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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主辦



▪一、說「說話」

▪二、說說普通話

▪三、從文學作品中汲取語料

——小說、散文、戲劇、詩

▪四、儲備語料，因境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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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是本能

▪說適當的話

▪「說話是最容易的事，也是最難的事……外交家也有
說錯話的時候。」 ——王力《說話》

▪「說話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說話，不見得就會說
話；許多人說了一輩子話，沒有說好過幾句話。」——
朱自清《說話》

4



▪說話與寫作各有難易

▪「說話比寫文章容易……同時，說話又比寫文章難……推敲的
餘暇。」 ——王力《說話》

▪「說話即使不比作文難，也決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會說話不
會作文，但也有些人會作文不會說話。說話像行雲流水，不能
夠一個字一個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
的謹嚴。但那些行雲流水般的自然，卻決非一般文章所及。—
—文章有能到這樣境界的，簡直當以說話論，不再是文章了。
但是這是怎樣一個不易到的境界！」——朱自清《說話》

5



▪說話難

▪哪項最難

▪說自己不熟悉的語言／方言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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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

▪詞彙

▪語法

▪語音
▪音素
▪聲調
(參考：王力《廣東人怎樣學習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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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普通話科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三）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建議學校採用 二零一七



普通話科課程的設計，重視實際應用。本科的學習包括聆聽、說話、
閱讀和拼寫四個範疇。學習目標為︰

(1) 培養聆聽、說話、朗讀等語言能力，以及自學能力。

(2) 增進與本科有關的語言知識，以及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3) 提高對本科的學習興趣，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和習慣。

本科課程以培養學生聽、說普通話的能力為主，培養朗讀能力、拼
寫能力及增進與本科有關的語言文化知識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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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普通話科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三）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建議學校採用 二零一七



▪從文學作品中汲取語料

▪課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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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普通話科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三）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建議學校採用 二零一七



◆從整體表達入手

• （一）小說與敍述的方式——以《孔乙己》為例

• （二）散文與日常話題的表述——以《歐遊雜記》、《倫敦雜記》

為例

◆落實到具體語音、語彙、語法問題

• （三）劇本與兒化及地道的口語——以《茶館》為例

• （四）詩與輕聲、變調、雙關等——以《蝴蝶輕》、《可不可以

說》、《如霧起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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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事文學

▪說故事的方法

▪「說話」本就有說書，說故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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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詞典》
「說話」︰唐宋時代的一種民間技藝，以講述故事為
主，跟現在的說書相同。



▪《孔乙己》

▪魯迅（1881年—1936年）

▪中學教科書中文科常選課文

▪可以結合語文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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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
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鬍子。穿的雖然是長衫，
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他對人說話，總是滿
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為他姓孔，別人便從描紅紙上的
「上大人孔乙己」這半懂不懂的話裏，替他取下一個綽號，叫作孔乙
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
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他不回答，對櫃裏說，「温兩碗酒，
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錢。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
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孔乙己睜大眼晴說，「你怎麼這樣憑空污
人清白……」「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吊着打。」
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
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
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
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15



➢外貌、衣着

➢語言

➢外號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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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焦慮症 書中豈有黃金屋？〉《大公報》
2023年3月24日

近來，一位在魯迅筆下成名已久，已然成為符號標籤的人
物，突然「殺進」網絡，……愛拼才會贏。

文學作品與時興話題

《星島日報》多倫多版 【阿濃專欄】脫不去的長衫
2023年04月06日

魯迅有一篇重要小說《孔乙己》，孔乙己，一個潦倒的讀書
人……縮短不同崗位間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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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稱

身兼敍述者和角色，

參與故事。

第二人稱

故事由「你」說

出

第三人稱（全知）

隨時進入任何角色

的思想、感受

第三人稱（限知）

敍事者不在故事之

內，說別人的故事。

•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使我自己也感到吃驚。（《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 你坐的是長途公共汽車……站在滿是冰棍紙和甘蔗屑子的停車場上環顧。(《靈山》)
• 他是個獨自在灣流中一條小船上釣魚的老人，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一條魚也沒逮住。

（《老人與海》）
•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安娜·卡列尼娜》)



18

➢ 《孔乙己》屬哪種敍事人稱？

➢ 這個角度有甚麼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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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課程指引」——2.4 各範疇學習重點舉隅
說話範疇

說話的範圍包括不同性質和類型的話語：

▪性質：敍述、描寫、抒情、說明、議論

▪類型：複述、講述（見聞、故事、感想）、對話、介紹、說明、訪問、
討論、報告、演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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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普通話科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三）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建議學校採用 二零一七



▪朱自清（1898-1948年）

中小學教科書中文科常選課文

▪《背影》

▪《春》

▪《綠》

▪《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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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

▪朗讀

▪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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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聲情並茂——中小學普通話配樂朗讀材料》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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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聲情並茂——中小學普通話配樂朗讀材料》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朗誦

▪朗讀

▪說話



葉聖陶《朱佩弦先生》

➢早期散文特點——《匆匆》、《荷塘月色》、《槳聲燈影裏的
秦淮河》

➢1932年後的《歐遊雜記》、《倫敦雜記》

•「全寫口語，從口語中提取有效的表現方式」

•「念起來上口，有現代口語的韻味，叫人覺得那是現代人口裏
的話，不是不尷不尬的『白話文』。」

•「真個像跟他面對面坐着，聽他親親切切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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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裏的話，親切的交談



• 定位地點
• 從人的視角來表達
• 遠處、天空和日光
• 點出中國人的視角
• 感受季節

➢清晰流暢地表達思想感情
➢層次分明，前後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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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集中，話題多樣
▪描寫、說明

▪議論、說理

▪抒情

▪全寫口語，上口，不做作

▪從口語中提取有效的表現方式

▪「像跟他面對面坐着，聽他親
親切切的談話」（葉聖陶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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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飲茶

▪說茶餐廳

▪談談香港的下午茶

▪……

(學習名家文章寫法，配合中華文化和香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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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長洲

▪XXX遊記

▪記某次遊學團去的地方

▪……

(學習名家文章寫法，配合中華文化和香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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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1899-1966年)

《茶館》1957年初載於巴金任編輯的《收穫》雜誌創刊號

「劇本以清末戊戌政變失敗、民初軍閥混戰、解放前國民黨反動統
治三個歷史階段為時代背景，以北京裕泰茶館的歷史變遷為中心線
索，刻畫了數十個富有時代特徵的人物典型，揭示了當時社會的腐
朽實質，深切地表現了作者對舊時代的憎惡以及對新社會的熱愛。」
（《茶館》「內容說明」，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年。以下引文依
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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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此劇的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劇作中最好的一幕」

▪王蒙：「我認為《茶館》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最好的作品。
作品的特點就是不煽情，語言平實、口語化，卻最能表達深刻
的感情，能讓人落淚。」

▪老舍︰「沒有生活即沒有活的語言，我認識茶館裏那些小人物，
我知道他們做甚麼，所以也知道他們說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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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茶館》（原著劇本）

第一幕

茶館掌柜王利發看見房東秦二爺（秦仲義）進茶館時的對話︰

王利發︰哎喲！秦二爺，您怎麼這樣閑在，會想起下
茶館來了？也沒帶個底下人？

秦仲義︰來看看，看看你這年輕小夥子會作生意不會！



34

▪王利發︰唉，一邊做一邊學吧，指着這個吃飯嘛。誰叫我爸爸
死的早，我不幹不行啊！好在照顧主兒都是我父親的老朋友，
我有不周到的地方，都肯包涵，閉閉眼就過去了。在街面上混
飯吃，人緣兒頂要緊。我按着我父親遺留下的老辦法，多說好
話，多請安，討人人的喜歡，就不會出大岔子！您坐下，我給
您沏碗小葉茶去！

▪秦仲義：我不喝！也不坐着！

▪王利發：坐一坐！有您在我這兒坐坐，我臉上有光！

▪秦仲義：也好吧！（坐）可是，用不着奉承我！



▪ 1982年

▪謝添執導

▪北京電影製片廠

▪獲1982年中國文化部優秀影片獎特別獎和第3屆中國電影金雞獎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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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發︰哎喲！我秦二爺

▪……

▪……

▪……

▪……

▪……

▪秦仲義︰也好吧！



普通話要講得地道，兒化音很是關鍵。

（1）了解兒化音
普通話的兒化現象主要由詞尾「兒」變化而來。詞尾「兒」
本是一個獨立的音節，由於口語中處於輕讀的地位，長期
與前面的音節流利地連讀而產生音變，前面音節裏的韻母
或多或少地發生變化。這種語音現象就是「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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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化音變的基本性質是使一個音節的主要母音帶
上翹舌色彩，兒化韻產生音變條件取決於韻腹母
音是否便於發生翹舌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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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化韻的規律

類別 1 2 3 4 5 6

音素

跟在ɑ、
o、e、ê、
u後

跟在i、
ü 後

音節是
zhi、
chi、
shi、zi、
ci、si

跟在ɑi、
ei、uɑi、
uei 後

跟在 n

後
跟在 ng

後

規律

直接加
r的翹舌
動作

咬準 i、
ü 即加
r

把 –i

變為 e 

再加 r 

丟掉 i

韻尾，
主要元
音加 r

丟掉 n

韻尾，
主要元
音加 r

丟掉 ng
韻尾再加
r，且要
鼻化



王利發︰哥兒們，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話好說。德爺，您後

邊坐！

▪1.跟在ɑ、o、e、ê、u後

▪發音提示︰直接加 r的翹舌動作

40

王利發︰二爺，（指鳥籠）還是黃鳥吧？哨的怎樣？

松二爺 ︰嗻，還是黃鳥！我餓着，也不能叫鳥兒餓着！（有
了點精神）你看看，看看！（打開罩子）多麼體面！一看見它
呀，我就捨不得死啦！



常四爺︰我這兒正咂摸這個味兒：咱們一個人身

上有多少洋玩藝兒啊！老劉，就看你身上吧︰洋

鼻煙，洋錶，洋鍛大衫，洋布褲褂……

2.跟在i、ü 後

▪發音提示︰咬準 i、ü 即加 r

41



王利發︰對！您聖明，我糊塗！可是，您搜我吧，真一個銅子

兒也沒有啦！（掀起褂子，讓他搜）您搜！您搜！

巡警 ︰我幹不過你！明天見，明天還不定是風是雨呢！（下）

▪3.音節是zhi、chi、shi、zi、ci、si

▪發音提示︰把–i 變為 e 再加 r 

42

松二爺︰好像又有事兒？



4.跟在ɑi、ei、uɑi、uei 後

▪發音提示︰丟掉 i的韻尾，主要元音加 r

松二爺︰蓋碗多少錢？我賠！外場人不作老娘們事！

王利發︰不忙，待會兒再算吧！（走開） 43

秦仲義︰我不但收回房子，而且把鄉下的地，城裏的買

賣也都賣了！

王利發︰那為什麼呢？

秦仲義︰把本錢攏在一塊兒，開工廠！



▪5.跟在 n後

▪發音提示︰丟掉 n的韻尾，主要元音加 r

44

常四爺︰劉爺，您可真有個狠勁兒，給拉攏這路事！

劉麻子︰我要不分心，他們還許找不到買主呢！（忙
岔話）松二爺，（掏出個小時錶來），您看這個！

（劉麻子丟了魂似的跑來，和李三碰了個滿懷。)

李 三 ︰怎麼回事呀？嚇掉了魂兒啦！

劉麻子︰（喘着）別，別，別出去！我差點叫他們抓
了去！



王利發 ︰松二爺，不准說死！有那麼一天，您還會走一

步好運！

常四爺 ︰二哥，走！找個地方喝兩盅兒去！一醉解千愁！

王掌櫃，我可就不讓你啦，沒有那麼多的錢！

▪6.跟在 ng後

▪發音提示︰丟掉 ng的韻尾再加 r，且要鼻化

常四爺︰我也不比你強啊！自食其力，憑良心幹了一輩
子啊，我一事無成！七十多了，只落得賣花生米！個人
算什麼呢，我盼哪，盼哪，只盼國家像個樣兒，不受外
國人欺侮。可是……哈哈！ 45



▪普通話中的兒化不是可以任意加在詞語後

▪它在表達意思方面有一定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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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鐵嘴 ︰我改抽「白麵」啦。（指牆上的香煙廣告）你看，

哈德門煙是又長又鬆，（掏出煙來表演）一頓就空出一大塊，

正好放「白麵兒」。大英帝國的煙，日本的「白麵兒」，兩大

強國侍候着我一個人，這點福氣還小嗎？

王利發︰福氣不小！不小！可是，我這兒已經住滿了人，什麼

時候有了空房，我準給你留着！

白麵（麵粉） 白麵兒（一種毒品）
信（信件） 信兒（消息）
眼（眼睛） 眼兒（小孔）
寶貝（貴重的東西）寶貝兒（對小孩或人的昵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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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六︰明師傅，您挑一張畫兒吧！

明師傅︰啊？我要畫兒幹嗎呢？

方六︰這可畫得不錯！六大山人、董弱梅畫的！

明師傅︰畫的天好，當不了飯吃啊！

方六︰他把畫兒交給我的時候，直掉眼淚！

明師傅︰我把傢伙交給你的時候，也直掉眼淚！

蓋（動詞） 蓋兒（名詞）
釘（動詞） 釘兒（名詞）
畫（動詞） 畫兒（名詞）
尖（形容詞） 尖兒（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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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兒

▪小狗兒、小貓兒

▪小花兒、小草兒

▪小明兒

小牛兒攙着龐太監走進來。小牛兒提着水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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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麻子︰告訴你，過了這個村可沒有這個
店，耽誤了事別怨我！快去快來！

康 六︰唉！我一會兒就回來！

劉麻子︰我在這兒等着你！

康 六（慢慢地走出去）

王利發︰姑娘，我還沒老糊塗了！放心吧！

丁 寶︰好！待會兒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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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五爺︰（並未立起）二德子，你威風啊！

二德子︰（四下掃視，看到馬五爺）喝，馬五爺，您
在這兒哪？我可眼拙，沒看見您！（過去請安）

李 三︰哼！皇上沒啦，總算大改良吧？可是改來改去，
袁世凱還是要做皇上。袁世凱死後，天下大亂，今兒個打炮，
明兒個關城，改良？哼！我還留着我的小辮兒，萬一把皇上
改回來呢！

王淑芬︰別頑固啦，三爺！人家給咱們改了民國，咱們還
能不隨着走嗎？你看，咱們這麼一收拾，不比以前乾淨，好
看？專招待文明人，不更體面？可是，你要還帶着小辮兒，
看着多麼不順眼哪！

今天 → 今兒
明天 → 明兒
這裏 → 這兒
那裏 → 那兒
味道 → 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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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與電影對白中的兒化有以下幾種類型︰

1. 劇本與電影對白都是兒化，字典也標示兒化的，例如「人緣兒」。

2. 劇本沒有標示兒化，電影對白加了兒化音，例如︰「一邊兒做一邊兒

學」。

3. 電影對白添加了語句，其中包括兒化詞，例如「這兒」。

4. 電影對白兒化詞其實在普通話的角度是錯用兒化，例如「眼兒」。

思考→我們在哪些地方用兒化呢？

53



➢以粵語為母語的人只要掌握必要兒化即可

➢詞彙語法依普通話標準，用力不要過度

➢切記過尤不及

54



▪了解甚麼是兒化

▪練習兒化發音

▪掌握必要的兒化

▪有取代方式的兒化可以選擇不兒化的表達方式
▪今兒——今天

▪這兒——這裏

▪對過兒——對面

55



電影《茶館》
王利發︰哎呦……一邊兒學（ xiɑ́o）
吧您……。

56
（徐世榮︰《北京土語詞典》）

(1)語音
普通話——以北京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
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普通話——以北京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
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茶館》劇本中的方言詞

57



58

▪普通話——以北京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
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茶館》電影對白中的語序倒置



59



▪西西(1937-2022年)

▪《石磬》1982

▪《港島吾愛》2023

60

何福仁編、西西著︰《港島吾愛》



我寫小說多……

……不過我寫過這樣的幾行詩︰

因為因為

……

……

蝴蝶沒有心。

用普通話讀既抑揚又押尾韻……有的卻要用普通話才好。

——西西〈語音問題〉，載《港島吾愛》

61

何福仁編、西西著︰《港島吾愛》



〈蝴蝶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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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輕 [普ing /粵hing1 ]

……

蝴蝶沒有心。[普in /粵sam1]

63

➢ 韻腹的差異
➢ 鼻音韻尾
➢ 合口音



……睡裡醒裡[普li-粵leoi5 ]
袋裡[普li粵leoi5]

……
……東西[普xi粵sai1]

……東西[普xi粵sai1]

……
……
……捨棄[普qi粵hei3]

……忘記[普ji粵gei3]

64

➢ 普通話押韻
➢ 粵語差異較大



▪「所謂輕聲，並不是四聲之外的第五種聲調，而是四
聲的一種特殊音變，即在一定的條件下讀得又輕又短
的調子。」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增訂版）

▪相較古詩，新詩更能表現普通話輕聲的語音特點。



因為因為
……

66

《登荊南城樓》鄭起
因為古荊州，翻成一段愁。
孟嘉曾落帽，王粲此登樓。
唐鄧通襄路，沱潜並漢流。
太平官府盛，昔日欠來遊。

66

《憶江南》其一溫庭筠
千萬恨，恨極在天涯。
山月不知心裡事，水風空落眼前花，搖曳碧雲斜。

《題牛相公歸仁里宅新成小灘》白居易
巴峽聲心裡，松江色眼前。
今朝小灘上，能不思悠然。

《蝴蝶輕》
在懷裡
在心裡
……
……



輕聲︰《蝴蝶輕》

➢輕聲 23行詩中有17行以輕聲收結

67



《蝴蝶輕》詩中輕聲詞分析

(1)規則的輕聲詞
▪ 包括結構助詞（如「的」、「地」、「得」等）、時態助詞（如「着」、「了」、
「過」等）、趨向補語、語氣助詞、重疊稱謂、重疊動詞等。

▪ 這類輕聲詞在《蝴蝶輕》一詩中為數最多。
▪ 「漸漸地發現
自己
變成一頭袋鼠了」

▪ 屬施仲謀《談輕聲詞的教學》中附表二「規則的輕聲詞」之例。(下文主要參考施文)

68

施仲謀〈談輕聲詞的教學〉
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編, 《集思廣益》
(四輯): 普通話學與教經驗分享, v. 1, p. 145-164.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

development/kla/chi-

edu/resources/primary/pth/jisi4_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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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鼠的口袋」

▪「無論走到甚麼地方」

▪「滿載許多東西 」（《蝴蝶輕》）

▪「口袋」裝東西的用具。讀原調是指衣兜。

▪「地方」指空間的一部分；部分。讀原調是指跟中央相對的省以下各級行政區。

▪「東西」泛指各種事物；特指人或動物。讀原調是方向的意思。

▪屬施仲謀《談輕聲詞的教學》中附表一：有辨別詞性、詞義作用的輕聲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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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地明白」(《蝴蝶輕》)

▪「明白」屬施仲謀《談輕聲詞的教學》中附表四：不規則的輕聲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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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因為
蝴蝶輕」（《蝴蝶輕》）

▪「因為」屬施仲謀《談輕聲詞的教學》中附表五：可讀輕聲或可不讀輕
聲的輕聲詞

▪「蝴蝶沒有心」（《蝴蝶輕》）

▪「沒有」《談輕聲詞的教學》中附表不收，《現代漢語詞典》︰[ méi‧
yǒ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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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祖謨「在北京話裏……最好一律採取原來的讀音而不讀輕
音。」

▪施仲謀「在方言地區學習普通話，外國人學習中文，必須講求
規範和實效，否則好高騖遠，脫離實際，反而嚇跑了學生。因
此，輕聲詞應該有一定的範圍，數量不宜太多，非必要的輕聲
詞也應該儘量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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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詩集》

▪可不可以不讀原來的聲調？

▪ ——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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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可不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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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變調︰
▪單用或用在詞尾時唸本調

▪在第一、二、三聲前讀第四聲

▪在第四聲前讀第二聲

▪在詞語中間讀輕聲

▪《可不可以說》中的「一」「不」變調舉例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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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聲在陰平、陽平、去聲前都會產生變調，只有在單唸或處
在詞語、句子的末尾處才有可能讀原調。

• 三聲字在一聲、二聲、四聲字前，變調為半三聲，21。
• 如兩個三聲字在一起的時候，前一個由原來的第三聲214變讀
第二聲35。

• 《可不可以說》中的三聲變調舉例



•兒化有樣子可看

•輕聲尚有表可依

•變調受後字影響，一定要上口

➢濃縮在詩句的變調可以令我們更好地掌握
語音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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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選讀三︰《如霧起時》鄭愁予

80

▪鄭愁予（1933-）

▪台灣詩人

▪《如霧起時》作於1954年

▪《鄭愁予詩選》



《如霧起時》鄭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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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母特點

▪送氣音／不送氣音／擦音

▪韻母與開口度

➢聯想吹氣時的動作、聲音及感覺

▪對比粵語發音

82

「最細最細的噓息」
zuìxìzuìxìde xū xī



▪說普通話人才懂的雙關用語

83

雙關——修辭手法
《牡丹亭·驚夢》：「裊晴絲，吹來閒庭院，搖漾春如線。」

我從海上來
……
……
和使我不敢輕易近航的珊瑚的礁區。



▪詩歌用語精煉，情感豐富，手法多樣，篇幅多為短小，
適合成為語言練習的材料。

▪可以標示出語音重點（聲、韻、調、輕聲、兒化、變
調等)

▪除了是語言材料，詩也要是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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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思想感情

▪增加語言知識

▪增加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提高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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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說話」一詞，它與說書有着血緣的關係。文字面對是
「書齋中孤獨的閱讀者」(陳平原語，見《有聲的中國》導言)，
說話則要有場域、有對象。

▪有話可說，可以因應不同場合、不同對象說合適的話一點也不
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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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要有共鳴

87

▪ 余光中讀梁實秋《雅舍尺牘》稱許梁實秋文章兼及雅醇與清淺

▪ 「雅醇指的是文章、言辭有典據，高雅而不淺俗，如果來函雅醇，回信自然要還施彼身，
但也不可一味拋書包，令人生厭。在學習階段，雅醇的文字不妨多讀一些，到清淺則是
重劍無鋒的階段，其實更不容易。」陳寧《雅醇與清淺》

▪在甚麼位置說甚麼話

▪ 陳平原《有聲的中國》



▪掌握說話策略

▪聯繫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構思話語

▪言語無味

▪無話可說可以怎麼？

➢除了語音標準，說話還要有內涵

➢名著是極好的材料和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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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甚佳。
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俗塵生其
間，照鏡則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
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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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庭堅好讀《漢書》，面目是否因之俊美不得而知……但言語氣質當
可有所改變。……自然不必全放在閱讀上，但若此時不要求自己養成習
慣，將來公私兩忙，更不可能了。」（陳寧《幾個書單》）

讀名篇，學說話：
• 從文學作品中汲取語料
• 更重要的是從小開始，持之以恒。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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