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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東高中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高 1歷史科第一次期中考試卷 

畫卡+答案卷  105-108班                          班級：         座號：______ 姓名：__________ 

一、單一選擇題(素養題)(每題 2分) 

 1. ( ) ★十九世紀中，西方傳教士在臺灣西南部發現幾件舊文書，有數件是漢字與羅馬拼音對照，其他則全部以羅

馬拼音寫成。判讀漢字後可知其為土地租借、買賣和其他借貸方面的文書。所有文書都是以十七世紀的羅馬

字，用墨汁書寫在黃色紙上。其樣式不一，上有印模。在發現的同時，原住民族已不能閱讀羅馬字部分，但

他們視之為先人遺澤的一部分，並妥善加以保存。請問這是那一國傳教士教導原住民族拼寫而成的文字？   

(A)英國 (B)西班牙 (C)荷蘭 (D)葡萄牙 

 2. ( ) ★資料一：這支蕃族自稱為 Sumiyal。總頭目 Yuvai說：相傳 Sumiyal的祖先，原居地在北方山麓的樹杞林、

北埔一帶，後來被漢人驅趕而入山。 

資料二：訪問八十多歲的平埔蕃頭人陳阿三，他忘記固有母語，只記得幾個單字。 

資料三：擔任嚮導的許姓通事，出入蕃地己經有二十多年，娶族女為妻……他沒有留辮髮，而是按照蕃人方

式束髮、赤腳、腰跨蕃刀，乍看之下無法認出他是漢人。 

根據資料，下列對於原住民族與漢人關係的判斷何者為真？   (A)三份資料皆不合理，雙方文化差異甚大難產生交流 

(B)原住民族與漢人間有衝突，也有文化交流 (C)該時期教育普及，使得原住民族於私塾積極學習漢人文化 

(D)兩者衝突仍頻，因此互相奪取對方的器物以作為戰利品 

 3. ( ) ★根據下列兩段資料作答： 

資料一：1888年宜蘭縣鳳溪頭社，新竹大也甘等十餘社，因駐在宜蘭的副將陳羅，以所建浮橋沖失，疑該地

原住民族拆毀來陷害官民，乃殺戮已歸化的原住民族，原住民族不服，槍殺官軍十餘人。劉銘傳在不得不派

兵時聞知「番」變實情，乃撤罷陳羅，並允許「番」社悔過自新，乃平。 

資料二：1887年中，臺灣內外山疫癘大作，原住民族因疫而死者不少，故殺人以厭之。時官府出兵捕拿兇手

時，又聯合鄰近七個「番」社一起抗官，劉銘傳並迫派「番」童入義塾讀書，希望能易其俗。 

由這兩段資料，我們可以知道清治後期「開山撫番」的實施情況中，那一個敘述是錯誤的？   (A)劉銘傳的

理番政策是撫剿並施 (B)「番變」因素不一，有時是官逼，有時是番人戕害官民 (C)儒學教化有效，日後

不聞番人獵首迷信 (D)開山的過程當中，雖促進番地開發，但也使番人文化日益消失 

 4. ( ) ★清初政府原對閩粵地區移民臺灣抱著禁止的態度，但是大陸渡海來臺的移民源源不斷，於是出現如下的政

策與報告：(甲)政府公布：「臺地現在開闢後山，舊例應行弛禁，所有從前不准內地人民渡臺及私入番境各例

禁，已一律開除，不復禁止。」(乙)地方官報告：「流移開墾之眾，已漸過斗六門以北矣。」(丙)地方官報告：

「流移開墾之眾，漸過半線、大肚溪以北矣。」請問這些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為何？   (A)甲乙丙 (B)乙丙

甲 (C)甲丙乙 (D)丙乙甲 

 5. ( ) ★一段日記敘述如下：「海口南方一里許有龜山，一小獨立丘也。明治七年征臺之役，西鄉侯上陸於茲，先據

此山。又東方山麓有琉球難民五十餘名之墓，是亦同役中西鄉侯之所建也。」請問文中敘述事件有何影響？   

(A)此事件促使清廷劃設土牛紅線 (B)此事件促使清廷「開山撫番」 (C)使總督府重新檢討「理蕃政策」 

       (D)促使破除「吳鳳神話」 

 6. ( ) ★中日兩國在 1874年 10月 31日簽訂北京條約，此條約共有三條： 

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 

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卹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

兩，另有議辦之據。 

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註銷，永為罷論。至於該處生番，中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不能再受兇害。 

請問，中日雙方為何簽訂此條約？   (A)日本於明治維新過後富國強兵，強行占領臺灣本島 (B)琉球漁民遭臺灣原住

民族殺害，但中國推託諉責、不予聞問 (C)日本響應中國要求，派兵協助平定原住民族動亂 (D)事件後中

國與日本成為盟邦，在國際事務上共進退。 

 7. ( ) ★「漢人大量湧入臺灣，而臺灣的原住民族卻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乖乖的接受歸化及漢化，而另一個則

是選擇反抗，……平埔族群大規模的接受漢化，除了與漢人的接觸、交往、通婚之外，政府設『社學』、改風

俗、改姓氏的措施更是造成平埔族群漢化的因素。」我們應如何看待上述資料？   (A)平埔族群的漢化主要

是因受到經濟利誘所趨 (B)在漢人的文化與政治優勢下，平埔族群不得不漢化 (C)漢化政策使平埔族群不

認同自身的文化，導致其文化流失 (D)平埔族群與漢人的習慣本就相近，使雙方文化自然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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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在針對某項決策的對話中，甲提到：「地方侷促，人民稀少，姑暫待之將來。」乙則認為：「昔成湯以百里

而王，文王以七十里而興，豈關地方廣闊？……實在國君好賢，能求人材以相佐理耳……。」請問他們討論

的主題可能為何？   (A)鄭芝龍是否要降清 (B)鄭成功是否要出兵臺灣 (C)鄭經是否要設學校 (D)施琅

是否要出兵臺灣 

 9. ( ) ★在清治前期的臺灣，「此時民間的習武乃透過團練、祕密會社、武館來實施，充斥尚武思想。武術在此時扮

演重要角色，注重身體的鍛鍊與崇尚武勇。」這段關於臺灣社會的資料，以下何者的解釋最為合理？  

        (A)尚武思想源自外族入侵 (B)尚武思想與械鬥頻繁有關 (C)尚武思想與滿清武功強盛的風氣有關 (D)尚

武思想源自原鄉習慣 

10. ( ) ★欲渡船臺灣者，先給原籍地方照單，經分巡臺廈兵備道稽查，依臺灣海防同知審驗批准，潛渡者嚴處。貳、

渡臺者不准攜帶妻兒家眷，業經渡臺者，亦不得招致。參、粵地屢為海盜淵藪，以積習未脫，禁其民渡臺。」

引文為康熙皇帝所發布之渡臺禁令，就此，可以推敲出何種治臺思維？   (A)積極同化原住民族，鼓勵漢原

通婚 (B)保護原有住民，避免原有住民受移民侵害 (C)控制中國百姓不得出海 (D)為防臺而治臺，並未考

慮長久發展 

11. ( ) ★資料一：洪水熄滅了所有的火，族人叫蛤蟆去取火種，蛤蟆潛水時火熄了，叫西里努達鳥去取火種，西里

努達飛得太快火也熄了，再叫凱碧西鳥(kaipis)去取，凱碧西飛得不快也不慢，成功取回火種。 

資料二：大家到射耳場集合，上排掛兩隻鹿耳，中排掛兩隻獐耳，下排擺山羊耳、山豬耳各一隻。由村中的

老者先射，再換男孩們射，男孩們都射完之後，就由成年男子上場，射箭距離約五十公尺左右，打不中獸耳

的會被取笑，年幼的男孩由大人代射。 

請問上述兩段資料敘述的是哪一個原住民族的神話與習俗？   (A)排灣族 (B)泰雅族 (C)賽夏族 (D)布農族 

12. ( ) ★今日官方所認定的臺灣原住民族共有十六族，然而他們卻長期被視為單一族群，其主要原因為何？ 

       (A)分族僅為統治方便需要，並無族群文化區分可言 (B)皆屬南島語族，文化傳統相近 (C)皆屬南島語族，

語言可以相通 (D)以外來統治者視角來看，都是原本住在此地的居民 

13. ( ) ★「終將軍施琅之世，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臺。蓋惡惠、潮之地素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琅

歿，漸弛其禁，惠、潮民乃得越渡。」請問這則資料我們可以如何結合所學來理解？   (A)臺灣海峽難以橫

渡，禁令形同虛設而日漸廢弛 (B)施琅顧慮航海安全而嚴禁粵民渡臺 (C)渡臺禁令禁止粵民渡臺，直至禁

令放寬 (D)因為來到時間較晚，客家人在臺灣較居優勢 

14. ( ) ★資料一：泰雅族的祭祀團體被稱為 gutux gaga，gaga指的是祖先的遺訓。此祭祀團體的包括定期舉行播種

祭、收穫祭，以及不定期舉行的獵頭祭、祈雨祭、祈晴祭、祖靈祭等。祭祀團體由熟悉農耕曆法、祭典儀式

的族長領袖主持，每個祭祀團體中的成員，以各祭團中傳襲的傳統進行儀式，並遵守各項禁忌。 

資料二：賽德克族的祭祀團體叫做 gaya ，gaya即是祖先制訂的制度與規則，是賽德克族文化中重要的行為

與社會規範準則，若是違反規則，祖先會降禍族人，所以族人小心謹慎的遵守這些規則，以免危及群體安危。

gaya 的組成以一個或兩個近親群為核心，加上遠親或姻親，甚至無親屬關係的朋友也可以加入。 

基於以上兩篇資料，以下推論何者正確？   (A)兩者有著相似的祭祀團體，故曾經同歸類為泰雅族 (B)以上兩篇資

料，可以推測有互相模仿、學習的情形 (C)兩者皆遵守祖先訂定的規則，因此兩族可互相約束 (D)以上兩

篇資料可以看出兩族具相同的神話起源傳說 

15. ( ) ★臺灣西部平原的平埔族群中，此族勢力最大，人口也最多。距今約在四千年前就已活躍於臺灣南部，而荷

蘭人治臺時撰有巴達維亞城日記，裡面詳細記載當時族人的生活習慣及風俗，其他尚有熱蘭遮城日記、熱蘭

遮城決議錄等及清康熙年間官方所著的臺海使槎錄，也都是考證此民族最好的依據。此族應是   (A)道卡斯

族 (B)凱達格蘭族 (C)噶瑪蘭族 (D)西拉雅族 

16. ( ) ★在十七世紀初期統治臺灣南部的甲國，認為當時的臺灣有二患，「一為日本人，一為內賊」。「內賊……占領

臺灣北部，大量採集北部山脈特產的硫磺，並設立教會」，令甲國感到不安。請問「內賊」是指何國？ 

        (A)英國 (B)法國 (C)西班牙 (D)荷蘭 

17. ( ) 資料一：臺海使槎錄：「盛植□□覆四檐，濃陰夏月失曦炎；猱（ㄋㄠˊ，一種較小型的猿猴）升取子飛騰過，

不用如鉤長柄鐮（猱採）」。 

資料二：番社采風圖考：「□□，幹直上，短節無旁枝。葉似鬃竹，花小如龍眼。有香實如棗而色綠。一穗數

百枚，中空有水。臺人和灰並荖藤食之，能醉人。……凡實俱結幹末，高者數丈；土人以長柄鉤鐮取之；社

番則能騰越而上，名為猱採」請問依照上文判斷，關於□□作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在殖民經濟中

為重要的經濟作物，常栽種於東南亞並銷往歐陸 (B)為美洲傳入之糧食作物，十七世紀以降增加閩南沿海的

糧食量 (C)東南亞常見的水果，樹幹高大，常飲用其中水分，可清熱解渴 (D)臺灣的原住民族在男女交往、

定情過程中，以該物傳情、送禮 



3 / 6 

18. ( ) ★有清代文人提到臺灣社會某現象指出：「臺為五方雜處，自林逆倡亂以來，有分為閩、粵焉，有分為漳、泉

焉。……同居一府，猶同室之兄弟至親也，乃以同室而操戈，更安能由親及疏，而親隔府之漳人、親隔省之

粵人乎？」請問這是指什麼社會現象？   (A)閩、粵移民在臺的分布情形 (B)閩、粵族群分類械鬥的情形普

遍 (C)顯示移民族群彼此互相提攜、照顧的風氣 (D)閩、粵移民將漢人社會的宗族傳統帶到臺灣 

19. ( ) ★有移民的記錄如下：「當年，我懷抱著雄心壯志離開故鄉，想在這裡開創一番成就。只是沒想到，抵達時所

見的景象卻是如此：這裡連一條稱得上『路』的通道都沒有，田地也未經整頓，雜草叢生。在這裡能吃的食

物也很少，只有生味噌、在來米這樣的粗食，生活非常艱苦，還常常受到蕃人的攻擊，想要在這裡立足，實

在比想像中艱困許多。」依據你的判斷，這位移民抵達的是   (A)1895年的打狗 (B)1900年的噶瑪蘭 

(C)1910年的花蓮 (D)1925年的臺東 

20. ( ) ★以下的資料是對於原住民族分類的依據： 

資料一：殆以昔之番情視番，抑知涵濡帝澤，早已易心革面！熟番既與平民無異，且有讀書易漢姓者。生番

亦漸化為熟番，以習漢人衣冠禮貌為榮。 

資料二：番有土番、野番之別……野番恃其獷悍，識出剽掠，焚廬殺人……若夫平地近番……無求無欲，自

遊於葛天、無懷之世，有擊壤、鼓腹之遺風。 

資料三：由卑南覓（臺東古稱）而崇爻（阿美族語，引申指東部山區），其北為秀孤鸞（今花蓮臺東一帶）……

迤西乃達於噶瑪蘭。自噶瑪蘭既開，人跡罕到之處，始知其名，宜前此無及之者。……其猴猴、歪仔歪、巴

荖鬱……凡二十二社，今皆在噶瑪蘭界內（今宜蘭）；當日並未歸化，何以府志載在淡水番社中？ 

請問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資料一為漢人中心觀點，且俱主觀尊卑意識，即是否歸化臣服 (B)資料二認

為平埔族群已歸化且深受漢人禮教，因而鄙視獵首行為 (C)資料三依部落來區分原住民族，屬於原住民族自

身觀點 (D)資料一、三觀點相同，皆是依照是否遵守禮教為基礎 

21. ( ) ★附表是臺灣人口數的大略統計，由本表可看出 1680年至 1810年間臺灣人口成長了十倍，可能是下列什麼  

原因造成？   (A)鄭氏政權占領臺灣，大量軍民移入 (B)納入清帝國版圖，移民人口眾多 (C)臺灣開港通商，外國

人大量到來 (D)渡臺禁令解除，大量攜眷移入者  

22. ( ) ★文獻提及「內山之番，不拘月日，捕鹿為常；平埔諸社，至此燒埔入山，捕捉麞（ㄓㄤ，動物名）鹿，剝

取鹿皮，煎角為膠、漬肉為脯及鹿茸筋舌等物，交付贌社，運赴郡中，鬻（ㄩˋ，販賣）以完餉。」請問上

述所提鹿製品產業的運作方式起源於何時？   (A)十六世紀 (B)十七世紀 (C)十八世紀 (D)十九世紀 

23. ( ) ★熱蘭遮城日誌記載，原住民族某社與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締結土地契約。該契約有一條規定：「部落的頭目

需交付種在土裡的小檳榔樹，藉以表示轉讓附近土地給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請問這樣的契約內容反映了

什麼現象？   (A)檳榔為平埔族群重要且具意義的物產 (B)原住民族沒有土地所有概念，因此被騙取土地 

(C)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主要想交易的是檳榔田 (D)頭目希望荷蘭人也有食用檳榔的習慣 

24. ( ) ★根據研究，金包里社的人經常在基隆收購漢人的印花布、醃製魚以及醬油，並將這些東西運至宜蘭、花蓮

販賣。同時，他們再與當地人交易鹿皮或米，運回基隆售予漢人，這條經基隆、宜蘭到花蓮的貿易路線就這

樣掌控在金包里社的原住民族手上。請問金包里應該隸屬於哪一個部落？   (A)達悟族 (B)馬賽族 (C)噶

瑪蘭族 (D)太魯閣族 

25. ( ) ★1836年，淡水同知婁雲為避免三年前竹塹北部、桃仔園一帶的閩、粵殘殺之事重演，要求閩、粵各庄設總

理、董事、庄正、庄副等職，由政府頒給札諭戳記，約束庄眾，不許爭鬥滋事、搶擄為匪，不遵者將送官究

辦。由此觀之，婁雲是以何種方式制止械鬥的發生？   (A)出兵鎮壓 (B)動用地方士紳勸和 (C)族群分化 

(D)藉同鄉族親之力加以治理 

26. ( ) ★有份地方志的資料寫著：「……，由於三邑人在艋舺落腳得早，不但控制著碼頭，還可向往來的商船抽取百

分之五的『從價稅』，同安人商業利益受到牽制，為此一直有著零星的衝突，終於在 1853年 8月，爆發了大

規模的械鬥。……最後，同安人背著他們信奉的霞海城隍敗走大稻埕。」請問關於上述的描述，下列何者正

確？   (A)這是閩、粵會黨的械鬥衝突 (B)反映閩南人與客家人之間的長期仇恨與對立 (C)這次事件史稱

頂下郊拼 (D)這次事件促使大稻埕成為北部的經濟重心 

27. ( ) ★「清廷為了統治和維護社會秩序，逐漸採取封山政策，以限制漢人拓墾。不過，這一條邊界隨著漢人的開

墾，逐漸進逼生番的生活領域，清廷則在此過程中扮演抑制、防堵的角色。」關於封山政策的敘述，何者正

時 間 人 口 

1650年 10萬人 

1680年 20萬人 

1810年 200萬人 

1890年 25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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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A)避免漢人人數太多侵擾原住民族生存空間 (B)目的是避免漢番衝突以便管理 (C)此邊界用紅線

於地上畫出區分 (D)此政策一直嚴格執行到光緒年間 

28. ( ) ★資料一：1636年在新港舉行，宣示相互和平，由長官授與禮袍、權杖、親王旗。 

資料二：1641年在新港舉行，告知前任長官殉職，確認服從新任長官。立約和平相處，爭執由長官仲裁。贈

送禮袍、飾有白銀的權杖。 

請問上述資料記錄何事？   (A)西拉雅族群間的會議 (B)顏思齊開發臺灣時的情況 (C)荷蘭聯合東印度公

司控制原住民族的方式 (D)鄭氏政權治臺與原住民族接觸的情況 

29. ( ) ★安平縣雜記記錄了大武壠部落裡「閩粵入籍變番」、「部落漢人姓氏無姓不有」，日常生活習俗已採用閩語、

閩俗，但同時仍保留早期信仰，與尪姨使用巫術的方式。就以上敘述，若是請你下一個文章標題，何者最合

適？   (A)高山族的歲時祭儀 (B)平埔族的婚姻制度 (C)漢原文化互相融合 (D)被原住民同化的漢人 

30. ( )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唯一目的是尋求利潤，因此在來到東亞後，不僅取得巴達維亞做為據點，還占領

過澎湖、臺灣等地，積極拓展其主要業務。並徵用原住民族及中國大陸漢人來臺築城、開墾，進而提高米、

糖的產量，增加公司收益。除此之外，也有隨行的傳教士進行傳教事業。直到被漢人政權取而代之，荷蘭人

才退出臺灣。」關於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之相關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公司的主要業務為進行海外傳

教 (B)一度占領臺灣部分地區並築城 (C)著重貿易，對臺灣的農業沒有影響 (D)「漢人政權」是指鄭芝龍

所建立的政權 

31. ( ) ★嘉慶十九年（1814年），墾戶郭百年與水沙連隘丁首黃林旺、嘉義人許大用，以及臺灣府門丁黃里仁，因

覬覦埔里地區土地豐腴，且尚無漢人涉足，假借已故頭目名義，向臺灣府申請開墾，並獲同意。此後，郭百

年率眾在水沙連一帶強占土地，並於埔裏社肆意焚燒殺戮，此即「郭百年事件」。事後，郭百年未遭重罰，水

沙連各社卻自此大衰。關於這則事件所反映的現象，下列何者正確？   (A)西部平原日益壅擠，土地不敷當

時漢人使用 (B)漢人生產技術進步 (C)土地不足開始造成漢原衝突 (D)官府鼓勵漢人墾殖 

32. ( ) ★資料一：康熙五十五年的題報生番歸化疏：「自入版圖以來，所有鳳山縣之熟番力力等十社、諸羅縣之熟番

蕭壠等三十四社……俱各民安物阜（社會安定富足），俗易風移。其餘南北二路生番，自古僻處山谷，聲教未

通。」 

資料二：康熙五十六年，諸羅縣志記載：「內附輸餉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曰野番。」 

依資料判斷，下列關於生番、熟番的敘述何者正確？   (A)熟番會按時繳納稅餉、接受官府教化 (B)生番與

熟番的風俗越來越相近 (C)某原住民族被劃為生番之後便不會再改變其分類 (D)當時政府已廣泛了解所有

在臺居住的原住民族 

33. ( ) ★「臺灣原住民族在此時首度經驗到被殖民脈絡下的『文明化歷程』。統治者以『懲罰式征討』介入原住民族

部落爭戰，形構出以公司為領主與原住民族封臣的聯盟體制。」根據以上資料，以下那一理解最為合理？ 

        (A)資料是對西班牙統治臺灣時的敘述 (B)原住民族的「文明化歷程」即是指漢化 (C)資料中的「聯盟體制」

經由朝貢體制來維繫 (D)統治者「文明化」原住民族的手段應包含基督教的傳播 

34. ( ) ★我們常常可以從當時的日記中看到作者如何看待這個世界，有一篇日記記載如下：「巡視蠻人部落，其寢室

設石壁之間，平低而入口高不滿三尺，其戶口高不過二尺五寸，匍匐得僅出入，室內暗黑，不辨黑白，全如

穴居。……，此點殊於本島。」請問這段敘述的原住民族有何特色？   (A)部落的核心為漁團組織 (B)曾有

反抗日本人的行動 (C)房屋上會雕刻百步蛇的花紋 (D)曾有部落共主型態的王國出現 

35. ( ) ★有史料記載：「奸棍以番為可欺，視其所有不異己物，藉事開銷，脧削無厭；呼男婦孩稚供役，直如奴隸，

甚至略賣；或納番女為妻妾，以至番民老而無妻，各社戶日就衰微。」請問我們可以從這則史料理解何種現

象？   (A)限制攜眷渡臺，許多漢人男子遂娶平埔族群女子為妻 (B)原住民族納妾的情形甚多，結果造成其

他族人單身 (C)因為有奴隸的需求，故臺灣販賣人口的現象甚多 (D)清廷鼓勵漢人與原住民族通婚，藉以

促進族群融合 

36. ( ) ★清朝郁永河曾記載，有一支名為金包里社的原住民族頗擅經商，人民精打細算，說他們「知會計」、「社人

不能欺」。請問金包里社應該是原住民族中的哪一部落？   (A)馬賽族 (B)阿美族 (C)噶瑪蘭族 (D)西拉

雅族 

37. ( ) ★十七世紀時臺灣北部的金包里社，因族人語言能力強，曾與西班牙人有過貿易，金包里社人經常在基隆向

漢人收購物資，再運至宜蘭、花蓮販賣，並與當地人交易鹿皮或米，運回基隆售予漢人。請由資料中的特徵

及地理位置判斷，金包里社應是屬於哪一族？   (A)鄒族 (B)達悟族 (C)西拉雅族 (D)凱達格蘭族 

38. ( ) ★根據裨海紀遊裡記載原住民族社會：「婚姻無媒妁，女已長，父母使居別室中，少年求偶者皆來，吹鼻簫，

彈口琴，得女子和之，……女擇所愛者乃與挽手。挽手者，以明私許之意也。明日，女告其父母，召挽手少

年至，鑿上齶門牙旁二齒授女，女亦鑿二齒付男，期某日就婦室婚，終身依婦以處。」根據上述資料，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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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什麼型態的社會？   (A)父系社會 (B)母系社會 (C)貴族社會 (D)公有社會 

39. ( ) ★資料一：「臺民皆徙自閩之漳州、泉州、粵之潮州、嘉應州。其起居、服食、祀祭、婚喪，悉本土風，與內

地無甚殊異。」 

資料二：「原先漢人移民以『漳州人』、『泉州人』等身分來區分彼此，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則漸漸改稱自己

是『頂港人』、『下港人』了。」 

小芳為了準備課堂報告，整理了一些資料，請你閱讀後判斷何者最可能是小芳報告的主題？   (A)清代移民

臺灣的漢人原籍地  (B)清代臺灣的內地化與在地化 (C)清代臺灣移民的風俗習慣  (D)清代臺灣開港

後受到外國人影響 

40. ( ) ★康熙中期規定：「不准人民私入番境……此外漢民不得與番民結親……地方官於凡逼近生番處所，相去數十

里或十餘里之地，豎石為限，劃界立石。」請問此政策是   (A)沿海遷界令 (B)海禁政策 (C)劃界封山政

策 (D)禁止攜眷渡臺政策 

 

二、多重選擇題(素養題)(每題 2分,答錯倒扣 1/5) 

 41.( ) ★位牧師提到，他所接觸到的臺灣原住民族，主要是臺南附近的平埔族群西拉雅族人。他形容西拉雅人

「男人都身材高大，體格粗壯，像是個巨人。膚色則介於黑與棕之間，外貌像印度人，但沒東非的黑人那

麼黝黑。夏天時，男人幾乎全裸，不感到羞恥。婦女則身材矮小、胖壯，膚色棕黃，有穿一些衣服，每天

洗溫水澡兩次。」他又記錄：「一年中有約三個月的時間所有族人必須完全裸體行走，如果不這樣做的話他

們的神不會降雨給他們。如果在此時長老們發現有人穿衣行走，他們就有權利拿走那些衣服，或者罰鹿皮、

米之類的東西。……曾經我在新港前往麻豆的路上看到幾個人要返回村子，但是他們其中一個人穿著衣服，

那人要求我替他拿一下衣服，因為他遠遠地看見長老坐在前頭。」從這段文字記錄我們可以觀察到什麼？   

(A)信仰對於族人有一定的約束力，且以族中長老來維持 (B)族人經常洗溫水澡乃是具有衛生觀念之展現 

(C)這位牧師具有人類學調查的基礎知識 (D)牧師幫助族人躲避長老是基於傳教目的 (E)祈求雨神降雨

為泛靈信仰的展現 

 42.( ) ★附表是「清代臺灣分類械鬥時間演變趨勢表」。根據此表我們可以做

出何種歷史解釋？   (A)械鬥次數多寡與清廷治臺態度無關 (B)從清

治初期到晚期，分類械鬥的次數有遞減趨勢 (C)第二期的械鬥主要分布

在東部地區 (D)根據移墾方向，第二期的械鬥主要分布在中北部地區 

(E)第三期的械鬥次數減少，與吏治整頓、社會轉型有關 

 43.( ) 一位日本總督視察臺灣中部一帶的原住民族生活情形後記錄：「蕃人往

往燒夷而行耕種，故概乏老樹；以南屬低地峻嶺，概係千古處女林，真

一奇現象也。」這則紀錄可以幫助我們推斷何事？   (A)日記撰寫者對

於造林事業讚譽有佳 (B)可以輔助研究日治時期的山林政策 (C)這段

日記揭示了原住民族具有特殊的造林方式 (D)該總督認為是奇景，因此

這是特殊現象，不必理會 (E)加上各社的分佈可大致看出游耕地的選擇

方式 

 44.( ) 以下是雍正時期的一段史料：「閩浙總督高其倬請開臺灣米禁疏……民人用力耕田，固為自身食用，亦圖

賣米換錢。一行禁止，則囤積廢為無用。既不便於臺灣，又不便於泉、漳。究竟泉、漳之民，勢不得不買，

臺灣之民，亦勢不能不賣。」請問這則史料反映何種事實？   (A)當時臺灣糧食充足 (B)當時泉漳欠缺糧

食 (C)當時臺灣的生產技術已較泉、漳進步 (D)當時臺灣已比泉、漳富庶 (E)臺灣糧食作物供過於求的

現象至少存在了二百多年 

 45.( ) ★有官員紀錄了十八世紀初在臺漢人的婚禮情形，他提到：「及笄送聘，或番錢一百圓，或八十、六十、

四十圓，綾綢數十匹……禮榔雙座，以銀為檳榔形，每座四圓，上鐫「二姓合婚，百年偕老」八字……貧

家則用乾檳榔以銀飾之……其餘鹿筋、鹿脯、魚蟳、肚肺、糖果，留三、四種，各以稻穀麥豆置於盤內。

又回禮錫盤二，如大碗式……」請問這則史料反映何種意義？   (A)番錢指原住民族的錢幣 (B)婚禮用的

禮品取材當地 (C)在臺漢人均照此禮俗 (D)送聘為父系社會婚姻特徵 (E)婚禮迎娶的對象是漢人女子 

 

三、非選擇題(每題 2分,請以藍、黑色原子筆書寫) 

 1. 1938年 9月，在南澳蕃童教育所從事教職的田北正記，接到了由總督府發布的從軍徵召令，須立即依法離職前往

中國戰場，故商請泰雅族少女莎韻協助搬運行李。由於天候惡劣，途經武塔南溪時，莎韻落水失蹤。官方不但為

此舉行盛大追悼會，並頒贈一座刻有「愛國乙女サヨンの鐘」（愛國少女莎韻之鐘）字樣的銅鐘給相關人員，且大

年 代 次 

數 

第一期 

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四十六年 

（1683～1781年） 

2 

第二期 

乾隆四十七年至同治六年 

（1782～1867年） 

26 

第三期 

同治七年至光緒二十年 

（1868～1894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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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報導事件。1941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臺灣總督府還特別出資委請民間電影業者拍攝相關電影。試問莎韻

故事的廣為傳揚，與當時何政策有關？ (46) 

 2. 「父親對擁有權杖很在意，每年都遵照荷蘭長官意思宣達政令。他說，過去決議事情要參考眾人意見與祭師□□

的指示，但後來荷蘭人把□□放逐，挑選出他跟另一位同身分的人擔任村社首長，為了不讓權杖被荷蘭人收回，

只好盡量配合要求。」以上是一位十七世紀西拉雅人的回憶，請問： 

(1)□□是指誰？(47) 

(2)該位平埔族群人的父親可能是何種身分？(48) 

 3. 李仙得曾提出以下見解：「譬如其島（臺灣）民一部分為文明開化之民，部分為野蠻落後之民，文明之民要為野蠻

之部分制定法律進行管理，作為其屬地行使正當有效的權力。……清國政府對一部分的島民施以布政教化，那麼

按道理清國政府也應管轄另部分，但清國政府卻不能拿出事實上的有效證據。」請問： 

(1)李仙得的見解透露出怎樣的思想？(49) 

(2)李仙得的見解可能來自他處理那一事件所得的經驗？(50)  

 

國立台東高中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高 1歷史科第一次期中考答案卷 

                             班級：         座號：______ 姓名：__________ 

每格 2分 

46  

47  

48  

49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