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書》又稱《前漢
書》，東漢班固著。
班固（公元 31 年至

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
北）人，出生於儒學世家。他自幼聰明好學，
九歲即能寫文章和誦詩賦。十六歲進入洛陽太
學學習，博覽儒學及諸子百家之言，並且廣泛
探究，為日後成為一代良史打下基礎。

班家三人齊上陣 歷四十載成書
班固的父親班彪曾採集西漢史料，撰寫《史
記後傳》，但寫了一部分，班彪便去世。當時
班固二十三歲，決定完成父親的未竟事業，班
固在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把《史記後
傳》更名為《漢書》。明帝閱覽了部分書稿
後，覺得班固才能卓越，任命他為蘭台令史
（史官）。到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經
過二十年努力，《漢書》的撰寫工作快將完成
時，班固卻因大將軍竇憲謀反一事而無辜受牽
連，含冤死於𤠒 中，終年六十一歲。
班固一生除撰寫《漢書》外，尚有《兩都

賦》、《典引》等詩賦文章四十多篇。後人輯
成《班蘭台集》一卷，《班孟堅集》三卷。班
固死後，和帝召班固的妹妹班昭到洛陽，命她
完成撰寫《漢書》的工作。班昭博學多才，曾
任和帝鄧皇后的老師，著有《東征賦》和《女
誡》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班昭
在完成《漢書》的校對整理，補作了《八表》
後，又由同郡學者馬續協助完成《天文志》，
至此《漢書》的撰寫才全部完成。後世學者多
認為《漢書》是經過四人（班彪、班固、班
昭、馬續）之手，歷時近四十年始完成的，其
中公認班固的貢獻最大。
《漢書》記事上起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

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完整
地記述了西漢一代和短促的王莽新朝共230年間
的史事。全書包括12帝紀、70列傅、8表、10
志，共100篇，83萬多字。《漢書》承襲了司馬
遷《史記》的體例而有所變化，例如改書為志，
取消世家而併入列傳，採斷代形式，開創了紀傳
體斷代史體，自《漢書》開始到《清史》的二十
四部正史，都採紀傳體斷代史形式。
《漢書》12帝紀中，武帝中期以前的史事，

大部分內容採自《史記》，但並非全文照抄，
而是作了不少增刪、剪裁和改動，也有不少獨
到之處。例如在《高帝紀》中補寫了「元年破
秦，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一事，並
且增加不少詔令等，皆較《史記》記載為詳
細；《史記》不為惠帝立傳，而《漢書》增寫
了《惠帝紀》。
《漢書》的8表，既參考《史記》的10表，

又有所改進，例如《史記》中的《漢興以來諸
侯王年表》，把同姓和異姓王侯合為一篇，
《漢書》則把同姓、異姓王侯分開置於兩個表
中，這樣便可以比較漢代皇帝對待同姓、異姓
諸侯王的不同政治態度。
《漢書》的10志，在《史記》的8書基礎上

有了新的發展，完善了史書中的典志體，歷來
被視為傳統史學的精華之作。其中如《地理
志》詳盡講述了三代（夏商周）、戰國、秦及
西漢以來的疆域沿革、地區建置和風土民情
等，可說是中國第一部難得的歷史地理專書。
而《藝文志》羅列群籍，分門別類，匯集成
篇，既是圖書目錄，也是學術史略，成為後人
研究先秦至漢代學術的橋樑。
《漢書》70列傳，以時間先後，記載了西漢

時期各種人物、各個民族及鄰近諸國的事跡。
它對西漢一代人物和史事幾乎無所不包，許多

內容比《史記》更豐富。例如在蕭何、韓信等
傳中增加了不少資料。而在其他人物傳記中，
也記載了很多詔令、奏疏、詩賦和文章等，並
專門為不辱使命的蘇武、開通西域的張騫及李
陵等人立傳。
《漢書》除了記述匈奴、西南夷、南越和朝

鮮等的歷史外，還在《史記．大宛列傳》基礎
上擴展成《西域傳》，敘述了西漢與西域間政
治、經濟和文化關係，以及西域幾十個國家和
地區的歷史，為研究古代民族史和中外關係
史，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

人物傳記詳實生動
《漢書》寫人物，雖然不如《史記》般形象

鮮明，但也有不少人物傳記寫得相當成功，從
而成為人物傳記的範例。
例如《蘇武傳》通過一系列具體生動情節的

描寫，突出了蘇武視死如歸，不為利誘，堅毅
不屈的精神；在《朱買臣傳》中，通過了朱買
臣失意和得意時的不同精神面貌，以及人們對
他的前後不同態度，充分反映人情冷暖、世態
炎涼的社會實況。其他如李陵的怨尤，霍光的
專權及王莽的為人等，皆具體而生動。
在文學語言方面，班固受當時辭賦創作的影

響，崇尚詞藻，長於排偶，亦喜用古字，雖然
不如《史記》語言簡潔明朗，但也因此具有整
飾詳贍，富麗典雅的一面，得到後世辭賦家和
散文家的讚賞。
綜言之，《漢書》不但在我國史學史上具有重

要的地位和影響，在文學、語言學及目錄學等領
域也取得巨大成就，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高度推
崇，成為中國古代文史研究者的必讀之書。
●緩圓（資深中學中史科及中文科教師，從事
教學工作三十年。）

化淺談文

通話教與學普

●梁偉傑（愛國教育支援中心專業發展總監，兩次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得主）
愛國教育支援中心由香港教聯會主辦，旨在加強支援教育界推動國家安全及國民教育。中心今年
特別成立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設有多個不同學習區，全面展示國家航天科技所取得的突破和成
就，增強香港青少年對國家航天科技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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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普通話測試分三級別 做好準備勿裸考

普通話水平
測試（PSC）

對於香港人來講一點也不陌生，自1996年香
港大學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舉辦第一次普通話
水平測試開始，至今已經過去了28年，各個
大學和教學機構陸續成立了普通話測試中心，
香港人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的考生已經不計其
數。
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已經在2024—2025的
學年開始，取代普通話科教師語文能力評核，
屆時中小學普通話教師需要達到二級甲等的成
績。
普通話水平測試劃分為三個級別，每個級別
內劃分兩個等次。
一級甲等：97 分及其以上，一級乙等：92
分及其以上但不足97分；
二級甲等：87分及其以上但不足92 分；二

級乙等：80 分及其以上但不足87 分；
三級甲等 ：70 分及其以上但不足80 分；三
級乙等：60 分及其以上但不足70 分。
普通話水平測試的試卷共有五個部分（滿分

100%）：
一、讀單音節字詞100個（限時3.5分鐘，佔
10%）。目的是考查應試人普通話聲母、韻母
和聲調的發音。
二、讀多音節詞語100個（限時2.5分鐘，佔
20%）。目的是除考查應試人聲母、韻母和聲
調的發音外，還要考查上聲變調、兒化韻和輕

聲的讀音。
三、選擇判斷（限時3分鐘，佔10%）。包

括從每組詞中選出普通話的詞語；正確搭配量
詞和名詞；讀出每組符合普通話的說法3項。
目的是重點考查應試人掌握普通話詞匯、語法
的程度。
四、朗讀短文（一篇，400個音節）（限時4

分鐘，佔30%）。目的是考查應試人用普通話
讀書面材料的水平，重點考查語音、語流音
變、語氣語調等項目。
五、命題說話（限時3分鐘，佔30%）。目

的是考查應試人在沒有文字憑借的情況下，說
普通話的能力和所能達到的規範程度。
新版《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2021年
版）自2024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新版綱要
正式實施後，2003年編制的舊版《普通話水平
測試實施綱要》同時停止使用。
第一版是 1994 年版《普通話水平測試大
綱》，第二版2003年版《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
綱要》，新版《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
（2021年版）已經是第三版了。
筆者要說的是，很多人在關心新一版的水平測
試綱要有沒有什麼改變？在測試方法和評分標準
方面沒有什麼改變，改變比較大的部分有：
《普通話水平測試用朗讀作品》總數由60篇
調整為50篇，其中4篇選自1994年版《普通話
水平測試大綱》，15篇選自現行的2003年版
《綱要》，31篇為新選用作品，作品的文體比

例、作品年代和內容等更加優化。
《普通話水平測試用話題》總數由30則增至

50則，個人話題和社會話題兩類話題各佔25
則。選自2003年版《綱要》話題25則，其中1
則話題拆分為2則，計為26則（其中4則完整
保留原有題目，餘者均有不同程度修改）；選
自1994年版《普通話水平測試大綱》話題2
則，新研製話題22則。
筆者作為普通話水平測試員，有兩點建議給

考生：
1.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再去參加考試，千

萬不要裸考，因為語言能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
夕的，尤其是做教師的朋友們，不要因為政府
給教師提供一次免費的機會就去裸考，那樣不
僅不會拿到理想的成績，還會打擊自己的自信
心。
2.準備測考之前，最好去參加一個普通話水

平測試的試前培訓班，清晰了解考試的要求和
考試的具體內容，否則打一場無準備之仗，結
果也就可想而知。
任何考試首先需要有實力，當然也需要一定

的考試技巧，所以在應考之前的訓練是非常重
要的，試前的培訓課程就可以幫助考生提升應
試的技巧，可以比較從容的面對考試。
在此，也衷心祝願所有準備參加普通話水平

測試的考生取得理想的成績。
●孟麗老師

讀《漢書．西域傳》研古代民族史

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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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30年互聯網急速發展，以往年輕人手執
漫畫書的習慣也漸漸消失，改為手上的移動裝
置或個人電腦細味各式各樣的漫畫。漫畫，過
去百多年是全地各地文化的一種重要藝術展現
的手法，也是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人，作為文

化交流的溝通橋樑。
以往曾經有文化界人士討論過，中國到底何時出現
漫畫呢？有部分學者認為，漫畫在中國其實是「古已
有之」，只是表達手法和形式和現今漫畫不一樣。在
古代中國，無論是雕刻在磚石上的石刻畫像，還是繪
製在木板、陶瓷、石窟和墓穴牆壁上的壁畫，都以其
誇張的形象、深刻的寓意，展現出古代中國人的幽默
與智慧。包括漢代的《夏桀》石刻，五代十國時期石
恪的《玉皇朝會圖》，甚至契丹人高益《鍾馗擊厲鬼
圖》等作品，這些作品無不以其獨特的藝術手法，反
映出當時社會的風貌。它們雖未被稱為「漫畫」，但
其形式與內涵，卻與現代漫畫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漫畫成人民心聲「擴音器」
中國正式出現漫畫這一形式是在清代，那時漫畫是

外來文化的產物。中國漫畫在清末濫觴，民國時期逐
漸成熟，伴隨中國由封建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經歷了
各時期的鬥爭、衝突和變革。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漫
畫以其緊扣現實的諷刺和批判觀點，成為反映社會現
實、表達人民心聲的重要工具。
例如，1904年上海的《警鐘日報》以「時事漫畫」

的欄目刊出漫畫，成為清末民初最為經典的例子個
案。在往後的日子中，無論是爭取民族解放、自由與
和平的渴望，還是對時弊的揭露與批判，中國漫畫都
以其獨特的藝術形式和深刻的社會內涵，贏得了廣大
民眾的喜愛與認可。

「漫畫」說法源於豐子愷
至於漫畫這個稱呼，就是豐子愷於1925年在《文學
周報》發表作品時，在的畫下方註明「漫畫」二字，
而在1928年《上海漫畫》周刊正式出版，「漫畫」這
一名稱便在社會上普及沿用。而漫畫之所以風行全
國，是因為通過簡單易懂的表現手法，可以將作者的
思想深入淺出地呈現出來，尤其是針對文化水平不高
甚至當時普通未受過正規教育的百姓而言，漫畫所起
到的文化傳播、教化、宣傳等作用更是難以想像。

中國古代繪畫是否與現代漫畫一脈相承暫時難以考證，不
過，漫畫這種文化產物在清末民初於中國出現並茁壯成長，切
實地成為了現代中國文化重要的載體之一。
由於漫畫創作與當時相當興旺的報界相輔相成，信息資訊傳
播範圍之廣、影響力之大，是當時文化界人士意想不到的。二
十世紀港漫的興盛，再到之後內地漫畫期刊如《知音漫畫》、
《漫畫party》的爆火，較上世紀漫畫而言其作用更偏向於商
業、娛樂，但仍充分體現了漫畫是極具潛力、貼近民眾品味的
表現形式。
即便是在短視頻橫行、紙質讀物式微的今天，依舊還有漫畫
的創作者、讀者在共同努力，相信經過時代浪潮的洗禮，漫畫
終究會重煥光彩，繼續以或幽默或催淚的獨特口脗，講述時代
的故事。
●羅展恒（資深文化工作者，清華大學歷史學碩士，從事歷
史、文化教育工作多年，曾主理歷史文化社交專頁及出版多
本文化教育書籍。）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
的肌肉和骨骼其中一項
功能就是對抗重力，以
支撐自己的身體。而在
太空失重的環境中，航
天員時常處於飄浮狀

態，所以不需要對付抗重力。在我們看來雖然可
能很羨慕，但事實上，隨着失重的時間愈來愈
長，身體的不適應就會接踵而至。骨骼和肌肉不
再像在地球上那樣努力工作，會導致它們變得虛
弱。所以，航天員能否克服失重對人體的不利影
響成為一個關鍵問題，航天醫學因此而產生。

航天醫學全力監護航天員健康
航天醫學主要是用來監護航天員在航天全過程
中的健康狀況，監督涉及航天員健康和安全的設
備的運行情況等，航天醫學監督一般分為飛行
前、飛行中和飛行後的三個階段，飛行前主要是
訓練時期的監督，主要是了解與掌握航天員心理
與健康狀況、生理變化特點與規律以及航天員的
各種表現等；飛行中的醫學監督難度就大許多，
主要靠遙測、航天員的自測與互測和通訊系統傳
送醫學資訊和資料；飛行後的醫學監督主要是進
行檢疫監督，康復監督等。

醫學保障主要是針對可能出現的對航天員身體
健康有害的不良因素，採取各種預防和治療措
施。
訓練時期，醫學保障重點是合理安排生活與訓

練，制定符合營養標準的食譜，進行日常保健和
醫療等。飛行前，醫學保障主要是合理安排航天
員的飲食，採取隔離檢疫等。飛行中的醫保很關
鍵，航天員在太空時間愈長，發病率也愈高，必
須定時監測他們的生理反應，對可能發生的疾病
提出防治方案，合理安排飲食、起居和工作。
重力是物體所受天體的引力，對質量一定的天

體來說，物體離它愈遠，所受它的引力愈小，即
重力愈小。失重，是指物體失去或部分失去了重
力場的作用，當物體處於完全失重狀態時物體除
了自身重力外，不會受到任何外界重力場影響，
完全失重即是零重力。

失重不輕鬆 鍛煉不能少
長時間處於失重環境狀態下，人體會相應地發

生一些變化，比如心血管功能引發身體重心上
移、骨質疏鬆、肌肉力量減弱等。航天醫學主要
就是研究航天中的各種特殊因素對人體的影響，
探討其機理及制定有效的防護措施，保證航天員
在太空飛行時健康高效地工作。

航天員為了保持身體健康，需要在太空中做特
別的運動，比如用拉力器和太空自行車進行鍛
煉，這樣就可以幫助他們的骨骼和肌肉保持健
康，所以對於航天員來說，健身是每天必備的鍛
煉。
太空自行車類似於健身室中的動感單車，但在

失重環境下太空自行車不需要座椅，改用彈力帶
增加阻力，固定身體踩動踏板，可以維持呼吸功
能，預防心臟和骨骼肌品質下降。
航天員鍛煉時依靠腳蹬固定雙腳，握住扶手使

用單車，航天員不僅可以鍛煉下肢力量，還可以
在微重力環境下通過倒轉身體手搖自行車鍛煉上
肢力量。航天員每天需鍛煉1.5 至2 小時，使用

拉力器、跑台和太空自行車等設施，這些鍛煉都
有助於促進血液循環、改善器官血液供應。
聶海勝曾經在天和核心艙向大家展現了拉力器
的很多種用法，拉力器是早期載人航天飛行經常
採用的一種鍛煉方法，主要鍛煉手、軀幹和腹部
的肌肉，能夠有效預防肌肉群的萎縮和力量減
弱，維持部分肌肉群的強度，至於跑台運動則是
一種全身性的運動，運動量較大，對心血管、骨
骼、肌肉系統都是一種很好的刺激，可減慢抗重
力肌萎縮，是當前長期載人航天最有效的一種鍛
煉方法。
若對太空生活感興趣，大家不妨親身到愛國教育

支援中心的航天基地體驗一下太空運動的感受。

太空動感單車
航天員健身幫手

悠遊說
史話史話

●● 圖為愛國教育支援中圖為愛國教育支援中
心的航天基地的模擬太心的航天基地的模擬太
空單車空單車。。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航天員聶海勝示範航天員聶海勝示範倒立騎車倒立騎車。。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 香港漫畫書籍。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