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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學年度第 1學期 二年級 國文科 第二次期中考試題  

 

【考試範圍】 

1.翰林版第三冊：L2玉山去來、L3勞山道士、L5 先秦韻文選、L10 映照你我的鏡 

2.補充教材：L2 始得西山宴遊記 

3.漸進式滿分閱讀 3-4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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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3題為混合題型手寫題，請將答案書寫於答案卷，答案卡上的第 31、33題 

不須畫記，請保持空白。 

一、 單一選擇題：38% 

說明：第 1 題至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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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列各組「   」內之字音，異同狀況與其他三者不同的是： 

（A）「俛」首而入／誠心央「浼」／婦女分「娩」 

（B）「蓓」蕾花朵／「培」塿為類／不慎躓「踣」 

（C）四顧「逡」巡／怙惡不「悛」／教「唆」犯罪 

（D）日「晡」時分／周公吐「哺」／「餔」糟歠釃 

【答案】(Ｄ) 

 

2. 下列各組「 」內的詞，前後意義相同的是： 

（A）明早「當」遣汝行／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B）良宵「勝」樂，不可不同／今宵最樂，然 不「勝」酒力矣 

（C）其門人甚眾，「薄」暮畢集╱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 

（D）登一頂，有觀宇，甚「幽」／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 

【答案】(Ａ)    

3. 下列各句中沒有錯別字的是： 

(Ａ) 專業舞者的纖腰秀相、曼妙舞姿，吸引了在場所有人的目光 

(Ｂ) 書法家以入木三分的猷勁筆力，寫就一幅幅震懾人心的作品 

(Ｃ) 國文老師在講台朗聲授課，學生卻早已迫不及待衝向熱食部 

(Ｄ) 民歌的旋律迴還複踏，既美妙又動聽，難怪聽眾都如癡如醉 

【答案】(Ｃ) 

 

4. 依據文意，□□內最適合填入的詞語依序是： 

甲、晴天的時候，太陽照射，雲朵悠然□□，光線以及山和雲的投影就會在一些  

    山坡和坑谷上移動，走過高山深壑和曲突皺褶的稜脈巉岩。（陳列〈山中 

    書〉) 

乙、植物的緘默總包含千言萬語，但又可將世間無盡喧囂，□□為深沉的靜謐。 

    （徐國能〈蒲葵〉) 

丙、記住一個愛不得的人／記好他的手／曾經冰冷／交給你的小小□□／足以撐 

    過／一個冬天（徐珮芬〈過冬〉） 

（A）伸展／張揚／火焰                  （B）舒卷／收攏／火焰 

（C）伸展／收攏／蠟燭                  （D）舒卷／張揚／蠟燭 

【答案】(Ｂ) 

 

5. 下列文句畫底線處的成語，運用最適當的是： 

(Ａ) 醫護人員有救濟蒼生的情懷，救死扶傷、吮癰舐痔，敬重生命，令人敬佩 

(Ｂ) 在那場七日的禪修，我曾進入心凝形釋、了無罣礙的境界，是難忘的體驗 

(Ｃ) 發生戰爭時，人民流離失所，三餐不繼、衣冠楚楚，其淒慘教人不勝唏噓 

(Ｄ) 父母對子女深厲淺揭的敦促，用心良苦，為人子女者理當自強，回饋親恩 

【答案】(Ｂ) 

 

6. 孫同學參加百萬小學堂猜謎節目「臺灣文學家」單元，要用五個線索猜出一位文

學家。五個線索之中，有兩個線索與該作家無關，必須排除才能破關。需要排除

的是： 

甲、代表作為《永遠的山》、《地上歲月》、《躊躇之歌》、《人間印象》 

乙、曾應玉山國家公園請託，從事自然寫作，兼融遊記、生態、人文等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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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早期寫小說、劇本，近年則多涉及個人記憶、家庭變故、老年失智等主題 

丁、出身農家，以描寫農村人物與情感為主，作品風格樸實，是傑出的鄉土作家 

戊、曾擔任國中英文老師，後因政治因素入獄，出獄後從事民主運動，擔任公職 

(Ａ) 甲乙          (Ｂ) 乙丙          (Ｃ) 丙丁           (Ｄ) 丁戊 

【答案】(Ｃ) 

 

7. 下列有關《詩經‧蒹葭》一詩，說明最適當的是： 

(Ａ)「白露為霜」、「白露未晞」、「白露未已」點出追尋不到伊人的苦惱 

(Ｂ) 以「蒹葭」、「白露為霜」點出時令為冬天，增添歲末時分的思人情懷 

(Ｃ)「在水一方」象徵伊人柔情似水，「溯洄」、「溯游」象徵伊人遙遠難及 

(Ｄ) 道阻「且長」、「且躋」、「且右」，表達愈來愈艱辛卻仍不止息的追尋 

【答案】(Ｄ) 

 

8. 〈始得西山宴遊記〉：「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

作者說「遊於是乎始」的原因是： 

(Ａ) 就景色而言：西山景色之壯麗遠超作者攀登過的一切高山 

(Ｂ) 就意義而言：西山之遊是作者貶至永州後的首次遊山玩水 

(Ｃ) 就心態而言：西山之遊帶來心境上的轉折，象徵全新開始 

(Ｄ) 就生涯而言：西山遊後作者厭倦貶謫生活，決定歸隱山林 

【答案】(Ｃ) 

 

9. 國文老師寓教於樂，在段考前以九宮格為同學復習「修辭賓果王」，進行步驟如

下： 

（一）同學於表格中填入考試範圍的修辭文句 

（二）老師說出某種修辭名稱時，(一)寫下的句子若有符合，即可畫圈 

（三）最先連成四線者即為「修辭賓果王」（三點一線，直線、橫線或對角斜線 

           皆可） 

下列選項依序為遊戲進行過程，根據小葉在九宮格寫下的文句，說明正確的是： 

○1  

岈然洼然 

若垤若穴 

○2  

月明輝室 

光鑑毫芒 

○3  

蒹葭蒼蒼 

蒹葭萋萋 

○4  
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纓 

○5  
漁父莞爾而笑 

鼓枻而去 

○6  

所謂伊人 

在水之涘 

○7  

額上墳起 

如巨卵焉 

○8  

宜早寢 

勿誤樵蘇 

○9  

陟罰臧否 

不宜異同 

(Ａ) 第一題：當老師說「交錯語次」時，小葉連成一線 

(Ｂ) 第二題：當老師說「譬喻修辭」時，小葉無法連線 

(Ｃ) 第三題：當老師說「轉品修辭」時，小葉連成一線 

(Ｄ) 三題結束，小葉仍然無法成為「修辭賓果王」 

【答案】(Ｃ) 

 

10. 甲圖為台灣 2011-2021 的出生與死亡人數，乙圖為 2021 年每月的出生與死亡人

數，若不考慮因移入、移出造成的社會性人口增減，下列選項對於二圖的說明，

不正確的是：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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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Ａ) 由甲圖知 2019 年以後，死亡人數多於出生人數，人口開始呈現負成長 

(Ｂ) 由甲圖知 2021 年出生人數最低，持續維持人口負成長，並有擴大趨勢 

(Ｃ) 由乙圖知 2021 年 9 月的出生人數與死亡人數相差最大，人口自然減少 

(Ｄ) 由乙圖知 2021 年每月出生數都低於死亡數，其中 12 月相差約 1600 人 

【答案】(Ｃ) 

 

11. 請依文意選出排列順序最適當的是： 

「從屈原開始， 

甲、詩人就生存在兩邊中間， 

乙、一邊是嫉妒、謠諑、黨人、貪婪、溷濁、流俗， 

丙、這種對壘，有寫實，更是象徵， 

丁、另一邊是美人、幽蘭、秋菊、清白、求索、鳳凰， 

戊、中國文學擺開了兩重意象的近距離對壘， 

因此總是在磨難中追求，又在追求中磨難。」（改寫自余秋雨《中國文脈．第一

詩人》） 

(Ａ) 甲乙丁戊丙                     (Ｂ) 甲丙戊乙丁  

(Ｃ) 戊丙丁乙甲                     (Ｄ) 戊乙丁丙甲 

【答案】(Ｄ)   

12. 下列文學作品，依文體時代先後排列適當的是： 

甲、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  

    草！牆裡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 

    無情惱。 

乙、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丙、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 

    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丁、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Ａ) 乙丁丙甲                       (Ｂ) 乙甲丙丁 

(Ｃ) 丁丙甲乙                       (Ｄ) 丁乙丙甲 

【答案】 (Ａ)                             

 

13-14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13-14 題。 

    每日交四更，諸山寺觀已鳴鐘，庵舍行者頭陀，打鐵板兒或木魚兒沿街報曉，各

分地方。……蓋報令諸百官聽公上番虞候上名衙兵等人，及諸司上番人知之，趕趁往

諸處服役耳。……最是大街一兩處麵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麵店，通宵買賣，交曉不絕。

緣金吾不禁，公私營幹，夜食于此故也。御街鋪店，聞鐘而起，賣早市點心，如煎白

腸、羊鵝事件、糕、粥、血臟羹、羊血、粉羹之類。冬天賣五味肉粥、七寶素粥，夏

月賣義粥、饊子、豆子粥。……有賣燒餅、蒸餅、糍糕、雪糕等點心者。以趕早市，

直至飯前方罷。及諸行鋪席，皆往都處，侵晨行販。和寧門紅杈子前買賣細色異品菜

蔬，諸般下飯，及酒醋時新果子，進納海鮮品件等物，填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

氣象，殊可人意。……大街小巷，在在有之，不論晴雨霜雪皆然也。(吳自牧〈夢梁

錄‧天曉諸人出市〉) 

13. 根據上文，大街上麵食店與市西坊的西食麵店通宵營業的原因是： 

（A）擔任京城戒備的官員不能克制口腹之慾             

（B）公務人員與民間人士有半夜飲食之需求 

（C）報曉者勞務負擔沉重，亟需宵夜補充體力         

（D）民眾消費能力提高，故攤商開發精緻飲食 

【答案】(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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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某同學向小叮噹借時光機來到上文中的時空，他會看到的景象是：  

（A）深夜，行腳僧人拿著鐵板或木魚，提醒民眾盡快就寢 

（B）虞候武官與輪值人員，凌晨時間急忙往指定處所值勤 

（C）民眾午後前往早市購買可口糕點，作為下午茶的點心 

（D）大雪飛揚的冬日，店鋪因寒冷而停業，市集門可羅雀 

【答案】(Ｂ)  

 

15-17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15-17 題。 

甲   

丙寅，偕沙門無垢，籃輿曲折行澗中，即錦澗也。度石橋，為錦繡谷，名殊不

佳！得紅蘭數本，宜改為紅蘭谷。忽白雲如野馬，傍腋馳去；視前後人，在綃紈中。

雲過，道旁草木羅羅然，而澗聲清越相和答。遂躡半雲亭，睨試心石，經廬山高石

坊，石勢秀偉不可狀，其高峰皆浮天際。而雲忽起足下，漸浮漸滿，峰盡沒。……雲

散，則一石皆有一雲繚之。忽峰頂有雲飛下數百丈，如有人乘之行，散為千百，漸消

至無一縷，蓋須臾之間已如是。徑天池口，至天池寺。寺有石池，水不竭。東出為聚

仙亭、文殊岩。岩上俯視，石峰蒼碧，自下矗立，雲擁之，忽擁起至岩上，盡天地為

綃紈色，五尺之外，無他物可見。已盡捲去，日融融然，乃複合為綃紈色，不可辨

矣！(惲敬〈遊廬山後記〉) 
籃輿：竹轎／綃紈：白色的薄絹紗／羅羅然：草木稀疏的樣子／融融然：和暖的樣子。 

乙 

         大幅大幅成匹飛揚的雲，不斷地一邊絞扭著，糾纏著，蒸騰翻滾，噴湧般綿綿不

絕從東方冥冥的天色間急速奔馳而至，灰褐乳白相間混，或淡或濃，瞬息萬變，襯著

灰藍色的天，像颶風中翻飛的卷絲，像散髮，狂烈呼嘯，洶洶衝捲，聲勢赫赫，一直

覆壓到我眼前和頭上，如山洪的暴濺吟吼，如宇宙本身以全部的能量激情演出的舞

蹈，天與地以及我整個人，在這速度的揮灑奔放中似乎也一直在旋轉搖盪著，而奇妙

的是，這些雲，這些放肆的亂雲，到了我勉強站立的稜線上方，因受到來自西邊的另

一股強大氣流的阻擋，卻全部騰攪而上，逐漸消散於天空裏。(陳列〈玉山去來〉) 

15. 關於甲文中對於雲的摹寫，說明最適當的是： 

(Ａ) 「忽白雲如野馬，傍腋馳去；視前後人，在綃紈中」：白雲忽然像野馬一 

樣奔馳而來，雲氣離去之後，視野清晰，方見同行者皆身著白紗 

(Ｂ) 「石勢秀偉不可狀，其高峰皆浮天際。而雲忽起足下，漸浮漸滿，峰盡 

沒」：山峰浮於天際，雲氣忽然從腳下浮起，進而遮蔽整座山峰 

(Ｃ) 「雲散，則一石皆有一雲繚之。忽峰頂有雲飛下數百丈，如有人乘之 

行」：白雲繚繞山石，山頂上的雲往下飛散，雲間彷彿可見登山者行走 

(Ｄ) 「岩上俯視，石峰蒼碧，自下矗立，雲擁之，忽擁起至岩上，盡天地為綃

紈色」：在文殊岩上仰望，更高的石峰被雲遮蔽，天地全被雲霧籠罩 

【答案】(Ｂ) 

 

16. 關於乙文的書寫策略，不正確的是： 

(Ａ) 先以「大幅大幅成匹的雲」總述摹寫對象，再分述其狀態、色澤、變化  

(Ｂ) 描述雲相迅速狂暴的動態變化，具體形塑前文「宇宙洪荒般詭譎的氣象」 

(Ｃ) 標點符號方面，採取「一逗到底」的方式，營造出令人震懾的壯盛氣勢 

(Ｄ) 捨棄主觀，以純粹客觀的描寫，呈現雲氣變化，留給讀者更多感受空間 

【答案】(Ｄ) 

 

17. 關於甲、乙兩文對雲的描寫方式，最適當的是： 

（Ａ）兩文作者皆立於山頂，觀察並摹寫某一定點所見的雲相 

（Ｂ）兩文皆描寫雲接觸或迫近自己身體，營造身處高山實感 

（Ｃ）兩文皆以雲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移動，呈現其動態感 

（Ｄ）兩文皆採用移覺，更換感受角度，用聽覺摹寫雲的形象 

【答案】(Ｂ) 

 

18-19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18-19 題。 

甲   

          韓公子，邑世家。有單道士，工作劇，公子愛其術，以為座上客。單與人行

坐，輒忽不見。公子欲傳其法，單不肯。公子固懇之。單曰：「我非吝吾術，恐壞

吾道也。所傳而君子則可；不然，有借此以行竊者矣。公子固無慮此，然或出見美

麗而悅，隱身入人閨闥，是濟惡而宣淫也。不敢從命。」公子不能強，而心怒之，

陰與僕輩謀撻辱之。恐其遁匿，因以細灰布麥場上；思左道能隱形，而履處必有印

跡，可隨印處急擊之。於是誘單往，使人執牛鞭立撻之。單忽不見，灰上果有履

跡，左右亂擊，頃刻已迷。(節選自《聊齋誌異．單道士》) 

乙     

    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心不能待，辭曰：「弟子數百里受

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習，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閱兩、三月，不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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樵而暮歸。弟子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

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略授小技，此來為不負也。」道士問：

「何術之求？」王曰：「每見師行處，牆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

允之。乃傳以訣，令自咒，畢，呼曰：「入之！」王面牆，不敢入。又曰：「試入

之！」王果從容入，及牆而阻。道士曰：「俛首驟入，勿逡巡！」王果去牆數步，

奔而入。及牆，虛若無物，回視，果在牆外矣。大喜，入謝。道士曰：「歸宜潔

持，否則不驗。」遂助資斧遣之歸。 

  抵家，自詡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傚其作為，去牆數尺，奔而入，

頭觸硬壁，驀然而踣。妻扶視之，額上墳起，如巨卵焉。妻揶揄之。王慚忿，罵老

道士之無良而已。（節選自《聊齋誌異．勞山道士》） 

18. 下列關於乙文的敘述，說明最適當的是： 

（A）本段依時間先後敘寫，王生的言行反應與表現，適足以印證道士先前所言：

「恐嬌惰不能作苦」             

（B）道士告知王生施行法術時要堅信法術存在並且俯首驟入，後來王生因不能

潔持受到道士施以薄懲 

（C）文中「王傚其作為，去牆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驀然而踣」的結果是

「回視，果在牆外矣」         

（D）王生云「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習，亦可慰求教之心」，可知王生回

家前學的是「長生術」 

【答案】(Ａ) 

 

19. 閱讀甲乙二文，下列敘述不正確的是：  

（A）兩個故事的原型皆是世家子弟向道士學習法術 

（B）兩文的主角想學習的法術相同，卻都心術不正 

（C）兩文的主角皆因道士拒傳法術或法術失敗而歸罪道士 

（D）兩文的道士教授法術的原則都是學習者的人品要磊落 

【答案】(Ｂ)  

 

二、多重選擇題：30%

說明：第 20 題至第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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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下列各組「 」內的同音字，字形完全不同的是： 

  (Ａ) 「ㄐㄧ」身上流／視學京「ㄐㄧ」／稅務「ㄐㄧ」查 

  (Ｂ) 褻「ㄉㄨˊ」神明／耕「ㄉㄨˊ」傳家／窮兵「ㄉㄨˊ」武 

  (Ｃ) 風行草「ㄧㄢˇ」／「ㄧㄢˇ」文修武／「ㄧㄢˇ」仰嘯歌 

  (Ｄ) 「ㄌㄨˋ」力以赴／殺「ㄌㄨˋ」戰場／「ㄌㄨˋㄌㄨˋ」者莪 

  (Ｅ) 「ㄑㄧㄝˋ」而不捨／愉快「ㄑㄧㄝˋ」意／提綱「ㄑㄧㄝˋ」領 

【答案】(Ａ)(Ｂ)(Ｅ) 

 

21. 〈映照你我的鏡〉一文中藉由具體事例塑造移工阿梅的形象，說明適當的是： 

(Ａ) 藉由「分享社區植物療用及食材療效」，塑造阿梅「來自醫生世家，熟稔 

越南傳統醫術與民俗療法」的形象 

(Ｂ) 藉由「在臺北期間細心修補物品、照顧花木、整理資源回收」，塑造阿梅 

  「細心主動、自律規矩」的形象 

(Ｃ) 藉由「關懷作者及家中女性、社區老者、移工們的生活瑣事」，塑造阿梅 

  「習於關懷、樂於助人」的形象 

(Ｄ) 藉由「細心養護草坪、植栽」，塑造阿梅「積極學習，善於閱讀相關書 

  籍、查找資料，並落實於生活中」的形象 

(Ｅ) 藉由「請作者關懷女兒，並要求作者補拍阿心全身照，她好剪下人形補貼 

在全家福上」，塑造「母親對子女的關心」的形象 

【答案】(Ｂ)(Ｃ)(Ｅ) 

 

22. 關於《詩經》「六義」的詮釋與運用，說明適當的是： 

  （A）依詩的作法分為〈風〉、〈雅〉、〈頌〉，依詩的內容分為賦、比、興 

  （B）〈風〉、〈雅〉多為民間作品，〈頌〉則為朝會宴享、宗廟祭祀的樂歌 

  （C）〈衛風．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用 

「比」的作法刻劃美人，類今之譬喻法 

  （D）〈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運用 

           「賦」的作法直書父母育子的辛勞，類今之白描法 

  （E）〈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藉由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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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成對和鳴的雎鳩起興，表達思慕，類今之聯想法 

【答案】(Ｃ)(Ｄ)(Ｅ) 

 

23. 下列關於〈漁父〉的內容分析，說明適當的是： 

 （A）屈原堅持理想，不畏讒言，不凝滯於物，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聖人 

 （B）行文運用第一人稱的觀點敘寫，生動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選擇 

 （C）屈原與漁父各自表明心跡，道不同不相為謀，遂分道而去不復言說 

 （D）通篇採用對話鋪陳成文，影響後世以主客對答形式作為辭賦的常例 

 （E）漁父自令放為，表達「新沐者必彈衣，新浴者必振衣」的處世態度 

【答案】 (Ｃ)(Ｄ) 

 

24. 關於文章內容的詮釋，說明適當的是： 

        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

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窪然，若垤若穴，

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

之特立，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

不知其所窮。（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A）「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以連續短句凸顯作者積 

極、強烈的登頂企圖心  

（B）「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不正面寫西山之高，而以所望之遠 

景，側面烘托其雄偉高峻  

（C）「其高下之勢，岈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以西山的山勢高低不 

平，暗示自身仕途多舛  

（D）「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登西山眺望四周，可見青山、白 

雲，遠近景物，盡收眼底 

（E）「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 

寫山也寫人，可視為作者人格的投射   

【答案】(Ａ)(Ｂ)(Ｄ)(Ｅ)  

 

 

 

25. 以下表格為小文上國文課比較《詩經》與《楚辭》的國學筆記，內容適當的是： 

 《詩經》 《楚辭》 

（Ａ） 
韻散判斷 

作者 

韻文 

作者多不可考 

散文 

作者多為士大夫 

（Ｂ） 
句式 

形式 

以四言為主 

多短句疊字 

以五言為多 

多長句駢語 

（Ｃ） 
時間 

地域 

春秋時代 

北方文學代表 

戰國時代 

南方文學代表 

（Ｄ） 
取材 

風格 

取材社會生活，是寫實文學 

平民文學 

抒發個人情思，具浪漫色彩 

貴族文學 

（Ｅ） 
四庫分類 

文學價值 

經部 

最早的詩文總集 

集部 

開漢賦先河 

【答案】(Ｃ)(Ｄ) 

 

26. 下列五段文字，各引自不同時代的小說，依其內容判斷出處，說明適當的是： 

甲、忽視之，一大鬼鞠躬塞入，突立榻前，殆與梁齊，面似老瓜皮色，目光如蚌 

    閃，繞室四顧，張巨口如盆，齒疏疏長三寸許，舌動喉鳴，呵喇之聲，響連  

    四壁，公懼極。 

乙、南天門外增長天王領眾天丁，亦奏道：「弼馬溫不知何故，走出天門去 

    了。」玉帝聞言，即傳旨：「著兩路神元，各歸本職，朕遣天兵，擒拿此 

    怪。」 

丙、人生南北多歧路，將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 

    樹。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濁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謝 

    知何處。 

丁、讀之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 

    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 

戊、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 

    死也不怕！今日我本待蔣家這廝一頓拳腳打死，就除了一害。 

(Ａ) 此五本小說皆未被收入《四庫全書》之中 

(Ｂ) 其中乙、丙、丁、戊是出自「四大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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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引文出處除了甲，其餘作品都是章回小說 

(Ｄ) 丙指稱的小說，題材一空依傍前無所本，為獨創作品 

(Ｅ) 戊為「六才子書」之一，是通行最早的白話章回小說 

【答案】(Ａ)(Ｃ)(Ｄ)(Ｅ) 

 

27. 依據下文，說明適當的是： 

偶爾我會覺得，一個人童年或青少年時候的幸與不幸有時是很難說的；父母

在盡力之後仍然無能給我的一般所謂的最佳栽培，部分由大地來彌補，來啟示

我。祖先和我都流注過血汗的每一塊田，包括這片梔子花田在內，都曾經是我疲

憊惶惑時注視的對象；我坐在田壠上，或走在作物間，看著同樣疲倦的大地上長

出的綠色生命，或者和它說話，或者什麼也不想，讓它容納我，提醒我責任的意

義。十多年的學校教育給了我較複雜的知識，土地則點點滴滴地將更深邃的某些

東西注入我的心胸裡，其中包括了關懷、希望、自由以及和村人一體的感覺。 

當我赤著腳，在村中小店裡與人閒聊，在田間的路上與相遇的鄰居佇立著談

桑話麻時，我才體會到，知識理論有時也可以是虛妄的。此時存在於我們之間的

是一個彼此不必費心再去界定的情境，因為我們有著類似的衣食住行和育樂，看

到的是相同的天空。與莊稼無關的書本遠了，我該努力閱讀的是他們褐紅的臉

孔，這些容貌講述著生活中的苦痛和歡笑。 

(Ａ) 父母盡力後仍未能給予子女世俗認定的良好教育，卻能提供與土地的深刻  

        連結，也是一種幸運 

(Ｂ) 學校教育帶給作者抽象複雜的知識，這些知識藉由與土地的接觸而得以落 

        實，注入作者的心胸 

(Ｃ) 與書本知識相比，鄉人的喜怒哀樂更有意義，因為後者象徵了真實的體 

        驗，也是作者與之共享的生活 

(Ｄ) 在作者疲憊徬徨之時，若能注視祖先耕種過的土地與作物，不論是與之對 

        話或不思不想，都能提供接納與提醒 

(Ｅ) 當作者與村人閒聊或討論農務時，不需藉著知識理論了解對方，因為雙方 

        生活在共同的情境，擁有相似的經驗 

【答案】(Ａ)(Ｃ)(Ｄ)(Ｅ) 

 

28-29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28-29 題。 

白羊和黑羊都想走過獨木橋，相遇於橋中的牠們，該怎麼辦？兩個被隔離偵訊的

小偷，如果都堅稱沒犯案，可能同時獲釋；如果一方為求減刑而認罪，不認罪的一方

可能刑期加長；他們該如何抉擇？ 

當對方的做法可能影響自己的利益，我們必然會把對方的做法納入決策考量，這

就是「賽局理論」(gametheory)的基本思維。例如：A賣場展開降價促銷，結果刺激

對手跟進，A賣場會不會最後反受損失？B公司面臨新的競爭者有意搶奪市場大餅，

若擴廠、增產還不能逼退對手，B公司會不會因此虛耗成本？C旅行社開發的新產品

與對手相似，究竟是該放棄還是與對手談合作？ 

為什麼考慮對手的選擇這麼重要？經濟學家發現，任由市場自然發展、自由競爭

的結果，反而無法得到預期的獲利。比如價格戰一旦開打，廠商彼此殺到見骨，最後

誰都賺不到錢。既然每個決策個體都不會主動選擇利他，便須事前評估影響利潤的諸

多環節，試著找出對自己最有利的布局。 

有人質疑，「賽局理論」似乎預設了人們會冷靜理性地研判利弊，然而市場總有

許多非理性的選擇，這個理論能有效幫助我們嗎？學者認為，雖然不理性的人始終存

在，但理性的人終究勝出率較高，在適者生存的機制下，主導市場的力量仍來自理性

的個體。（改寫自劉揚銘〈圖解賽局理論〉） 

28. 依據上文，下列符合「賽局理論」思考要點的是： 

      （A）以利己為前提                     （B）避免惡性競爭 

      （C）盱衡整體局面                     （D）主動選擇利人 

（E）以不變應萬變 

【答案】(Ａ)(Ｂ)(Ｃ)  

 

29.  下列人物所說能引導對方用「賽局理論」進行思考的是：  

（A）馮諼西遊於梁，謂梁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 

富而兵強。」 

（B）屈原對漁父說：「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 

魚之腹中。」 

（C）燭之武對秦伯說：「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 

秦，將焉取之？」 

（D）諸葛亮對後主說：「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 

以昭陛下平明之治。」 

（E）老嫗對歸有光說：「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 

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為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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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Ａ)(Ｃ) 

 

三、混合題型:14%  

說明：第 30題至第 33題為混合題組，第 30、32為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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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33題為手寫

題，請書寫於答案卷，且不得於答案卡劃記。 

第一題（占 7分）  

30-31 題為混合題題組。閱讀下文後，回答第 30-31 題。 

甲 

時間和空間拉開距離。因為離開，才得以看清自身的位置，在另一個島，凝視我

的半島，凝視家人在我生命的位置。疏離對創作者是好的，疏離是創作的必要條件，

從前在馬來西亞視為理所當然的，那語言和人種混雜的世界，此刻都打上層疊的暗

影，產生象徵的意義。那個世界自有一種未被馴服的野氣。當我在這個島凝望三千里

外的半島，從此刻回首過去，那空間和地理在時間的幽暗長廊裡發生了變化。鏡頭一

個接一個在我眼前跑過，我捕捉，我書寫，很怕它們跑遠消失。我終於明白，為何沈

從文要離開湘西鳳凰，才能寫他的從文自傳。（鍾怡雯《北緯 5度》自序） 

乙 

「距離產生美」是指人會比較容易忽略與自己距離近的東西，而遙不可及的事物

往往容易讓人覺得美。「美」一方面是客觀存在，但當人參與審美活動中來後，又帶

有一定的主觀性。「美」很複雜，受人為因素的影響，而「距離」，就是在審美活動

中不可忽視的變數。提起「距離」，多數人首先想到的是空間上的距離。要獲得最佳

的審美效果，審美主體和審美客體之間需要保持合適的空間距離。蘇軾詩「橫看成嶺

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可見不同的空間距離給人的審美感受也是不同的。空間

距離也不能夠太近或太遠。太近，就領略不到事物的整體美；太遠，就看不清事物的

細微之處，也難以完全領略事物的美。 

其次，時間距離同樣造成審美差異。由於人對某些審美物件的審美活動多半不可

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而審美物件有時也不是一下子毫無保留地展現在人的眼前，

時間不同，審美物件的美感也發生變化。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原本不美

的東西會變得很美；反之，有些原來大家普遍認為比較美的事物，過段時間後重新審

視又發現其實沒有那麼美。前者如陶淵明的詩，在他生前身後，乃至整個六朝時期，

人們都不認為他的詩是好詩。劉勰的《文心雕龍》，通常被視為六朝文學理論扛鼎之

作。然而，劉勰在這部著作中卻對陶淵明的詩隻字未提。陶淵明的詩在唐宋以後才迎

來春天，逐漸經典化；後者如宮體詩。宮體詩風靡六朝，甚至在初唐時期仍有餘波。

但是唐初的一些詩人已經意識到宮體詩是浮靡的、阻礙詩歌進步的，因此，他們百般

貶低宮體詩，在創作上也是一副與宮體詩劃清界限的姿態。時間距離也不能過大，也

不能過小。審美主體全方位認識物件需要充足的時間，時間距離過小，人往往看不到

審美物件真實的面貌；而時間距離過大，又容易會使人產生遺忘，如「入芝蘭之室，

久而不聞其香」就證明審美時間過長，也會影響審美效果。 

除了時間距離與空間距離，1912年英國劍橋大學布洛教授提出「心理距離」。

他認為在創造美和感受美的過程中，要與物件保持適當的心理距離，即要抱有一種純

粹的、欣賞的、非功利的、無目的的態度去欣賞物件，只有當主體與物件之間保持著

一份恰如其分的「心理距離」時，亦即保持一種特殊的心理狀態，物件對於主體來說

才可能是美的。陶淵明《飲酒》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

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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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能在鬧市中居住感受到的是田園美景而沒有感覺到車馬之喧，是一種

心的淨化與超脫，一種超越功利的審美心態。（改寫自青於墨〈距離產生美〉） 

30. 根據甲乙兩文，說明最適當的是： 

(Ａ) 甲文強調離開故鄉遠赴他地，開闊視野與格局，而遠距產生濃烈的思鄉情 

懷，因此善感的思緒激發振筆疾書的創作本能 

(Ｂ) 甲文作者離開馬來西亞，以及沈從文離開湘西鳳凰才能書寫，原因是與熟悉

的一切拉開距離，才使創作的心靈更為清明 

(Ｃ) 乙文提及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原本不精美的東西會變得很美，例如宮體  

詩得以風靡六朝，即是來自時間的醞釀與催化 

(Ｄ) 對於一棵樹，木匠看到的是木材，植物學家看到的是形態特徵，皆能純粹 

        地判斷與欣賞，即是乙文所提超越功利的審美 

【答案】(Ｂ) 

 

31. 無論是甲文的創作觀或乙文的審美觀，皆主張美感來自適當距離的成全，請依乙

文分析距離的種類、印證論點與成全美感的原則完成以下表格：（共 5 分。①②

③各 1 分，④30 字以內，占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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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種類 印證論點 成全美感的原則 

① 

□□距離 

 

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④恰如其分的距離，而其

原則為何？ 

     

     

     

     

     

     
 

② 

□□距離 

橫看成嶺側成峰， 

遠近高低各不同。 
距離要適當。 

③ 

□□距離 
陶淵明的詩作在唐宋以後經典化 距離要適當。 

 

【解析】 

距離種類 印證論點 成全美感的原則 

①  

心 理距離 

 

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④恰如其分的距離，而其

原則為何？ 

抱 持 一 種 純 

粹 的 、 欣 賞 

的 、 非 功 利 

的 、 無 目 的 

的 態 度 去 欣 

賞 物 件 。  
 

②  

空 間距離 

橫看成嶺側成峰， 

遠近高低各不同。 
距離要適當。 

③  

時 間距離 
陶淵明的詩作在唐宋以後經典化 距離要適當。 

 

第二題（占 7分） 

32-33 題為混合題題組。閱讀下文後，回答第 32-33 題。 

甲 

文化保存界對於物件保存中時間因素的處理，通常有凍結式保存及生態式保存兩

個選項。 

    「凍結式保存」，指從事保存工作時，以某一個時間切面的形貌作為物件保存的

基準，這個切面或許是其歷史發展中較具戲劇性或歷史價值，或是在形制上較為完整

或較具典範、或是史料最完備的時期。這種保存方式的特色在於將保存對象的生命歷

程凍結於特定時間切面上，其優點為可以適度突出人類文明發展歷史或人類文化的某

些典範。 

    「生態式保存」，指在從事保存工作時，將物件的歷史變遷遺跡中有意義、有價

值的部分忠實保留下來。這種保存觀念立論基礎在於人類文明與時俱進、不斷演變，

將一個物件凍結保存，並非歷史常態，也不符合真實性的原則。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將一個物件的歷史變遷遺跡呈現出來，可以增加物件時間深度的價值及保存內容的豐

富度，是更為理想的保存方式。(改寫自林會承〈戰後台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制與氛圍

的形塑〉) 

乙     

    外公家，我幼時記憶中充滿活力、晏晏人聲的外公家，可以想像的重新活過來似

的，只有母親偶而回去掃墓歸來略有憂色，說外公家成了鎮上外籍勞工們週末的聚會

處，他們用阿梅種的家鄉香草烹調他們熟悉想念的食物，有那雇主肯讓他們喘息休息

一天的，就在阿梅家盤桓終日。「快成為外籍勞工聚會所和流浪動物收容所了！」但

我覺得那真好極了，重新有真正的生命力，而非島嶼從南到北的古蹟活化，只會賣咖

啡和紀念品。(朱天心〈映照你我的鏡〉) 

附錄 

 重光診所原為劉肇芳醫師行醫之處。位於銅鑼鄉銅鑼村武聖街十號，建於台灣光 

復初期，坐北朝南，佔地約三百坪，外圍是中國傳統宅院、房舍屬日式木造建築、樓

梯結構卻又仿歐美型式，材質為宜蘭太平山產之檜木，不用鐵釘，皆以榫頭嵌合，呈

現力學與美學的精妙組合，可謂中外合璧，別樹一格，且格局保存完整；因結合中國

本土與日本、西班牙等外來建築的特色，頗具創意。(摘自苗栗縣銅鑼鄉公所網站) 

32. 某學者主張古蹟應該採取「凍結式保存」，他最可能援引的言例或事例是： 

(Ａ) 古蹟應保存原有形貌及工法。如因故毀損，而主要結構與建材仍存在者 

應依照原有形貌修復 

(Ｂ) 地方人士響應政府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挺身而出組織文史社團、投入在地 

文化工作，保護老屋不受破壞 

(Ｃ) 一處文化紀念物的建築中所有時期明確的貢獻都應該被尊重，因為式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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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並不是唯一的目的 

(Ｄ) 基於對所有資產的尊重，文化資產必須在所屬的文化涵構中考量與評價， 

不能以固定的準則來評斷文化資產的價值與真實性 

【答案】(Ａ) 

 

33. 請就甲、乙二文關於「古蹟」的內容，完成以下表格：（共 5 分。①占 1 分，

②50 字以內，占 4 分） 

古蹟名稱 保存方式（請打勾） 
說明此保存方式昔今的 

用途變化與立論基礎 

作者外公家 

(苗栗縣銅鑼

鄉重光診所) 

① 

□凍結式保存 

□生態式保存 

② 

       

       

       

       

       

       

       
 

 

【解析】 

古蹟名稱 保存方式（請打勾） 
說明此保存方式 

昔今的用途變化與立論基礎 

作者外公家 

(苗栗縣銅

鑼鄉重光診

所) 

① 

□凍結式保存 

生態式保存 

② 

原 為 診 所 ， 但 現 

在 用 途 是 外 籍 勞 

工 聚 會 所 、 流 浪 

動 物 收 容 所 ， 展 

現 「 與 時 俱 進 ， 

不 斷 演 變 」 的 特 

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