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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東高中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高 2社會組歷史科第 2次期中考試卷 

畫卡  204-207班                                      班級：         座號：______ 姓名：__________ 

一、單一選擇題(素養題)( 1-20,每題 1分；21-30,每題 2分) 

 1. ( ) ★有一份清代考據市面流通錢幣的研究：「江浙行用佛頭洋銀，製自大西洋之西班牙國。西班牙滅小西洋

之呂宋國（今菲律賓），故俗又呼之為大呂宋。乾嘉之時，其國在廣東省，貿易頗盛，故其洋銀流入中國最廣，中國因

而習用。之後其國衰微，且所鑄洋銀已換新式，佛頭銀已於道光初年停鑄，所來中國洋銀愈用愈少矣。閩廣各省必椎

爛用之，日見其絀，江浙商民樂其便易，市井貿易惟此信行。」請參閱上文與附圖中的佛頭銀（刻文中譯：卡洛斯三

世，1779年，託上帝鴻福），判斷何者正確？   (A)西班牙人在呂宋島上發現大量銀礦，製成銀幣後輸送到中國購買商

品 (B)佛頭銀的得名自錢幣上所刻的佛像，是受到流行於東南亞的佛教影響 (C)福建廣東商人與在呂宋島的西班牙

人商貿關係密切，銀幣因此流入中國 (D)西班牙在東亞的殖民勢力始終強盛，到清朝末年西班牙銀幣仍大量流入 

 
 2. ( ) ★一位菲律賓政府官員曾於 1989年在投稿專欄的文章中提到：「如果你想具有高超的經營手腕，你去求

教華人；如果你想要得到可靠的投資，你去求助華人，……首都警局滿街馳騁的新巡邏車，大部分是華人社區的贈品；

如果你是想物色敲詐對象的政府官員，去找華人；如果你是想要找尋良好綁架目標的退休軍官，你就翻到電話號碼本

中『C』字頭的部分，找姓陳、姓鄭或姓莊的。」由此反映菲律賓當地人對華人存在某些偏見及看法。下列關於上述文

句的解釋，何者較符合菲律賓華人的處境？   (A)當地人認為華人處事圓融而願學習其社交手腕 (B)當地人不滿華人

占有經濟優勢而對其抱有敵意 (C)當地人認為華人慷慨捐獻資產而對其心存感激 (D)當地人不滿華人剝削歧視而對

其施予暴力報復 

 3. ( ) 魏小成遊玩京城，將各項支出記錄下來：「胡服一件五文錢，胡餅十張一文錢，琵琶一把二十文錢，一斗

米三文錢。」請問魏小成最可能為何時人？   (A)西漢 (B)唐朝 (C)北宋 (D)南宋 

 4. ( ) ★學者認為日本移民臺灣是一種領土占有的象徵意義，為殖民當地的宣示，在臺灣的移民村不論是成功

或失敗，都成為了日本移民朝鮮、滿洲、南洋等地的藍本，目的皆是為了累積經驗，長遠的實施國家政策。請問下列

有關學者主張的敘述何者正確？   (A)移民政策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日本的人口 (B)移民政策屬於殖民侵略的布局 

(C)移民政策促進了東亞地區的經貿發展 (D)移民政策並未在其他地區實施 

 5. ( ) ★在日本的南方占領地行政實施要領中指出：「以資恢復治安、急速取得國防資源、確保作戰部隊自給自

足。……在占領地開發或取得的國防資源，必須納為中央物資動員計畫之中。」根據引文所述，可以如何理解日本針

對東南亞的計畫？   (A)將東南亞的重要物資集中掠奪 (B)進行農業移民以利軍隊自給自足 (C)強迫在地居民進入

軍需產業 (D)藉由移民村建立穩定當地統治 

 6. ( ) ★十九世紀末時，相較於日本與中國，韓國移民美國的情形較不多見。當時只有少數的韓國人為了遠離

國內動盪不安的局勢前往美國尋求庇護。有學者估計，1890年代時，只有不到五十名的韓國人抵達美國。根據上文所

述，十九世紀末韓國人移民美國的背景最有可能為何？   (A)日本在甲午戰獲勝，並積極侵略朝鮮半島 (B)因為地緣

的便利性，因此開始移民美國 (C)在日本統治下，政府鼓勵向外移民 (D)朝鮮國內局勢穩定，於是移民美國想將其

文化推廣世界 

 7. ( ) ★姚瑩對某事發表觀點：「其（漢人）援引日常，港道開掘日深，船隻往來透販鴉片，夷人聞風必生覬

覦，……，特英夷現爭內地碼頭，或不暇及此，一經敗衂（ㄋㄩˋ，折傷），則必謀竄臺灣，彼知山前文武嚴防，未必

得志，或往山後攻取生番之地，或潛購漢奸開墾，為後來巢穴，則與我共有臺灣，或將無已，似宜先取之，勿以資敵。」

根據史料，姚瑩為何擔心臺灣？   (A)禁煙引發後續事件，唯恐波及臺灣政令不及之處 (B)縱有番界，漢人仍進入後

山開墾，恐成亂賊巢穴 (C)臺灣東部物產豐富，外夷覬覦已久，恐隨時侵占 (D)臺灣生番實屬化外之民，放任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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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釀成大禍 

 8. ( ) ★明代中葉的官員曾說：「閩之福、興、泉、漳，襟山帶海，田不足耕，非市舶無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濤

而輕生死，亦其習使然，而漳尤甚。」關於這段話的理解，下列何者為是？   (A)明代中葉以後福建地區的耕地不足，

人民為求生存只能往海上發展 (B)福建地區依山傍海，環境優美，居民很早就開始發展觀光業 (C)福建人民喜歡刺

激的海上活動，即使發生意外也在所不惜 (D)閩人性喜向外，為了能在海外發展，不惜以性命抗拒官府 

 9. ( ) ★1908年，美日兩國簽署紳士協約，限制日本移民，條約中規定只有「非勞工」及「先前的僑民」、「僑

民的父母、妻子與子女」、「定居的農業專家」等身分能夠移民美國；而作為交換，美國政府會確保日籍移民不受歧視

法規侵擾。然而，紳士協約的效果十分有限，日裔移民仍維持一定的數量，女性移民比例更是大幅上升。請問根據上

文敘述，下列推斷何者正確？   (A)「照片新娘」符合「僑民妻子」的條件，利用家屬身分鑽條約漏洞 (B)條約中規

定「非勞工」才能移民，是因為美國的勞動力市場已經飽和 (C)日本政府不希望本國勞動力流失，因此簽訂條約禁止

日本人移民 (D)紳士協約的規定較排華法案嚴苛，因此華人取代日裔移民的地位 

10. ( ) ★明清之際，有一部地方志對某地有如下的描述：「顧海濱一帶，田盡斥鹵，耕者無所望歲，只有視淵若

陵，久成習慣。」「於是饒心計者視波濤為阡陌，倚帆檣為耒耜，……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

請問這個地方最有可能在何處？   (A)臺灣 (B)福建 (C)菲律賓 (D)越南 

11. ( ) ★清代字林滬報發表了一則有關商幫的報導：「寧城袁寶綦鞋鋪為該幫之巨擘，有不入同行之裁拆工匠六

十餘人，因鋪主美思知會各店禁不雇用。前日裁拆幫糾集眾工，至該店吵鬧，欲與鋪主拚命。鋪主知事難妥，徑奔縣

署……斷美思妄欲絕人生路，令任從各鋪雇用，毋再壟斷。」根據這則報導，可知商幫的特點是？   (A)壟斷市場避

免競爭 (B)強制同業加入商幫 (C)遭受官府無情打壓 (D)行事講求商業道德 

12. ( ) ★國華查閱資料時，發現一段史料：「以官衛民，不若使人民自衛。以一人自衛，不若眾人共相防衛……

數十家患難與共，足以捍衛外侮。不論農夫牧童皆為健壯的兵卒，鋤頭或竹條皆為可用之兵器。」這段史料描述的組

織為   (A)部曲 (B)商幫 (C)會黨 (D)團練 

13. ( ) ★史書記載某時代：「諸蕃渠帥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後嗣焉。臨統四夷，自此始也。」此事與下列哪一記

載一樣？   (A)匈奴單于鄉風慕義，舉國同心，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 (B)願得「天至尊」為奴等作可汗；餘皆記

為：咸請「至尊」為可汗 (C)今陛下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  

(D)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 

14. ( ) ★1960年代起，菲律賓華人組成的菲華商聯總會致力推行社會公益服務，組織華人出資投入公益事業，

包含建置消防站並提供救災服務、捐建校舍解決教室短缺問題以及組織義診隊免費提供醫療服務，義務消防隊、捐獻

校舍及義診三件公益舉措更有「菲華三寶」之稱。請依據華人移民至菲律賓後在該國的處境，推論菲律賓華人發展出

「三寶」的主要原因為何？   (A)華人移民至菲律賓從事職業受限，僅能成為消防員、教師或醫生 (B)菲律賓政府與

民間缺乏人力及財力，只能依賴華人成立公益組織 (C)處於對華人存有偏見的社會中，華人為爭取認同而致力社會救

濟 (D)華人性格沽名釣譽，從事社會公益以換取菲律賓政府與國際表揚 

15. ( ) ★清代有一筆記小說埋憂集，作者用誇張的筆法諷刺當時社會：松江有姓趙的先生，以販布起家。其後

通過捐納成為一名通判。被人引薦到皇上面前，皇上問他出身，他答道：「臣以前是賣布的，覺得做官比賣布有賺頭，

所以才來當官。」皇上震怒之下免除其官職，趙某卻大聲叫喊：「既然剝奪我做官的資格，也應還我錢來啊！」請問上

述內容反映了當時的何種現象？   (A)反映當時商人地位低落，欲透過「捐官」改變身分 (B)反映經商利益微薄，百

姓不願從商 (C)反映國庫空虛，朝廷大肆販賣官職以斂財 (D)反映當時商人透過「捐官」取得官職的風氣 

16. ( ) 「相對於今日的繁華，十九世紀初期此地原為一片熱帶叢林，到 1859年左右發現錫礦後，經歷五任的華

人甲必丹領導開發後才逐漸發展起來。由於初期以自廣東惠州的客家人居多，以致惠州會館成為第一間創辦的地緣性

組織，且 1861年到 1889年皆由惠州客家人擔任，掌控此地華人政治領導權。」請問：上述「此地」最可能為下列哪

一個城市？   (A)馬尼拉 (B)吉隆坡 (C)雅加達 (D)舊金山 

17. ( ) ★一位學者對印尼排斥華人文化的背景如此描述：印尼為伊斯蘭社會，伊斯蘭文化對其他文化的容忍度

較其他宗教文化有限，且在蘇哈托政權的統治下，印尼社會處於長期的個人專制之下，使印尼文化更加封閉，身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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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少數族群的印尼華人，只能被動適應印尼文化，少有團結抗爭之行動。請問此學者認為印尼的排華現象，未受到

何種因素影響？   (A)宗教信仰 (B)政治體制 (C)華人人數 (D)民主思潮 

18. ( ) ★曉華在書上看到這個表格，卻沒有找到有關表格的任何註解，請問以下何者最有可能是這張表格的標

題？   (A)朝鮮人移居東北的人數 (B)日本人移居臺灣的人數 (C)朝鮮人移居日本的人數 (D)日本人移居美國的

人數  

 

 

 

19. ( ) ★某人回憶道：「幼時聽聞父老說起明朝末年家鄉的慘況：□□逼臨城下不過幾千人，城裡百姓見狀卻驚

懼不已，附近水路的兵船更紛紛撤退。主事者迫於無奈，只好搜刮百姓財物獻給□□，避免遭其武力相向，直至城破

家亡。幸虧當時沒有□□的內應，否則城必被攻破，東南沿海將完全失守。」請問□□應填入何者最為恰當？  

  (A)倭寇 (B)鄉勇 (C)團練 (D)商幫 

20. ( ) ★請閱讀以下奏摺：「福建臺灣全島自隸版圖以來，因後山各番社，習俗異宜，曾禁內地民人渡臺，及私

入番境，以杜滋生事端。現經沈葆楨等奏，將後山地面，設法開闢，曠土亟須招墾，一切規制自宜因時變通，所有從

前不准內地民人渡臺各例禁，一律弛禁。」請問是在哪一事件之後，大臣上此奏摺？並且推論下列政策何者為上文政

策的配套措施？   (A)英法聯軍；「請飭建祠，以祀嘉義縣陣亡文武員，並附祀陣亡義民。」 (B)牡丹社事件；「請調

員差委，著楊昌濬、王文韶，飭令該員等即赴臺灣。」 (C)牡丹社事件；「浙江兩省，入夏以來，雨澤稀少，被旱尤

重，以致米價勝貴，應暫弛海禁，招徠臺米，以資接濟。」 (D)清法戰爭；「明故藩朱成功，忠烈昭然，有功臺郡，

請予建祠追諡下部議，尋予諡忠節。」 

21. ( ) ★老師在課堂上展示一份文件：「據福建巡撫潘思榘奏：福建龍溪縣民陳怡老，私往噶喇叭（今印尼雅加

達），潛住二十餘年，充當甲必丹，攜帶番婦并所生子女、銀兩貨物，回歸原籍。現經緝獲一案，經朕降旨令其徹底清

查、按律辦理。……此等匪民，私往番邦，即干禁例。」關於課堂上同學對此文件的解讀，下列何者正確？  

  (A)小明：從陳怡老前往海外二十餘年後還回到故鄉，可判斷此時沒有海禁 (B)小華：這份文件反映華人在東南亞

地位低落，常受不了苦工而逃回家 (C)丹丹：從陳怡老從海外回國遭到緝獲，可判斷此時海禁可能嚴格執行 

 (D)昊昊：這份文件反映福建沿海地區人民生活困苦，常就近偷渡到臺灣 

22. ( ) ★日本的某地本來被稱為「野蠻人居住之地」，但是在政府一連串的改革及積極政策的實施之後，鼓勵大

規模移民，造成此地的住民迅速成長。請問上述某地最有可能指的是日本哪一地區？   (A)四國 (B)本州 (C)北海

道 (D)九州 

23. ( ) ★附圖為美國 1905年的諷刺漫畫，描述了在美國排華法案通過後，華人仍持續進入美國。圖中綁著中國

辮的華人身穿不同的衣服，包括愛爾蘭服飾、英國服飾、海盜服飾等不同的服裝從港口上岸，請問原因為何？  

  (A)華人從世界各地移民到美國 (B)華人在船上與他國人士交流服裝 (C)華人為了進入美國而假扮成其他國人 

(D)中國受列強入侵後各國服飾蔚為風潮 

 
24. ( ) ★資料一：「那段時間，人們無分貴賤，都愛穿胡人的服裝，婦女化妝也效法胡人，衣服的樣式一改傳統，

襟袖窄小。有識之士對戎俗的流行深不以為然。」 

資料二：「新疆一座古城，遺址中有綾羅綢緞、漆器、藤器、圍棋、香料、葡萄乾、杏乾等。明朝一位使臣記錄該地景

1920 年 1935 年 1940 年 1945 年 1950 年 

20萬人 60萬人 120萬人 200萬人 6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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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時，寫道：『城郭蕭條市肆稀』、『遺跡尚存唐制度』。」 

根據上文敘述何者正確？   (A)資料一應為南朝記載 (B)兩則資料立場相反 (C)資料二顯示唐朝領土擴及新疆  

(D)顯示文化交流的互相性 

25. ( ) ★清朝時期，某一外國商人來到中國，描述會館的情形：會館位於當時的商業中心，建築物本身為中國

建築藝術集大成之作，華麗且令人印象深刻……但令人不解的是，無論我們如何要求，會館都不願提供他們營運的規

則。我們只能被動接受其提出的條件，即便私下找商人們談價也毫無辦法。請問外國商人所遇見的問題，顯示會館具

下列何種特性？   (A)同鄉情感深厚 (B)維護自身利益 (C)維護自由市場 (D)社會地位提升 

26. ( ) ★「柳條邊」指在土壕上種植柳樹，並以繩索聯繫柳樹，而形成的界線。「柳條邊」是清朝順治、康熙年

間時設置，用以保護東北的人工界線，防止非滿人進入東北。柳邊紀略記載柳條邊的相關史料：「柳條邊外，山野江河

產珠，色微青，所謂東珠也，圓而粗者，天子諸王以之飾，冠價甚貴。」；「凡出關者（從東北進入山海關的人），……

搜檢參貂之後查銷放進。」請根據史料推論為何要禁止非滿人進入東北？   (A)東北土地肥沃，避免漢人與滿人競爭

開墾 (B)東北乃根本重地，避免漢人文化進入東北 (C)東北是王公貴族的領地，保護貴族的產業 (D)東北物產豐

饒，避免山林資源與漢人競爭 

27. ( ) ★中國某時期有首飲酒詩廣為流傳，不論老幼都能琅琅上口。其內容為：「此夕會盟天下合，四海招集盡

姓洪。金針取血同盟誓，兄弟齊心合和同。」請問「某時期」應為   (A)東漢末年 (B)宋朝中葉 (C)明朝初期 

 (D)清朝中葉 

28. ( ) ★此為一學者對族譜作為史料的看法:「余治中國史學……深覺中國所謂正史與方志，其載述往往僅能及

於朝廷之實施與制度之創立、地方之建置、財記之豐歉、人物之得失、邊民之入居，如是而已。而於各族姓之遷移轉

徙，與各民族之混合同化，則仍不能不於各姓之譜乘求之。」關於此段看法，我們可以推論出下列哪段敘述？ 

   (A)正史與方志只記載財政大事，族譜可以取代正史與方志 (B)正史與方志不能了解當時人民的生活疾苦，而族譜

可以 (C)族譜可提供正史與方志無法提供之訊息，使研究更完整 (D)族譜可用來了解族群遷徙，但無法了解族群發

展的歷史 

29. ( ) ★一段明代史料提到：「閩省土窄人稠，五穀稀少。故邊海之民，皆以船為家，以海為田……。一旦禁止，

則利源阻塞，生計蕭條……。萬一乘風揭竿，揚帆海外，無從追捕，死黨一成，勾連入寇。」前文在說明何事？  

  (A)閩商海路貿易網的形成 (B)閩省漁業發達之因 (C)朝貢貿易的耗費龐大 (D)海禁造成的不良影響 

30. ( ) ★有一則關於地方鎮守使偵察案件的記載：「二十世紀初，廣東沿海一帶，有五百多名『豬仔』，被誘騙

到港口入住旅店，候船放洋。……鎮守使派人調查，部署幹員拘捕『豬仔頭』，並帶回『豬仔』安置。……駐海口的德、

法領事立即求見鎮守使說情。……經過盤問，才知『豬仔頭』受洋行委託招募『豬仔』，獲利豐厚，且有外國領事撐腰，

態度惡劣，不從訊問……」下列關於上述記載的敘述，何者正確？   (A)「豬仔頭」所指為豢養及販賣豬隻的人 

 (B)「豬仔」多為來自東南亞的非華裔工人 (C)洋行招募「豬仔」目的為翻譯以利經商 (D)東南亞殖民地屬「候船

放洋」的目的地 

 

二、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 

 31.( ) 附表是 1851～1900年出國契約華工的流向和流量，由表中我們可知，契約華工的主要流向是何地？  

  (A)東南亞 (B)北美洲 (C)南美洲 (D)大洋洲 

 

地區 人數 地區 人數 地區 人數 

馬來西亞 71.0 菲律賓 6.5 巴拿馬 2.5 

東印度群島 57.0 澳大利亞 6.3 英屬圭亞那 2.0 

美國 17.2 加拿大 3.4 紐西蘭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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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 13.5 西印度群島 3.0 其他 6.1 

秘魯 11.0 夏威夷 3.0 總計 203 

（單位：萬人） 

 32.( ) 十六世紀中葉，徽商登上中國經濟舞臺，大批從徽州出來的百姓皆從事商貿活動，其活躍的程度，締造

了「無徽不成鎮」的光景。徽州的商人之多，甚至聚集成商幫，興建會館，相互照應。徽幫的建立，其實是個危機化

為轉機的過程，在徽州「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其勢然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結果，使徽商成為日後

的三大商幫之一。請根據上述資料，選出下列正確敘述   (A)危機應為徽州土地貧瘠，不利耕種 (B)徽幫的建立主要

以擬血緣為主 (C)徽商自明末起便開始沒落 (D)商人的活躍下，其地位超越士人 

 33.( ) 十五世紀，中國政府派遣船隊出使東南亞；十六世紀，歐洲國家先後經營東南亞。試比較二者，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宗教熱忱皆扮演重要角色 (B)兩者皆鼓勵國人移民東南亞 (C)二者都著重領土與資源的掠奪 

(D)後者的經濟掠奪動機較強烈 

 34.( ) 「裕子滿心期待的起程，帶著她未來夫婿的照片前往夏威夷，與丈夫相見。結果一見到丈夫便滿心的失

望，原本以為丈夫是富家子弟，原來只是一般的農夫，氣的裕子差點毀婚。」請問裕子前往夏威夷的背景最有可能為

何？   (A)裕子在日本是官員子女，所以才能嫁去夏威夷 (B)裕子以家屬身分前往夏威夷，屬於合法移民 (C)裕子

不能以家屬身分前往夏威夷，只能短暫居留 (D)裕子的丈夫不能與當地人結婚，只能娶同為日本人的裕子 

 35.( ) 「中國對日作戰的戰費，每天為國幣二百五十萬元，以此推論，則每月之戰費為七千萬元至八千萬元，

每年戰費為九億元。以□□地區在抗戰第一年內所僑匯的總額約國幣四億三千多萬元，可以充抵抗日總經費的二分之

一」。請問□□中填入哪一地區較適當？   (A)臺灣 (B)日本 (C)朝鮮 (D)東南亞 

 36.( ) 日本在進軍□□前，曾開會決定了南方占領地行政實施要領，其中的基本方針為「急速取得重要國防資

源（石油、橡膠），對占領地實施軍事統治」，並規定重要國防資源要納入中央的物資動員計劃。請問，□□應是哪裡？   

(A)南洋 (B)琉球 (C)上海 (D)朝鮮 

 37.( ) 明清兩朝實施海禁，禁止人民出海，也限制外商來中國貿易，只允許相關國家以「朝貢貿易」的方式，

向中國朝廷獻上自身物產，透過官方的交流模式維繫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獲得中國賞賜珍寶及與其貿易的權利。下列

關於「朝貢貿易」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朝貢貿易對於朝貢國沒什麼利益可言，只是一種形式上的貿易模式  

(B)清帝國仍延續明帝國朝貢貿易維繫與諸國的關係 (C)明、清兩朝的朝貢貿易曾擴及歐洲地區 (D)明朝初期除了允

許各國以朝貢貿易的形式進行相關貿易活動外，也允許人民出海貿易 

 38.( ) 史書記載：「嘗考會館之設於都中，古未之有也，始於嘉、隆間。」請問嘉、隆應指何時？   (A)唐 

 (B)宋 (C)元 (D)明 

 39.( ) 知名史學家錢穆說道：「唐中葉以前，中國經濟文化之支撐點，偏倚在北方（黃河流域）。唐中葉以後，

中國經濟文化的支撐點，偏倚在南方（長江流域）。這一個大轉變，以□□為關捩。」根據文句敘述判斷□□應為下列

何者？   (A)兩稅法 (B)牛李黨爭 (C)安史之亂 (D)租庸調制 

40. ( ) 資料一：「汝（指卑彌呼）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魏明帝曹叡）甚哀汝。今以汝為親

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州郡名稱）太守假授汝。」 

資料二：「日本曾多次遣使至隋朝，其中有次由小野妹子擔任遣隋使，該次小野妹子代天皇遞給隋煬帝的國書中寫道『日

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讓隋煬帝極度憤怒。」 

請問我們可以如何解讀這兩則與日本相關的資料？   (A)日本遣使至隋朝的目的都是為了挑釁中國皇帝 (B)日本統

治者自稱天子，顯示日本欲脫離與中國的冊封關係 (C)隋煬帝憤怒的原因實為日本統治者要求被冊封為天子，欲取得

跟中國皇帝平等的地位 (D)卑彌呼被三國魏王冊封為親魏倭王，由於其被封為王，與中國天子間是平等的關係而非君

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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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 明朝時，有人注意到杭州城中在南宋時，「初皆汴人」（「汴」是指北宋首都汴京），以致形成一個北方方

言島，「至今與汴音頗相似」。請問這個在明朝時杭州城內的北方方言島之形成，與哪一歷史事件有密切關係？  

  (A)永嘉之亂 (B)安史之亂 (C)黃巢之亂 (D)靖康之難 

42. ( ) 漢武帝派遣張騫通西域，以聯絡西域各國共同對抗匈奴，雖然聯合各國的成效不彰，卻意外構成了東西

交流，史稱「鑿空」。下列哪一敘述可證明上述資料內容？   (A)方德遠金陵記：「盛金錢於腰間，微行夜中買酒，呼

秦女，置宴。」 (B)老普林尼自然史：「遙遠的東方絲國在森林中收穫絲製品，經過浸泡等程序的加工，出口到羅馬，

使得羅馬開始崇尚絲製衣服。」 (C)法國傳教士囂克：「滿洲境內無一村非漢化，實與中國本部各省無異也。 (D)楊

衒洛陽伽藍記：「從晉宋以來，人家說洛陽是一片荒土，長江以北盡是夷狄。但昨天我到了洛陽，看到這裡的人物、禮

儀，才知道什麼叫做衣冠世族、什麼叫做帝都。」 

43. ( ) 華商在東亞海域經營著航運業務，成為了日本能夠將日本工業產品對外銷售到歐美國家的關鍵原因。請

問上述論點，下列解釋何者正確？   (A)海外華商在日本擔任官職負責海外貿易 (B)海外華商移居日本協助生產工業

貨品 (C)海外華商作為中間商將日本貨品賣給他國 (D)海外華商多半集中在港口協助日商翻譯 

44. ( ) 一篇論文的內容敘述：「此時的對外政策消極保守，一反前朝不重朝貢，重貿易的趨勢。除了朝貢貿易外，

不許有其他私人貿易行為。」這篇論文的題目是   (A)宋朝的海上貿易 (B)元朝的海上貿易 (C)明朝的海上貿易 

 (D)清朝的海上貿易 

45. ( ) 影響人類遷移的原因有很多，在地理學中，常以「拉力」和「推力」的概念來解釋。促使移民離開原居

地的不利條件被稱為「推力」，而吸引移民遷入的有利因素則稱為「拉力」。下列有關「拉力」和「推力」的舉例，何

者較為恰當？   (A)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鼓勵國人集體移民到北海道開墾土地，對日本人移民北海道形成推力 

 (B)二十世紀初期朝鮮經濟疲弱不振，人民在本國難以謀生，對朝鮮人前往夏威夷工作形成拉力 (C)李氏朝鮮開港

之初無力面對列強壓迫，國內政爭、天災不斷，形成朝鮮人向外移民的推力 (D)1907年美、日簽訂紳士協約，使日本

移民轉往南美洲國家發展，成為日本人移民南美洲的拉力 

46. ( ) 傳統中國的基層組織為鄉里社會，鄉里之中人際網絡的建構常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當遇到社會動盪、

生存危機時，便容易形成以血緣、地緣為聯繫紐帶的互助組織，例如塢堡與宗族。請問下列關於社會互助組織的敘述

何者最為適宜？   (A)民間互助組織往往成為反叛政府的力量，太平道便是以血緣為樞紐形成的宗族組織 (B)塢堡中

的部曲為穩定社會重要力量，受世族控制而效忠國家，成為國家正規戰鬥力 (C)宋代的士人多以宗族來維繫家族力

量，透過撰寫族譜、興建祠堂來凝聚向心力 (D)祕密會社屬於民間互助組織，天地會便是漕運工人以信仰凝聚而成的

互助組織 

47. ( ) 美國華人堂會主打平等主義，透過神秘性的入會儀式與宣示忠誠的誓詞，凝聚團體意識，強化成員的組

織認同。但是堂會並不像會館或姓氏公所對於成員的血緣、祖籍嚴格要求，使得堂會得以吸引那些沒有血緣、地緣背

景，無法在唐人街組織中受到接納的人。請問根據題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堂會反映出華人受白人壓迫的反

抗行為 (B)堂會呈現出華人拒絕融入白人社會的現象 (C)堂會呈現出同鄉會之外的弱勢華僑的互助 (D)堂會秘密

結社性質為美國白人排華的主因 

48. ( ) 明代衛所兵制是綜合漢、唐與宋的兵制而成，請問其特點何在？   (A)募兵與徵兵相配合，兵源不虞匱

乏 (B)軍令與軍政由各將領掌控，反應迅速 (C)戰鬥力與生產力相結合，糧餉可以自足 (D)兵籍與民籍合一，隸屬

州縣管轄 

49. ( ) 明朝開放海禁，即等於政府允許私人海外貿易的合法存在，這使參加海外貿易的中小商人大大增加；他

們湊集資金，建造海船，裝載土產，逕往東、西洋，與海外諸國貿易。請問明朝於何時有限度的開放海禁？  

  (A)打敗日本後 (B)平定倭亂之後 (C)實施一條鞭法後 (D)流寇之亂開始後 

50. ( ) 福澤諭吉為明治維新時期重要的思想家，他的論點成為日本在對外擴張時的主張。當日本在甲午戰爭中

贏得臺灣時，福澤諭吉主張移民殖產論，認為因為臺灣物產豐富、對臺灣統治應採取干涉方針，以「臺灣日本化」為

核心目標，應由文明人來經營此地。請問根據題幹，移民殖產論的核心主張為何？   (A)將日本人移入臺灣減緩日本

人口壓力 (B)將大量日本人移入臺灣達到同化作用 (C)發展臺灣交通事業以利物資開發 (D)栽種熱帶栽培作物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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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軍事物資 

51. ( ) 宋代以後，中國出現新型態的宗族，下列何者是宋朝強化和維持宗族凝聚力的方法？   (A)設置族田 

 (B)培育團練 (C)和皇族通婚 (D)踢除貧窮族人 

52. (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南亞的排華事件層出不窮，例如 1965年印尼的排華事件、1969年馬來西亞的排華

事件。請問關於二戰後東南亞排華事件頻繁的原因最有可能是？   (A)華人協助西方列強維持殖民統治，引發東南亞

在地族群不滿 (B)華人長期建立政商關係，掌控經濟引發東南亞在地族群不滿 (C)二戰期間華人協助日本人建立統

治政權，壓迫東南亞在地族群 (D)二戰後華人支持中國共產主義擴張，引發東南亞在地族群不滿 

53. ( ) 「尊重長者，訓誡子弟，以家法管理，若不幸身死，亦是為了防範罪惡與叛亂，讓不守家法的子弟，害

怕犯錯，此方法為不得已，故可不按照國家法律判賠。」關於這段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族長除了主持家

族事務，還有教化族人道德倫理的任務 (B)此資料時間應是魏晉南北朝，世家大族為了維持官位而對族人嚴格 

 (C)此資料時間應是出自明清，主要是限制宗族力量讓當權者好控制 (D)因為族人犯錯，政府會嚴罰族長，所以族

長得時時警惕族人言行 

54. ( ) 二十世紀中期後，海外華人從「落葉歸根」朝向「落地生根」的方向轉化，呈現的社會現象為何？  

  (A)亡故後必歸葬故里（原鄉） (B)「衣錦榮歸故鄉」將大量財產轉移到故鄉 (C)認同當地社會、文化，參與當地

政治活動 (D)保留與維護自身家族傳統與文化 

55. ( ) 美國曾將境內日本人強制遷徙，並進行集體管理，預防他們通敵。而大部分日裔人士則鑒於美國社會長

年歧視亞洲人，又避免被認為對美國懷有二心，雖然知道政府這項舉動違反人權法案的保障，仍同意配合撤離行動，

還抨擊社會中少數的抵抗者。對於題幹的分析，下列何者正確？   (A)發生於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前，因為美國人歧視

日本人而強迫他們搬遷 (B)發生於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後，美國政府懷疑日裔民眾的忠誠而強制日本人遷徙 (C)美國

強制日本人遷徙，是為了舒緩人口集中區的人口壓力 (D)日裔民眾配合美國政府不合理的舉動，是因為想要取得公民

身分 

 

三、多重選擇題(素養題)( 每題 2分，答錯倒扣 1/5) 

 56.( ) ★編纂於十六世紀的越南史書大越史記全書有以下記載：「當時漢光武建武五年……錫光漢中人，在交止

（阯）教民以禮義。復以任延爲九真太守。延宛人。九真俗以漁獵為業，不事耕種。延乃教民墾辟，歲歲耕種，百姓

充給。……（任延）視事四年召還，九真爲之立祠，其生子置名皆曰任焉。嶺南文風始二守焉。」請問以上記載反映

了哪些事實？   (A)錫光在越南推行文教工作 (B)任延將中原的耕種技術帶進當地 (C)越南當時隸屬於交阯郡、九

真郡 (D)史家認為越南的文風開始於兩位太守 (E)當地人排斥改變，認為任延破壞傳統 

 57.( ) ★以下為清朝禁止漢人移民東北的史料： 

資料一：「至山海關以外，係東三省地方，為滿洲根本重地。遇有攜帶眷屬及出口就食民人，其中恐不免有圖利民人思

往開墾，於東三省旗人生計有關係。應將攜眷民人出口之處，永行禁止。」 

資料二：「東三省乃滿洲根本之地，諸宜恪守滿洲純樸舊俗，並力挽漸染漢人習氣。」 

根據上述二則史料，請問清朝禁止漢人移民東北的原因，以下哪些正確？   (A)東北為滿人發源地應維持舊俗 

 (B)害怕占少數的滿人被漢人同化 (C)漢人進入東北會影響滿人生計 (D)滿洲人生性純樸會被漢人欺負 (E)防止

滿人繼續被漢人文化同化 

 58.( ) ★自絲綢之路開通以來，東西交流頻繁，以下是兩則關於外夷來華定居中國的史料。 

資料一：「西夷來附者，……商販胡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風土，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

之民，萬有餘家。」 

資料二：「豐州。九原郡，今理九原縣。……貞觀四年，突厥降附，……置豐州都督府，不領縣，惟領蕃戶。……天寶

元年，改為九原郡。乾元元年，復為豐州。」 

請問根據二則史料，外夷來華定居的原因包含以下何者？   (A)西夷使節來華 (B)欽慕中華風俗 (C)從事商賈貿易 

(D)首領率眾降附 (E)將外夷集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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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 ★一忠閱讀族譜序言時，摘錄了其中的一段話：「君子以一身教家人則有家訓，紀綱不立天下不平矣，家

訓不設家人不齊矣。一諭族人，子必孝親，弟必敬兄，幼必順長，卑必承尊，處宗族以和恭為先，處鄉黨以忠厚為本，

凡我族人，尚其勉諸。」根據他記述的內容，請問家訓具有下列哪些功用？   (A)提高宗族聲望 (B)凝聚宗族意識 

 (C)強調修身齊家 (D)深化道修養 (E)強化長幼尊卑 

 

四、非選擇題(每題 2分) 

 60.後藤新平 1898年起，任職於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長達八年，其治理有成，深得日本政府信賴，因而接任南滿州鐵

道株式會社的首任總裁，將對臺灣的殖民經驗運用於滿州上。而後藤新平經營滿州貫徹一項中心思想，便是「文裝的

武備」，以文事的措施，作為日後武力侵略的基礎。請問後藤新平所指的「文裝的武備」有哪些，請舉出 2項？ 

（簡答題）請將答案寫在答案卡背面，全對才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