擇鄰處：擇，選擇；處，安家。擇鄰處，選擇好的鄰居安家居住。

- 機杼：古人織布時用作穿引緯線的梭子。

= 竇燕山：五代後周時人，名叫禹鈞。竇，姓。因家居漁陽（今屬北

京市），在燕山腳下，所以有燕山的名號。

q 惰：懶散。

w 宜：適合、應該。

認

識

作

者

語

譯

注

釋

6



經典誦讀課程

由 「 國 際 經 典 交 流 協 會 」 及 「 香

港大學漢語中心」合辦，「香港大學中

華文化交流協會」承辦的「經典誦讀學

習計畫」，於2011年1月13日開始，每

星期日上午10時至下午1時，在梁銶琚樓 

KKLG102室舉辦。歡迎港大同學及社會

上有興趣學習國學人士參加。

本課程由「國際經典交流協會」主席

溫金海先生，及該協會學術顧問老師義務

任教。基本教材由「國際經典交流協會」

提供。費用全免。

溫金海主席表示，我們作為中國人而

自豪，因為中國是「文明古國」，有深厚

睿智的五千年歷史、文化。但隨著傳統文

化斷層已近百年，現代中國人對本國傳統

文化，普遍感覺遙遠、艱深。本課程嘗試

提供一個從基礎起步，體驗式的中華文化

學習法，讓同學們找得途徑，做一個堂堂

正正的中國人。 

本課程先設12堂，由啟蒙經典《三

字經》，《千字文》，《弟子規》起，其

中除為每本經典作深入義理說明外，更教

導同學們「經典誦讀」學習法。

近代人普遍感覺古文經典陌生、畏

懼；原因之一，就是學習不得其法。古語

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誦讀」

是學習古文的不二法門，但此法亦湮沒已

久。同學們經過數堂的訓練，已能初步掌

握全本《三字經》和《千字文》。這都是

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言簡意賅，為中華

文化寶藏入門之階。

此計畫日後將按同學進度及興趣，

循序漸進學習儒、道、釋家典籍，如《論

語》、《大學》、《中庸》、《老子》、

《莊子》、《心經》等，並將輔助以簡單

養生、靜坐法等。

講者溫金海主席（中間穿藍衣者）與港大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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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乾文言）課程由黎世寬老師義務任教。周易為古代典籍，其中所述多為現

今所無，何以仍需研習？

黎世寬老師認為周易與現代社會生活有莫大關係。舉二例言之：

（一）中醫

明代名醫張介賓類經圖翼云：「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天地之道，以陰

陽二氣而造萬物，人身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養百骸。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

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

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源者，同此變化也。」

黎世寬老師講解周易

周易（乾文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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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文言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

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
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
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
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 
悶，不見是而 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二）天地法則與人生指南

周易所提倡天人合一，實即人應效法天地法則。如四時更替，得天道循

環、生生不息之理，是謂天行健，效法之，則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又坤卦之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大地長養萬物，人亦應以仁厚待人。

或問何以研習周易須先講乾坤文言？繫辭傳云：「乾坤其易之門邪。」

「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文言乃孔子讀易心

得，論語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近今世道漓薄，人多見利忘義，故須提倡儒學撥亂反正，其中周易為最

要典籍，尤宜藉有志人仕宣揚。國際經典文化協會及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漢語

中心已就上述內容、目的舉辦周易（乾文言）課程，由香港大學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承辦。課程反應熱烈，已有六十餘人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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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當 時 最 初 提 出 這 個 經 典 閱 讀 計 畫

的想法是想我們協會的月刊添色，沒想

到最終月刊沒有辦成，經典閱讀計畫卻

在港大蓬勃發展起來。這也應該歸功於

香港大學漢語中心施仲謀博士，以及國

際經典交流協會的溫金海先生的大力支

持。

活動的形式是借鑒本人在復旦委培

的時候聽朋友介紹過他參加的一個好評

如潮的閱讀小組活動，一位老師帶領不

超過十位學生，每周一次聚會來深入地

閱讀與探討一本經典書籍，同學與老師

皆可以暢所欲言，非常類似孔子在兩千

多年前採用的教學相長的教學方式。我

希望可以通過這個活動，進一步在港大

推廣這樣獨特的教學方式。

中華文化交流協會旨在中華文化的

推廣與宣傳，致力於博大精深、源遠流

長的中華文化的傳承。經典閱讀，作為

中華文化的精華所在，更應該被給予足

夠的重視。舉辦此活動並沒有想以此來

完成中華文化的傳承工作。「士不可以

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但願這個活動

能傳達一種文化使命感，從自己做起，

一點一滴文化傳承，盡自己一份微薄的

力量。我想若人人都能如此，那希望就

還在。中華文化傳承應該如此，也只能

如此。（香港大學中華文化交流協會出

版總監屠力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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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看到「經典閱讀」一詞，我已眼前一

亮。因為雖然一直驕傲於蘊含在中華泱泱

五千年文化中的精神，亦買了很多經典置

放於自己的小小書櫥中，可一旦真的閱讀

起來，卻總是不知如何下手。這一次參加

了經典閱讀計畫，突然獲得了指引，大概

知道了按何種順序、用何種方法學習那些

一直沉睡於書櫥中的經典。同時，突然發

覺在過去小學中學階段學習語文、歷史等

課程的意義，慶幸於那時趁著記憶力不錯

記誦過不少經典名句，也為現在開始系

統地學習經典文化打下了基礎。帶領我

們閱讀經典的老師都很出色也很用心，

帶領我們開啟了一條通往古人智慧的大

道。可常言道：「師傅領進門，修行靠

個人」，希望現在記憶已很不如從前的

我 能 在 有 限 的 人 生 裏 從 經 典 中 汲 取 智

慧，傳承其中入世又出世的精神。（社

會科學院心理學系祝瑩瑩同學）

三

面對枯寂和無奈的時候，常常自問生

命的意義究竟在哪裡？追尋了二十多年，

依然是疑惑。在經典誦讀課程中，我隱隱

感受到了答案的潛在！我很高興但也覺得

諷刺。高興終於有希望能在經典的誦讀中

越來越明晰疑惑了二十多年的答案，原來

還有這麼多人探究過同樣的問題。諷刺在

於這答案盡然存在於經典中，身為一個中

國人，它離我那麼近，卻讓我追尋了這麼

久。（資訊系統沈添天同學）

學生感想摘錄



為了讓在誦讀經典的學生們一個客

觀的評估，和希望鼓勵更多社會人士認

識、學習經典，本計畫與國際經典文化

協會合辦第三屆「經典翹楚榜」經典知

識水平評核大會，讓家長、教師、學生

一同分享誦讀經典的體驗。是次活動反

應熱烈，參與人數由首屆的1200人，到

去年的2100人，穩步成長至3200人，

令人欣喜。

2011年1月15日當天，來自幼稚園組、

小學組、中學組、親子組和公開組的參賽

者，齊集香港大學，大展身手，以粵語或

普通話，朗朗上口背誦《三字經》、《弟

子規》、《孝經》、《大學》、《孟子》、

《老子》、《莊子》、《增廣賢文》等經

典篇章，表現令人鼓舞。學生們的表現，

將給本地家長、老師、文教工作者深切的

啟示，印證了經典學習是不限年齡的，我

們要好好學習和珍惜我國的優良傳統文化。 

參賽者隨意抽取應評篇章

評判和工作人員合影

親子組

參賽者誦讀經典篇章

「經典翹楚榜」評核暨分享會

考考你—參考答案︰

1.A  2.B 3.A 4.C  5.B
6.C  7.A 8.B 9.B 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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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3月5日，第三屆「經典翹楚

榜」經典知識水平頒獎典禮於香港大學陸

佑堂舉行，五百個座位爆滿，現場氣氛非

常熱烈。是次活動得到來自香港、深圳、

天津、馬來西亞等地的文化教育界積極支

持，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李焯芬教

授、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郭齊家教授、基

督教協進會主席戴浩輝牧師、中華回教博

愛社主席脫志賢先生、香港佛教聯合會執

行副會長宏明法師、嗇色園董事馬澤華先

生、香港孔教學院副校長湯偉掄先生、仁

濟醫院董事局行政總裁黃偉健先生、香港

婦聯副主席歐陽寶珍女士、法住文化書院

李錦招博士、新加坡新智讀書會會長李國

民先生、香港大學明德教授單周堯教授擔

任主禮嘉賓。本計畫的博愛醫院歷屆總理

聯誼會梁省德學校更獲頒發「積極參與學

校」獎項。

活動當天，我們邀請嘉德麗中英文幼

稚園、深圳鹿鳴學堂、親子組的參與者以

及本港與內地的老師，為五百多名觀眾作

示範表演和經驗交流，觀眾反應非常積

極，現場氣氛熱烈。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李焯芬教授致辭

內地學生與本港師生分享誦讀經典成果

嘉德麗中英文幼稚園表演

參與者接受香港大學單周堯教授的測試

「經典翹楚榜」經典知識水平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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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老師對誦讀與朗誦的正確掌

握，我們於2010年9月18日邀請粵語正音

推廣協會義務秘書、培僑中學校長招祥麒

博士蒞臨演講，主題為「誦讀與朗誦的教

與學」。是次活動主要針對前線教育工作

者，共吸引了三十多名老師出席。招校長

誦藝超卓，學養湛深。他從字音、內容、

聲音、感情、想像、動作等方面，讓老師

進一步理解誦讀和朗誦的原理和方法。最

後的問答環節，老師們踴躍提問、討論，

現場氣氛非常熱鬧。

一、字音的考究
 → 學生經常用以講、讀而發音不正的僅百多

字。

� → 字音考究是朗誦的第一步，看似簡單，卻

關係全局，不得不予重視。

� → 字音問題除生理的發聲要求外，到頭來仍關

涉到文字的識別能力。中國文字一字多音的

極為普遍，有因意義不同而讀音不同的，有

因詞性變異而讀音不同的，有意義和詞性不

變但按需要而改變讀音的。

 → 懶音

 → 專名

 → 協韻

 → 格律

 → 字義 

二、內容的理解、分析、欣賞
 → 作品內容：情、志、事、義

 → 作品形式：詩、詞、曲、散文

 → 作品風格：雄壯、哀怨、沖淡

三、聲音的控送
 → 高低

 → 快慢

 → 輕重

 → 停連

四、感情的投入
 → 要適中

 → 毋過毋不及

五、想像的發揮
 → 眼神的運用

 → 目力的投點

六、動作的配合
 → 「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

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詩．大序》

七、練習與觀摩
 → 「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

器。」《文心雕龍．知音篇》

招祥麒校長講解誦讀和朗誦技巧

老師踴躍發問

「誦讀與朗誦的教與學」講座 

講授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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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動追蹤

  2010年9月18日，本計畫舉行了

「怎樣實施經典誦讀教學」工作坊，

目的是讓教師分享、交流經典誦讀的

心得，使他們正確掌握誦讀教材的編

寫精神、施教方法和評估方式，方便

指導學生閱讀。活動當天，研究人員

施仲謀、杜若鴻進行講解，參與實驗

教學的老師踴躍提問、討論，對讀物

的編寫、實驗操作及評估方式提出了

不少具建設性的意見。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漢語中心與

香港中華文化學院等機構共同舉辦

了兩個系列工作坊，於2010年9月21

日假香港大學黃麗松演講廳舉行。講

座邀得東方國際易學研究院院長、國

際易學聯合會會長董光璧教授主講「

比特時代的世界秩序」，以及福建師

範大學易學研究所所長、中國周易學

會副會長張善文教授主講「周易與中

國企業文化精神」。兩位教授在演講

中，以個人經歷和學識，與本港師生

分享卓見，見解精闢，發人深省。

招祥麒校長（中）與施仲謀（右一）、杜若鴻（左一）合影

國際易學聯合會會長董光璧教授演講

福建師範大學易學研究所所長張善文教授演講

「怎樣實施經典誦讀教學」工作坊 

文化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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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6月27日-7月1日  施仲

謀教授應邀擔任「香港高校人文社會

科學學者陜西訪問交流團」秘書長，

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長梁元生

教授、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講座

教授兼系主任朱鴻林教授、中央政府駐

港聯絡辦公室教育科技部高教處處長紀

建軍先生等學者訪問延安大學、西安交

通大學、西北大學和陝西師範大學。

  2010年8月19日至20日  由世

界漢語教學學會和國家漢辦共同舉辦

的「第十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在

中國瀋陽召開。會議主題是世界漢語

教學的新教材與新教法。會議收到論

文近600篇，經由世界漢語教學學會理

事會組成的專家評審組的匿名評審，

施仲謀教授的論文《國際漢語教學資

源研發的現狀與分析》獲頒創新論文

獎。施教授從教材的趣味性、教材的

針對性、漢字教學、建設泛讀教材、

建設兒童教材、與其他學科相結合的

學習研究、與現代資訊技術的結合等

各範疇對對外漢語教材的現况進行分

析，並嘗試探索解决問題的方向。

  2010年9月11日  商務印書館

主辦「中文就是競爭力」學術講座，

施仲謀教授就《閱讀看社會―中華文

化閱讀》為題，發表演講，並擔任全

港學生徵文比賽頒獎禮嘉賓。師生約

200人出席。

香港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者陜西訪問交流團部分成員合照

香港、新加坡、台灣及印尼的學者合影

出席「中文就是競爭力」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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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0月7日  由中國社會科學

院、孔教學院、復旦大學合辦的首屆世界

孔教儒學大會，於孔聖堂中學舉辦。施仲

謀教授獲邀擔任大會主持。會議主題為「孔

教儒學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主要討論範疇

包括：2010年儒學思想的新面貌、儒家思想

對現代社會的實用意義、孔教在當今世界宗

教界的地位、儒家智慧與生活改造之道、儒

商對人類社會的貢獻、展現儒學的多元化視

角以及儒商與二十一世紀經濟金融挑戰等。

  2010年10月16日至17日  韓國中

國言語學會、韓國外國語大學聯合舉辦

「亞太地區國際漢語教學學會」，施仲

謀教授以《朗讀教學初探》為題，作為

大會主題發言。

  2010年11月20日  香港公開大學普通

話學會舉行成立典禮，施仲謀教授擔任主禮

嘉賓，並受聘為該會榮譽顧問。

  2010年11月27日  澳門中國語文

學會特邀施仲謀教授到澳門，主講「中

國文學與中華文化」學術教授講座，並

擔任徵文比賽頒獎禮嘉賓。全澳師生200

多人參加。

香港師生積極參與首屆世界孔教儒學大會

與韓國外國語大學孟柱億（右）及金琮鎬（左）合影

受聘為香港公開大學普通話學會榮譽顧問

與澳門中國語文學會理事合影

文化交流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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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你知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出自哪一部著作嗎？

 A.《三字經》 B.《弟子規》

 C.《聲律啟蒙》 D.《孝經》

二、「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出自哪本著作？ 

 A.《詩經》 B.《千字文》

 C.《三字經》 D.《弟子規》 

三、「玉不琢，不成器」的下一句是甚麼？

 A. 人不學，不知理 

 B. 為人子，方少時

 C. 親師友，習禮儀

 D. 弟於長，宜先知

四、請問「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下一句是甚麼？

 A. 人不學，不成材 B.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C. 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D. 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五、曹植《七步詩》是描述哪種感情的？

 A. 父母            B. 兄弟 C. 朋友 D. 夫妻  

六、你知道《歸園田居》是誰人的作品嗎？ 

 A. 杜甫 B. 李白 C. 陶淵明 D. 王維   

七、李白是哪一個朝代的詩人？

 A. 唐朝 B. 宋朝 C. 明朝 D. 清朝

八、「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是出自唐代哪一位詩人的作品？

 A. 王維 B. 杜甫 C. 王昌齡      D. 高適

九、李紳的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描述甚麼主題？ 

 A. 讀書 B. 耕種 C. 練武           D. 遊戲

十、「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這首

詩的題目是甚麼？

 A. 鵝 B. 泊船瓜洲 C. 詠柳 D. 回鄉偶書

考 考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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