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內
容
】
從
「
有
形
的
放
大
鏡
」
與
「
無
形
的
放
大
鏡
」
兩
方
面
取
材
敘
寫
。
除
了
指
出
「
放
大
鏡
」
具
有

細
察
事
物
的
功
能
，
同
時
強
調
「
放
大
鏡
」
使
用
時
須
與
事
物
保
持
適
當
距
離
，
方
能
真
正
發
揮

其
功
能
；
而
「
放
大
鏡
」
此
一
「
體
」、「
用
」
上
的
特
質
，
不
獨
於
「
有
形
的
放
大
鏡
」
為
然
，

人
際
相
處
中
「
無
形
的
放
大
鏡
」
亦
然
，
故
有
賴
使
用
者
審
慎
持
用
，
才
能
「
用
得
恰
到
好
處
」
，

不
負
「
神
送
給
我
們
的
好
禮
物
」。
文
章
的
素
材
與
中
心
能
恰
當
結
合
，
論
述
明
晰
且
充
分
。 

【
組
織
】
文
章
刻
意
從
「
公
園
風
景
的
細
緻
描
摹
」
展
開
，
引
起
讀
者
聯
想
「
放
大
鏡
」
的
細
察
事
物
功
能
；

繼
而
轉
入
「
焦
距
不
對
則
看
不
清
事
物
」
的
反
省
，
進
一
步
推
展
到
「
周
遭
的
人
們
必
須
各
以
適

當
焦
距
看
待
之
」。
其
理
路
是
由
「
物
」
談
到
「
人
」，
由
「
細
察
」
論
到
「
焦
距
適
當
始
能
細
察
」
，

層
次
分
明
。
加
上
文
章
首
尾
刻
意
提
出
相
同
的
反
問
，
更
顯
出
全
文
布
局
的
綿
密
。 

【
語
言
】
措
詞
精
準
，
文
句
流
暢
且
富
修
辭
技
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