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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月考國二國文科試題 

                                                出題老師：邱玉燕  審題老師：黃筱雲 

一、國字注音 10% (每格一分) 
1.「糝」上金粉          2.社「ㄐ一ˋ」   3.「ㄆ一ㄥ」婷       4.「一ㄥ」粟花   

5. 白頭「ㄒㄧㄝˊ」老   6.哀「悼」       7.陶「ㄓㄨˋ」       8.不「屑」  

9. 「一ˋ」入了天聽     10. 眾目「ㄎㄨㄟˊ ㄎㄨㄟˊ」 

 

二、解釋 20% (每題二分) 

1.窈窕      2.吾馬賴柔和     3.「陛」下       4.堂構            5.揖讓而升 

6.錦繡      7.蹕             8.鐵畫銀鉤       9.任重而道遠      10.得失無動於衷 

 

三、填充 10% (每格一分) 

A.張釋之執法一文的作者是(   ○1   )時代的(   ○2    )。  

B.史記為中國(  ○3   )之祖，也是紀傳體之祖，體例為後代正史所沿用，亦列為正史之祖。 

C.祝壽的酒席，稱之為(   ○4    )。  

D.運動家的風度一文選自(   ○5     )，作者是(    ○6     )。 

E.「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句話蘊含的道理與張釋之執法一文中的哪一句話最相近？(    ○7     ) 

F.張釋之執法一文中哪一句話可見當時君王操有生殺大權？  且方其時，(  ○8   )。 

G.默寫：廷尉，天下之平也，(  ○9   )，(  ○10   )。 

 

四、選擇題 44% (每題 2 分) 

1. 下列選項「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者字形前後相同？  (Ａ)「ㄨㄟˋ」為奇觀／屬之廷

「ㄨㄟˋ」 (Ｂ)守「ㄓㄨ」待兔／「ㄓㄨ」連九族 (Ｃ)明「ㄔㄚˊ」秋毫／「ㄔㄚˊ」緝犯

罪 (Ｄ)「ㄋ一ˋ」名留言／輸入「ㄋ一ˋ」稱。 

2. 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意思前後相同？  (Ａ)不「勝」其擾／不「勝」枚舉 (Ｂ)得失無

動於「衷」／互訴「衷」情 (Ｃ)「傾」囊相授／「傾」訴 (Ｄ)項「為」之強／天下用法皆「為」

輕重。 

3. 下列選項中「  」中的字，何者讀音前後相同？  (Ａ)「曙」色乍現／政府官「署」 (Ｂ)文采

「斐」然／男女「緋」聞 (Ｃ)物「阜」民豐／港口商「埠」 (Ｄ)「酪」漿／「絡」繹不絕。 

4. 「廷尉當是也」中「當」字的用法與下列何者相同？  (Ａ)廷尉奏「當」 (Ｂ)一人犯蹕，

「當」罰金 (Ｃ)而廷尉乃「當」之罰金 (Ｄ)「當」之無愧。 

5. 下列選「  」中的成語，何者運用正確？  (Ａ)近年來有許多農業中盤商故意哄抬物價，造成

「米珠薪桂」，使人民苦不堪言 (Ｂ)他熱衷於研究古文，創作古詩，終日沉浸在浩瀚的文學

世界中，可說是「不辨菽麥」之人 (Ｃ)專制時代的司法官常常大權在握，「毋枉毋縱」，冤

枉許多好人 (Ｄ)在黑道大哥的威逼利誘下，他決定「從善如流」加入幫派，成為灰熊組的一

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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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我所知道的康橋〉一文內容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Ａ)「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

輕快的……」：作者從不同層面描寫出早晨濃霧的不同狀態 (Ｂ)「一層輕紗似的金粉糝上了

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描寫出初春夕陽造成的美景 (Ｃ)「『春！』這勝利的晴空

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是指暖春戰勝寒冬，帶來了晴朗的天空 (Ｄ)「順著這帶草味的

和風，放輪遠去，保管你這半天的逍遙是你性靈的補劑」：寫出徒步的快樂。 

7. 我所知道的康橋一文的作者，在文中第一段末尾用了三個「頃刻間」，給人何種感覺？  (Ａ) 

迴環反覆，節奏分明富有音律美 (Ｂ)初春天曉，景色迅速變換 (Ｃ)夕陽變幻莫測，難以捉摸

(Ｄ)春天百花盛開，變化多端。 

8. 徐志摩曾說：「數大便是美。」也就是所謂的「壯美」。下列文句所描述的景象，何者不屬於

「數大之美」？  (Ａ)放眼望去，盛開的金針花如波浪般，與豪氣的縱谷山脈交織成色彩斑斕

的黃金海浪 (Ｂ)山坡前幾千隻綿羊，挨成一片的雪絨；一天的繁星，千萬隻閃亮的神眼，從

無極的藍空中下窺大地 (Ｃ)白蝴蝶，粉白，極微極微的黃，稀疏的黑斑，都驚起，成千成百

的在你身前身後飛舞 (Ｄ)枕著萬籟都歇的沉寂睡去，醒來踏著斷柯折枝和仍在流瀉的細股雨

水，步上山去。 

9. 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橋一文裡，曾以聽覺效果來表現視覺印象，使原本的視覺畫面顯得更豐

富。下列各文句也使用了類似的「感官交錯」的描寫技巧，試問：各選項中的分析說明，何者

正確？  (Ａ)馬蹄聲孤獨又憂鬱的，自遠至近，在沉默的街上灑落成白色的小花朵：用聽覺來

表現視覺印象 (Ｂ)呼嘯的摩托車聲劃過寧靜的黑夜，尖銳地在我耳膜上劃出一道傷口：用視

覺來表現聽覺印象 (Ｃ)陽光好亮，透過葉隙叮叮噹噹擲下一大把金幣：用聽覺來表現視覺印

象  (Ｄ)我赤足站在海邊，感覺到沙粒溫熱而乾爽，彷彿一陣陣美妙的樂音縈繞耳際：用觸覺

表現聽覺感受。 

10. 關於我所知道的康橋一文的寫作手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文章一開頭先寫大道再寫樹

林，在視覺上是由遠到近來做鋪陳 (Ｂ)善用許多類疊及排比的手法，營造出輕快活潑的氛圍

(Ｃ)引用陸游的詩句，帶出夜遊康橋時的愜意風雅 (Ｄ)藉由描繪春天的植物及天色的變化來

呈現單一色彩。 

11. 下列文句，何者帶有期待的語氣？  (Ａ)若有不法情事，依軍令立即處決 (Ｂ)值此多事之

秋，眾人唯君命是從 (Ｃ)陋室因書而貴，諸君豈可不讀乎 (Ｄ)望先生以蒼生為念，救民於水

火。 

12. 張釋之執法文中，下列何者最能看出縣人驚動皇帝座車是無心之過？  (Ａ)上行，出中渭橋  

(Ｂ)縣人，聞蹕，匿橋下 (Ｃ)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 (Ｄ)見乘輿車騎即走耳。 

13. 關於《史記》一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記載的年代，上自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東

漢光武帝年間，約三千年 (Ｂ)全書共分為本紀、世家、列傳三類，為四史之一 (Ｃ)其撰述動

機目的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於正文後，通常以「太史公曰」提出自

己的評論與感想 (Ｄ)選擇歷史人物入傳，不只看其歷史功績或顯赫地位，更著眼一個「奇」

字，例如項羽、陳涉便破例列入本紀當中。 

14. 熊大邀請莎莉到新家作客，慶賀母親生日，莎莉應該在禮金封套上題什麼賀辭才恰當？  (Ａ)

里仁為美 (Ｂ)宜室宜家 (Ｃ)貴客盈門 (Ｄ)萱閣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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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根據張釋之執法一文，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Ａ)「縣人來，聞蹕，匿橋下」由犯蹕者的短促

語氣，可見其辯解時的理直氣壯 (Ｂ)由「而廷尉乃當之罰金」一句可見文帝對判決的不滿，

是全文的轉折 (Ｃ)由「唯陛下察之」一句，看似將判案權力交給文帝，實則提升了前述爭辯

的氣勢 (Ｄ)由「廷尉當是也」可知文帝最後不得不接納張釋之的判決。 

16. 生活中與人往來，經常運用謙詞與敬詞，來表示「貶抑自己、稱揚對方」的禮節。下列謙詞與

敬詞的使用，哪一個人使用最恰當？  (Ａ)阿陶：幸會！幸會！歡迎大駕光臨，請問在下尊姓

大名？  (Ｂ)阿成：鄙人才疏學淺，呈上一篇拙作，請足下不吝指正  (Ｃ)小欣：恭喜「令

郎」出閣，總算了你們兩老一大心願  (Ｄ)阿睿：拙荊已敬備菲酌，賢弟若不嫌棄，請到府上

小坐。 

17. 請根據下列宴會中的主客對話，判斷□□□□處的題辭，何者適宜？   

主人：登車憑軾我怡顏，飽看和林一帶山。新構幽齋堪偃息，不閑閑處得閑閑。 

客人：兄臺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以□□□□表達祝賀之意。 

(Ａ)鴻猷大展 (Ｂ)華堂煥彩 (Ｃ)高軒蒞止 (Ｄ)名山事業。 

18.  

上午 中午 下午 晚間 

長頸鹿小兒科 

診所開業典禮 

里長夫人美君 

六十大壽 

愛之光學園 

演講比賽頒獎典禮 

希誠高中教師 

佩君的結婚典禮 

民意代表吳柏義積極服務選民，他會依當日行程親自題辭。根據他的行程安排，應致贈下列何

組題辭最恰當？   

 上午 中午 下午 晚間 

(Ａ) 妙手回春 淑德永昭 辯才無礙 桃灼呈祥 

(Ｂ) 仁心仁術 母儀足式 舌粲蓮花 鸞鳳和鳴 

(Ｃ) 杏壇之光 松柏長青 新鶯出谷 珠聯璧合 

(Ｄ) 杏林春暖 瑤池春永 口若懸河 琴瑟和鳴 

19. 根據此喜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新人是李永馨和吳康男  (Ｂ)適合出現在喜宴會場的題辭是「椿萱並茂」  (Ｃ)「恭請闔

第光臨」是邀請親友到結婚新居參加喜宴  (Ｄ)這張帖子是由女方發出的。 

20. 關於運動家的風度一文中文句的闡釋，何者「錯誤」？  (Ａ)賽跑落後，無希望得獎，還要努

力跑到的人，乃是有毅力的人—「貫徹始終」的精神 (Ｂ)人家勝了，是他本事好，我只有佩

服他，罵他不但是無聊，而且是無恥—暗示我們面對失敗時，應抱持「反求諸己」的態度 

(Ｃ)君子無所爭—強調君子重視「寬恕」的美德 (Ｄ)有運動家風度的人，寧可有光明的失

敗，絕不要不榮譽的成功—參加運動競賽應該注重「運動家的風度」。 

謹詹於國曆六月五日(星期日)為長女永馨與太保市吳康男先生令長男誠宏君結婚歸寧 

會親敬備喜筵   恭請 

闔第光臨 

                                              李乾源        設席：自宅 

                                              陳淑芬        時間：晚上六點入席 
鞠躬 

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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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根據運動家的風度一文中的「君子之爭」所強調的態度為何？  (Ａ)得失無動於衷 (Ｂ)光明

雍容 (Ｃ)反求諸己 (Ｄ)堅持到底。 

22. 關於運動家的風度一文，下列分析何者錯誤？  (Ａ)「君子不怨天，不尤人」這是遵守公平競

爭的規律 (Ｂ)「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這是具有超越勝敗的心胸 (Ｃ)以美國總統大選作為服

輸精神的例證 (Ｄ)運動會宣誓是「言必信，行必果」的體現。 

 

五、三國演義 6% (每題 1 分) 

23. 劉備獲得諸葛亮的輔佐後可說是如魚得水，下列對於諸葛亮的神機妙算事蹟，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Ａ)博望之戰是諸葛亮出隆中之後的第一場戰役，擊潰夏侯惇的十萬大軍 (Ｂ)諸葛亮

用計先令趙雲火燒新野，再令關羽水淹曹軍，最後由張飛攔殺曹軍，大敗曹仁 (Ｃ)諸葛亮藉

機隨魯肅出使柴桑，用激將法說服孫權與劉備結盟 (Ｄ)諸葛亮舉用〈銅雀臺賦〉中的文辭，

向周瑜獻美人計來使曹操退兵，成功說服周瑜以此抗曹。 

24. 曹操率領號稱百萬大軍壓境東吳，此時江東出現了「主戰」及「主降」兩派，請問下列哪一組

人皆是「主降」派？  (Ａ)張昭、顧雍 (Ｂ)魯肅、韓當 (Ｃ)黃蓋、張紘 (Ｄ)步騭、程普。 

25. 三國演義中關於三國人物的形象，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Ａ)趙雲─最早是袁術的部下，後

來改投公孫瓚，最後成為劉備手下的大將，曾於新野戰敗後，單槍匹馬深入曹陣，營救劉禪 

(Ｂ)呂蒙─吳國武將，武藝過人，學問卻不足，後來在周瑜的激勵下讀了許多兵書、史書，成

為了文武雙全的大將 (Ｃ)夏侯惇─性情剛烈，武功高強，早期隨曹操征伐董卓、呂布，深得

曹操器重，被封「博昌亭侯」 (Ｄ)張遼─武功高強，有勇善謀，曾跟隨呂布，呂布敗亡後，

歸附曹操，曾勸說關羽以三條件投降曹操。 

26. 三國演義中，計謀策略的使用是三國爭霸過程中相當精彩的片段，請問以下關於計謀策略的使

用，何者敘述錯誤？  (Ａ)周瑜發現曹操水軍訓練有素，於是施行反間計除去曹營的蔡瑁和張

允  (Ｂ)周瑜與諸葛亮都認為要打敗曹操需用火攻 (Ｃ)周瑜拜託黃蓋幫忙執行苦肉計後詐

降，以取信曹操 (Ｄ)龐統的連環計於赤壁之戰中功不可沒。 

 

 

    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髮，來到壇前，吩咐魯肅

曰：「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倘亮所祈無應，不可有怪。」魯肅別去。孔明囑咐守壇將

士：「不許擅離方位。不許交頭接耳。不許失口亂言。不許失驚打怪。如違令者斬。」眾皆領

命。孔明緩步登壇，觀瞻方位已定，焚香於爐，注水於盂，仰天暗祝。下壇入帳中少歇，令軍

士更替吃飯。孔明一日上壇三次，下壇三次，──卻不見有東南風。 

    …… 

    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風不動。瑜謂魯肅曰：「孔明之言謬矣。隆冬之時，怎得東南

風乎？」肅曰：「吾料孔明必不謬談。」 

    將近三更時分，忽聽風聲響，旗旛轉動。瑜出帳看時，旗腳竟飄西北，霎時間東南風大

起，瑜駭然曰：「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測之術！若留此人，乃東吳禍根也。及早殺

卻，免生他日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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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如果你是一名編劇，針對以上劇情設計戲劇腳本，下列何者的設計與原文差異最大？  (Ａ)孔

明散髮赤腳登上七星壇，點香注水，虔誠望天，嘴中念念有詞 (Ｂ)壇邊士兵個個表情虔誠，

雙手向上，跟隨孔明口令，一同向天祈風 (Ｃ)周瑜在帳中焦急等待，對孔明預言有東南風之

事，心生懷疑 (Ｄ)魯肅雖然表情嚴肅，但對於孔明充滿信心，一邊陪伴周瑜，一邊出言安

慰。 

28. 根據上面節錄的段落與三國演義中「七星壇上借東風」中的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

諸葛亮成功在七星壇上作法向上天借來東風，成為赤壁之戰獲勝的關鍵 (Ｂ)龐統向曹操獻上

「連環計」，建議大小戰船散布江面，以避免敵人使用火攻之風險 (Ｃ)周瑜病倒，是因為發

現諸葛亮有精通天文的本領 (Ｄ)周瑜派人追殺諸葛亮，接應諸葛亮而逃過周瑜追兵的人是趙

雲。 

 

六、閱讀精華 3% (每題 1 分) 

    秋芙所種芭蕉，已葉大成陰，陰蔽簾幙。秋來雨風滴瀝，枕上聞之，心與之碎。一日，余戲題 

斷句葉上云：「是誰多事種芭蕉？早也瀟瀟，晚也瀟瀟。」明日，見葉上續書數行云：「是君心緒 

太無聊，種了芭蕉，又怨芭蕉。」字畫柔媚，此秋芙戲筆也。然余於此，悟入正復不淺。 

29. 根據此文的敘述，何者解讀錯誤？  (Ａ)「枕上聞之，心與之碎」的主詞是秋芙  (Ｂ)根據文

意判斷，當初提議種芭蕉的人應是蔣坦 (Ｃ)「早也瀟瀟，晚也瀟瀟」是指風雨吹打在芭蕉葉

上的聲音 (Ｄ)「悟入正復不淺」的領悟是：凡事要看得開，有一得必有一失。 

 

(甲 )  彈指又過了三、四年，王冕看書，心下也著實明白了。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躁，王冕

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著。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著白雲，漸漸散去，透

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山上，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

尤其綠得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

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實在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枝，也覺有

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畫他幾枝？」 

 自此聚的錢不買書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

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只多著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才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

的。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拿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西去孝敬母親。一傳兩，兩傳三，諸暨

一縣，都曉得他是一個畫沒骨花卉的名筆，爭著來買。到了十七、八歲，也就不在秦家了，每日畫幾筆

畫，讀古人的詩文，漸漸不愁衣食，母親心裏也歡喜。 

(乙)    屋後橫七豎八，幾稜窄田埂，遠遠的一面大塘，塘邊都栽滿了榆樹、桑樹。塘邊那一望無際的

幾頃田地，又有一座山，雖不甚大，卻青蔥樹木，堆滿山上。約有一里多路，彼此叫呼，還聽得見。 

    知縣正走著，遠遠的有個牧童，倒騎水牯牛，從山嘴邊轉了過來。翟買辦趕將上去，問道：「秦小

二漢，你看見你隔壁的王老大牽了牛在那裡飲水哩？」小二道：「王大叔麼？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親

家家喫酒去了。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趕了回家。」翟買辦如此這般秉了知縣。知縣變著臉道：

「既然如此，不必進公館了！即回衙門去罷！」時知縣此時心中十分惱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來責

懲一番；又想恐怕危老師說他暴躁，且忍口氣回去，慢慢向老師說明此人不中抬舉，再處置他也不遲。 

    王冕並不曾遠行，即時走了回家。秦老過來抱怨他道：「你方纔也太執意了。他是一縣之主，你怎

的這樣怠慢他？」王冕道：「老爹請坐，我告訴你。時知縣倚著危素的勢，要在這裡酷虐小民，無所不

為。這樣的人，我為甚麼要相與他？但他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說；危素老羞變怒，恐要和我計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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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如今辭別老爹，收拾行李，到別處去躲避幾時。只是母親在家，放心不下。」母親道：「我兒，

你歷年賣詩賣畫，我也積聚下三五十兩銀子，柴米不愁沒有。我雖年老，又無疾病，你自放心出去躲避

些時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難道官府來拿你的母親不成？」秦老道：「這也說得有理。況你埋沒在這鄉

村鎮上，雖有才學，誰人是識得你的；此番到大邦去處，或者走出些遇合來也不可知，你尊堂家下大小

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漢身上，替你扶持便了。」王冕拜謝了秦老。 

30. 根據(甲)(乙)二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藉對話、行為襯托人物性格。秦老敦厚、與人

為善；知縣心機、屈意奉承 (Ｂ)(甲)文描繪雨後乍晴的色彩變化，由上而下，從黑雲寫到湖

面的紅光；描寫景致則由近而遠，立體而有層次 (Ｃ)王冕的畫受到各階層人物的歡迎 (Ｄ) 

(甲)(乙)二文皆採用順敘的方法，第三人稱的記敘立場，鮮活塑造出理想讀書人的典範。 

31. 有關儒林外史一書，何者敘述正確？  (Ａ)作者為吳敬梓，是清初著名的一部文言章回小說 

(Ｂ)內容揭露明清官吏謀求私利的弊害 (Ｃ)是一部批判當時讀書人的諷刺小說 (Ｄ)以王冕做

為貫串全書的主角人物 

 

七、閱讀測驗 7% (每題 1 分) 

32. 「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

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

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

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根據《史記‧項羽本紀》的這段內容，關於項羽失敗的

原因，下列何者最不相關？  (Ａ)起於民間，缺乏土地兵馬  (Ｂ)離開關中險要，喪失地利

(Ｃ)趕走義帝，造成人心叛離  (Ｄ)剛愎自用，未能效法先賢。 

33. 「少了史記，這個歷史會少掉多少故事？會少掉多少可歌可泣的人物？而那在韓信落魄時給他

一碗飯吃的漂母，使我不敢小看在河邊洗衣服的無名女人。那和屈原對話的漁夫，也使我相信

捕魚人中有大智若愚的隱者。史記書寫了主流價值之外的另一信仰。」根據這段文字，下列何

者最符合作者對史記的看法？  (Ａ)描寫史事詳盡，考證鉅細靡遺 (Ｂ)呈現市井小民在歷史

上的意義 (Ｃ)透過平凡人物襯托主角的不凡 (Ｄ)顛覆大智若愚的傳統主流價值。 

34.  

  太史公曰：「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1，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

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2，此其兄弟遇諸，不亦宜乎！」 

註：○1瘳：病癒。 

    ○2興功：指修築長城。                          ──節錄自《史記‧蒙恬列傳》 

    根據這段文字，太史公對於蒙恬的評論，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肯定功績，多加讚許  

    (Ｂ)不以為然，多有責備  (Ｃ)功敗垂成，深自惋惜  (Ｄ)毀譽參半，不置可否。 

35.  

(甲)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缺乏，將走

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屍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列子‧湯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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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

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隅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於此。 

                                                       ──《山海經‧大荒北經》 

    以上兩則內容皆是關於「夸父逐日」的神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甲)篇內容中對於夸父 

    的外在形象有細膩的描寫  (Ｂ)(乙)篇內容中提及夸父道渴而死之後留下的影響   

    (Ｃ)(甲)(乙)兩篇皆強調對於夸父壯志未酬的遺憾  (Ｄ) (甲)(乙)兩篇皆點出夸父逐日背後的 

    人格特質。 

 

    歷史這門學問，怎麼讀才能有用呢？ 

    當你讀一本歷史書籍，讀到書中的古人面臨重要的抉擇關頭時，此刻請你立刻把書合

上。 

    好好想一想──如果你身處對方的位置時，你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把一切都想清楚

後，再把書打開，看看這個人物是怎麼做的？他的決定帶來的是成功還是失敗？原因何

在？然後，比較自己與古人，在選擇和方法上有何異同之處？ 

    這種學習歷史的方法，重視的不是「記憶」，而是「思辨」。 

    像這樣學歷史，每個人可以透過一件又一件史事的剖析，來一步步鍛鍊自己的思辨能

力。如此不僅歷史知識有所增長，連處世智慧也會不斷提高。 

    歷史學之所以在古代如此受重視，絕不僅僅是為了「陶冶人文情懷」、「豐富人文素

養」而已。古人重視歷史，是因為歷史有很強烈的實用性──它教導人們如何從前人發生

的無數史實中分析案例，了解成功和失敗的道理。這也就是太史公所說的，讀史是為了

「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太史公自序〉)、「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報任

少卿書〉)。 

                                 ──改寫自呂世浩《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 

36. 本文末段強調歷史學的價值，其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歷史是往昔的跡象，當代的鑑

戒，後世的教訓  (Ｂ)歷史不應該僅僅是消除偏見，它還應該孕育熱情  (Ｃ)歷史是一齣沒有

結局的戲，每個結局都是新情節的開始  (Ｄ)歷史有時穿過塵埃，有時穿過泥濘，有時橫渡沼

澤，有時行經叢林。 

    漢景帝 劉啟，和其父文帝 劉恆在位的時期，被稱為「文 景之治」。在中國史上為人所

稱道的治世中，「文 景之治」所達到的成就，是十分驚人的。漢代新承秦末大亂的破壞，但

經過文、景二帝的努力，景象煥然一新，整個國家呈現一種富足而和平的景象。由於之後的

武帝獨尊儒術，使得儒家思想，成為日後政府的施政鐵則。因此，以黃 老學說為政治思想

骨幹的文 景之治，更顯得獨特。這時期的政府施政，盡量避免政策上的大幅更動，減少對

平民生活的干涉，而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作為施政的準則。 

    景帝 陽陵的墓葬俑群，也反映了這種社會氣氛的轉折，特徵就是人民生活的富足，以

及精神上的舒緩解放。和照真人比例塑造的始皇陵兵馬俑相比，景帝陵墓的陪葬俑尺寸，雖

縮到了原先的三分之一，氣勢乍看之下不是那麼堂皇。但相較秦俑剛硬的線條和肅殺的軍陣

之氣，漢俑的線條明顯較柔和，表情多為溫和的微笑，兼有怒哀樂等特殊的情緒，動作也趨

於輕鬆多元，包括行進間的動態在內。此外漢俑的題材也更加地多樣性，人俑部分，就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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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明明在參觀後，寫下一篇心得報告。請問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他報告中的結語？  (Ａ)我們可

以更加肯定，以俑陪葬的風氣始自漢朝 (Ｂ)漢代 文、景崇道與武帝崇儒的盛況，真是令人目

不暇給 (Ｃ)由此可知，政治影響民生，民生富足就會大量生產兵馬俑 (Ｄ)可見漢代有視死如

生的觀念，地下王國是地上王國的再現。 

38. 根據本文，關於漢俑的特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秦俑的形象比漢俑豐富活潑 (Ｂ)看得

出來漢代商業發展興盛 (Ｃ)反映出漢代和諧的社會生活氣氛 (Ｄ)從兵馬俑的形象，可知漢代

兵馬不如秦代精良。 

 
 

了秦俑未曾見過的女俑與宦官俑，還有如犬馬豬雞牛羊等家畜俑，不但製作精良，造型深富

古樸的趣味，數量更是空前龐大。此外還有大量的陶倉、瓦當等建物的模型或構件。以上這

些，都成為當時漢代生產技術進步，以及人民生活自在富足景象，最具代表性的寫照。為讓

觀眾有機會目睹漢代文物的溫文蘊藉之美，開拓歷史的新視野，國立歷史博物館此次與聯合

報與陝西省文物交流中心、漢陽陵博物館合作，引進精選的漢陽陵出土文物兩百餘組件，於

本館展出，以饗大眾。 

                                          ──改寫自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