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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 中文科 

單元 4  儒家思想（文化單元） 

   選篇三《人生的意義》（節錄）  

課本練習參考答案 

【版邊問題】（見《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第二版）頁 4.35~4.43） 

1. 作者提出人生有哪四個層次？ 

物理層，生物邏輯層，生物文化層，價值層。                                  

2. 作者舉出甚麼例子說明人必受物理定律支配？ 

作者舉出人從樓上跳下來，必非死即傷，說明人必受物理定律支配。       

3. 作者舉出哪些例子說明生命離不開生理法則的支配？ 

作者舉出人有生命，就要呼吸、心臟搏動、肌肉收縮的例子說明生命離不開生理法

則的支配。                                                        

4. 為甚麼作者說人比其他動物有文化？ 

因為人吃東西要講禮貌，又會藉各種物質、工具來補足自己，刻意求美。                

5. 作者認為人有「意識」最關重要的理由是甚麼？ 

人有了意識就知道死，有死亡意識，就產生了許多神話和禮儀，建構文化的內涵。  

6. 作者認為人與其他生物最大的分別是甚麼？ 

作者認為人與其他生物最大的分別是人有「價值層」。有求真、善、美的意識，有

理想，有道德。這是人類精神的創造，追求一個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其他生物

對生命無意識，因而無所謂價值觀，也就沒有價值層可言。                     

7. 作者提到中國古代追求的文化價值重點在哪方面？ 

道德價值。                                                            

8. 作者認為亞 非地區的發展是否必要？為甚麼？ 

作者認為有必要。因為社會必須滿足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才可發展高等精神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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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肚子被人控制」是甚麼意思？ 

指基本的生活需要受控於他人手中。                                       

10. 試從第 4 段中找出一個句子概括作者的處世態度。 

人到屋簷下不能不低頭。                                                  

11. 作者連續提出問題的目的是甚麼？ 

    帶出下文，引起聽眾思考，冀望大學生反思如何提升人生的價值，不要因時代的壓

力而輕易放棄高尚的理想和價值。                                           

12. 作者認為人生的意義在哪個層次？為甚麼？ 

價值層。因為有了真善美、理想、道德，才算完成人生的道路。              

13. 作者提出了一個怎樣的兩難處境？ 

滿足衣食需要與堅持道德理想不能並存的兩難處境。                            

14. 一般人及有些人面對兩難時，有何反應？ 

一般人會為求生而犧牲道德原則。有些人更會為私利而犧牲道德，陷害他人。       

15. 為甚麼作者說孟子提倡捨生取義是極限原則？ 

因為作者認為生存是最基本的需求，人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不必犧牲生命來保全

道德原則和崇高理想。                                                  

16. 作者認為當我們面對兩難處境時，必須堅持哪三項原則？ 

我們必須堅持的三項原則包括：                                               

（1）不可在自己的生命未受威脅時，為了現實利益而犧牲道德原則。             

（2）不可為得到較佳生活或報酬而犧牲他人。                                 

（3）因生活困難而被迫放棄若干做人原則時，必須盡量作「道德的抗戰」，即盡

量減少放棄原則；而且要存心待機「收復失地」，即解決生活困難後，須回復道德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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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探究】（見《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第二版）頁 4.44~4.46） 
1. 試綜合第 1 至 2 段內容，概括作者所述的人生四個層次的特點。（每層次的答案

不得多於 20 字，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層次 特點 

物理層 受物理定律支配。 

生物邏輯層 
受 生 物 法 則 支 配 。   

          

生物文化層 人是有「意識」的，因而產生文化。 

價值層 

有 真 善 美 的 意 識 、 有 理 

想 、 有 道 德 。     

 

2. 根據第 3 至 4 段，作者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價值觀念與現今世界的有甚麼不同？

作者對這兩種取向有何評價？ 

 
價值觀念 作者的評價 

中國傳統

社會 

 

重視價值層中  名教  、  儀制  、 

  倫序  和   德目  的追求，認為價

值層較  生物文化層  重要，更不屑

談  經濟實務  。 

批評中國傳統社會空談道德而

不顧生物層面的需要，不切實

際，以致文化結構發生問題。 

現今世界 

較重視  生物文化  層，拼命追求 

   經濟發展   。 

肯定了經濟發展有助脫貧，提

高落後地區民眾的知識水平，

滿足生物文化層的需求。 

 

 

 

 

 

 

20 

20 

 

10 

10 



課本練習                                                        配合單元 4 選篇三使用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第二版）        第 4 頁，共 8 頁         ©2015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3. 作者以「上一層的人在吹笙簫，底下一層勞動終日難得一飽」（第 4 段）說明當時

社會出現的問題。 

（1） 這句話語反映了當時的甚麼社會問題？試從精神文化及現實生活角度，分別 

用一個四字詞語概括之。 

 

精神文化： 

 

 

現實生活： 

（2） 就上述情況，作者提出了甚麼改善建議？ 

 作者認為可以發展外銷，致力經濟起飛，滿足人的生活文化需求，使精神文

化與現實生活的發展接軌。                                           

 

4. 根據第 5 段內容，作者闡述了人生四個層次的關係。 

（1）作者認為四個層次之間有甚麼關係？ 

 

 

 

（2）依據四個層次的關係，作者認為如何才算完成人生的道路？ 

作者認為「物理層」、「生物邏輯層」、「生物文化層」是「價值層」的基礎。

我們必須先滿足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要，豐衣足食，為高等精神文化的發展和

道德實踐提供支持，繼而思考精神的出路，追求高尚的理想和價值，豐富精神

生活。                                                               

 

 

 

 

 

 

 

曲 高 和 寡 

貧 富 懸 殊 

A 對立關係     
B 層遞關係     
C 互補關係 A B C D 

D 並列關係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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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道德原則」及「生物邏輯」不能兼顧兩全的時候，作者認為一般人及有些人的

做法會導致怎樣的後果？ 

 各為自己的利益，不擇手段。 

 難以滿足每個人的衣食需求。 

 深化統治者和民眾的矛盾。 

 欠缺公平公義、仁愛信實的道德價值。 

 

6. 本文共有 6 個段落，按結構可分為四個部分。試指出各部分分別由哪些段落組成，

然後概述每部分的內容大意，並把答案填寫在下表內。 

部分 段落 內容大意 

一 第 1 ~ 2 段 闡釋人生四個層次的內容。 

二 第 3 ~ 4 段 以中國古代價值觀與現今世界的價值觀作對比，說明人

不應只重價值層而忽視生物文化層。 

三 第   5  段 指出人在滿足   生物需求   後，須追求   價值層的

滿足   。 

四 第   6  段 指出當價值層與生物文化層不能同時兼有時，應堅持的

三項原則。 

 

7. 綜合全文，試以不多於80 字概括作者所提出的「人生意義」。（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A       
B       

C    A B C D 

D    ● ○ ○ ○ 

在 滿 足 低 層 次 的 生 活 需 求 後 ， 才 提 

升 自 己 到 達 高 一 層 的 人 生 境 界 。 為 

追 求 真 善 美 及 道 德 理 想 的 價 值 而 活 

， 當 生 與 義 出 現 衝 突 時 ， 要 堅 守 原 

則 ， 砥 礪 節 操 ， 自 重 自 強 。    

               90 

75 

60 

45 

3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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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作者問「如人的經濟不能滿足，尊嚴是否可以不顧呢？」（第 6 段）試結合日常生

活經驗，回答這道問題。 

即使人的經濟不能滿足，也不可不顧尊嚴。經濟上是否得到滿足因人而異，只要足

以維持生命，也可算滿足，並不一定是高官厚祿，華衣豪宅才算滿足。因為只要經

濟情況沒有威脅生存，都應該堅守義的道德原則。如家庭經濟環境較差，也不應不

顧尊嚴，以乞討過活，而應自重自強，靠工作謀生，以改善生活，繼而追求更高的

精神價值。沒有尊嚴的生存，只會淪為他人的工具。（學生自由作答，言之成理即

可。）                                                                   

9. 以下引文摘錄自本文第 3 段，兩段文字均運用了甚麼論證手法？若將這些內容刪

去，對段旨的表達會產生甚麼影響？試析述之。 

兩段文字均運用了例證法，論證中國古代社會偏重道德價值的觀念歷史悠久且普__

遍。若將其刪去，難以具體說明中國傳統價值觀與現今世界價值觀的區別，無法有

力帶出作者對傳統文化的反思這一段旨，削弱了批判的效果。                                                                   

 

10. 承接第 6 題的結構層次，作者在哪部分運用了對比論證的手法？有何作用？試略加

說明。 

（1）作者在第  二  部分運用了對比論證的手法。 

（2）作用：突出中國古代價值觀與現今世界價值觀的區別，有力論證了人類高等精

神文化的發展不能騰空而起的道理。                                

 

 

 

 

甲 例如古代聖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當我少年時，同學間常以為問舍求田的

人，是沒有大志的。 

 

乙 又如古時有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餓死首陽之山，義不食周粟」。

這是認為生物需要不及道德價值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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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閱讀】（見《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第二版）頁4.46~4.47） 

1. 在文章第 6 段，作者指出孟子的「義」是救藥。你同意嗎？試結合《魚我所欲也》

一文談談你的看法。 

同意。因為人若利慾薰心，犧牲道義，互相陷害，會導致社會道德淪喪，人性墮落，

後果不堪設想。所以人應堅持義的原則，經得起現實的考驗。╱不同意。因為「義」

的道德並非強制性，約束力不足。我認為法律才是救藥，若有人為貪圖私利而違法，

可以依法嚴懲，警戒性更強。（學生自由作答，言之成理即可。）                

 

2. 在《人生的意義》末段，殷海光提出「如果經濟貧困了，我們的好惡是否就要放棄？

是否就不能講？」的疑問。 

（1） 試推想作者的答案是怎樣的。 

殷海光會認為只要經濟貧困的程度不威脅生存，都不應放棄好惡。          

（2）  試比較作者的想法及以下兩段引文，說明殷海光、孔子及孟子對「生」和「義」

的看法有何異同。 

殷海光與孔子、孟子都認為人不應為了經濟環境的好壞而放棄道德上的好__

惡。孔子認為人在一食之間亦不能去仁。在緊迫或遭遇危險之時，甚至面臨

死亡之際，也不能放棄「仁」。孟子認為義重於生，當義和生不能兩全時應

該捨生取義，不能因貪生惡死而做出一些有違道德的事。不同之處是，孔子

和孟子均對道德情操的追求與保全表現出堅定執著而嚴謹的態度，不能有任

何退讓的空間。殷海光對道德原則與生命物質的抉擇則採取較寬鬆的態度，

保留一些可以斟酌實際的情況，有退讓或暫時妥協的空間，提出可適當放棄

若干原則，等待機會「收復道德的失地」。                        

 

3. 試閱讀下面一節錢穆《人生十論》的引文，回答所附問題。 

（1） 錢穆認為身生活與心生活兩者有甚麼關係？這與《人生的意義》中人生的四 

個層次有何相通之處？ 

兩種生活相通但不合一。心生活是主，是目的；身生活是僕，是手段。沒有

身生活，不可能有心生活；但沒有了心生活，身生活便失去了意義和價值。

這正如《人生的意義》中生物文化層與價值層的關係，生物文化層是價值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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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如果沒有滿足生物文化層的需要，價值層中的真善美、道德、理想

便會失去支持。                                                      

（2） 錢穆認為使人心安心樂的條件是甚麼？這與《論語．論仁》中孔子的哪些 

觀點相同？你認為本文作者殷海光會否認同這種觀點？為甚麼？ 

錢穆認為使心安心樂的條件在於心之本身，修養德性，使言行志趣合乎道義，

心自能安樂自適。《論語．論仁》中，孔子提出「仁者安仁」、「富與貴，

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認為有仁德的人能長期實行仁德

而心安，即使貧困也決不會接受不義之財，這與錢穆的觀點相同。我認為本

文作者殷海光認同這個觀點，因為《人生的意義》提及人應追求真善美，不

應為求生或換取利益而輕易捨棄道德原則和崇高理想，即使經濟貧困，也不

可不堅持道德的好惡，棄尊嚴於不顧，這便是錢穆所說的求心安。（學生自

由作答，言之成理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