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一Ο二學年度第二學期 高二第一次期中考四書選讀試

題 

考試範圍：龍騰 B版文化基本教材一～四章              

注意事項：答案卡、答案卷請務必註明班級、座號、姓名；未依規定者，一律扣十分。 

壹、單一選擇題：50 %（每題 2.5 分，答錯不倒扣） 
 

1. 尊稱孟子為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道統者的人是： (Ａ)唐代韓愈 (Ｂ)宋代歐陽脩 

(Ｃ)宋代蘇軾 (Ｄ)南宋朱熹。 

解答 Ａ 

解析 唐韓愈在〈原道〉中提出。 

 

2. 下列通同字的用法，何者正確？ (Ａ) 「孳」孳為善者：通「茲」 (Ｂ)非所以「內」

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通「訥」 (Ｃ) 往之「女」家，必敬必戒：通「汝」 (Ｄ)宋人有

「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通「閩」 

解答 Ｃ 

解析 (Ａ)通「孜」 (Ｂ)通「納」 (Ｄ)通「憫」。 

 

3.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  

(甲)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衒賣之事 

(乙)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 

(丙)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 

(丁)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 

(戊)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 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

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上引文章依其文意判斷，其重組

後的正確順序應是 (Ａ)(甲)(丙)(乙)(戊)(丁) (Ｂ)(丙)(乙)(甲)(戊)(丁)  

(Ｃ)(丁)(甲)(丙)(乙)  (戊)(Ｄ)(戊)(甲)(丙)(乙)(丁)。 

解答 B 

翻譯：鄒孟軻的母親，被稱為孟母，孟子小的時候非常調皮，有一次，他們住在墓地旁邊。

孟子就和鄰居的小孩一起學著大人跪拜、哭嚎的樣子，玩起辦理喪事的遊戲。孟子

的媽媽看到了，就皺起眉頭：「不行！我不能讓我的孩子住在這裡了！」孟子的媽媽

就帶著孟子搬到市集旁邊去住。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鄰居的小孩，學起商人做生意

的樣子。一會兒鞠躬歡迎客人、一會兒招待客人、一會兒和客人討價還價，表演得

像極了！孟子的媽媽知道了，又皺皺眉頭：「這個地方也不適合我的孩子居住！」於

是，他們又搬家了。這一次，他們搬到了學校附近。孟子開始變得守秩序、懂禮貌、

喜歡讀書。這個時候，孟子的媽媽很滿意地點著頭說：「這才是我兒子應該住的地方

呀！」於是就定居在那裡了，等孟子長大成人後，學成六藝，獲得大儒的名望，君

子以為這都是孟母逐步教化的結果。 

 

4. 孟子曾經提出一套對他人言詞的是非、誠偽、得失都能經察明辨的方式，稱為「知言」。

下列選項所述，何者最能切合孟子「知言」的應用？ 

(Ａ)詖辭：政客吹噓執政政績的宣傳口號    

(Ｂ)淫辭：小報偷窺名人私生活的報導    

(Ｃ)邪辭：相信西元 2012年必定為地球末日的預言    

(Ｄ)遁辭：嫌犯面對法官詢問時，顧左右而言他的談話 

解答 Ｄ 

解析 詖辭：偏執一端的言論；淫辭：放蕩過份的言論；邪辭：不合正道的言論；遁辭：逃

避閃躲的言論。(Ａ)應為「淫辭」 (Ｂ)與「淫辭」無關 (Ｃ) 應為「詖辭」。 

 

5.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

耳」其中「賢者能勿喪耳」所指的是： (Ａ)惻隱之心 (Ｂ)羞惡之心 (Ｃ)是非之心 

(Ｄ)辭讓之心。 

解答 Ｂ 

解析 題幹：《孟子‧告子上》 (Ａ)惻隱之心是「仁」 (Ｂ)羞惡之心是「義」 (Ｃ)是

非之心是「智」 (Ｄ)辭讓之心是「禮」。 

 

6. 孟子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三者，依序為何者的表現？ 

(Ａ)義／禮／仁 (Ｂ)仁／禮／義 (Ｃ)禮／義／仁 (Ｄ)仁／義／禮。 

解答 Ｂ 

 

7.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

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關於上段文句的說

明，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Ａ)「治人不治」兩個「治」字詞性相同 (Ｂ)本篇強調「推

己及人」之功效 (Ｃ)「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意近於「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

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 (Ｄ) 由「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可知人之求福，除盡其

在我的努力外，也應配合著天命行事。 

解答 Ｂ 

解析 (Ｂ)強調「反求諸己」  

 

8. 下列時間何者與「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中的「平旦之

氣」最接近？ (Ａ)燎沉香，消溽暑。鳥雀呼晴，侵曉窺簷語 (Ｂ)去年元夜時，花市

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Ｃ)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濃。樹深時見鹿，溪午

不聞鐘 (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

已忘言。 



解答 Ａ 

解析 (Ａ)侵曉：指天色漸亮之時。語譯：沉香燃起，散發出陣陣幽香，除去夏雨後潮溼之

氣。檐間棲鳥，破曉歡呼雀躍，竊聽鳥語，知是宿雨過後天放晴。周邦彥〈蘇幕遮〉 

    (Ｃ) 緣溪而行所聞及所見，潺潺流水聲，夾雜著幾聲太吠，岸上桃花還沾著朝露，濃

艷美麗，景色宜人，有如世外桃園，超塵脫俗。山中之幽靜。林深路長，在此小道上

行走，時常見到出沒的野鹿出沒林中，到溪邊已是正午，該是道院打鐘的時刻，週遭

卻是一片寂靜。李白〈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9. 大雄坐時光機回到孟子的年代，請問他有可能遇到下列哪些情形？ (Ａ)看到孟子正在

向孔鯉問學 (Ｂ)路過學堂，聽到琅琅讀書聲，原來孟子正在吟誦《詩經》、《尚書》、《春

秋》 (Ｃ)聽到激烈的爭吵聲，原來孟軻和梁惠王正在辯論對人性的看法 (Ｄ)最後大

雄帶著《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輯的四書本開心的回到他的年代。 

解答 Ｂ 

解析 (Ａ)孟子為子思門人的學生 （C）告子 (Ｄ)南宋朱熹把《論語》、《孟子》、《大學》、

《中庸》合為四書。 

 

10. 孟子與梁惠王談治國之道時，孟子說：「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其意何

在?  

(Ａ)周朝之賦稅，萬中取千，千中取百，稱之為徹，這種賦稅制度對統治者而言不算少  

(Ｂ)軍備的分配雖因身分而有不同，但重點不在數量，乃在得民心與否  

(Ｃ)於萬乘之中擁有千乘兵車，於千乘之中擁有百乘兵車，這種比例已是足夠  

(Ｄ)萬乘之國統治千乘之國，千乘之國統治百乘之家，為國者對資源應能做到有效分配。 

解答 Ｃ 

解析 (Ａ)民本思想。《孟子‧盡心下》。 

 

11. 孟子

(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以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這樣論述之下的君民

關係，較符合下列哪個選項？  

(Ｂ)先之，勞之。……無倦  

(Ｃ)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解答 Ｃ 

解析 (Ａ)語出論語 子路。語譯：在上位的人，本身做得正，不下命令，政務也能推行；

本身不正，雖然下了命令，人民也不聽從 (Ｂ)語出論語 子路。語譯：領導民眾，

凡事自己比他們先實行，先勞苦。……只要持久不倦就夠了 (Ｃ)指在上位者事事遵

照禮節去做，那麼民眾就容易聽從指使，治理天下就容易多了。語出論語 憲問。語

譯：在上位的人事事遵照禮節去做，那麼民眾就容易聽從指使了 (Ｄ)語出論語 為

政。語譯：用政令法制來訓導民眾，用刑罰來約束他們，這樣人民只求苟且避免犯法

受刑，但無羞恥之心；用道德來引導人民，用禮教來整飭他們，這樣人民不僅有羞恥

之心，而且能遵從教導以達到善的境地。 

 

12. 「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孟子藉

此以說明聖人與盜賊之徒差別所在。此段文字意近於：  

(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Ｃ)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  

(Ｄ)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 

解答 Ｄ 

解析 (Ａ)語出論語 子路。語譯：君子與人意見調和，但不願苟且贊同；小人曲從人意，

而不能做到中正和平 (Ｂ)語出論語 衛靈公。語譯：君子也有窮困的時候，但能固

守節操，小人窮困時就放肆亂來了 (Ｃ)語出論語 子路。語譯：君子容易侍奉，卻

難以取悅；小人難以侍奉，卻容易取悅 (Ｄ)語出劉安

 

 淮南子 繆稱訓。語譯：君子

的內心只顧慮思考合乎義的行為，而不掛慮是否得到利益；小人則貪求利益而不考慮

行事是否合乎義。 

13.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孟子

(Ｂ)

以「魚」喻「生」，以「熊掌」喻「義」，說明「舍生取義」之理  

孔子所謂的「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即孟子

(Ｃ)

所謂的「舍生取義」  

孟子

(Ｄ)

以「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而

與之，乞人不屑也」，說明人人皆有是非之心  

孟子

解答 Ｃ 

認為「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

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的原因，乃是失其羞惡之心。 

解析 (Ｃ)人人皆有羞惡之心。 

 

14. 孟子

(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意思同於：   

(Ｂ)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Ｃ)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Ｄ)色取仁而行違，居之而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解答 Ｂ 

解析 (Ａ)出自論語 里仁。語譯：一個人能真心向仁，也就不會做出壞事來 (Ｂ)出自論

語 學而。 

語譯 (Ｂ)孝弟是行仁的根本吧  (Ｃ)出自論語 學而。語譯：他做人能夠孝順父母、尊敬



兄長，而會喜好觸犯長上的，必定是很少了 (Ｄ)出自論語 顏淵。語譯：只是表面

上似乎愛好仁德，而行為卻不如此，自己竟以仁人自居而不加疑惑，這種人，他在邦

國內，一定會騙取名望，在大夫之家，也一定會騙取名望。 

 

15. 孟子善喻。請問孟子用以說明人之善性與生俱來的事例，不包含下列何者？ 

(Ａ) 水無有不下  

(Ｂ) 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Ｃ)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Ｄ) 牛山之木嘗美，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孽之生焉  。 

解答  Ｂ 

解析  (Ｂ)為告子性無善無不善的比喻說明。 

 

16. 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

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由此可知：  

(Ａ)只有知者能將四端擴充，力行實踐。擴充之人，可成為君王，必能一統天下，否則連

父母也當不成  

(Ｂ)人皆有是心，惟君子能擴而充之，如能擴充四善端，加以推廣，則能澤被天下，充與

不充，盡其在我而已  

(Ｃ) 必須謹慎保有四端，如同珍惜自身四肢，進而擴充四體的潛能，如燃燒木材，不停助

長火勢，才能持盈保泰  

(Ｄ)懂得擴充四端的人，必先經過水深火熱般的磨鍊。經過一番淬礪後，則能擁有天下和

事奉父母。 

解答 Ｂ 

 

17. 下列文句結構，何者與「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

取熊掌者也」的用法相同？  

(Ａ)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Ｃ)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  

(Ｄ)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 

解答 Ａ 

解析 (Ａ)比較複句。《論語‧八佾》 (Ｂ)因果複句。語譯：不能認清廬山真正面目的原

因，就是因為身處在這座深山之中。蘇軾〈題西林壁〉 (Ｃ)假設複句。司馬光〈訓

儉示康〉 (Ｄ)因果複句。近水樓臺（因）先得月（果），向陽花木（因）易為春（果）。

蘇麟〈斷句〉。 

 

18. 孟子在齊國拒絕國君餽贈，此舉合乎何種態度？  

(Ａ)安時而處順  

(Ｂ)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Ｃ)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Ｄ)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 

解答 Ｄ 

解析 (Ａ)比喻安命運時勢之所趨，不拘泥執著，則生活常安適無憂。《莊子‧養生主》 (Ｂ)

君子凡事要求自己，小人反是。《論語‧衛靈公》 (Ｃ)指士（君子）不應該注重物

質的享受。《論語‧憲問》。 

 

19-20為題組 

閱讀下列南宋 朱熹 朱子語類兩則短文，回答 14-15題。 

   

甲、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王問

利」，便說「盡心」。 

乙、或問：「孟子說『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是如何？」曰：「孔子未嘗

不說，只是公自不會看耳。譬如今沙糖，孟子但說糖味甜耳。孔子雖不如此說，卻只

將那糖與人吃。人若肯吃，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也。」 

19. 下列閱讀論語、孟子的方法，與上引朱熹言論最相符的選項是： 

(A)欲去好高之病，宜先求「一貫」，再求「盡心」 

(B)無論讀論語或孟子，皆應循序漸進，踏實研讀 

(C)論語說理平易，適合略讀；孟子說理詳盡，適合精讀 

(D)孟子較論語義理分明，宜先讀孟子，再讀論語。 

   

20. 上文朱熹以「吃糖」為喻，目的是希望讀書人明白： 

(A)在教學方法上，孔子的身教優於孟子的言教 

(B)孔子說理直截了當語重心長；孟子辯才無礙，得理不饒人 

(C)孔子雖少講理論，實教人透過生活實踐以體悟道理 

(D)「仁」因孟子的解釋分曉，才得以確立為儒家學說的核心。 

解答 19.B 20.C 

解析 

甲、語譯：近日學者毛病在好高騖遠，讀論語，未學首章的「學而時習」，便說「融會貫通」；

讀孟子，第一章「梁王問利」都還沒讀透，便妄言末章的「盡心」內蘊道理。 

乙、語譯：有人問：「孟子說解『仁』字，義理非常清楚，孔子都不曾清楚說明，這是什麼

原因？」曰：「孔子不是未曾說明，只是您自己不會體悟罷了。譬如現在這個砂糖，孟

子只說糖味甜。孔子雖然不這樣明說，卻只拿那糖給人吃。人若肯吃，則它的甜味，

自然不必等待明說就知道了。」 



貳、多重選擇題：50 %（每題 2.5 分，答錯 1 個選項者，得 1.5 分;答錯 2 個

選項者，得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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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下列「 」中的字詞解釋，何者相同？  

(Ａ)「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Ｂ)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  

(Ｃ)非「惡」其聲而然也／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Ｄ)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

世之士哉  

(Ｅ)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解答 ＣＤＥ 

解析 (Ａ)如果（或解為發語詞，無義）／即、就是 (Ｂ)求／重要。顧炎武〈廉恥〉 (Ｃ)

討厭、憎惡 (Ｄ)逃避／逃避。《論語‧微子》 (Ｅ)停止、罷休／停止、罷休。《詩

經‧鄭風‧風雨》。 

 

22.下述文句中，劃線處讀音正確的選項是： 

孟子名軻，字子(Ａ)輿，出生於周烈王四年，卒於周(Ｂ)赧王二十六年。祖先是魯(Ｃ)

桓公的庶長子公子慶父，原先孟氏一族安穩地定居在食邑(Ｄ)郕城，可是在戰爭頻仍的

時代中，不幸被齊國攻破，大家奔逃四方之後祖先從魯國遷居到(Ｅ)鄒

(Ａ)ㄩˇ   (Ｂ)ㄋㄢˇ   (Ｃ)ㄏㄥˊ   (Ｄ)ㄔㄥˊ   (Ｅ)ㄓㄡ 

國，故《史記》

才會說孟子是鄒人。 

解答 ＢＤ 

解析 (Ａ)ㄩˊ (Ｃ)ㄏㄨㄢˊ (Ｅ)ㄗㄡ。 

 

23.下列選項中的對聯或文句，何者是歌詠孟子？  

(Ａ)允哉聖人之徒，聞善則行，聞過則喜／大哉夫子之勇，見危必拯，見義必為  

(Ｂ)尊王言必稱堯舜，憂世心同切孔顏  

(Ｃ)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  

(Ｄ)千里而來，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百世以下，莫不興起，況於親炙之者乎  

(Ｅ)昔有白頭人，亦釣此渭陽。釣人不釣魚，七十得文王。 

解答 ＢＤ 

解析 (B) (D)皆山東鄒縣孟廟之楹聯 (Ａ)子路 (Ｃ)孔子 (Ｅ)姜太公 

 

24.下列孟子章句與使用情形的配合，合乎邏輯者為  

(Ａ)給「提供資料給詐騙集團者」一句話：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Ｂ)給「上課睡覺，下課補習的同學」一句話：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Ｃ)給「高薪禮聘，代言不實商品者的演員」一句話：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

我何加焉  

(Ｄ)給「刷爆信用卡，欲以死解脫者」一句話：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  

(Ｅ)給「刷爆信用卡，欠債難還的月光族」一句話：養心莫善於寡欲。 

解答 (Ｂ)(Ｃ)(Ｅ) 

解析 (Ａ)詐騙本是不義之事，提供資料給詐騙集團乃是不智之事，此乃無是非之心也。(Ｄ)

刷爆信用卡者為物欲所蒙蔽，乃是對自己不義，自殺者更無法彰顯孟子「捨生取義」的

意涵。 

 

25.阿光讀完《孟子》一書，深受啟發，以下是他寫下的筆記，請幫忙檢查下列何者理解錯

誤？  

(Ａ)每個人都擁有實現自我價值的能力，價值之所以不能實現，往往是自我放棄的結果  

(Ｂ)人天生就具有把自己拉回正道的力量，而求學的目的正在於找回迷失的自己  

(Ｃ)人之所以會有不善的表現，乃因為「食色，性也」的原因  

(Ｄ)培養浩然正氣的方法，在於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內在存心與外在言行都要合乎道義，

而非偶一為之即可  

(Ｅ)君子之德的養成關鍵在於博文強識，須努力增廣見聞並累積所學，更要一日三省吾

身。 

解答 ＣＥ 

解析 (Ｃ)「食、色，性也」乃告子主張。孟子則認為人之所以會有不善的表現，是因為受

到後天物欲蒙蔽的緣故 (Ｅ)孟子認為君子的為學之方在於持守本心，並依據自己內

心體會出的道理去行事。原文：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

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離婁上》。「博文強識」是指見聞廣博，記憶力很好。「三省吾身」為曾子所

言。 

 

26.下列何者為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者？  

(Ａ)不食嗟來食者  

(Ｂ)不辨禮義而受萬鍾祿者  

(Ｃ)不受蹴爾之與者  

(Ｄ)所欲有甚於生者  

(Ｅ)所惡莫甚於死者。 

解答 (Ｂ)(Ｅ) 

 

27.下列詩文相關的人物生平事蹟，何者可用來說明「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的概念？ 

(Ａ)自述著史動機：「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司馬遷 

(Ｂ)忍受一時的胯下之辱，幫助劉邦成就帝業的韓信  



(Ｃ)殉身社稷，埋塚梅花嶺上的史可法 

(Ｄ)功成身退，乘扁舟浪跡五湖的范蠡  

(Ｅ)威武不屈，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 

解答 ＣＥ 

解析 (Ａ)(Ｂ)(Ｄ)司馬遷、韓信、范蠡各用自己的方法伸展他們心中的「義」，皆未「舍

生」而取義  

 

28.關於《孟子》的篇旨說明，何者正確？  

(Ａ)孟子教人養心存性最重要的是無欲  

(Ｂ)孟子認為學的根本是要找回放失的本心  

(Ｃ)孟子認為自暴自棄的人是自絕於仁義之道  

(Ｄ)孟子告誡人不可以捨本逐末，君子必先學會治人而後才能修己 

(Ｅ)孟子以牛山之木為喻，說明良心善性的亡失，是因為不知操持存養。 

解答 ＢＣＥ 

解析 (Ａ)孟子教人養心存性最重要的是寡欲 (Ｄ)孟子告誡人不可以捨本逐末，君子必先

修己而後才能治人。 

 

29.孟子主張「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

存焉者寡矣。」可以和孔子的哪些論點相互闡發？  

(Ａ)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Ｂ)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Ｃ)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Ｄ)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Ｅ)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 

解答 全 

 

30.下列關於孟子「性善」學說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主張仁、義、禮、智，皆為外鑠我也，非我固有之也  

(Ｂ)「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認為是水的本性造成水的

飛濺情形 

(Ｃ)由「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可知，孟子認為敬兄之義，是在人成長之後所學

到的倫理美德  

(Ｄ)孟子認為若擴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足以保四海、事父母 

(Ｅ)引孔子語「操則存，舍則亡」乃在提醒：不要憑著感覺走，心是需要時時鍛鍊的，

否則生命一旦被欲望套牢、被情緒篡位，良心就會失去生命的主宰權。 

解答 ＤＥ 

解析 (Ａ)為我固有也 （Ｂ）水之所以如此，乃外在形勢使然。此段孟子用以喻人之為惡，

乃外在形勢使然(Ｃ)敬兄之義是人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 

 

31.孟子

(Ａ)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句中的「小人」意近於下列何者？  

(Ｂ)君子懷德，「小人」懷土  

(Ｃ)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  

(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Ｅ)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解答 ＢＤ 

解析 (Ａ)指「平民百姓」。語出論語陽貨 (Ｂ)指「沒有品德者」。語出論語里仁 (Ｃ)指

「平民百姓」。語出司馬光

 

訓儉示康 (Ｄ)指「沒有品德者」。語出論語顏淵 (Ｅ)指

「平民百姓」。語出論語顏淵。 

32.對於孟子「義利之辨」的闡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聖賢與盜蹠的不同，在於為善與逐利之動機與行為  

(Ｂ)臣民對於國家的貢獻，端看他如何追求國家的最高利益  

(Ｃ)上下交征利，則國家經濟自能獲得長遠的發展  

(Ｄ)一切行為若純以利益為考量，則國家必頻生篡奪行為  

(Ｅ)在正當名義下，他人財物的贈與，君子是可以欣然接受的。 

解答 ＡＤＥ 

解析 (Ａ)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Ｂ）（Ｃ）上下交征利，則國危矣（Ｄ）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Ｅ）孟子：「……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

不受？」。 

 

33.孟子

(Ａ)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重仁義而輕利，下列文句何者即是此一理念的表述？  

(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Ｃ)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Ｄ)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災），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

亡國敗家之有  

(Ｅ)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解答 ＡＢＣＤ 

 解析 (Ｄ)菑，音ㄗㄞ。出自離婁上。語譯：對不講仁德的人，怎能和他說仁義的道理呢？

他把就要遭遇的危險當作安全，把就要來臨的災禍看成有利，只喜歡做那些使他敗

亡的事情。如果對不講仁德的人還可以和他說仁義的道理，那又怎麼會有滅亡的諸

侯之國和敗壞的大夫之家呢  (Ｅ)為善性為人所固有之比喻，與重仁義輕利益之思

想無涉。 



34.孟子主張「性善」，認為「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斷

定人會為不善，是由於善心喪失的原因。那麼孟子

(Ａ)寡欲 (Ｂ)先立乎其大者 (Ｃ)求其放心 (Ｄ)梏其夜氣 (Ｅ)擴充四端。 

認為存養善心的方法是：  

解答 ＡＢＣＥ 

解析 (Ａ)孟子認為「養心莫善於寡欲」 (Ｂ)孟子以為「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

也。」、「從其大體」則可以為「大人」 (Ｃ)孟子以為求其放失的本心，則可以恢

復原有的善性 (Ｄ)孟子認為一再攪亂夜間所生清明之氣，則良心會亡失 (Ｅ)孟

子

 

認為擴充仁、義、禮、智四端，善心便能時時存在。 

35.下列關於孟子

(Ａ)建立起

其人和思想的敘述，何者正確？  

儒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Ｂ)主張人性本善，但善性受限於環境，此點可從「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

則民好暴」一事推知 

的道德觀，以道統繼承人自期，

發出「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豪語，充分表達自己的信念和抱負  

(Ｃ)用「心善」說明「性善」，人的自覺心、道德心才是孟子

(Ｄ)認為有善性不必然有善行，善行的表現仍須透過存養擴充、求其放心，才能依循大

體成為大人  

「性」的定義所在  

(Ｅ)「義」是最高的判斷標準，一切作為與謀取都要服膺在「義」的前提下，才產生價

值，堪稱是一個道德理想主義者。 

解答 ＡＣＤＥ 

解析 (Ｂ)非孟子

 

性善內涵，所舉乃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例子。 

36.孟子提出了「義」的概念對孔子「仁」的思想進行擴充。下列選項何者符合孟子對「義」

的詮釋？ 

(Ａ)是人人皆有的「不忍人之心」  

(Ｂ)是與生俱來的「是非之心」  

(Ｃ)是一輩子遵行的「人之正路」  

(Ｄ)能彰顯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乃天爵者  

(Ｅ)即「以順為正者」，能使民「安居而天下熄」。 

解答 ＣＤ 

解析 (Ａ)「不忍人之心」為惻隱之心，乃「仁」之端（Ｂ）改為羞惡之心（Ｄ）仁義忠信，

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Ｅ）為公孫衍、張儀之流者。 

 

37.下列哪些文句可用以闡述「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的道理？  

(Ａ)染蒼染黃 (Ｂ)一傅眾咻 (Ｃ)見風使帆 (Ｄ)橘化為枳  

(Ｅ)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解答 ＡＢＤＥ 

解析 (Ａ)比喻環境或教育的影響力大 (Ｂ)一人教誨時，眾人在旁喧擾。比喻學習受到干

擾，成效不佳，或環境對人的影響很大 (Ｃ)視風向的變化而改變船帆的方向。比喻

隨機應變，視情況而行動 (Ｄ)比喻同樣的東西會因環境的不同而引起變化 (Ｅ)蓬

草生長在麻中自然會直。比喻受外界環境的影響。 

 

38.有關《孟子》篇章中文句的說明，何者正確？  

(Ａ)「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乃謂人要及時行樂  

(Ｂ)「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意謂要寧死不屈  

(Ｃ)「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指此人有不忍人之心  

(Ｄ)「操則存，舍則亡」指我固有本然的善心，亦即「仁義禮智」四端  

(Ｅ)「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說明急躁地用錯誤方法，反而欲

速則不達的道理。 

解答 ＤＥ 

解析 (Ａ)表示寧死不避患 (Ｂ)表示竭盡所能也要保全生命 (Ｃ)有羞惡之心。 

 

39.下列是戰國時期不同的人性論主張，請選出敘述正確者  

(Ａ)「性無善無不善」之說沒有區別出人與動物的不同，也沒有彰顯人之所以為人的可

貴之處  

(Ｂ)「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說明人之為善為惡，完全是受外在環境的影響  

(Ｃ)「有性善，有性不善」表示人本來就有善與惡的分別，因此以堯為君，而有象；以

鼓叟為父而有舜  

(Ｄ)孟子「人性本善」的看法可與詩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互為闡發  

(Ｅ)荀子「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說明人是不可能靠後天來改變先天。 

解答 ＡＢＣＤ 

解析 (Ｅ)「偽」乃人為，表示可靠教育、學習來「化性起偽」，荀子主張人應藉由後天禮

法的規範才能為善。（《好好讀學習評量》第二章） 

 

40.為了引起對方注意，講話、行文時故意使用詢問語氣，叫做「設問」。下列關於孟子章

句中，設問語句的分類說明，何者正確？  

(Ａ)「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激問  

(Ｂ)「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疑問 

(Ｃ)「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提問  

(Ｄ)「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疑問  

(Ｅ)「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激問。 

解答 Ｅ 

解析 (Ａ)疑問 (Ｂ)提問(Ｃ)疑問 (Ｄ)激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