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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只剩下老師在那里」所引起的討論

王曹光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緒論

我的幼子在香港某所小學讀一年級，這家學校選用的中國語文課本附有練習簿。

最近我的孩子因該書所附的練習簿中的一道題目甚難解答而問我，我看了以後覺得很

奇怪，就信手寫下「此句有語病」五字。這道題目是:把每題的字詞重組成完整通順的

句于:

那襄/課室/只剩下/在/老師。

翠日幼子的老師大概參考了教科書編者印好的「標準答案J '命他寫下這樣的答案:

課室只剩下老師在那里。

這樣處理問題，我感到疑惑難釋。於是寫了一封信給課本編者之一黃維樑博士，問他

這樣的答案是否合理。黃博士答覆如下:

(一)課本由他和陳耀南博士審閱，但練習簿並未審閱;

(二) I課室只剩下老師在那襄」這一旬是有點別扭，但亦合語法，尤其是合口語語

法，例如「飯吃了」就是一例;

(三)黃維樑博士學了郁達夫〈沈淪〉開頭幾個有「在那里」成分的旬于為例，認為它

們與「課室只剩下老師在那里」的句型相同，並無不通。按郁達夫原句為:

他看看四邊，覺得周圍的草木，都在那襄對他微笑。看看蒼空，覺得悠久無窮

的大自然，徵傲的在那襄點頭，一動也不動的向天看了一會，他覺得天空中，

有一畫小天神，背上插著了翅膀，肩上掛著了弓箭，在那襄跳舞。 1

黃維樑博士的答覆不僅使我錯愕'簡直使我驚奇萬分 0 萬般無奈，我只能求正於

其他專家。恰巧〈中國語文通訊〉不久以前展開了關於蘇軾〈念奴嬌〉祠的討論，我靈機

1 原文可查閱〈郁達夫文集〉第一卷「小說J '香港:三聯書店， 1982 年，頁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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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決定把這問題提出給各方專家討論。

我生長在南方，至今未曾踏足長江以北，對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普通話的表達也

並不地道。由於曾在港聽過呂叔湘講漢語的靈活性等問題，因此不敢造次，客觀地把

問題提出來，向各方專家學者討教。這樣處理問題，我認為比較中肯。

研究方法

1.問卷

我曾經在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修讀教育碩士課程，了解「定性分析法J (qualitative 

analysis) 的一些做法，因此我採用這種研究方法去擬訂開放式問卷。

本來這項研究牽涉語法、課本編寫、課本審批、教師和家長處理教學問題的態度

等問題，為了簡便，我決定在問卷襄只具體提出四個問題，讓專家解答。問卷里同時

說明，如果答卷人有時間而樂意幫忙的話，歡迎他提供更多的意見。這樣就可以讓有

關專家更客觀、更自由地發揮自己的見解。

2. 對象

劃分區域和學術領域而分別寄發與各專家學者。問卷寄發給下列人士:

中國大陸2人

現代漢語專家:胡裕樹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現代漢

語}2主編。

方言學專家:周長揖教授，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 {閩南話與普通話}a 著者。

海外1人
語法學專家 :L 博士，海外某公立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講授漢語語法學等

科。

香港4人

大專學院漢語教師:范國先生，香港浸會學院語文中心高級講師。

教育署課程發展局:課本審核組(發與單位)。

中國語文學會:桃德懷先生，會長。

出版社 :T 君，香港某出版社(以教育為主)主編，曾於國內長期擔任中小學

課本編輯，香港中小學普通話課本編者。

發出問卷七份，收回六份。連黃維樑博士在內，這項研究一共調查了八個人。除

T 君外，其他專家都先後作了答覆。因為本研究採用類似「專家評估J (connoisseur 

2 (現代漢語)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2 年第一版， 1987 年第 4 版第 21 次印刷。

3 (閩南話與普通話卜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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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的調查法，因此寄發問卷數量並不多。即使問卷的收回率較高，也不便

利用統計學解釋。

此外因種種機緣而提供寶貴意見的尚有新加坡國立大學華語研究中心講師(英國

制)的董大曾先生。

調查結果

專家的處理方法和意見頗不相同，下面將分為幾點說明。有的專家不欲突出個

人，為劃一起見，按問卷收到先後，隨著、冠以甲、乙、丙、丁、戊、己，以代表不同

專家的看法。

[ 1 ]新問卷一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姚德懷會長將我發出的問卷簡化，然後發給香港的普通話老

師、語文教師、語文工作者填寫。發卷數量未詳，姚先生收回問卷共15份，交給我統

計，結果如下:

l.我覺得這旬話

口通順，沒有語病。

口可以。

口不通順。

不答這題:

2. 我覺得這句話最好改寫為: (自由填寫答案)

(1)課室襄只剩下老師。

(2)教室襄只剩下老師一個人。

(3)課室里只剩下老師一個人。

(4) 只剩下老師在課室襄。

(5 )教室里只剩下老師。

(普通話不用「課室」一詞)

(6 )課室襄只剩下老師/有老師在。

(7)課室(裹)只剩下老師了/(在那兒)。

(8)課室襄只剩下了老師(在那兒)。

(文:只剩下老師在課室里。)

(9 )教室(那兒)就剩(下)老師了。

(10)課室里，只剩下老師一個人在那襄沈思。

(11)課室剩番先生係度。(廣東話口語)

這一項共有14人填寫答案，答案共有上列的11個。

2人，佔13.3%

3人，佔2Q%

7人，佔46.7%

3人，佔20%

人
人
人
人
人

qunLt11111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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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J 新問卷二

無獨有偶，范國先生收到問卷後，也將問卷簡化，他認為如此詢問比較中性。新

問卷設計如下:

1.你讀了下面句子後，覺得有甚麼值得說說:

課室只剩下老師在那翼。

2. 有甚麼句子可以表達同樣意思?

調查對象是校中普通話專任及兼任教師，共4人，均長期居住在北方，其中3人不

懂廣州話，不直接受粵語干擾。結果如下:

相同的地方:

「課室J均改為「教室J ; I教室J後加「襄J字;並且刪去「在那里J三字。

相異的地方:

四個人共擬出五個不同答案

(1 )教室里只剩下老師一人。

(2)教室里只剩下老師。

(3)教室里就只剩下了老師。

(4)教室里就只剩下老師了。

(5 )教室里就剩下老師了。

[回]教育署的答覆

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局人員於1993年3月 4 日以電話答覆如下:

(1) I課室只剩下老師在那里J疑受粵語語怯影響，粵語原旬應為: I課室入邊只

剩番老師係個處。」

(2)建議改為: I在課室那襄只剩下老師。 J

[NJ 專家意見一

如果孤立地考察「課室只剩下老師在那襄」一旬，的確有點別扭。原因是「課室J與

「那里J重複，有羨餘成分 (redundancy) 的意味。不過，如果有上下文 (context) ，則

不能說完全不符合習慣，尤其在帶強調語氣的場合。比如說，在其他場合還可以找到

類似的表達方式:

(1)書店(就)只剩下老板在那襲。

(店員、顧客都走了。)

(2)學校只剩下校長在那里。

(也許是天晚了，其他人都回了。)

(3)油站只剩下老王在那翼。

(其他人都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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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以上旬于中的「在那襄j都可刪除。或者，刪除後添加「一個人J之類。

[V] 專家意見三

5 

乙先生能操地道的北京話，他認為單獨看「課室只剩下老師在那里J這句話是不習

慣的，但不能說完全不能那麼說，即在有上下文的情況下允許這麼說。

[VI] 專家意見三

丙先生依據〈實用現代漢語語法}4 第四編第二章「幾種特殊的動詞謂語句j第五節

「存現句j的有關說明，判斷上述「課室只剩下老師在那襄j旬應是:

課室那里只剩下老師。

現在的問題是:題日上有個「在J '顯然 (1 )是多餘的， (2)如果必讀要用，那麼只

能是: I只剩下老師在課室那襄J '因為，課室與那里都是處所詞， I那襄j複指課室，

是個同位關係'不宜分開。更好的辦法是: I課室襄只剩下(一位)老師。 H那J可省。

教師提供的答案顯然不合漢語的習慣，是否受方言(如粵語、閩語)或外語(英語

等)影響，是值得研究的。

存現旬在漢語句型中屬特殊動詞謂語旬，不過卻是廣泛應用和流行的句于，過去

爭論了幾十年，認為存現旬是省略介詞的狀語放在旬首，如「畫上坐著主席團j 。現在

意見比較一致，認為不用省略甚麼而用存現旬，並指出它的特點。

個人認為:小學一年級做這樣的問題是早了一點，因為吽一年級學生記住那麼多

東西是困難的。

[ VII] 專家意見四

「課室只剩下老師在那里J一旬，誠如所見，是有問題的。此旬與「存現句式j相

近，存現句的構成是有規律的。首先，旬于頭上應是表示處所、時間的詞語，如果是

普通名詞，往往得加上方位詞。因此，句中的「課室J應作「課室襄」。其次，句中動詞

要求帶上「著j 、「了」、「來」、「下J等附加成分，而且，也並非任何動詞都可充當謂

語，比如不能說「操場上遊戲著學生J '但可以說「他襄遊著五隻鴨子」。本句「剩下j也

可作「剩下了j 。第三，謂語動詞後邊是指人或事物的名詞。本旬由於「課室里J已表示

處所，後邊的「在那里」可酬。全句宜作「課室里只剩下老師J (1老師J前加「一位J '或

「老師j後加「一個人j更好) ，或者作「只剩下老師在課室襄J '這樣似乎更好。

在古漢語里，普通名詞是可以用在「存現旬j的旬首的。比如〈孟子〉中有「自有肥

肉，廠有肥馬J '現在得說「廚房襄有肥肉，馬棚真有肥馬j 。五十年代漢語主賓語問

題討論中，有人認為「書中有插圖j和「書有插圖J兩旬的成分應作同樣分析，這是不錯

4 劉月華、潘丈娛、胡韋華〈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卜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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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應指出，前一句是現代漢語，後一句是古漢語。如同「樹上有啼鳥J和「樹有啼

鳥J一樣。

討論

因「課室只剩下老師在那襄J一句話所引起的討論是熱烈的，各方面提供的意見都

很寶貴。歸納各方面的看法，大致有以下三種:

(一) I課室只剩下老師在那里J這句話如果單獨存在時是不怎麼通順的，至少要在

談話過程中有適當的語境配合才可以;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談話過程中因為語境的

幫助，句子往往是殘缺多病的。學生平日學習，自不應以此作為獨立練習的材料。

(二)上述句子從規範的角度來說確有語病，大部分的專笨或北方籍教師在學理上

或語感上都覺得這句子不合常規。

(三) I課室只剩下老師在那襄j至少是一個有爭論性的句子，這樣的句子無論從哪

個角度看，都不應該作為練習供小學一年級的改子反覆揣摩學習。

金士 量軍
耶口 固自

這個調查雖然只是因一次偶發事件而產生，但其中卻有豐富的嚴肅的意義:

(一)近年不少英語專家批評香港中小學英語水平下降，因為中小學英語教師英語

水平不高，直接影響教學效果。 5 香港不少漢語學者對中文教育也持相同看法，但一

來苦於沒有數據，二來傳統中國人比較保守，對於某些錯誤總不願正面指出，平日只

致力治標而不治本，結果問題沒有解決，一直存在。這個調查可以見徵知著，估計香

港有很多土生土長的中文教師深受方言影響，根本無法判斷哪些是規範化的漢語句

子。而更糟糕的是，毫無警惕性，儘管別人指出了疑點，卻仍跟隨教科書編者的錯誤

建議胡亂塞個答案就了事，不去尋求問題的正確答案，這才是香港中文教學的致命

傷。我的大兒子讀小學五年級，他最近也有額似的經驗:

測驗題:清脆的/十分/悅耳/她那/響遇行雲/歌聲

5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講師徐碧美博士就不I上一次在研討會、報刊上發表類似的意見，可參考 1993 年 4

月 1 日〈明報〉刊載張少貞所撰寫的「本報專訪J一文。該文有一段說:

目前的問題是，一些教科書是犯了錯的，若教師沒有足夠的能力查證﹒對學生將產生很不喪

的影響。

本項研究在 1993 年 2 月底 3 月初展開，其時尚未看到這段文字。雖然香港中、英語文教學情況不完

全相同，大家的看法卻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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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道題目要求學生重組句子，我見子的答案是:

她那十分悅耳、清脆的歌聲，響過行雲。

他的老師認為不對，四分全扣掉。男一條測驗題目是:

擴寫:禮堂里響起掌聲。

兒于的答案是:

熱鬧的禮堂里響起熱烈的掌聲。

他又被扣了兩分，因為老師的答案是:

肅靜的禮堂襄響起熱烈的掌聲。

我兒子的語文能力不算好，但上述答案也不能說不通，卻一概當錯。

在這種情形下，我建議當局做兩件事:第一件是設立甄別試，每隔五年，讓全港

語文教師參加語文測試，語文程度不好的教師應暫時停職進修;第二，不要再歧視中

國內地或臺灣畢業的大學生，應該盡快通過合理而又不太繁覆的考試方式錄用他們，

以逐步替補香港中小學語文教師的空缺。

(二)香港中小學教科書的編寫，一向給人一種態度不認真的印象。若干年前，有

一家出版社，給一位老師六百塊錢港幣，請他編寫小一至小六整套語文課本。所謂一

分鐘一分貨，給這樣的價錢編者只有亂編亂寫，但求塞責完約。另一方面，即使給予

六萬塊錢而非六百塊錢，那又怎樣?以一二人的智慧，難免有疏忽，如果遇上語文能

力不足而又無自知之明的編者，只能編出錯誤百出的課本，遺禍後代。因此，我覺得

有必要取法中國五十年代編寫語文教科書的辦法，由教育當局聘用一組名副其實的語

言文學專家，編寫語文課本。他們一定要反覆斟酌，務求文句規範通順才行。我們的

目標是讓下一代學習標準漢語而非方言巷語。

(三)目前當局容許商業出版社胡亂編印素質低劣的教科書，所謂課本審核，只是

把編好的教科書由教育署轉送往若干學校找一些教師評分，平均分達到若干就算合

格，問題是負責評分的教師本身很可能就是語文能力不足的人，結果嗯，大量亂七八

糟的教科書充塞殼子的書包，多麼可憐的故子!多麼可憐的香港教育!這種局面不應

繼續下去，為了孩子，為了香港的未來，現在的制度必須改革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