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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作業】寫作提示 	

（一）課程設計　特別用心

仔細閱讀整部語言 A 課程的大綱我們不難發現，將選學跨國度、跨語種的世界

文學翻譯作品列為此課程的第一部分 （Part 1）是有其特別用意的。語言 A 課程大綱

開篇談到學科的性質和宗旨時明確指出：「語言 A：文學課程不讓學生僅僅局限於學

習出自同一文化的作品或由某種單一語言所展現的多種文化的作品，在通過文學向

學生介紹其他文化觀點時，學習翻譯作品尤為重要。」（見《語言Ａ指南》）而在說

到語言 A 課程和國際性時，大綱提示：「本課程教學大綱的第一部分非常清楚地展

現出國際文憑組織對多元文化理解的承諾，在該部分中，學生通過學習選自翻譯作

品目錄（包含了超過 30 個語種）的作品，來瞭解其他文化的觀點。」（見《語言 A 指

南》）凡此種種，均顯現 IBDP 學科的設置，特別注重開拓學生跨文化視野和培養多

元化文化品味的獨特追求。

根據 2011 年 5 月頒佈的《翻譯作品指定書目》中的指示，不同的學校、不同的

教師，可以從這份書目中分別為高級和普通程度的學生，選出任何三位（或兩位）不

同國家、不同語種、不同體裁的任何三部（或兩部）作品，列為第一部分的研讀作

品。任何一種組合，都應該在最大程度上切合學生的興趣及其學習和理解能力，同

時兼顧到作品所代表的社會文化傳統、作品的文學體裁及風格流派、作品主題和寫

作發表年代等等因素，以此作為重要考量，以便努力體現《語言Ａ指南》的課程宗

旨中所指示的：「鼓勵學生理解具有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們的觀點以及這些觀點在語

義建構上所起的作用。」

第一部分作品研讀的任務，具體要求如下：

1.【書面作業】的寫作，建基於第一部分三部（或是兩部）作品中的任何一本；

2. 語言 A 課程的學生，必須完成合共三個步驟的口頭和書面形式的交流，最

終完成一篇 1440-1800 漢字的【書面作業】，連同對這部作品所做的口頭交流活動之

360-480 漢字的一份【反思陳述】（Reflective Statement），一同提交校外評估；

3. 完成的【書面作業】，應該是一篇「針對作品某個方面的文學特色進行評論」

的「分析性論文」（見《語言Ａ指南》）；

4. 此篇作業的得分，將佔語言 A 文學課程總分的 25%。

故而，寫好這一篇【書面作業】，是保證考生贏取最後好成績不可忽視的重要

環節。

（二）熟讀作品　下筆從容

依據大綱的指示，【書面作業】的寫作應是學生「對作品的精讀，對它們做文學

意義上的探究」（見《語言 A 指南》），學生應該在教師的課堂講授和引領的研讀中，

在逐一完成第一到第三步驟的課堂口頭交流、【反思陳述】和課堂寫作之後，基於自

身對作品的理解，鎖定其中學有所得且最感興趣的「某一方面的文學特色」，擬定

一個論題方向，以便在與老師的討論之中得到具體的幫助和指導，確定寫作計劃並

在指定的時間之內，「獨立完成」這一項「研究成果」（見《語言 A 指南》）。

要順利完成以上一系列工作，熟悉作品無疑是首要的。因為只有在對三部（或

兩部）作品內容有準確而細緻的瞭解和把握的基礎之上，所有獨特見解的發現和發

掘，才可能浮現而出。仔細觀察可以看到，語言 A 課程的考生中，從作品的某一細

微之處，如：情節進展中的一個場面、某些人物的肖像描寫、語言或行動的細節描

繪、某一個（幾個）場景中人物之間的對話等等的細部中得到啓發，確定並演化出一

項精彩的立意，寫出一篇符合評核要求的好文章，這樣的成功者實在是不乏其例。

精讀細讀作品，深入理解的好處，不僅在於縝密的思考能帶給寫作者以啓發和

構思的靈感，熟悉作品還直接有利於在作文的過程中，貼切而精當地摘引書中的內

容作為支持論點的有力論據。如：書中篇章裏的某些關鍵字詞、語句、段落、對話

或議論等（請仔細參見隨附範文中的各篇），注意在每一篇論文的每一個段落中，

均應見到從作品裏精心選擇並引用的關鍵語詞、關鍵句或是小段，這種做法既體現

【評估標準 D】，要求對論點組織和展開中「有效地結合被引用作品中的例子」，又



10 11上編：書面作業

符合【評估標準 B】，「對作品的詳細瞭解和理解以及準確的見解」，可以做到一石

二鳥，兩項都得分（反之兩項都丟分），這一點上，與【試卷（2）論文】的寫法要求，

有相通之處。如果抽離了這些從作品中精心選擇並插入在各個段落中的引例，論文

的總論點和段落中的分論點，依何託現？毋庸置疑，唯有精讀並熟悉作品內容，方

能真切地做到寫論文慣常要求的「言之成理還需持之有據」。論點在多大程度上與

對作品的引用之間「得到令人信服的結合」（見《語言 A 指南》）？這是論文組織架

構時必須謹記在心的重要原則。完成寫作的考生，可以多番通讀自己的文章，依照

以上所提及的【評估標準 B】和【評估標準 D】，逐段而下預先做一番自我評定和審視。

（三）鎖定焦點　審慎選題

課程的指南中，為語言 A 的學生提供了若干確立論題的方向和建議，如：「書

中某一小人物的作用；自然景觀對作品的影響；書中出現的象徵符號、意象（群）發

揮了什麼作用……」等等，實際上，可供選擇的領域和思路當然遠遠不止這些，可

以非常寬泛和自由。其他的選題如：作品中人物的語言及行動描寫特色；作品中情

節設置的特色；作品敘述角度的選擇；作品的開頭或是結尾的設置；作品中場面描

寫或氛圍營造的特色；結構元素中的伏筆、懸念或是綫索鋪設等等，都可以分別單

獨設定成一篇篇內容充實、焦點突出的小論文。

對於選題立意，考生們千萬不可誤認為這篇文章質量的高下與論述範疇的寬泛

相關聯，【書面作業】的寫作，恰恰是不怕題小，反怕題大。一個大而空泛的選題，

往往只造就一篇泛泛而談，缺乏聚焦點的文章。常見有同學自認為選定了一個非常

有份量的題目，如：《淺論英國十九世紀社會時弊在小說作品中的體現》或是《我看

二十世紀中期北美女性解放意識在作品中的展示》等等，實際上都非常不合適。試

想，在一篇兩千字不到的作業裏，欲就書中展現的涉及整體社會概貌，包括政治、

經濟、傳統文化、等級制度、人生價值觀等眾多議題，涵蓋性地做出個人的評點，

1400 到 1800 字如此精簡的篇幅中何以承載？於是只能是蜻蜓點水，浮光掠影；點

到為止，淺涉則轉；什麼都說，什麼都沒能說得清楚和透徹，儘管這麼做可能令考

生在【評估標準 B】「顯示自己對作品的瞭解和理解」方面得分，但是卻無法體現最

具難度和挑戰性的【評估標準 C】裏，同時要求考生必須具體展示「對於作者在語

言、結構、技巧和風格」方面的鑒賞。大而泛的選題，偏離【書面作業】的總體要求

和指定的方向，並不切合 IBDP 課程【書面作業】設計中，希望考生能在限定的字數

之內，明快、集中、精當而清晰地闡明自己對作者寫作技法特色方面的個人評價。

正如有些細心的同學能察覺到，這其實和【試卷（1）】作品文學評論，在寫法要求

和評估標準上，均非常相似。

請大家細讀隨後附錄的數篇優秀範文，從中可以發現這些成績優秀的選篇，無

一例外都能設定一個清晰的中心論點，有的甚而就只立足在《文學辭典》中的某一個

文學術語或是某一項定義之上，例如：「情節綫索」、「人物語言」、「內心獨白」、「敘

事角度」、「象徵寓意」等等，小題大做，都能使文章緊緊圍繞一個核心論點。或層

層遞進朝向縱深開掘，或四方包抄突出核心焦點，鎖定在討論這一部作品創作藝術

上具備的某一獨到之處，或某一種技巧手法，並指出其在充分展示作家鮮明創作傾

向上所發揮的效用，兩千字不到的篇幅中，是能夠成功達致「舉重若輕」之功效的。

總之， 翻譯作品【書面作業】的選題立意，宜專注集中不忘聚焦，要在一個非常

集中而具體選題的引領下，做出一篇扎實而有力度與深度、體現「個性特色」和「出

色的鑒賞」（見【評估標準 C】）的分析性論文來。

（四）簡潔報告　反思陳述

在【書面作業】的五項要求中，只允許用規定的 360-480 漢字寫成的一篇「簡短

的」個人【反思陳述】，被列為第一項評核要求，單獨佔了總分中的 3/25 分。這篇

短文看似容易，實則頗費思量，把握不易，甚而是在同一班級的學生中，能拿到滿

分 3 分的考生並不在多數，關鍵在於能否切實把握寫作的要義。在此，和大家分享

幾點心得：

首先，需要認真體會和準確領悟大綱中：「反思陳述須基於以下的問題：通過

口頭交流，你對作品在文化背景方面的問題的理解如何得到了深化？」的提示。不

少考生對於文句中說到的「文化和社會背景方面的問題」特別感覺困惑，不知該朝

哪個方向走？所以，有必要讓我們回到《語言 A 指南》中，細心加以領會，指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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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讀到這樣的指引：翻譯作品的研讀「旨在深化學生對文學作品是具體時代和具

體地方的產物的理解。藝術、哲學、社會學、歷史和傳記都是可以考慮的學習領

域」。很顯然，第一部分的作品不只是為了學文學而學文學，而是希望學生們能將

作品作為文本媒介，對於造成這一部文學作品得以產生的某一種為我們所不（太）熟

悉的、甚而是陌生的歷史時期（具體時代）、異域文化與傳統、他國的社會背景（具

體地方），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作品的具體創作語境，做出一番深入探知。從書內走

向書外，由書外回望書內；從自身的生活經驗觀察他人的感受和體驗，再由另類反

觀自身文化。新大綱設立的這種全新深入而又廣泛的探究型的研讀方式，比起 2013

年前實施的舊大綱，明顯在借助翻譯作品切實開拓考生全方位的認知視野和豐富的

知識層面上，傾注了更多的用心，提高了要求。

那麼，具體應該如何跟進？應該說，完成第一步驟班級口頭交流活動是鋪墊、

準備和重要的前提保證。第一步驟的工作任務，用一句很淺白的話來說，即：「退

遠了，打開來！」考生需要退回到作者的創作年代和作品描繪的時代中去。例如：

研讀諾獎作家海明威的作品，需要退回到他所生活的二十世紀初期和中葉，退回到

他的作品中廣泛描繪的從歐洲大陸到北美及南美不同人群的生活形態和社會環境中

去……；作為二十一世紀初的讀者，應該去打開二十世紀這本歷史大書中的西方社

會文化史的具體章節，去探究海明威所經歷過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西方經濟大蕭

條時期、哲學思潮的興盛時期、女權運動的蓬勃發展……諸如此類的大事記，都應

列在探討海明威作品之所以能形成其豐厚的思想意義和獨樹一幟的藝術風格的文化

背景及歷史緣由的收集與研究範疇中。

其次，依據【書面作業】的【評估標準 A】，【反思陳述】應是對以上第一步驟任

務完成情況的反思和簡潔匯報，應該能清楚顯示諸如以下的要點：

1. 作品中讓考生最為關注或是最感興趣的有哪一（幾）方面的相關問題？例如，

是政治、經濟、宗教、教育 、哲學……？又或是婚姻愛情觀、金錢觀等等，由考

生確定作為重點研究和引領班級交流討論的方向是什麼？

2. 考生把哪一方面的研究心得帶到班級上來分享討論？

3. 可以簡單介紹考生所研讀過的哪些重要和具有啓發意義的資（史）料？

4. 簡介班級討論中得到了怎樣的評價和反饋？包括來自同學們的補充意見？反

對意見？班級論爭的焦點是什麼？結論是什麼？

5. 簡述研讀的過程中解決了哪些難題和困惑？還有哪些是未曾解決的（如果有

的話，可以如實寫下）？

6. 穿越這一學習和交流的過程，考生本人（「我」）最大的收穫何在？例如，哪

些方面的知識得到了完善？哪些觀點得以修正？改變了原先的哪些看法？對於最後

確定論文題有什麼幫助等等。表達中多多注意，確實能體現出是「我」的個人反思、

「我」的見解、「我」從以上整個的研究和交流過程中得到的成果，【反思陳述】做出

一個簡介。

總之，【反思陳述】所要求的：「問題的理解如何得到深化？」以上的各項具體

跟進之中大致都能涵括。考生需要謹記：480 字其實非常有限，往往只在三兩個不

長的段落，十句話不到的篇幅裏。《語言 A 指南》中之所以這樣設定，顯然是期待

考生能就你個人經歷的作品反思和研討過程，做出一個最精要、最具概述性質的報

告，簡簡單單、清清楚楚，切不可試圖弄得異常複雜和繁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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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局外人》：一個表面沒有意識的人

作品：《局外人》（【法】阿爾貝特．加繆）

引導討論題：淺談存在主義與作品《局外人》創作之間有

何關係？

【反思陳述】

在討論之前，不少同學都知道存在主義理論認為：世

界是「荒誕」的，但對其中的深意所知有限。通過集體討

論和研讀分享，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存在主義的四層核心含

義：存在先於本質，存在與自由，自由與選擇，選擇與責

任，這使得我們的分析方向清晰了許多。

我們在討論中回溯存在主義流行於二十世紀中葉，

《局外人》則寫於 1942 年。這段期間，兩次世界大戰以及

三十年代西方世界持續的經濟大蕭條，使得歐洲人經歷了

生靈塗炭的災難，對道德、宗教等所抱的傳統信仰嚴重幻

滅，對人性產生深刻質疑。加繆等一批存在主義作家和哲

學家的出現，代表着社會上其中一種聲音，用自己的作品

一方面證明着世俗觀念的荒誕，一方面諷刺着當時資產階

級司法的虛偽性。

除此之外，我們在交流中還談到了《局外人》中獨特

和創新的存在主義小說創作手法，形成了當時西方現代十

大創作流派中的重要一支。作家擅長透過寓意或隱喻的筆

法和簡約明白、口語式的句子，在作品中賦予高度哲理

性，不用鋪張就達到警句式的效果，以此揭示資本主義世

界中，人與社會、人和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四種關

係的扭曲、顛倒，以及從而產生的人的精神危機，揭示出

「人類良心面對的種種問題」（諾獎委員會評語）。

是次討論令我對存在主義小說的獨特價值和時代意

義，認知得更加明白和通徹。

～點明了個人研讀和

探討的方向：歐洲

二十世紀中期興盛的

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的

核心含義。

～簡述所瞭解到存在

主義哲學思潮產生的

具體背景，包括了時

期、地點、社會概況

以及這一批作品的時

代意義。

～簡述概述瞭解到的

存在主義作家配合內

容表達需要而採用的

獨到創作手法。

～一句話總結個人的

收穫。（書影引自：《局外人》，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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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寫一個表面沒有意識的人
——淺談莫爾索心理描寫的特色

《局外人》作者加繆曾說：「我要寫一個表面沒有意識

的人。」主角莫爾索之所以是「局外人」，不因為生性冷漠，

而是竟敢漠視社會「規則」，執意依照自由意願來選擇為人

處世之「本質」。特別是他在母親葬禮前後與眾不同的行

為舉止，備受周圍人群非議，由此注定他將被排除在社會

以外。然而，當我們細讀關於莫爾索在日常生活中、葬禮

當天守靈之夜，直至殺人那一刻這幾個重要場境的描寫，

則不難領悟為何作者說他寫的是一個「表面上沒有意識的

人」，莫爾索絕不是法庭判詞中斷言的：一個「冷血而有預

謀」的殺人犯。

為說明莫爾索對環境感受之敏銳和細膩，我們可從

作者對於他感官描寫中來探索。如：在為母親守靈一夜，

他感到「屋子裏暖洋洋的咖啡使我發熱，從開着的門中，

飄進來一股夜晚和鮮花的氣味，我打了一個盹兒」1 是觸覺

和嗅覺的描述；又如：在他前往參加葬禮的車上眼中所見

「周圍是單調的顏色，開裂的柏油是黏乎乎的黑，人們穿的

衣服是死氣沉沉的黑，車子是漆得發亮的黑」2。「黏乎乎的

黑」是通感手法，把柏油的質感和顏色混為一談：至於「死

氣沉沉的黑」是移就，由「黑色」聯繫到「死氣沉沉」的氣

氛。這樣不同感官之間的換位、感官和情感的融合貫通，

均充分反映了男主角奔喪之日內心充溢着的凝重而難於紓

緩的感受。作者運用了多感官的充分描述，比起單調的陳

述更有層次和更具感染力。

除了感官描寫之外，作者在建構完整生活畫面時，所

用動點描寫亦成手法之一，例如：莫爾索跟女友瑪麗前往

友人馬松家時，途中的景色描寫，借助莫爾索的觀察一一

道出感受，二人走過高地，他先是見到「高地上滿是發黃

的石頭和雪白的河福花，襯着已經變得耀眼的藍天」3，然後

是欄柵「有的是綠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其中有幾幢有陽

台，一起隱沒在檉柳叢中，有幢光禿禿的，周圍是一片石

頭」4 的「一排小別墅」5，再「走到高地邊上，就已經看見平靜

的大海了」6，「更遠些，還能看到一角地岬，睡意朦朧地雄

踮在清冽的海水中」7，「遠遠地，我們看見一條小拖網漁船

在耀眼的海面上駛來」8，「從通往海邊的斜坡上，我們看見

1 阿爾貝．加繆著，郭宏安譯：《局外人》（台北：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頁 74。
2 《局外人》，頁 79。
3 《局外人》，頁 104-105。
4 《局外人》，頁 105。
5 《局外人》，頁 105。
6 《局外人》，頁 105。
7 《局外人》，頁 105。
8 《局外人》，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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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個人已經在游泳了」9，景致或顯眼、或隱蔽；或清晰，

或朦朧，都隨着二人的腳步，遠遠近近盡收眼底。人物的

觀察細緻入微、立體可感，錯落有致而展現出畫面之美。

這又一次證明了加繆筆下的莫爾索，對環境的觀察何其纖

毫無遺！他所認知的外在世界有多大，其內心世界亦然，

都說明他多麼誠心誠意地喜愛着自己身邊的人和物。

我還看到，為了清楚展現莫爾索的內心感受，作者還

巧妙地使用了心理外化的手法，特別見於他殺人那天的細

節描繪，其中深意不容忽略。如：下午時，他「不知道街

上已是一片陽光」10，又感到「像被打了一記耳光」11 般疼痛

和猛烈；又如他開槍打死那個握刀相向的阿拉伯人前，在

沙灘上感覺到「從沙礫上、雪白的貝殼或一片碎破璃上反

射出來的光亮，像一把把利劍劈過來，劍光一閃，我的牙

關就收緊一下」12，「滾燙的刀尖穿過我的睫毛，挖着我的痛

苦的眼睛」13 等等。在作者筆下，烈日下的炎熱感，變成了

如刀似劍的利器，書中寫到莫爾索直覺到「大海呼出一口

沉悶的而熾熱的氣息」14，「天門開洞，向下傾瀉着大火」15，

環境因素在人物的感覺中，已成了具備人形的惡魔，折磨

着、摧毀着他。毫無疑義，對外在刺激的尖銳感受，事實

上是其在面對利刃威脅的阿拉伯人時，極度恐慌、懼怕和

緊張內心的直接反應。作者透過成功的擬人化手法，將這

種深層心理外化並呈現給讀者，告訴我們：默爾索是一個

有着再正常不過的七情六慾和內心感受的真實的人。

透過對書中有關莫爾索感官描寫的深入分析，可以確

9 《局外人》，頁 105。
10 《局外人》，頁 103。
11 《局外人》，頁 103。
12 《局外人》，頁 111。
13 《局外人》，頁 113。
14 《局外人》，頁 113。
15 《局外人》，頁 113。

定他是個富有敏銳意識且情感甚而比普通人更豐富和細膩

的人。只可惜生活在故事中那個由法官、律師、記者和眾

多虛偽的道德和世俗觀念為主導的荒誕社會中，他「只因

在母親下葬時沒有哭」16，最後被認定為是該死之人，而要

被清除出局。莫爾索在小說末段寧可選擇死亡，也不苟且

活在這個世界上，正是對這個荒謬世界的強烈控訴！

【點評】

我們看到以上的這篇小論文，建基於考生所讀到的作

者加繆本人就其作品中主人公形象之塑造所作許多評價中

的一個關鍵句：「我要寫一個表面上沒有意識的人。」這一

句話成就了這一篇文章：提供了一個總論點，指引了一個

論說的方向。特別是句子中「表面上」這三個字耐人尋味的

內涵，引領考生返回小說中精讀細看，找出與「表面上」正

相反的「實際上」的種種描繪，重點評析自己所認識到的作

者描繪和揭示主人公莫爾索心理過程中，手法上的精妙和

細緻，分別從「感官描寫」、「動點描寫」、「心理外化」三

方面引證論述，從而得出主人公莫爾索是一個「富有敏銳

意識且情感甚而比普通人更豐富和細膩的人」的結論，直

接導向作品通過一個平凡小人物的遭遇，深刻控訴資產階

級司法制度的虛偽和社會荒誕的深刻主題。

16 《局外人》，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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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寫作之前預讀和收集的所有來自作者本

人、評論家、專家、相關論著和論文之中關於這一位作家

及其作品的評論和文摘，都可以是很有用和珍貴的資料，

往往能從中得到一些高屋建瓴的啓示抑或是意想不到的啓

發，上述論文便是力證。

【阿爾貝特．加繆】（Albert	Camus,	1913-1960）		

法國小說家、戲劇家、評論家。生於阿爾及利亞，曾在大學專

攻哲學。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是他創作的高峰。他的代表作《局外

人》（1942）、《西敘福斯的神話》（1942）相繼問世，使加繆贏得盛

名。此後的《鼠疫》（1947）、《戒嚴》（1948）、《正義者》（1949）、

《墮落》（1956）等，也都是比較有影響的作品。1957 年獲諾貝爾文

學獎。

加繆曾認為世界是荒謬的，人的生存狀態及人與社會的關係

是不可理解的。他的代表作存在主義的名篇《局外人》就是反映這

種「荒誕感情」的經典作品。情節發生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的阿爾及

爾，主人公莫爾索是一個公司的年輕職員。他在小說中，以第一人

稱的形式講述有關自己、自己的親人，以及周圍有關的一切事情。

他因鄰居雷蒙而受累，為了自衛開了五槍把一個阿拉伯人打死，自

己成了殺人犯被關進監獄，11 個月後被處以絞刑。死前他拒絕向

神父懺悔，認為與其不真實地活着，死倒也無所謂。莫爾索的悲劇

是資本主義精神危機的產物，是被摧殘的人的一種變態、扭曲的反

映。主人公莫爾索對外界一切事物完全無動於衷的態度，正反映了

三四十年代一部分青年對混亂的世界秩序所感到的精神不安和心理

絕望。

2.�《局外人》：死亡的象徵意義

作品：《局外人》（【法】阿爾貝特．加繆）

引導討論題：《局外人》的寫作和存在主義產生的時代背

景有怎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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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引自：《局外人》，譯林出版社，1998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