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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用「的」

阮老師

小德指著文章裡的一個句子問爺爺︰「這句子好像有點問
題。」

他一直謹口慎言，行為從不出軌，也免不了受到別人的中傷。

爺爺說︰「你覺得哪裡出了問題？」
小德說︰「總覺得那個『的』字有點不自然……」
「那麼就乾脆刪掉它吧。」小寰突然插口建議。
小德把句子重複念了好幾次，才說︰「妹妹的提議很不錯。」
「那就刪去它好了。」爺爺笑著說。
小德問小寰︰「妹妹，為甚麼你這麼建議？」
「我只是直覺上覺得把『的』字刪去，念來更通順。」小寰

說。
爺爺突然說︰「現在看看這個句子的『的』字可不可以刪

去。」

他一直謹口慎言，行為從不出軌，也免不了受到別人的蜚語。

兄妹倆差不多同時說︰「不可以。」

「理由呢？」爺爺問。
他倆一起搖搖頭。
爺爺說︰「關鍵在於『中傷』和『蜚語』屬於哪類詞語。哪個

是動詞？哪個是名詞？」
小寰說︰「『中傷』是動詞。」
小德說︰「『蜚語』是名詞。」
小寰說︰「我明白了，動詞前不須用『的』，名詞可以。」
小德說︰「可是『中傷』前面用了『的』，句子的意思仍然一

樣。」
爺爺說︰「你說得不錯，第一個句子用了『的』以後，並不表

示那句子不通，因為有時『中傷』也可以用作名詞。但畢竟它在
大多數場合中都給用作動詞，因此很自然地覺得句子少了一個
『的』，讀來更流暢。」

下面的句子裡的『的』字，可以刪去嗎？

儘管他步步為營，防範周密，還是受到別人的暗算。

新界東北部有一條大蟒蛇飢餓極
了，看到遠處有一隻鴨子，緩緩地滑
向海邊，準備捕食。鴨子發現蛇的蹤
影，十分害怕，匿藏水中，僅露出鴨
頭。一場動物獵食的殘酷場面，蓄勢
待發……
請不要誤會，所謂大蟒蛇與鴨子，

其實就是赤洲「蚺蛇吐舌」及鴨洲
「鴨眼洞」，岩石造型與動物相似，
引發了無窮想像。
赤洲，位於赤門海峽的入口，全島

大片赤紅，有「海上丹霞」的美譽。
鴨洲，位於吉澳海，因島上海蝕拱及
海蝕平台形似鴨頭而得名。赤洲與鴨
洲都是沉積岩島嶼，你知道沉積岩是
怎樣形成嗎？
沉積岩是指一些沉積物經過風化、

侵蝕、搬運、堆積的過程，層層相
疊，最後膠結硬化，形成岩石。沉積
物包括沙粒、碎石、火山岩屑及各類
岩石。沉積岩就像
沙樽（右圖），每
一層都有不同的顏
色與岩質，顯示出
每個不同的地質年
代，通常表面一層
較年輕，最底一層

較古老，有趣的是一些生物與植物的
化石，會夾雜其中。
在沉積岩的家族裡，礫岩與砂岩是

主要成員，在赤洲與鴨洲很容易找得
到。
赤洲的岩石含有鐵質，受到日照、

空氣、地下水與雨水的影響，產生氧
化作用，變成紅色的石頭。由於岩石
堅硬不一，有裂縫（節理），受風化
與侵蝕程度有差異，因此形成了「蚺
蛇吐舌」的奇景。
鴨洲長期受到海浪拍打撞擊，岩石

的裂縫被侵蝕擴闊，形成洞穴（海蝕
洞）。當島嶼兩側的海蝕洞被打穿貫
通後，便形成海蝕拱，也就是「鴨眼
洞」了。
今年八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

「中國丹霞」列入世界自然遺產。所
謂「丹霞」，其實就是紅色砂礫岩。
赤洲與粵北丹霞山同屬「丹霞地

貌」，但為何兩者差別這麼大？
原來赤洲已有一億多年歷史，很
多地貌都已被侵蝕消失，而丹霞
山才不過六百萬年歷史！
川劇變臉神乎其技，原來岩

石也懂變臉，不信？欲知詳情，
請留意下一期的介紹。

（下期主題：變質岩將於二○一一年元月十六日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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