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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東高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原 3第 2次歷史科期中考試卷 

       畫卡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座號_______  

單一選擇題( 1-20題,每題 1分; 21-60題,每題 2分) 

1. ( ) 中日甲午戰爭前，中、日兩國決議若朝鮮有事，雙方可同時出兵干涉，是由於朝鮮半島上發生了什

麼事？   (A)江華島事件 (B)興宣大院君策動漢城兵變 (C)東學黨作亂 (D)激進派與溫和派對抗 

 2. ( ) 1519 年，西班牙王室資助葡萄牙探險家麥哲倫率船隊遠征。其主要目的是開闢由西方通往東方的航

線，使西班牙掌握新航線及龐大的貿易利益。這次探險非常成功，船隊三年後返航，達成了歷史上第

一次環球航行。根據以上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當時陸上貿易被蒙古政權壟斷 (B)香料

為當時主要的貿易商品 (C)西班牙掌握了麻六甲海峽 (D)十六世紀海權國家主要搶占的地區是臺

灣 

 3. ( ) 在耕、耙、耖的技術體系中，耕是最重要的一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晚唐的陸龜蒙在耒耜

經中曾記載某種重要的農具，這種農具多使用於江南地區，其特色是小巧靈活，易於深翻土塊，破壞

雜草生長。這種農具可能是   (A)高轉筒車 (B)秧馬 (C)曲轅犁 (D)龍骨踏車 

 4. ( ) 唐人孟詵告老還鄉，每天以藥餌為事，著有補養方一書。該書在其好友著作備急千金要方食治的基

礎上，增補許多食物用藥，是集唐之前食療大成的書籍。孟詵的好友應是下列何人？   (A)孫思邈 (B)

唐慎微 (C)陶弘景 (D)葛洪 

 5. ( ) 有一位醫生被稱為「藥王」，仁心仁術，並認為凡是想當位好的醫生，就一定得熟讀古代的脈學經典、

本草藥書和各種有效的方子，還得精於算命、看相、卜筮等，且要廣讀群書，才能盡善盡美，這位名

醫是   (A)華佗 (B)王叔和 (C)龐安時 (D)孫思邈 

 6. ( ) 日本曾經主張團結其他亞洲國家，一齊起來反抗西方的霸權主義。最初目標是排除歐美列強的威脅，

進行亞洲國家的統合。其具體內容為文明化、國家協同合作、國家合併、建構新秩序等。根據以上資

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思想即為亞細亞主義 (B)後來成為日本協助亞洲國家的基本思想 

(C)進一步發展成為日本的共產主義 (D)日本在臺實施皇民化運動便以此為主要精神 

 7. ( ) 有位作家在二十世紀初，為了改造祖國而高聲疾呼「廢除民主政治」、「重振本國雄風」、「建立

黃種人的羅馬帝國」，此作家的祖國應是   (A)中國 (B)日本 (C)越南 (D)朝鮮 

 8. ( ) 清議報的主持人曾撰文概括其特色為「倡民權」、「衍公理」、「明朝局」與「厲國恥」，並指出該報目

的是「廣民智、振民氣而已」。根據以上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報紙主持人是孫中山 (B)

「厲國恥」應與甲午戰爭的失敗有關 (C)清議報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報紙 (D)清議報與自強運動的

精神相符 

 9. ( ) 某書的內容是「以地為經，以史為緯，先列地圖，中分述各國史地，後附中西紀年對照表，中西異

同表。」這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世界分國志。作者在書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對

付外國侵略者，不能「舍其長，甘其害」，而必須「塞其害，師其長」，只有「善師四夷者，能制四

夷」。試問「某書」應為何？作者是誰？   (A)盛世危言、鄭觀應 (B)四洲志、林則徐 (C)建國方

略、孫中山 (D)海國圖志、魏源 

10. ( )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越南反殖民的抗爭達到高潮，統治集團內部也分化為投降派和主戰派。

1885 年，阮朝大臣在順化發動起義，襲擊殖民國家的軍隊，但是因為缺乏統一的組織領導，起義終

告失敗。根據以上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殖民國家為英國 (B)該殖民國家推動去中國

化的行動 (C)起義失敗後，越南開始排斥西方文化 (D)開始推動以漢字為主體的越文 

11. ( ) 1990 年代，中國的社會問題，體現了資本主義全球化中「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矛盾。中國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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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開放，也可視為對全球化資本主義鬥爭和抗衡的過程，甚至在蘇聯及東歐失敗後，尋求另類現代化

的一種努力。根據以上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中共於 1990 年代開始改革開放 (B)近年

來，中共重新發揚儒家文化的精神 (C)中共已從共產主義社會蛻變成資本主義社會 (D)中共因實施

「一國兩制」，導致內部發生嚴重的社會問題與矛盾 

12. ( ) 西元 1185 年，以鎌倉為根據地的他奉天皇之命，入京消滅亂黨，後來他受封為征夷大將軍，成為政

治的權力核心，此後在朝廷之下建立武家政權，開啟了軍人干政的「幕府」歷史。他是誰？   (A)

源義朝 (B)平清盛 (C)源賴朝 (D)足利尊氏 

13. ( ) 1927 年，日本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在帝國大學報發表文章，批評臺灣缺乏政治自由、言論機關，不

但沒有臺灣人自行發行的報紙，連臺灣人在東京發行的臺灣民報也不許將發行地點移到臺灣。根據以

上資料，下列關於矢內原忠雄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具有反帝國主義的思想 (B)他主張「敬戴皇

室，愛重本國」 (C)強調皇民化的精神 (D)其人像出現在日本萬圓鈔票上 

14. ( ) 從 1633 年起，日本的幕府政權頒布鎖國令，除特定對象外，禁止與大多數西方國家進行貿易。直到

1854 年被迫開放國門，1868 年幕府被推翻後鎖國令遭徹底廢止，歷經了二百餘年的孤立狀態。根據

以上資料，下列關於鎖國政策的敘述何者正確？   (A)進行鎖國政策的是室町幕府 (B)主要是禁止

喀爾文教派進入日本傳教 (C)唯一能與日本貿易的西方國家是荷蘭 (D)同時斷絕與中國之間的文

化、貿易往來 

15. ( ) 日本的戰國時代，一般是從 1467 年應仁之亂發生開始，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的內亂。此時期以下剋上

的風氣不斷擴散，是群雄割據的戰亂局面。下列關於戰國時代的敘述何者正確？   (A)室町幕府的勢

力衰微，各地戰亂不斷 (B)織田信長曾經推翻德川幕府 (C)豐臣秀吉反對與西班牙、葡萄牙貿易 

(D)最後是日本天皇恢復政權，結束戰國時代 

16. ( ) 七世紀中葉，唐高宗詔令官員組成二十多人的工作團隊，「上稟神規、下詢眾議」，大修本草，既保

留前人的古代藥學資料，亦汲取不少當代醫家智慧，開創中國本草史上集體編撰藥書的先例。這本修

撰後的藥書是   (A)本草經集注 (B)備急千金要方 (C)神農本草經 (D)新修本草 

17. ( ) 他是日本明治時期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東京學士會院的首任院長，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義塾

大學的創立者，主張脫亞論，影響了明治維新運動。他是誰？   (A)伊藤博文 (B)兒玉源太郎 (C)

福澤諭吉 (D)矢內原忠雄 

18. ( ) 十九世紀，今文經學再度受到重視，強調「通經致用」的公羊學為儒者所重，龔自珍、魏源、康有

為均為其中佼佼者。試問今文經之所以能夠復興，原因與何者有關？   (A)社會的動盪 (B)文字獄

的大興 (C)西方思想的激盪 (D)學術發展的必然結果 

19. ( ) 明治元年，有位日本官員向天皇進言：「我們應該派遣一位大使去問罪，同時進攻。不出五十天，我

們便可以俘虜他們的國王。我們只要占領此國，就等於占有金窩，米、麥都非常豐富，日本馬上會富

強起來。」之後日本還與該國在江華島發生衝突。根據以上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為著

名的「征華論」 (B)此言論導致牡丹社事件的發生 (C)此國家後來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D)1875 年

衝突發生後，該國成為日本殖民地 

20. ( ) 全祖望說某學者：「學必源本於經術，而後不為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物。」請問這位學

者應屬於那一派學術思想？   (A)程朱理學 (B)心學 (C)經世致用之學 (D)考據學 

21. ( ) 小明看到一篇論文的內容：「耕地面積不斷擴大，一些地區的農田水利也得到興修，農業生產技術和

農具有較大的改進，出現了適合於深耕的圓頭、尖頭犁鏵。北方的小麥等農作物傳到南方，南方的許

多優良稻種也傳到了北方。」這篇論文的題目最可能是   (A)漢朝農業技術的改良 (B)魏晉南北朝

農業技術的改良 (C)唐朝農業技術的改良 (D)宋朝農業技術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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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 1940年日本總理大臣發表宣言，表示將在東亞建立新秩序。下列有關此宣言的敘述何者正確？   (A)

為日本實現其世界大同理念的規劃 (B)為日本左派勢力所提出的侵略藍圖 (C)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的擴張構想 (D)為甲午戰爭至一戰期間的同盟計畫 

23. ( ) 從北宋范仲淹的「義莊」到南宋朱熹的「社倉」、呂大鈞的「鄉約」等社會公益事業的興辦，均可說

明宋代儒者的何種現象？   (A)積極淑世的精神 (B)強調義理和事功的特色 (C)仕宦之餘，較忽略

社會慈善事業 (D)強調道德而不以做官為目的的儒家精神 

24. ( ) 日本的聖德太子推崇中國思想，但他兼顧日本的傳統風土民情，未對中國文化照單全收。其頒布的

十七條憲法中，第一條「以和為貴，無忤為宗」講求集團調和思想，也加入了自身獨特的滅私奉公思

想。根據以上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聖德太子推崇的是中國宋明理學思想 (B)積極吸收

中國文化的目的是強化皇權 (C)主張與地方豪族一起分享皇族的政權 (D)最終目的是以大和文明

取代中國思想 

25. ( ) 十七世紀西方商人來東亞地區貿易，他們買走了南洋群島的香料和中國的絲綢、瓷器，相對地，某

一種貴重金屬則大量湧入中國，對中國的貨幣經濟產生重大變化。「某一種貴金屬」應是下列何者？   

(A)黃金 (B)青銅 (C)白銀 (D)錫鎳 

26. ( ) 「他們」是日本唯一允許在日貿易的國家，最初只准一年赴日一次。後來，「他們」的貿易成了西方

知識傳入日本的途徑，日本人購買和翻譯許多科學相關的書籍，數千部西方的刊物在日本出版，並在

人們之間傳閱。根據以上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他們」指的是美國人 (B)傳入物品以

宗教書籍為主 (C)此時正當江戶幕府時期 (D)日本執政當局歡迎西方新知傳入 

27. ( ) 歷史課上，老師整理了一個表格如下，並請同學寫出清末民初中國改革運動的趨勢。請問以下那位

同學所寫是正確的？   (A)小花：文化→制度→器物 (B)小張：制度→器物→文化 (C)小華：制度

→文化→器物 (D)阿芳：器物→制度→文化 

自強運動 受英法聯軍戰敗的刺激，重點在軍事 

戊戌變法 從儒家思想尋找改革的理論，重點在政治 

新文化運動 有救亡圖存的意識，批判傳統儒家觀念 

28. ( ) 清末民初的史學家章太炎認為清代的經學發展有一種趨勢：「清初學者講經研究漢學，尚無今古文之

爭。一直到今文家以今文排斥古文，古文家才以古文來排斥今文，以相對抗。」從上文來看，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清代今文家排斥的是古文經的讖緯之說 (B)今、古文經之爭最早發生於清朝 

(C)清末改革者以今文經的變易思想，作為改革依託 (D)康有為主張左傳、詩經為劉歆偽造，以此「排

斥今文」 

29. ( ) 咪咪正在看韓劇「明成皇后」，她可以透過這齣戲劇學到什麼樣的韓國歷史？   (A)1850 年前後：

主角推動開放改革 (B)1890 年前後：主角力抗日本勢力的滲透 (C)1910 年前後：主角力阻日韓合

併 (D)1930 年前後：主角策劃反日抗爭 

30. ( ) 某學者主張：「四書、五經、中國政治、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今欲

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

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矣。」請問此主張可能出自何處？   (A)張之洞的勸學篇 (B)康有為的請定憲

法開國會摺 (C)陳獨秀的本誌罪案之答辯書 (D)魏源的海國圖志 

31. ( ) 唐律有一條文規定：「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

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漏露其事，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請

問此條文的主要用意為何？   (A)注重連坐制度 (B)鼓勵屬下告密 (C)提倡家族同居 (D)保護倫

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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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 茶馬古道是指商人在中國西南地區開闢的商貿通道，歷代政府出於國防與外交羈縻等需求，因而發

展茶馬貿易，由官方經營此條交通線。但到了清代，官方已無需再發展茶馬貿易，請問其原因為何？   

(A)滿人入主中原後，不再需要購買茶葉 (B)西南邊區的馬匹品質降低 (C)茶葉產量不足，無法再

繼續以茶葉換取邊區良馬 (D)清代發源於產馬的東北，已有可靠的馬匹供應地 

33. ( ) 宋朝一位哲學家主張：「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請問這位哲學家的思想出自那一本書？   (A)老子所著的道德經 (B)墨子所著的墨子 (C)四書之

一的大學 (D)韓非所著的韓非子 

34. ( ) 高麗在十世紀時為培養儒學人才，成立成均館，成為朝鮮最高學府。請問成均館的性質與中國古代

那一機構相同？   (A)弘文館 (B)中書省 (C)太學、國子監 (D)大理寺 

35. ( ) 某一條約中規定：「朝鮮國……有日本公館，久已為兩國人民通商之區。今應革除從前慣例及歲遣

船等事，憑准新立條款，措辦貿易事務。且朝鮮國政府須別開……二口，准聽日本國人民往來通商，

就該地賃借地基，造營家屋，或僑寓所在人民屋宅，各隨其便。」請問此條約應是   (A)天津條約 (B)

江華條約 (C)馬關條約 (D)樸資茅斯條約 

36. ( ) 高麗王朝在 958 年時創立了科舉制度，由禮部主持，其考試、及第授官的方式與中國的科舉制度略

同。1392 年，李氏朝鮮取代了高麗王朝，仍繼續實行科舉制度，並有一些自己的特點，如設立謁聖

試等。根據以上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證明高麗曾經接受中國統治 (B)高麗王朝的科舉

制度是從日本傳入的 (C)高麗曾經接受儒家思想 (D)元朝因漢化程度低，故高麗並未臣服 

37. ( ) 唐宋以後，中國通過海上絲路往外輸出的商品主要有四大宗，往內輸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

供宮廷賞玩的奇珍異寶。到了明初鄭和下西洋時，海上絲路更是發展到巔峰。請問下列那一項是外銷

四大宗商品之一？   (A)瓷器 (B)煙草 (C)稻米 (D)樟腦 

38. ( ) 從唐初以來，國家運用政治力量控制科舉考試。唐代將某一本書列為考試圭臬，促成儒家經典解釋

統一的現象。此書也成為儒家經典的唯一注解，成為讀書人謹守的官書。這本書是   (A)論語 (B)

孟子 (C)四書集注 (D)五經正義 

39. ( ) 附圖有兩個演員，右邊一人用手指著右眼，表示有眼疾；另一人則背著布袋，袋上畫著許多眼睛，

手拿一瓶眼藥，請有眼疾的演員使用。請問此圖呈現的是南宋時那一種表演活動？   (A)說書 (B)

雜劇 (C)傀儡戲 (D)舞蹈 

 

40. ( ) 十五到十七世紀時期，歐洲海權國家的船隊尋找新的貿易路線和貿易夥伴，以發展歐洲新生的資本

主義。受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的雙重驅使，歐洲人發現了許多當時在歐洲不為人知的國家與地區，擴

展其已知世界的範圍。根據以上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英國與荷蘭的傳教動機較強烈 (B)

主導商業資本主義的主要是天主教國家 (C)當時菲律賓受到西班牙的殖民 (D)傳教不屬於海外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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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擴張中的一環 

41. ( ) 1884 年，朝鮮開化派的激進派分子受日本公使的教唆，發動政變並殺害溫和派人士。清廷出兵干涉，

並與日本達成協議：「兩國同時撤兵；若朝鮮發生重大變亂，兩國在出兵前，應先行文知會。」下列

何者為此協議導致的結果？   (A)使朝鮮不再是中國的藩屬國 (B)使朝鮮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C)

為甲午戰爭埋下伏筆 (D)為八國聯軍埋下伏筆 

42. ( ) 二十世紀初，某學者說：「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叫做『評判的態度』。……

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

度』的最好解釋。」下列關於此學者與新思潮的配對何者正確？   (A)梁啟超，革命救國 (B)胡適，

民主科學 (C)魏源，全盤西化 (D)康有為，君主立憲 

43. ( ) 蒙古南侵之時，金軍也學會以火藥武器抗蒙。金天興元年（1232 年），赤盞合喜駐守汴京，「其守城

之具有火砲名『霹靂砲』者，鐵礶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之

上，火點著甲鐵皆透」。請問火藥發明於何時？   (A)漢朝 (B)南北朝 (C)唐朝 (D)宋朝 

44. ( ) 鎌倉幕府的建立，象徵中央貴族掌握實際統治權的時代結束。身分地位很低的武士登上歷史舞臺，

他們鄙視以前貴族萎靡的生活，崇尚「忠君、節義、廉恥、勇武、堅忍」思想，形成武士的精神支柱

「武士道」。根據以上資料，下列關於鎌倉幕府的敘述何者正確？   (A)以天皇為政權的領導中心 (B)

鎌倉政權的建立者為孝德天皇 (C)掌握政權者自封為征夷大將軍 (D)曾經協助蒙古進攻朝鮮半島 

45. ( ) 辛亥革命後，某位學者表示：「吾於家庭之事，則從東方人；於社會、國家、政治之見解，則從西方

人」、「中國樣樣不如人，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發展方向」，這也是當時大部分青年學生對中國前途

的思考與選擇模式。這位學者是   (A)康有為 (B)梁啟超 (C)胡適 (D)郭嵩燾 

46. ( ) 「若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讀書，有何所用？

用之不善，反增過惡矣！」「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這是下列那一

理學家的思想？   (A)程頤 (B)周敦頤 (C)朱熹 (D)陸九淵 

47. ( ) 段明熙是一位傳統的知識分子，踏入時光隧道機，當它運行到那一朝代時，他將面臨「仕」與「隱」

的困難抉擇？   (A)宋朝 (B)元朝 (C)明朝 (D)清朝 

48. ( ) 蘇軾曾在武昌見到「秧馬」後，作秧馬歌引：「予昔游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日行千畦，較之傴僂而

作者勞佚相絕矣。」請問「秧馬」也會出現在下列那一本書籍中？   (A)長孫無忌的唐律疏義 (B)

王禎的農書 (C)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 (D)沈括的夢溪筆談 

49. ( ) 某一時期將用藥量依照比例調製，朝定量化發展，運用昇華與不同溶解度等煉藥技巧也逐漸成熟。

然而在製作過程中，卻因無意間將硫磺、雄黃與硝石加熱，引發爆炸，而發明了火藥。請問此時期為

何？   (A)唐代 (B)宋代 (C)元代 (D)明代 

50. ( ) 中國自古以來大都重男輕女，但唐朝的女性地位較前朝提升不少，導致這種社會特色的原因為何？   

(A)武則天稱帝的刺激 (B)法律的規定 (C)經濟繁榮與國力昌盛形成開放的社會風氣 (D)佛教講

求眾生平等 

51. ( ) 朝鮮半島的李朝後半期（十七到十九世紀中葉），是傳統社會急遽衰弱的時期。一些立志救國救民的

知識分子，反對性理論、禮論之繁瑣，轉向現實的具體人間問題。倡導經世致用、利用厚生等有利於

國計民生的新學風。根據以上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時朝鮮受到中國明清帝國的入侵 

(B)朝鮮受西學影響而開始轉變 (C)重視實用的精神主要是受到考據學的影響 (D)此新學風指的是

宋明理學 

52. ( ) 十九世紀末，日本出現一種言論：「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不必因為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

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法對付即可。因為，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會近墨者黑。」此言論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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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日本有何發展傾向？   (A)認為應與亞洲各國一齊對抗西方勢力 (B)欲與西方合作以削弱中國

勢力 (C)努力西化，以求躋身於西方列強的行列 (D)反對進行改革，維持鎖國傳統 

53. ( ) 中國有那一位學者認為「始作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於鄭玄」，至於劉

歆製造偽經的目的，則是為了幫助王莽篡奪政權。他說：「王莽以偽行篡漢國，劉歆以偽經篡孔學，

二者同偽，二者同篡。」？   (A)胡適 (B)顧炎武 (C)康有為 (D)梁啟超 

54. ( ) 位於日本東京的靖國神社，供奉了明治維新以來為國戰死的軍人。二戰結束後，昭和天皇每年都要

參拜靖國神社，但 1978 年將二戰的甲級戰犯列入神社祭祀後，天皇再也沒有參拜靖國神社。請問天

皇不再參拜的原因為何？   (A)靖國神社被認為是軍國主義的象徵 (B)日本天皇改信基督教 (C)

靖國神社具有強烈的左派思想 (D)日本民眾認為參拜神社浪費金錢 

55. ( ) 某座城市中出現瓦子與勾欄，反映出市民生活的種種娛樂活動，已從鄉村走向城市，變成有固定演

出場所、專業性的、規模大小不等的各種城市文藝團體。請問此城市為何？   (A)漢代的長安 (B)

隋代的大興 (C)唐代的洛陽 (D)宋代的汴京 

56. ( ) 朝鮮歷史上與中國的關係一直十分密切，在許多層面都有互動往來，但這個局面在西方列強進入亞

洲以後面臨挑戰，請問朝鮮起初的反應為何？   (A)認識到西方的富強，決定全面學習西方，推行「文

明開化」 (B)效法清帝國的自強運動，採取「師夷長技以制夷」 (C)立即中斷與清帝國的宗主關係，

尋求日本的援助 (D)維持傳統親中的「鎖國攘夷政策」 

57. ( ) 他兼收並蓄，頗有心得，以善治傷寒名聞當世，蘇軾曾贊其「精於傷寒，妙得長沙遺旨」。他醫術精

湛，能急病人之急，行醫不謀私利，常讓來診者在自己家裡住下親自照料，直至治癒送走，他晚年參

考諸家學說，結合親身經驗，撰成傷寒總病論。他是誰？   (A)孫思邈 (B)龐安時 (C)唐慎微 (D)

王叔和 

58. ( ) 根據沈括的夢溪筆談記載，畢昇製作一個個小方塊後，在上面刻成反字，然後用火燒硬。之後於鐵

板塗上黏合劑，依照文章內容一字字排滿後，便可加以印刷。請問下列關於此技術的敘述何者正確？   

(A)出現於唐代 (B)用木頭製成小方塊 (C)小方塊字可重複使用 (D)一直沿用到今日 

59. ( ) 「慶曆中，有布衣□□，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每字為一印，……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

上，乃密布字印，……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請問文中的布衣

是誰？   (A)張機 (B)王叔和 (C)畢昇 (D)陸龜蒙 

60. ( ) 歷史課堂上，老師在投影片上呈現附圖，標題寫著「利瑪竇與徐光啟」，並說道：「利瑪竇蓄髮留鬚，

穿著當時儒士的服裝，努力研習漢字和儒家經典。」根據圖片及上述說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利瑪竇放棄教士穿著，可見他具有新教思想 (B)利瑪竇放棄原有信仰，接受儒家的思想 (C)為方便

傳教，利瑪竇採取變通的傳教方式 (D)徐光啟信教後，放棄祭孔及祭祖的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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