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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____年級_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  座號_________   A卷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一年級(101~122) 國文科 第 1 次期中考試題  解析卷 

 

一、單一選擇題：52% 

說明：第 1 題至第 22 題，每題 4 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最適當的答案，請畫記在答

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答對得 2 分；未作答、答錯或畫記多於一個選項者，該

題以零分計算。惟第 17、20 題為混合題型，配分依題目說明，請作答於答案卷上。 

 

1. 下列「 」內的字，讀音前後相同的是： 

（A）夕「舂」未下／打「樁」工程 

（B）地熱如「炙」／天氣「熾」熱 

（C）「檣」傾楫摧／勤勞稼「穡」 

（D）草木凋「萎」／江水「逶」迤 

【答案】(Ｄ) 

【解析】(Ａ)ㄔㄨㄥ／ㄓㄨㄤ。語練 P.17 (Ｂ)ㄓˋ／ㄔˋ。 (Ｃ)ㄑ一ㄤˊ／ㄙㄜˋ。 

(Ｄ)ㄨㄟ。 

 

2. 下列文句，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A）西太平洋沿岸最震撼人心的一幕，是千百隻沙鷗自薄暮盡頭緩緩飛去 

（B）老人想起一輩子汲汲營營追求的富貴功名，如同浮光略影，轉眼成空 

（C）做學問的人最忌諱固步自封，應虛心請教、不恥下問，方能不斷精進 

（D）這一件作品靈感發想獨特，別出新裁的色彩配置更是近來少見的嘗試 

【答案】(Ａ) 或 （D） 

【解析】(Ｂ)浮光掠影 (Ｃ)故步自封 

 

 

3. 下列各組「 」內的詞，前後意義相同的是： 

（A）春和「景」明／月「景」尤不可言 

（B）竟不忍「去」湖上／「去」國懷鄉，憂讒畏譏 

（C）歌吹「為」風，粉汗「為」雨／或異二者之「為」 

（D）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便扶「向」路，處處誌之 

【答案】（B）  

【解析】（A）日光／景色（B）離開（C）如／作為，表現 （D）接近／先前 

 

4. 下列有關范仲淹〈岳陽樓記〉的敘述，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覽物之情，得無異乎」，意指遷客騷人登樓觀覽之情，各有不同的感知與描述 

  （B）滕宗諒求記時特附上唐賢今人詩作與洞庭秋晚圖供參，並邀請范仲淹至岳州寫作 

  （C）文中之悲、喜兩種心境，分別指滕宗諒的失意不安與范仲淹的超脫物外 

  （D）「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意味日光照射在湖面上的金光閃爍，如同水中璧玉一般 

【答案】（A） 

【解析】(Ｂ)滕子京並未邀請范仲淹至現場寫作，而是附上詩作與圖畫以供范仲淹參考。

(Ｃ)悲、喜所指為遷客騷人感物而悲、因晴而喜的心境。(Ｄ)月光，非日光。 

 

5. 有關文人及其闡述之文學觀點，請選出說明最不適當的選項： 

  （A）徐國能：「文學將瑣屑平庸的人生提鍊為煥發的輝光，作品中的一行一句，無不隱

含了更超越的生命理想，比起我們渾然不覺的日常生活，文學擁有了更多通向永

恆與純粹的可能。」意指文學作品中比常人更深刻的人生觀察，可以提供讀者思

索，進而使心靈得到澈悟與昇華  

  （B）楊牧：「季節的遞嬗本來也是自然的動力，於變化中維持一種永恆，而即使這些，

有時竟被我們漠然看待，或者因為那正足以證明我們是少了一份好奇。」意謂人

們常對自然界的變化習以為常，缺乏探索的好奇心 

  （C）白靈：「詩是煎出來的，有時要用文火，有時要用武火，但最怕無物可煎。詩是捕

捉過來的，有時會抓到小野兔，有時會碰到難纏的狗熊，但最怕陷阱始終是空

的。然而更重要的是：火隨時要點著，陷阱要隨時安放，隨時去巡察。」意指詩

人應時時走出戶外尋找創作題材，培養靈感 

  （D）王盛弘：「我嚮往這樣的境界，生命的追求以內在的圓滿為滿足，不假外求，比如

寫作，是為了餵養內心底對藝術創造的飢餓感，毋須迎合市場胃口、評論者口

味」，此描述如同唐詩「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的

怡然自得其樂，不須在乎有沒有人欣賞 

【答案】(Ｃ)  

【注意事項】 

1.選擇題的答案請用 2B鉛筆畫記在答案卡上。 

2.答案卡(卷)基本資料欄之班級、座號、姓名請確實填寫並畫記(如無十位數，請畫記 0)。未於

規定位置內確實填寫，成績扣 10分。 

3.答案卷一律使用黑色原子筆書寫，否則以 0分計。 

4.第 17、20題為混合題型，請將答案書寫於答案卷，答案卡上的第 17、20題不須畫記，請保

持空白。 



第 2 頁，共 9 頁 

【解析】(Ａ)本文論述透過文學，能觸動生命的覺悟。出自徐國能〈人生的詩行〉。(Ｂ)

出自楊牧《一首詩的完成》。(Ｃ)此詩句說明創作需要長期醞釀，不是自然而來。出自白

靈〈詩是煎出來的〉。測驗卷 2-1。(Ｄ)敘述表達文人嚮往的境界，同於不為誰而美麗的

那株自開自落的芙蓉花。出自王盛弘《花都開好了》。 

 

6. 炭治郎攀登黃山去打怪，沿途所見奇景彷若當年徐霞客所遇，不禁讚嘆連連。請依據

下列徐霞客之文，判斷選項中炭治郎所述錯誤的是： 

初四日。十五里至湯口。五里至湯寺，浴於湯池。扶杖望硃砂庵而登。十里上黃

泥岡。(甲)向時雲裡諸峰，漸漸透出，亦漸漸落吾杖底。轉入石門，(乙)越天都之脅

而下，則天都、蓮花二頂，俱秀出天半，路旁一岐東上，乃昔所未至者，遂前趨直

上，幾達天都側。復北上，行石罅中。石峰片片夾起，路宛轉石間，塞者鑿之，陡者

級之，斷者架木通之，懸者植梯接之。(丙)下瞰峭壑陰森，楓松相間，五色紛披，燦

若圖繡。因念黃山當生平奇覽，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茲遊快且愧矣。(徐霞客〈遊

黃山日記〉) 

 

 （A）攀爬黃山時雖崎嶇顛簸，窒礙難行，登臨山巔卻有幽泉湯池可供放鬆紓壓 

 （B）甲的形容將動態與靜態錯位，寫群峰緩慢而不停地下落，反襯出登山人緩  

      慢而不停地上升 

 （C）乙的視角是立於天都峰的半山腰仰望，從不同的視角描寫黃山的雄姿 

（D）丙的視角是從高空俯視，透過視覺摹寫，將松楓多變的色澤呈現出來 

【答案】(Ａ)  

【解析】(Ａ)「浴於湯池」之處並非在山巔。(Ｃ)由前一句「越天都之脅而下」，可推測

立於天都峰半山腰。語練 P.73。 

 

7. 互文即上文省卻下文出現的詞語，下文省卻上文出現的詞語，參互成文，合而見義，使

語言簡潔凝鍊，語意豐富，也稱「互文見義」。下列選項中，沒有使用「互文」的選項是： 

（A）將軍白髮征夫淚 

（B）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C）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        

（D）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答案】(Ｃ)  

【解析】(Ａ) 將軍(征夫)白髮征夫(將軍)淚。 (Ｂ) 不以物(己)喜，不以(物)己悲。 

(Ｃ) 錯綜句，交蹉語次。 (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

君（憂其民）。 

 

8. 下列是有關〈北投硫穴記〉的敘述，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樹上禽聲萬態，耳所創聞，目不得視其狀」描寫作者親眼見到深林中禽 

     鳥跳躍的美麗姿態 

（B）「慮或相失，各聽呼應聲為近遠」，透過呼喊聲來判斷距離以保持聯繫，反 

     映作者戒慎恐懼的態度 

（C）「蓬瀛遙在望，煮石迓神仙」，指此地有如蓬萊仙境般，讓隱居在此的住民 

     能用硫石煮食，頤養天年 

（D）「歲久則堅，終不加大，蓋與竹笋同理」，意指楠木長成的形體與竹笋相似 

【答案】(B)  

【解析】(A)此句記深林中的各種禽聲，非親眼見到禽鳥姿態。 (C)指將此地縷縷硫氣白

煙，想像成煮白石為糧迎接神仙的炊煙。(D)說明楠的成長過程和竹筍相似，並非形體相

似。 

 

9. 下列文字節錄自楊牧〈停雲〉一詩，請依文意選出排序正確的選項： 

       風的意志顯著衰歇，浮游 

   甲、也都黯然隱晦，分解為 

   乙、天地間，即使那些早年曾經擁有 

   丙、中年以後經歷不可避免的生離死別 

   丁、曾經為我們爭馳過大暑的火星群 

   戊、微末的不明飛行體 

       惟有我們一度相與認同的蝃蝀依舊 

       在東，潛伏於山谷的真空 

(Ａ) 甲丙乙丁戊  （B）戊甲乙丁丙  （C）乙丁丙甲戊  （D）乙甲戊丁丙 

【答案】（C） 

【解析】「浮游」以下應接表「某處」的(乙)「天地間」。而「早年」必在「中年」之前，

因此(丙)會在(乙)之後。而兩次「曾經」後文思順勢接到(甲)「也都」，「分解為」 後接

(戊)表受格的「微末的不明飛行體」。 

 

10. 下文關於范仲淹(范文正公)的描述，選項中解讀最恰當的是： 

    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

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

也。公既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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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義，遺其子而已。(錢公輔〈義田記〉) 

（A）范仲淹設置義田、救濟族人的義行義舉，已有三十年 

（B）范仲淹的子孫在他過世後，改變產業方向、調整經營模式 

（C）范仲淹後來雖有崇高官職、豐厚俸祿，但是一生都仍然貧窮 

（D）范仲淹厚人薄己，最終由生前曾救濟過的族人幫忙協助後事 

【答案】(Ｃ)  

【解析】(A)還沒顯貴時，就有此志向，但三十年來沒有能力完成。（B）子孫都仍然像他在

世時一樣，經營他的事業、承繼他的遺志。（D）未提及族人有協助辦理後事。講義 P.10。 

 

11. 將鄭愁予〈錯誤〉、〈客來小城〉二詩合而觀之，下列敘述恰當的是： 

   （A）皆以過客視角「我」，主觀表達對人生聚散無常的慨歎與無奈 

   （B）「蓮花的開落」、「在石橋下打著結子」，都暗指思婦內心逐漸悲涼 

   （C）二詩分別以「馬蹄聲」、「銅環聲」的聽覺意象，表達過客的浪跡天涯 

   （D）〈客來小城〉開頭的「捨鞍韉」，正對應了〈錯誤〉最末段遠去的馬蹄聲 

【答案】（D） 

【解析】（A）〈錯誤〉為第一人稱主觀表達；〈客來小城〉為第三人稱客觀書寫。（B）「蓮

花的開落」意指思婦等待時滿懷希望，容顏如花；等待落空則消損。「在石橋下打著結

子」描寫流水如帶而打結，象徵訪客的心因對方而糾結（C）〈錯誤〉的馬蹄聲意指過客驚

擾思婦之聲；〈客來小城〉的銅環聲，代表訪客的尋人未遇的惆悵。講義 P.21、語文練習

P.9-10。 

 

12.  將以下詞語「(1)昧旦、(2)晡時、(3)亭午、(4)黎明、(5)雞鳴、(6)酉時」，由早到晚排列  

順序為： 

   （A）(5)  (1)  (4)  (3)  (2) (6) 

   （B）(5)  (4)  (1)  (2)  (3) (6) 

   （C）(1)  (5)  (4)  (3)  (2) (6) 

   （D）(1)  (4)  (5)  (3)  (2) (6) 

【答案】（A） 

【解析】古人根據天色把夜半以後分為雞鳴、昧旦、平旦(黎明)三階段。雞鳴：上午四、

五點。昧旦：天將亮未亮。黎明：天剛亮。亭午：中午十二點。晡時：下午三~五點。酉

時：晚上五~七點。補充講義 P.33。 

 

13. 下列對於現代文學作家的描述，選項搭配正確的是：  

民國初年由胡適、陳獨秀所帶領的新文學運動，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當時各種文

體皆處於新的嘗試階段，新詩創作有   甲   、李金髮、戴望舒等人，小說部分則是

有   乙   、老舍、巴金、沈從文等人。國民政府來台後，現代詩社   丙   、鄭愁

予等人推行新詩的現代化，強調知性，主張新詩為橫的移植。臺灣的現代文學，也逐

漸開展出屬於島嶼的獨特樣貌，像是作家   丁   致力於描寫討海人生、鯨豚保育等

海洋文學作品。 

（A）甲：楊牧 （B）乙：魯迅 （C）丙：余光中  （D）丁：鍾怡雯 

【答案】（B） 

【解析】(Ａ)楊牧為民國 29年臺灣出生詩人（C）余光中為藍星詩社 (Ｄ)鍾怡雯為馬華

文學作家，散文題材大多取自日常生活，未有海洋文學創作。宜改為廖鴻基。講義 P.17 

 

 

14-15 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 14-15 題。 

甲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

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范仲淹〈岳陽樓記〉) 

乙     

西湖勝跡中最能讓中國文人揚眉吐氣的，是白堤和蘇堤。兩位大詩人、大文豪，

不是為了風雅，甚至不是為了文化上的目的，純粹為了解除當地人民的疾苦，興修水

利，浚湖築堤，終於在西湖中留下了兩條長長的生命堤壩。 

  清人查容詠蘇堤詩云：「蘇公當日曾築此，不為遊觀為民耳。」恰恰是最懂遊觀的

藝術家不願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遊觀物，於是，這樣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間特別

顯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論，遊西湖最暢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

子，獨個兒漫步於蘇堤。也沒有什麼名句逼我吟誦，也沒有後人的感慨來強加於我，

也沒有一尊莊嚴的塑像壓抑我的鬆快，它始終只是一條自然功能上的長堤，樹木也生

得平適，鳥鳴也聽得自如。這一切都不是東坡學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這裡做了太

守，辦了一件盡職的好事。就這樣，纔讓我看到一個在美的領域真正卓越到了從容的

蘇東坡。 

  但是，就白居易、蘇東坡的整體情懷而言，這兩道物化了的長堤還是太狹小的存

在。他們有他們比較完整的天下意識、宇宙感悟，他們有他們比較硬朗的主體精神、

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峰巔和精英。他們本該在更大的意義上

統領一代民族精神，但卻僅僅因辭章而入選為一架僵硬機體中的零件，被隨處裝上拆

下，東奔西顛，極偶然地調配到了這個湖邊，搞了一下別人也能搞的水利。我們看到

的，是中國歷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會實績的極致。儘管美麗，也就是這麼兩條長堤

而已。（節錄自余秋雨〈西湖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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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關甲、乙二文的敘述，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白居易築白堤，是為了興修水利，紓解百姓之疾苦；蘇東坡築蘇堤，卻有某種文 

人風雅與文化上的意義 

（B）余秋雨認為蘇東坡和白居易於西湖所築之堤，是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會實績的極致 

        呈現，可謂當代民族精神的最高意義 

（C）蘇東坡、白居易、滕子京都體現了中國文人對於西湖美景的喜愛，那是現代人能得  

到的珍貴文化寶藏 

（D）滕宗諒即使左遷，仍用心人文建設，帶給岳州不一樣的氣象，有如白、蘇為西湖建  

造小小的堤，但引起的風景與風韻卻是綿延不絕 

【答案】(D)  

【解析】(A)蘇白二人皆不是為了文化上的目的，純粹為了解除當地人民的疾苦。 (B)由

「他們本該在更大的意義上統領一代民族精神」，可見作者認為他們能展現的社會意義與

格局是受到限制了。(C)滕子京所修岳陽樓位於洞庭湖，非西湖。 

 

15. 下列聯語指涉的人物對象，沒有出現在兩段引文中提及文人的選項是： 

（A）楓葉四絃秋，棖觸天涯遷謫恨／潯陽千尺水，勾留江上別離恨 

（B）兵甲富於胸中，一代功名高宋室／憂樂關乎天下，千秋俎豆重蘇台 

（C）明月皓無邊，安排鐵板銅琵，我欲唱大江東去／春風睡正美，迢遞珠崖瓊島，更

誰憐孤鶴南飛 

（D）衝破藩籬，教性靈直出，行雲流水壯文瀾，人皆仰止／追思聖傑，讓氣脈相通，

麗句清詞吟柳浪，公可安然   

【答案】(D)  

【解析】(A)白居易。(B)范仲淹。(C)蘇軾。(D)袁宏道。 

 

16-17 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 16-17 題。 

脆弱無所謂好壞，不是我們所謂的黑暗情緒，也不一定是輕鬆、正面的經驗。脆弱是

所有情緒和情感的核心。去感受，就是展現脆弱。認為脆弱就是軟弱，等於是把感受也視

為軟弱。因為害怕代價太高而不去感受，等於主動放棄讓人生更有目的和意義的事物。 

 我們拒絕展現脆弱，往往是因為我們把脆弱和害怕、自卑、悲傷、難過、失望等黑暗

情緒聯想在一起，我們不想討論那些情緒，即便他們深刻影響我們的生活、感情、工作，

甚至領導的方式。多數人不解的是，我們所渴望的情緒和經驗，其實就來自脆弱的感受。

脆弱是愛、歸屬感、喜悅、勇氣、同理心、創意的發源，也是希望、同情、責任感和真實

自我的起源。如果我們想要有明確的目的，或是更深刻、更有意義的靈性生活，脆弱是幫

助我們達成的途徑。 

如果我們想重新找回生活中的必要情感，重新點燃熱情和使命感，就必須學習如何擁

抱與投入自我的脆弱，如何去感受脆弱中所衍生的情感。我從研究中學到，最好的起點是

定義、認識與瞭解脆弱。討論脆弱時，看一下 vulnerable(脆弱)這個字的定義和字源很有

幫助。根據韋氏字典，vulnerablility這個字是源自於拉丁字 vulnerare，意指「傷

害」。Vulnerablility的定義包括「可能受傷」和「易受攻擊或傷害」。而韋氏字典定義

weakness(軟弱)是「無法承受攻擊或傷害」。光是從語言學家的角度看，兩者顯然是非常

不同的概念，我們可以說軟弱往往是源自缺乏脆弱的力量。當我們不知道自己哪裡有多脆

弱時，就更容易受傷。 

 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提出很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承認脆弱的重要。從健康心理學的

領域來看，承認脆弱(亦即承認我們面對的風險)，大幅提升了我們維持某種健康習慣的頻

率。當我們面對某種病症或威脅時，重點不在於實際上有多脆弱，而是，承認自己有多脆

弱。 

 在社會心理學的領域，研究影響力與說服力的人員，專門研究大家受廣告與行銷的影

響程度，他們做了一連串有關脆弱的研究，結果發現，覺得自己不容易被不實廣告影響的

參試者，反而最容易被騙。(改寫自布芮尼·布朗《脆弱的力量》) 

 

16. 關於本文的說明，請選出敘述錯誤的選項： 

(Ａ)拒絕展現脆弱的人，大多是因為不想面對心中的黑暗情緒 

(Ｂ)作者認為定義、認識與瞭解脆弱，對重新燃起生命熱情很有幫助  

(Ｃ)從心理學的角度看，承認脆弱能使人變得更加健康，免受病痛之苦 

(Ｄ)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觀之，覺得自己最不容易被騙的人反而最容易被騙 

【答案】(C)  

【解析】(C)依文意，承認自己有多脆弱是「大幅提升維持某種健康習慣的頻率」，但不

能免除病痛。 

 

17. 依據上文，韋氏字典中如何定義「脆弱」與「軟弱」的不同?並判斷文中畫底線的句子

分別屬於何者，填入空格內。請完成以下表格。(每格 1 分，共 4 分) 

 

 vulnerable(脆弱) weakness(軟弱) 

韋氏字典定義 ① ② 

畫底線句子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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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vulnerable(脆弱) weakness(軟弱) 

韋氏字典定義  「可能受傷」或「易受攻

擊或傷害」 

無法承受攻擊或傷害 

畫線句子 所有情緒和情感的核心 

 

害怕代價太高而不去感受 

 

 

18-20 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 18-20 題。 

甲 

西湖最盛，為春，為月。一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 

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為奇觀。石簣數為余言：「傅金

吾園中梅，張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為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 

由斷橋至蘇隄一帶，綠煙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多

於隄畔之草。豔冶極矣！ 

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

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 

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

為俗士道哉！（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 

乙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其一，樓

船簫鼓，峨冠盛筵，燈火優傒，聲光相亂，名為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

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孌，笑啼雜之，環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

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閒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

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幘，酒醉飯飽，呼群三五，躋入人叢，

昭慶、斷橋，嘄呼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

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几暖爐，茶鐺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

或匿影樹下，或逃囂裡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遊湖，巳出酉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擎燎，列

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魘

如囈，如聾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

已。少刻興盡，官府席散，皂隸喝道去。轎夫叫船上人，怖以關門，燈籠火把如列星，一一

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刻散盡矣。 

吾輩始艤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其上，呼客縱飲。此時月如鏡新磨，山復整妝，湖

復頮面，向之淺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坐。韻友來，名妓

至，杯箸安，竹肉發。月色蒼涼，東方將白，客方散去。吾輩縱舟，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

香氣拍人，清夢甚愜。（張岱〈西湖七月半〉） 

 

 
18. 下列關於甲文的文句闡述及說明，正確的是： 

（A）「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指西湖的朝煙、夕嵐之美要留給真正懂得遊賞之趣的    

人來體會，而杭人多半不得其妙 

（B）「羅紈之盛，多於隄畔之草」是以誇飾法寫遊客之盛比隄畔之草還多，並用「豔 

冶」二字形容遊人服裝的鮮麗 

（C）「傅金吾園中梅，張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觀之」一句，最能表現作者不同流 

俗的獨特審美趣味 

（D）「梅花為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意指梅花受到大雪寒氣的抑制，而延後與杏 

花、桃花齊開，蔚為奇景  

【答案】(D)  

【解析】(A)應為西湖的月景之美。 (B)「豔冶」二字形容西湖整體春色之艷麗，非單指

遊人服飾。(C)為石簣所言。 乙文見補充講義 p.42-43。 

 

19.  關於甲、乙二文的比較，下列敘述最適當的是： 

（A）甲、乙二文的作者皆認為西湖最美的風景是人 

（B）甲、乙二文都著重於用實筆描寫月夜的朦朧之美 

（C）乙文眾人遊西湖的時刻，正是甲文認為西湖最美的時刻 

（D）甲文的「山僧」與乙文的「閒僧」同樣無視西湖月夜之美 

【答案】(Ｃ)  

【解析】（A）甲文認為最美是月景，乙文作者未提及最美風景。（B）甲文以虛筆寫月景，

乙文以實筆寫看月之人。（D）文中並未明確提及山僧、閒僧是否感受月夜之美。講義

P.41。 

 

 

優傒：歌妓和僕役。 

犒：用酒食或財物慰勞。 

擎燎：舉火把。  

皂：黑色。隸：官府中打雜的

小吏。因穿黑衣而得名。 

喝道：喝叱路人使其避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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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依據乙文，此時的西湖除了一窩蜂去享受賞月娛樂活動的人群，整體社群中尚有四類

「服務賞月活動」之人員。請試從第二段文中找出四類服務人員，並寫出他們須做的 

事(可不用原文)，填入空格內。(每格 1 分，共 8 分) 

 服務賞月活動之人員 須做的事 

第一類 ⑤ ⑨ 

第二類 ⑥ ⑩ 

第三類 ⑦ ⑪ 

第四類 ⑧ ⑫ 

【答案】 

 服務賞月活動之人員 須做的事 

第一類 ⑤門軍 ⑨看守城門 

第二類 ⑥轎夫 ⑩舉火把(擎燎)列隊等候接送 

第三類 ⑦舟子(船夫) ⑪划船載客 

第四類 ⑧皂隸(差役) ⑫管理秩序或喝斥路人避讓(喝道) 

 

21-22 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 21-22 題。 

 

21. 品味此首小詩，下列敘述不正確的是： 

（A）詩人以凍頂況喻秋景的黯然，立體呈現詩人面對秋景而生蕭瑟頹唐之感 

（B）以「園丁的剪刀」比喻「秋風」，風吹過樹梢時，彷彿可感覺園丁正在修剪花木 

（C）詩人居家之際，仍會分心聆聽窗外的秋風，富有對時間的敏銳感 

（D）詩中無論聲音的演出，或是顏色的彰顯，都隨時節而產生強烈變化 

【答案】（Ａ） 

【解析】(Ａ)以凍頂茶色形容牆上之日影色澤，並未描述作者的心情。 

【賞析】〈秋探〉寫出楊牧典型的居家生活，在孤獨閱讀之際，仍會分心聆聽窗外季節的

聲音，不時探望窗外，尋找園丁的影子，富有時間的敏銳感與空間實體感。然而院子沒

有園丁，而是秋風吹拂過花園。季節變化時，世上所有生命也跟著移動。 

 

22. 依據文意，在本詩中的空格宜依序填上的詞語為： 

（Ａ）驟然／帶  （Ｂ）逐步／添  （Ｃ）遽爾／涼  （Ｄ）漸次／盪 

【答案】(Ｃ)  

【解析】(A)前者「遽爾」一詞為忽然、驟然之意。後者以茶由溫熱轉涼，顯示時間的推移，

較其他三字有時間變化之感。 

 

二、多重選擇題：30% 

說明：第 23題至第 32題，每題有 5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正確的選項，選出正確

選項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 3

分；答錯 1個選項者，得 1.8分；答錯 2個選項者，得 0.6分；答錯多於 2個選項或所

有選項均未作答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23. 下列「 」中的字，前後意義兩兩不相同的選項是： 

   (Ａ) 後五年，吾妻來「歸」／微斯人，吾誰與「歸」 

   (Ｂ) 「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炎日「薄」茅上，暑氣蒸鬱 

   (Ｃ) 「緣」溪入，溪盡為內北社／「緣」溪行，忘路之遠近 

   (Ｄ) 顧君濟勝有「具」，與導人行，輒前／政通人和，百廢「具」興 

   (Ｅ) 微斯人，無誰「與」歸／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  

【答案】(Ａ) (Ｄ)或(Ａ) (Ｄ) (E) 

【解析】(Ａ)女子出嫁，出自歸有光〈項脊軒志〉／依附，趨向，出自范仲淹〈岳陽樓

記〉。國文科講義 P.8。(Ｂ)迫近、靠近，出自范仲淹〈岳陽樓記〉／迫近，出自〈北投

我聽到焦急的剪刀在窗外碰撞 

銳利那聲音快意在風中交擊 

晨光灑滿草木高和低。我 

擡頭外望，從茶杯裏分心 

尋覓，牆上是掩映的日影顏色似凍頂 

是剪刀輕率通過短籬或者小樹的聲音 

持續地，一種慈和的殺戮追踪在進行 

持續地進行。我探身去看，聽到 

那聲音□□加強，充滿了四鄰 

卻又看不見園丁的影 

山毛櫸結滿血紅的樹子 

老青楓飄然有了落葉的姿勢 

蒼苔小徑後是成熟的葡萄架 

兩綑枯枝堆放著，在松下 

大半菊花已經含了苞 

我走進院子尋覓，牆裏牆外不見園丁的 

影，只有晨風閃亮吹過如□去了一杯茶 

那碰撞的剪刀是他手上的器械，是他 

他是季節的神在試探我以一樣的鋒芒和耐性 

（楊牧〈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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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穴記〉。(Ｃ)沿著、順著，出自〈北投硫穴記〉／沿著、順著，出自〈桃花源記〉。

(Ｄ)才能，出自〈北投硫穴記〉／俱，全部，出自〈岳陽樓記〉。 (Ｅ)和、跟，另一說

有歸附之意，出自〈岳陽樓記〉／和、跟，出自歸有光〈項脊軒志〉。 

 

24. 下列各組「」內的同音字，字形完全不相同的選項是： 

（A）手腳「ㄐㄧㄥˋ」攣／不「ㄐㄧㄥˋ」而走／另闢蹊「ㄐㄧㄥˋ」 

（B）流言「ㄈㄟ」語／「ㄈㄟ」聲中外／「ㄈㄟ」聞事件 

（C）振聾發「ㄎㄨㄟˋ」／不虞「ㄎㄨㄟˋ」乏／功虧一「ㄎㄨㄟˋ」 

（D）「ㄉㄢ」溺沉迷／「ㄉㄢ」誤時間／虎視「ㄉㄢ ㄉㄢ」 

（E）聰明慧「ㄒㄧㄚˊ」／「ㄒㄧㄚˊ」暱奉承／虎兕出「ㄒㄧㄚˊ」 

【答案】（A）（C）（E）  

【解析】（A）痙／脛／徑。語練 P.68。（B）蜚／蜚／緋。語練 p.5。（C）聵／匱／簣。語

練 p.17。（D）耽／耽／眈。講義 P.159。（E）黠／狎／柙。講義 P.159。 

 

25. 下列文句皆使用了借代修辭，對於其所指涉事物說明正確的是： 

（A）居「廟堂」之高寺廟             

（B）迨諸父「異爨」生病老去 

（C）捨「鞍韉」兮取舟楫馬匹         

（D）沙鷗翔集，錦「鱗」游泳魚 

（E）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朝廷 

【答案】（C）（D） 

【解析】 (Ａ)朝廷 （B）分家（E）鄉野民間  

 

26. 下列選項中的各組成語解釋，敘述正確的是： 

   （Ａ）「遷客騷人／騷人墨客」，皆用以泛指失意的文人 

   （Ｂ）「桃李爭妍／滿城桃李」，皆形容春天的明媚美麗 

   （Ｃ）「望穿秋水／引頸翹望」，均用以形容殷切期盼 

   （Ｄ）「駢肩雜遝／摩頂放踵」，皆用以形容人多擁擠的樣子 

   （Ｅ）「綠煙紅霧／花紅柳綠」，皆用以形容春天花木繁盛，景色美好 

【答案】(Ｃ)(E)  

【解析】(A)騷人墨客：指風雅的文士。補充講義 P.９。(Ｂ)滿城桃李：比喻學生很多。

補充講義 P.37。(Ｃ) 補充講義 P.23。 (Ｄ) 摩頂放踵：從頭頂到腳跟都受損傷。比喻捨

身救世，不辭勞苦。語出《孟子． 盡心上》：「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語

練本 P.20。(Ｅ)補充講義 P.37。 

 

27. 《文心雕龍．物色》:「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這段

話指出了人們的內心往往會受到景物的牽引。下列文句，何者能印證此一現象？ 

  （Ａ）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  

   （Ｂ）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Ｃ）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 

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 

  （Ｄ）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浮動於疏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 

  （Ｅ）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       

        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答案】(Ｂ)(Ｃ)(Ｅ)  

【解析】語譯：人的感情跟隨景物而變化，文章便是這些感情的抒發。一葉下落尚能觸動

情懷，幾聲蟲鳴便可勾引心思。(Ｂ)描寫閨中少婦見路邊的楊柳春色，惆悵之情因而湧上

心頭。出自王昌齡〈閨怨〉。 (Ｃ)說明在看景物時，想到這不是自己的故鄉，且故鄉又被

重重山嶺給擋住，不禁令作者留下淚水。出自王粲〈登樓賦〉。(Ｄ)並未因景而抒發個人

情感。出自鄭板橋〈畫竹題記〉。讀霸ｐ.80。 

 

28. 下列表格是三篇「雜記類」文章的比較，敘述正確的是： 

 

選項 
項

目 
〈岳陽樓記〉 〈晚遊六橋待月記〉 〈北投硫穴記〉 

（A） 
文

體 

臺閣名勝記 

記敘、抒情兼議論 

人事雜記 

說明兼議論 

山水遊記 

敘事兼抒情 

（B） 
緣

由 

范仲淹被貶後，藉本文

勉勵知己滕子京，並抒

發懷抱 

袁宏道辭官後，首次漫

遊西湖，寫下《西湖雜

記》十六篇 

康熙年間，郁永河自願

受命來臺採煉可造火藥

的硫磺 

（C） 
內

容 

全文圍繞「謫」字著

筆，推究古仁人「不以

物喜，不以己悲」心境 

寫西湖美景，以「待

月」之情貫穿全篇，然

篇中不見「待」字 

全文以「奇」字開展，

細數臺灣北投深林中的

奇人軼事 

（D） 
寓

意 

抒發自己「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的懷抱 

藉景說明，深刻闡述孤

苦無依之情 

記錄下當時北投的荒

僻，以及硫穴的奇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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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筆

法 

結構嚴謹，詞藻華茂，

以駢散結合的筆法書寫 

以烘雲托月法寫西湖的

月景之美 

以寫實筆法記錄當時山

區與硫穴的景象 

【答案】(Ｂ）（E） 

【解析】(A)〈晚遊六橋待月記〉為山水遊記，記敘兼抒情。（Ｃ）〈北投硫穴記〉著重描

述自然景觀，並未書寫奇人軼事。（D）〈晚遊六橋待月記〉並無深刻寓意，僅為作者的山

水遊記小品。 

 

29. 閱讀下文，下列詮釋適當的是： 

    我曾經很沉默地注視高聳堅實的洛磯山，看蒼松和白楊搖曳交疊飛逝，火車載著我的

嚮往和慾望，精神高揚而肉體也因為那景象而覺得痙攣，穿過巨谷深川進入沙漠荒野，疾

駛在點綴農莊的田地上。我曾經怕怕地站在密西根湖岸上，冬寒徹骨，縮著脖子看飄浮碎

冰的大水，想像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湖泊，就是將我們整個臺灣島放下去，島還是一個島，

回頭忽然為芝加哥狡黠的燈火感到恐怖。有一次我坐在紐約赫德遜河邊的公園長椅上，緬

懷世紀以來多少留美中國青年學生的風貌，為他們失落的夢和理想而感傷。在柏克萊那些

豔麗疼痛的年代，我大半時間被神祕的高山所吸引。往往學期結束那一天，我把昨夜打字

機打好的研究報告放在車子前座，就在後座塞上一些露營爬山的行李，開車先彎到學校交

報告，然後就長驅入山，去寧靜的大自然裡度過年輕的假期。旅行是一種滌洗，是一種探

索。我可以花一個早上坐在平整如鏡的小湖邊看高巒的倒影，飛鳥掠過半空的蹤跡；或站

立參天的針葉林間，為一隻麋鹿不期然的出現，屏息長久不敢出聲驚動；或倚著欄杆注視

千萬活水的瀑布，從雲煙的山頭雷轟傾瀉，濺起無窮的溼寒，又落在曠古的青苔上，注入冷

澗，終於緩緩流去，切過開滿黃花的草原，向海洋的方向。(節錄自楊牧〈壯遊〉) 

（A）作者以生命歷程為經，空間為緯，寫在不同旅遊地被觸動的情緒感受 

（B）作者先寫景再抒情，描述游目騁懷於洛磯山脈的美景而感動震懾 

（C）「為芝加哥狡黠的燈火感到恐怖」，作者對於美國帝國主義感到陌生而不安 

（D）作者以靜止式的視線觀賞瀑布，呈現出一種凝視靜觀、體察萬物的旅行經驗 

（E）作者從高山、湖泊景色中，沉澱自己的思慮，因此「旅行是一種探索、洗滌」 

【答案】（A）(Ｂ)（E） 

【解析】(Ｃ)作者以狡黠形容燈火輝煌的夜景，是上承了對密西根湖的震撼。（D）文末對

於瀑布的描寫是移動的視線，先從上、再到下，然後平視延伸。 

 

30. 大雄正在整理關於明代散文的發展，以下描述正確的選項是： 

（A） 
明初 

三大家 

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人作品反映時代精神、抨擊時政，文風蒼勁悲涼，

閎深雄麗。 

（B） 擬古派 
前後七子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論調，企圖振興宋元以來

衰弱文風，革新臺閣體空疏的文風。 

（C） 唐宋派 
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人，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批判臺閣體空疏的文風，主張復古，講求文章作法。 

（D） 竟陵派 
鍾惺、譚元春主張「幽深孤峭」之風格。有意在形式上追求新奇，喜用

奇字險韻，形成冷僻苦澀的文風。 

（E） 
晚明 

小品 

張岱取公安、竟陵二派之長，提倡任情適性之文學，為晚明小品文之集

大成者。其代表作為《陶庵夢憶》。 

【答案】(Ｂ) (Ｄ) （E） 

【解析】(Ａ)宋濂、劉基、方孝孺為明初三大家。(Ｃ) 唐宋派批判擬古派的模擬之風，主

張復唐宋之古，變秦漢為唐宋古文八大家。「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白居易

創作主張。講義 P.31。 

 

閱讀下文，回答問題。 

談到生死觀，十七世紀強調靈魂與身體有別的二元論想法。十八世紀西方醫學發展出

「機械論」，認為生命的關鍵在於靈魂的有無，一旦機器故障靈魂脫離身體而去，死亡就降

臨了。為了尋找「靈魂所在位置」，德國生理學家弗里德里希．戈爾茨在 1869年做了一項

生物實驗，他以生命力較強的青蛙作為實驗對象，將被取出大腦的青蛙活體作為實驗組，

而對照組則為身體結構完整的青蛙活體。當兩組青蛙同時放置在逐漸加熱的水中，實驗組

的「無腦青蛙」會停留在逐漸加熱的水中，直到死亡，而對照組的正常青蛙則在水溫達到 25

°C時開始試圖跳出逐漸加熱的水中。 

之後，「溫水煮蛙」的相關實驗隨著科學發展的推動，接二連三地在不同的實驗室被學

者們試驗，大部分的探討皆不離「溫度變化」所引起的反射刺激對「青蛙反應」的改變程

度。然而，一則「溫水煮青蛙」的故事，卻不知在何時、何地、何人的口中，一傳十，十傳

百地流傳下來，甚至加油添醋，讓故事的情節像生物的演化般，有著不同的版本，但故事

「藉彼喻此」所影射的寓意倒是很一致：處在逐漸變化的環境中，安逸會使人失去鬥志，故

事在提醒人們應留意逐漸產生的威脅，作出妥善的應變措施。 

從十九世紀的「溫水煮蛙」實驗，事隔 130 年後，美國哈佛大學的生物系教授道格拉

斯．梅爾頓、自然史博物館兩棲爬行動物館館長喬治．祖格，與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動物學



第 9 頁，共 9 頁 

教授維克托．哈金森，分別對「溫水煮蛙」提出看法，而三人的看法也頗為一致：如果把一

隻青蛙放到沸水中，牠不會跳出，而是直接死亡。但是如果把牠放到冷水中，牠絕對不會坐

以待斃，在水變熱之前，一定會為了設法逃離，而變得越來越來活躍，進而奮力跳出。所

以，「溫水煮青蛙」的故事雖傳誦至今，然而其本質上是與實驗結果不符的。(改寫自〈溫

水煮青蛙故事探源〉) 

 

31. 關於上述文中所提到的溫水煮蛙實驗，說明恰當的是： 

（A）最初的溫水煮蛙實驗，是為了瞭解青蛙為何無法感測逐漸上升的水溫 

（B）後續的實驗，是隨著人們對靈魂存在的渴求，而發展出的人文性實驗 

（C）三名美國學者的實驗以及看法，否定了「溫水煮青蛙」的故事寓意 

（D）若要讓實驗結果符合眾人所知的「溫水煮青蛙」寓意，必須要用無腦青蛙來實驗 

（E）「溫水煮蛙」多年來被不同實驗室的學者加油添醋，演化出現在的故事寓意 

【答案】（C）（D） 

【解析】（A）是為了「尋找靈魂所在位置」。(B)並無此說法。（E）並非由學者所傳出，而是

「不知在何時、何地、何人的口中，一傳十，十傳百地流傳下來，甚至加油添醋」。 

 

閱讀下列圖表，回答問題。 

表 1、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分) 

 

 
圖 1、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分) 

 

32. 對於表 1、圖 1，較恰當的解讀是：  

（A）表 1、圖 1 兩者使用的數據相同，皆為 20 年區間內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 

（B）表 1 能看出較多個別年份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數據，圖 1 則僅能看出三年 

（C）就圖 1 折線圖所示，20 年當中，各年齡階段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皆逐年上升 

（D）就總計數字而言，整體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是逐年上升的，尤以 30-34 歲 20 年間上 

升最多 

（E）20 年間女性勞動參與率的高峰，皆落在 25-29 歲，接著大致呈現隨年齡漸大，勞 

動參與率下滑的趨勢 

【答案】(Ａ)（B）（D）（E） 

【解析】（C）15-19歲、20-24歲、55-59歲、60-64歲、65歲以上，並未逐年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