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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東高中 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社會組歷史科第一次期中考試卷 

畫卡                                班級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座號______ 

一、單選題：(1-20 每題 1 分, 21-55 每題 2 分) 

(  )1. 小說《鏡花緣》第十回中提到：「不多幾日，到了君子國，將船泊岸。林之洋上去賣貨。

唐敖因素聞君子國好讓不爭，想來必是禮樂之邦，所以約了多九公上岸，要去瞻仰，走了

數里，離城不遠，只見城門上寫著「惟善為寶」四個大字。」請問：隋唐時代哪個國家被

稱之為「君子之國」？ (A)日本 (B)高昌 (C)吐蕃 (D)新羅。 

(  )2. 中國周邊民族的文字大抵「乍視，字皆可識；熟視，無一字相識。」請問：此反映何種文

化意涵？ (A)文字尚未完全成熟 (B)屬於拼音文字 (C)中國文字的影響 (D)文字有超越

空間的特性。 

(  )3. 自何時開始，塞外胡族開始移徙中國邊境及內地者，日益增多，而漸受漢文化的薰陶？ 

(A)漢代 (B)魏晉 (C)南北朝 (D)隋唐。 

(  )4.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其義理與中國儒道思想的關係演變如何？ (A)西晉時期，學者常藉道

家經典解釋佛教義理 (B)隋唐皇室扶持道教，佛教思想停頓 (C)宋代理學家批評佛教以性

為空，佛學影響理學不大 (D)清末始有僧侶提倡儒釋道三教調和論，以共抗洋教。 

(  )5. 某人創立許多道教戒律害齋醮儀式，主張遵守儒家禮法，並將佛教生死輪迴思想引入道

教，始道教組織更為嚴密。請問：某人應該是誰呢？ (A)葛洪 (B)寇謙之 (C)陶弘景 

(D)北魏太武帝。 

(  )6. 唐開元二十五年，某國國王卒，玄宗詔贈太子太保，派遣左贊善大夫邢璹攝鴻臚少卿往新

羅弔祭，並冊立其子為新國王。將出發時，玄宗謂璹曰：「○○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

記，有類中華。」請問：此國為何？ (A)新羅 (B)高麗 (C)百濟 (D)吐蕃。 

(  )7. 隋唐時，與外族頻繁的互動，使中國在各方面呈現出豐富的樣貌，其中在繪畫上的表現為

何？ (A)大量留白，重視意境 (B)採用立體透視法 (C)寫實般的素描技巧 (D)有陰影凹

凸效果。 

(  )8. 據史書記載，當時國家的禮樂機關 ── 太常，所演奏的樂曲，以胡曲為尚，而一般貴族仕

女都喜歡胡服胡食。請問：這時代應是下列哪一位帝王在位時期？ (A)晉惠帝 (B)唐玄宗 

(C)元世祖 (D)清高宗。 

(  )9. 「他」是道教史上的改革家，「他」革新道教，主張唯賢是授，儒道兼修，同時又引佛入

道，宣揚六道輪迴，創立道教齋戒符籙的典章制度，大大推動了南北朝時期道教的發展。

文中提到的「他」，所指何人？ (A)葛洪 (B)寇謙之 (C)陶弘景 (D)王重陽。 

(  )10. 下列有關中國民族的融合，何者敘述錯誤？ (A)先秦時期的民族融合，不僅使中國一詞取

得特定的文化涵義，更奠定秦漢大一統帝國基礎 (B)魏晉南北朝是民族融合最顯著的時

代，開啟隋唐帝國之盛世 (C)終唐之世，種族觀念皆十分淡薄 (D)宋代理學復興，強調嚴

夷夏之防。 

(  )11. 西元 2002 年故宮舉行「天可汗的世界」特展，在虛擬的長安城中，風塵僕僕遠從中東而

來的駱駝商隊，正帶進綢緞、絲織品、農作物或牲畜物資進入長安的西市，市集裡商業交

易熱絡不絕，攤販叫賣聲此起彼落，來自世界各國的各色人種雜沓喧嘩；而外國使節也正

進入含元殿、覲見中國的統治者，紅柱、綠瓦的大布局建築，召告著天下中國的氣度及胸

襟。由以上敘述我們可以得知？ (A)這是蒙古西征後的情形，當時中西文化交流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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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出現外國使節覲見中國的統治者 (B)由特展文物造型與技術的多樣性，可以看得出

來唐代中西貿易與文化交流興盛 (C)這些文物反應出清代前期朝貢貿易興盛，因此外邦

多來中國朝貢，才會出現極具各地特色的貢品 (D)這應是在安史之亂之後，唐人與阿拉

伯人交流日益頻繁才有的現象，駱駝的造型與馴養技術便在此時傳入中國。 

(  )12. 某個朝代的京城中，西域來華使節甚多。他們因強權興起，歸路斷絕，只能滯留京中，有

長達四十餘年者。政府發給公費，他們就用其購買田宅，或放高利貸，且都娶妻生子，安

居不欲歸，造成政府的重大負擔。政府希望他們繞道回國，但因無人願意，只好將其編入

軍中，以節省開支。請問：這應是哪一個京城？ (A)唐代的長安 (B)宋代的臨安 (C)元

代的大都 (D)清代的北京。 

(  )13. 唐初尉遲乙僧，所畫「功德、人物、花鳥，皆是外國之物象，非中華之威儀」。其畫亦加

暈染，有陰影，立體感強，所以有「凹凸畫派」之稱。這類繪畫作品，簡稱「凹凸畫」。

請問：當時畫家是採用何處傳來的暈染法？ (A)印度 (B)大食 (C)波斯 (D)埃及。 

(  )14. 唐朝是中國的盛世，有關其對外關係的敘述，正確的是 (A)受大唐帝國文化影響最深的

是日本，故有「君子國」之稱 (B)藏傳佛教經文成及金城兩位公主介紹到吐蕃，並成為

吐蕃的國教 (C)吐蕃的強盛成了唐與大食間的屏障 (D)唐與突厥間有所謂「絹馬貿

易」。 

(  )15. 據禪門正統記載：「（唐憲宗）元和九年，百丈懷海禪師，始立天下叢林規式，謂之清

規。」南懷瑾教授認為「百丈創立的禪門叢林，它的主要目的，不止在於創建寺院，而且

更是在於有一座好的禪室，可使天下僧眾有個安身立命，專志修行的所在。」關於此一制

度的敘述何者錯誤？ (A)堅守「一日不作，一日不食」之規範 (B)改變世人對僧侶不事

生產，過著乞食或供養的依賴生活的看法 (C)使中國淨土宗欣欣向榮 (D)對於中國宋明

書院與教育制度有深遠的影響。 

(  )16. 張三編寫的歷史劇「七世紀商人李生傳奇」，被學者批評其史實錯誤連連。劇中有以下幾

段情節，請依據歷史知識判斷，哪一個選項依據的是正確的史實？ (A)李生到長安做生

意，他選擇了位在長安城南，面對長安大街的住家，並改裝為店面 (B)接著李生來到蘇

州，蘇州城內會館林立，李生在會館內認識了許多同鄉 (C)後來李生在廣州經營奇珍異

寶的貿易，接觸的商人包括阿拉伯人，聽到許多阿拉伯軼聞 (D)最後，李生來到漳州，

經營海外貿易，將中國的絲織品運往呂宋島銷售。 

(  )17. 這座佛寺不祇是個宗教場所，同時也是地方金融中心，寺院借貸給農民並收取高額利息。

寺院擁有龐大的地產和大量的身分依附者，寺院長老們正和來到寺院的達官貴人們探討著

深奧的佛理。這是什麼時期的現象？ (A)這是佛教剛傳入中國的兩漢時期之特徵 (B)這

是南北朝、隋唐時期佛教寺院的特徵 (C)這是兩宋時期商品經濟繁榮下寺院的寫照 (D)

這是明清時期土地財富向寺院集中的表徵。 

(  )18. 「他們是兼營農耕、畜牧、漁獵的定居民族，又吸收了游牧民族的騎射技術，發展出強大

的戰鬥力。」請問：文中描述的是哪一民族？ (A)契丹 (B)鮮卑 (C)蒙古 (D)女真。 

(  )19. 有一個民族，東滅渤海國，占有其地，成為一股新興的力量。但仍保有傳統的特色：有四

時捺鉢，春天捕鵝，夏天放鷹，秋天射鹿，冬天獵虎。雖入主中原，但沒有全面接受漢

化，仍保有游牧民族的傳統。這是指哪個民族？ (A)契丹 (B)女真 (C)党項 (D)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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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宋太祖趙匡胤原是後周武將，黃袍加身奪得政權之後，卻舉國重用文臣，其中主要原因為

何？ (A)宋太祖開國時期，得到許多文人襄助，因而感恩 (B)想要徹底革除五代以來武

人奪權掌政的陋習 (C)希望藉由此一舉動強化中央政府權利 (D)宋太祖為了增加高門望

族參與政治的機會。 

(  )21. 宋末某人以匹夫之力，抗元不屈，臨刑前寫下的《正氣歌》，為宋代士人的浩然正氣，做

了最佳詮釋。請問：文中所描述的人物為何？ (A)史可法 (B)辛棄疾 (C)顧亭林 (D)文

天祥。 

(  )22. 清初皇帝推行的措施包括：一方面實施科舉、禮遇士人；另一方面興文字獄、藉編撰各類

典籍來銷毀不利滿清的書籍或言論等。由此可反映出清朝皇帝統治廣大漢人的方法和最終

目的為何？ (A)運用高壓與懷柔並用的手段，箝制思想，維護專制統治 (B)以高壓政策

控制漢人，以利其統治 (C)懷柔漢人，促進滿、漢融合 (D)積極漢化，使中國在文化上

成為一個整體。 

(  )23. 歷史上的各民族進入中原後，通常在文化層面極容易被層次較高的漢文化同化，經常利用

儒學來維持社會秩序，透過科舉來穩定政治秩序。但在哪一方面則固守本位，顯得有所堅

持？ (A)宗教方面 (B)經濟方面 (C)社會方面 (D)軍事方面。 

(  )24. 史書記載：「北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

治，得其宜矣。」請問：這是哪一朝代的制度？ (A)遼 (B)金 (C)元 (D)清。 

(  )25. 陸游的詩作：「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不見九州同，王師北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

翁。」就當時歷史背景推論，「王師北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指的是希望哪一外患

可以早日平定？ (A)契丹 (B)蒙古 (C)党項羌 (D)女真。 

(  )26. 資料一：「這個機構設立於雍正年間，負責掌理機密重務，後來逐漸取代內閣的權力。」

資料二：「此機構仍沒有直接向各部與各省發布命令的權力，故在實際意義上，並不是國

家的最高行政機關。」請問：上述的機構應為下列何者？ (A)都察院 (B)理藩院 (C)軍

機處 (D)翰林院。 

(  )27. 對於某個朝代我們可以這樣形容：「嚴華夷之防，重文武之別，裁抑王室貴族之奢淫，讓

受教育講道理的讀書人，成為社會之中堅。」請問：這是哪個朝代的特色？ (A)東晉 

(B)唐代 (C)宋代 (D)明代。 

(  )28. 滿清入主中原 268 年，歷代皇帝一方面極力追求文治，維持儒家統治的形象，以符合漢族

士人的期待；另一方面，為鞏固滿洲的統治勢力，又施以嚴密的思想言論控制，以及防範

任何可能影響其統治權的因素。請問：懷柔與高壓政策並用的結果為何？ (A)漢人始終

仇視滿清 (B)漢人堅守「聖之清」原則拒不出仕 (C)漢人長期把持政權，政府也需要他

們穩定政局 (D)漢人多為朝廷所用。 

(  )29. 中國經常以「天朝」或「上國」自居，與外族並非平等對待，但當外族之力量強大時，中

國迫於形勢，也會採取對等策略。歷史上哪個時代，中國曾與外族簽定平等的條約？ (A)

東漢與日本 (B)唐代與天竺 (C)北宋與遼國 (D)明代與朝鮮。 

(  )30. 《新唐書‧食貨志》：「憲宗以錢少，復禁用銅器。商賈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

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文中□□應填入何者？ (A)交子 

(B)會子 (C)飛錢 (D)寶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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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大航海時代，歐洲國家積極開拓東方市場，而中國與世界市場的供需關係更促使白銀大量

流入中國。關於當時白銀輸入中國的主要貿易路線，包括下列哪些？ (甲)美洲-呂宋-中

國；(乙)日本-東南亞-中國；(丙)歐洲-印度-東南亞-中國；(丁)非洲-阿拉伯-東南亞-中國；

(戊)近東-西亞-中亞-中國。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乙丙戊 (D)甲乙丙丁。 

(  )32. 有關朝貢貿易的情形，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此種貿易在清高宗時達到頂點，後因閉

關自守而禁絕 (B)是將朝貢與互市合而為一，亦即接受中國冊封，才能與政府通商 (C)

目的在由政府壟斷貿易之利 (D)此種「厚來薄往」的貿易，造成中國的逆差而逐漸縮

減。 

(  )33. 宋代交易主要用銅錢，來發行紙幣。到了明代，白銀流通甚廣，數量也大。明代何以會出

現大量白銀？ (A)明代重視銀礦的開採，產量自然較前代為多 (B)明代煉銀技術較前代

為進步，產量因而增加 (C)明代與阿拉伯貿易頻繁，阿拉伯銀大量輸入 (D)當時美洲生

產的白銀經由海上貿易進入中國。 

(  )34. 某人準備出門旅行，先到城中購買相關書籍。書肆中陳列著各種指南、地圖及日常生活有

關的百科全書。這些書中不僅有交通路線，甚至有菸草、海外奇珍等的介紹。這個現象最

早可能出現在下列哪個時期？ (A)宋代 (B)明代 (C)清代 (D)民初。 

(  )35. 某地區以絲織業聞名，附近農民將生產的繭送到鎮上的絲織工廠，由繅車（紡織機）加工

成絲織品。這一類工商業市鎮在何時最普遍？ (A)三國時代的華北 (B)盛唐的華中 (C)

明代後期的江南 (D)明末清初的臺灣。 

(  )36. 從宋代「蘇常熟，天下足」到明代「湖廣熟，天下足」，可說明江南農業發展的哪一項事

實？ (A)中國經濟重心不斷南移 (B)北宋時自占城引進早熟稻後產量大增，更適合湖廣

地區的土質 (C)長江下游受經濟作物影響，糧食作物的種植往長江中游移動 (D)蘇常穀

倉受戰禍摧殘而往兩湖發展。 

(  )37. 著名瓷器「青花瓷」在燒瓷技術的成就上有何重要意義？ (A)使瓷器成為宮廷流行的至

寶 (B)促進中國瓷窯業的發展 (C)使瓷器由實用器皿提升為藝術珍品 (D)使瓷器成為中

外暢銷的貨物。 

(  )38. 《史記》有〈河渠書〉，《漢書》有〈溝洫志〉，主要針對黃河患害的嚴重而寫的。但

是，《後漢書》到新、舊《唐書》都沒有〈河渠書〉或〈溝洫志〉等篇章。學者歸因於黃

河基本上安流無事，無需專闢一篇。請問此一時期黃河安流的最可能原因是什麼？ (A)

北方朝廷政治清明，治理黃河成效顯著 (B)北方胡人政權重用漢人，不乏水利專家 (C)

黃河中游西側農業大為進步，水利發達 (D)黃河中游西側多屬胡人居處，變農為牧。 

(  )39. 一位近代地理學家在綜論四川人口地理結構時說：「雖然清代以前的本地人後裔還能在西

南及西部少數地方找到，但相對來說數量很少。四川東部、西部和南部以湖廣籍為主，河

南、安徽和江蘇籍，主要在南部各縣，相當多的陝西、甘肅籍在北部和西部某些縣分，廣

東、福建、江蘇和浙江籍則主要住在成都和重慶等大城市。」這種人口地理結構的形成，

主要的因素是 (A)從順治到道光年間，各省過剩人口不斷移入四川 (B)太平天國之亂

時，江南各省難民紛紛避亂到四川 (C)國軍剿共期間，各地的農民隨紅軍長征播遷四川 

(D)八年抗戰期間，淪陷區的各省軍民大量湧入四川。 

(  )40. 小明對「明清的經濟活動」單元做了以下的重點整理：(甲)為處理對外貿易，明代首先在

廣州設立市舶司，以專責處理對外商業貿易，並課徵商稅；(乙)明清兩朝皆行海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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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動機各有不同，但同樣使海外貿易迅速衰退；(丙)明清時期，以增加圩田、梯田、沙

田和塗田等耕地，來解決人口大增的壓力；(丁)明初的朝貢貿易在鄭和下西洋達到鼎盛，

之後逐漸走向衰落；(戊)徽商以經營金融業為主；山西商人則以販鹽與茶起家。請問：小

明弄錯的地方有幾處？ (A)二處 (B)三處 (C)四處 (D)五處。 

(  )41. 長江三角洲自中唐以後農業發達，一向是糧食輸出區；但明末以來，卻需仰賴外地輸入糧

食。這種現象與下列何者最有關？ (A)改種經濟作物，造成糧作不足 (B)戰亂頻仍，農

業生產遭到破壞 (C)水利失修，造成糧食生產減少 (D)新作物傳入，飲食習慣漸改變。 

(  )42. 他曾說：「立君乃所以為民，君臣均為人民公僕。」彰顯了民本思想。請問：上述的人物

為何人？ (A)王守仁 (B)黃宗羲 (C)王夫之 (D)顧炎武。 

(  )43. 何人以歸納考證的方法研究典章制度的態度，使之成為清代考據學的前趨？ (A)顧炎武 

(B)黃宗羲 (C)王夫之 (D)顏元。 

(  )44. 明清時期科舉考試盛行後，南方宗族亦極為注重族人的教育，下列何者不是其因應的作

為？ (A)設置族田 (B)編修典籍 (C)興辦族學 (D)重視仕途。 

(  )45. 這個節日是全年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五節氣，在春分後十五日，而一直要到宋朝掃墓才成為

這個節日最重要的活動。請問：這是中國哪一個傳統節日？ (A)重陽節 (B)中秋節 (C)

清明節 (D)端午節。 

(  )46. 《明實錄》記載：「致仕(指辭官歸居)，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禮。若筳宴則設別席，不

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者會，則序爵，爵共序齒。其與異姓無官者相見，不必答

禮。」從上述資料判斷，應是描述哪一個階層？ (A)士紳 (B)商人 (C)農民 (D)官員。 

(  )47. 中國文化圈的核心價值體系，透過何種管道深入下層社會的民心深處？ (A)私塾啟蒙教

育 (B)地方郡國學教育 (C)傳統市集裡進行的說書、戲曲表演等民間休閒活動 (D)里長

等基層公務人員的宣達政令。 

(  )48. 宗族的興起是近世中國社會的另一特色。關於宗族與社會秩序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族長有權懲罰，但不可處死違反族規的人 (B)元代官方不承認族規的合理性 (C)宗族

對於族人的支配權有限 (D)明清時期族規獲得國家立法的認可。 

(  )49. 明清的士紳，有免除徭役的權利，在地方上享有特殊的地位，名分雖僅限於本人，不能世

襲，特權卻可以擴張到家人身上。他們的身分主要是由哪一條途徑得來？ (A)戰場上取

得軍功 (B)經營工商業 (C)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功名 (D)皇帝特別頒賜。 

(  )50. 關於明清時代士紳階級的論述，何者正確？ (A)在太平天國之役後，士紳階級才真正成

為地方最有影響力的人物 (B)士紳不一定與科舉有關，但一定是地主 (C)大部分的士紳

可以擔任政府與民間的溝通橋梁 (D)士紳對地方有百利而無一弊，故地方官樂於借助他

們的力量。 

(  )51. 「後世的君主就不是這樣了！他們認為天下利害的大權都操在我手中；把天下的利益都歸

我享受，把天下的禍害都推給別人，也沒有什麼不可以的。他讓天下的人都不敢自私，不

敢自利，把自己最大的私利，當做天下的公益，剛開始還感到有些慚愧，日子久了也就心

安理得了。把天下看做是自己的一份極大的產業，傳給子孫，使他們享受無窮。」請問：

上述文字應該是誰的說法？ (A)萬斯同 (B)李漁 (C)張廷玉 (D)黃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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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一位思想家指責世人多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反而就沒有了是非；又認為人心是自私的，

人若不自私，豈不就是無心了嗎？這位思想家最可能屬於哪一個學派？ (A)朱熹學派 

(B)東林學派 (C)陽明學派 (D)公羊學派。 

(  )53. 下列有關明清社會中的「士紳」階級的敘述，何者錯誤？ (A)士紳階級形成於宋代時期 

(B)扮演政府與民間溝通的橋梁 (C)享有司法、賦役、禮儀等特權 (D)士紳一定是在社會

上扮演教化民眾的角色。 

(  )54. 資料一：法律規定，夫妻口角後，妻上吊自殺，丈夫不受處分。如果是夫因此上吊自殺，

妻要被判處「絞刑」。資料二：一對夫妻爭吵互毆，丈夫氣不過上吊自殺。地方官原來判

處妻子「絞刑」，但後來皇帝指示：「婦之於夫，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同列三綱，所

關綦重。」便改判「斬立決」（即時執行斬首）。從這兩則資料判斷，下列哪一項敘述是

正確的？ (A)中國傳統社會具有法律之前人人平等的特色 (B)皇帝尊重官員的判決，也

遵照法律規定判刑 (C)皇帝改判更嚴厲的處分，是為了維護綱常名教 (D)皇帝任意破壞

法律，使法律喪失維護綱常名教的功能。 

(  )55. 錢公輔《義田記》載：「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

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以其所

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

也。」請問：這是哪一位宋儒的義行？ (A)范仲淹 (B)歐陽修 (C)蘇洵 (D)王安石。 

二、多選題：(每題 2 分,答錯倒扣 1/5) 

(    )56.下列有一連串人物與其主要貢獻的對應。請問：哪一組的描述錯誤？ (A)張角：創立五斗米教 

(B)玄奘：著有《佛國記》 (C)范縝：著有《神滅論》 (D)慧能：淨土宗始祖 (E)梁武帝：

被稱為「和尚皇帝」。 

(    )57.道教是中國本土的宗教，自漢末初興至南北朝時期，曾經有如何的發展？ (A)漢末天災人禍盛

行，道教以符水、咒語為人治病，吸引眾多下層民眾 (B)由於奉老子為始祖，所以魏晉時期

流行講解老、莊的玄學，是道教興盛的象徵之一 (C)葛洪在東晉時期確立了煉丹的理論，並

深化了道教的理論系統 (D)寇謙之在南朝傳教，宣揚道教理論 (E)陶弘景在北朝傳教，並

使道教成為北魏國教。 

(    )58.草原游牧民族常以何種手段向農業民族取得社會物質？ (A)納稅換取支援 (B)和親嫁娶 (C)

互市貿易 (D)賞賜上貢 (E)征伐作戰。 

(    )59.宋真宗《勸學詩》：「富家不用買良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娶妻莫恨無良媒，書中自有顏

如玉。……男兒欲遂平生志，六經勤向窗前讀。」從以上的詩句可知當時的何種現象？ (A)

宋真宗鼓勵學子勤讀應考 (B)由於宋代開科取士，大批庶民有機會中舉而上升為統治階層 

(C)為加強對讀書人的控制而有的主張 (D)平民追求富貴，中舉是一捷徑 (E)宋代科舉制度

至此才完備。 

(    )60.明代中葉以後，王陽明的學說曾經盛極一時，對思想界產生深遠的影響。請問：下列的主張，

哪些屬於王陽明的思想理念？ (A)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 (B)聖學只是一個

功夫，知、行不可分作兩事 (C)窮理以致知，涵養以實踐 (D)天下物理精蘊已具於聖賢之

書，故須信古人、讀古書 (E)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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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 

DCAAB ADBBC 

BAACC CBDAB 

DADAD CCDCC 

ABDBC CCDAB 

ABABC ACDCC 

DCDCA 

多選題 

ABD 

AC 

BCDE 

ABD 

A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