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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東高中   110學年度 第二學期  第二次期中考 高一 國文科試卷 

畫答案卡：ˇ是（班級、座號、科目代號畫錯者，扣五分）+答案卷      適用班級：101~108 

範圍：鹿港乘桴記、高尾山紀事、古詩選、論語選(三)群己與處世、北投硫穴記 

 

一、 形音義測驗：10% (請寫出「 」中字詞的形音義，每格 1分，共 10分) 標示紅色者為答案 

 

二、單選題：54%（1~27題，每題 2分，共 54分） 

 1.下列各組「 」中的字，讀音完全相同的是：  

  (Ａ)補「苴」罅漏／「狙」擊／炭「疽」病          (Ｂ)《「穰」苴》／「曩」昔／尊王「攘」夷  

  (Ｃ)物產富「饒」／「驍」勇善戰／百折不「撓」    (Ｄ)所費不「貲」／「訾」議／以指撥「眥」。 

 2.下列文句「 」中之字詞，何者音義皆正確？     

  (Ａ）邊城苦鳴「鏑」：ㄉ一ˊ，戰鼓            （Ｂ）破裂「闤闠」：ㄏㄨㄢˊ ㄏㄨㄟˋ，門窗 

 （Ｃ）飛「甍」鱗次：ㄇㄥˋ，磚塊              （Ｄ）左「眄」澄江湘：ㄇ一ㄢˇ，斜眼看，有輕視之意。 

 3.下列「 」中的字義，何者前後最相近？   

  (Ａ）弱冠「弄」柔翰／明朝散髮「弄」扁舟 

 （Ｂ）疇昔「覽」《穰苴》／欲上青天「覽」明月 

 （Ｃ）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Ｄ）臺灣土產之輸於閩、粵者，亦「靡」不以鹿港為中樞／鉅細「靡」遺。 

 4.〈高尾山紀事〉：「日本人計算神明數量時，用的也是一柱、兩柱這種計算樹木的量詞。」呼應文中所說： 

 (Ａ)文明是藉著砍伐森林發展出來的    (Ｂ)高尾山擁有豐富完整的林相 

  (Ｃ)日本信仰的基礎也是對樹木的崇拜  (Ｄ)天狗是一群住在聖山裡的神之使者。 

 5.〈高尾山紀事〉一文文末，作者描述數算「秋日七草」、偶遇雛菊發聲，所要表達的意涵是：  

  (Ａ)暗示世人往往忽略眼前的美景     (Ｂ)凸顯作者對生物的尊重與喜愛  

  (Ｃ)說明具備相關知識才能有所發現    (Ｄ)表達抒情想像之於旅行的重要性。 

 6.〈鹿港乘桴記〉一文中，下列敘述為鹿港全盛期榮況的文句是： 

 (Ａ)遠近燈火明滅，屈指盛時所號萬家邑者，今裁三千家而已 

 (Ｂ)臨海徘徊，海水浮天如笠，一白萬里如銀，滉漾碧綠如琉璃  

 (Ｃ)一水通津，出海之涘，估帆葉葉，潮汐下上，去來如龍，貨舶相望  

 (Ｄ)海天蒼蒼，海水茫茫，去之五里，涸為鹽場，萬瓦如甃，長隄如隍。 

 7.下列關於〈鹿港乘桴記〉文句說解，敘述正確的是：  

 (Ａ)「人煙猶是，而蕭條矣；邑里猶是，而泬寥矣」即清代彰化八景之一――「鹿港飛帆」商業繁榮的盛況 

 (Ｂ)「而春秋試之貢於京師、注名仕籍者，歲有其人」指鹿港因是讀書人趕赴考試的交通中界點，故文風鼎盛  

 (Ｃ)「然是時之竹筏，猶千百數也；衣食於其中者，尚數百家也」指日治時期鐵路開通後，鹿港經貿急速萎縮 

 (Ｄ)「有亭翼然，亙二、三里，直如弦，平如砥，暑行不汗身，雨行不濡履」即鹿港昔日「不見天街」的樣貌。 

  

形 音 義 

陰「隰」之地 (  1  ) ㄒㄧˊ (  2  )低濕的地方 

「疇昔」覽《穰苴》 (  3  ) ㄒㄧˊ  ㄔㄡˊ (  4  )往日 

邑里猶是，而「泬寥」矣 ㄒㄩㄝˋ ㄌㄧㄠˊ 清朗空曠，在此有(  5  )之意 蕭條冷清 

萬瓦如「甃」 (  6  ) ㄓㄡˋ 井壁 

「洎」乎火車之路全通 (  7  ) ㄐㄧˋ (  8  ) 及，到了 

街「(  9  )」對峙 衢 ㄑㄩˊ 四通八達的大路 

「(  10  )序之士」 黌 ㄏㄨㄥˊ ㄒㄩˋ ㄓ ㄕˋ 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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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洪繻對日本政府有諸多不滿，在〈鹿港乘桴記〉裡也透露此訊息。下列文句詮釋正確的是：  

 (Ａ)以「非猶夫以學校聚奴隸者也」批判日本學校教育趨於傳統保守，只收下層階級百姓子女，使學習風氣不佳  

 (Ｂ)「實民間之輸巨貲以供官府之收厚利而已」說明鹽田興築原為阜鹿民，實使日本政府從中剝削百姓，圖利公 

      家單位 

 (Ｃ)「因是而阻水不行，山潦之來，鹿港人家半入洪浸，屋廬之日就頹毀」指鹿港地勢低窪，連日大雨後引起水 

      患已是常態，政府卻無力解決 

 (Ｄ)「猶幸市況凋零，為當道所不齒，不至於市區改正，破裂闤闠，驅逐人家」：惋惜凋零的鹿港並未受到當局重 

      視，表達對市區改正計畫未包含鹿港的不滿。 

 9.「〈一○八學年高中國文課綱〉審議大會將〈鹿港乘桴記〉列入教育部選文，一時間，洪繻其人其文再度引起關

注與熱議。正面評價洪繻的人視之為□□□□，負面評價洪繻的人譴責他不過是□□□□。但實際上，洪繻是抗

日又不是抗日，是親清又不是親清。洪繻的抗日，不是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的八年抗戰，而是一八九五～一九四

五年臺灣島上的抗日，抗的是殖民國的不公；洪繻的親清，則有著更弔詭的認同問題，那是感受自己遭文化母國

遺棄的哀傷，是懷著『遺棄母國』的憤慨。洪繻歷經雙重流落，成為錯置政權中找不到歸屬的畸零之人。因此，

與其說他抗日，不如說他抗議的是任何統治政權的不公；與其說他親清，不如說他苦澀緬懷的是想像中的□□□

□。」(改寫自「翻滾海貍」網站)   上文空缺處若填入適當文字，正確的是：  

   (Ａ)廊廟之器／食古不化／海市蜃樓   (Ｂ)功成身退／一曲之見／抱殘守缺  

   (Ｃ)跳樑小丑／穴見小儒／鏡花水月   (Ｄ)抗日英雄／親清腐儒／精神原鄉。 

 10.依據左思〈詠史〉詩，下列解讀最適當的是：  

   (Ａ)「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可知左思通曉武略且與司馬穰苴交情頗深  

   (Ｂ)「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意謂作者志氣豪壯，且本詩應寫於西晉滅東吳之前 

   (Ｃ)「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以班超上書請纓的典故，表達曾被重用而念念不忘，期待再戰沙場  

   (Ｄ)「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為「騁良圖」的具體展現，因「江湘」、「羌胡」國勢積弱，頗有勝算。 

 11.關於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一詩，下列何者敘述有誤？  

   (Ａ)「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之「棄我去者」既指作者與李雲往日歡聚，亦有年華已逝之感  

   (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扣合詩題，勾勒出爽朗壯闊的情境，也展現詩人豪邁胸襟  

   (Ｃ)「蓬萊文章」既點明李雲為校書郎的身分，又暗示其文章頗有仙氣；「建安骨」指其作品剛健遒勁 

   (Ｄ)「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將抽象的煩憂化為具體的流水，呈現作者文武兼濟，智勇雙全。 

 12.關於「古詩」，下列說明正確的是：  

   (Ａ)句式整齊，分為五言古詩、七言古詩兩種，不限句數  

   (Ｂ)相對於漢代所形成的新興「近體詩」――律詩、絕句而言  

   (Ｃ)其格律特色為不限平仄、不求對仗，用韻自由，可以換韻 

   (Ｄ)由樂府民歌演變而來，完整的五言詩以古詩十九首為最早，完整的七言詩則以曹丕燕歌行為最早。 

 13.王國維《人間詞話》：「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

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

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讀完此文可知，「一切文體所以由盛轉衰」的原因是： 

  (Ａ)民間百姓參與寫作 (Ｂ)豪傑之士江郎才盡  (Ｃ)舊體習套難再有新意  (Ｄ)文人作家喜新厭舊。 

 14.《東中詩刊》第 1110510 期為左思與李白作特輯，雜誌封面設計兩人超級比一比的總表，請你閱讀後，找出引

用錯誤的地方：  
 

選 項 左思 李白 

（Ａ）時代／家世 西晉／出身寒門 盛唐／商人之子 

（Ｂ）文才 「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自比賈誼、司馬相如 「中間小謝又清發」自比謝朓 

（Ｃ）事蹟 因才華出眾，仕途得意 青年期漫遊求仕；安史亂起，任永王幕府 

（Ｄ）評價 鍾嶸《詩品》列於上品 詩仙、詩俠、謫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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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下列修辭說解，何者有誤？  

 (Ａ)「鉛刀貴一割」喻殷切盼望施展己才，屬譬喻中的「借喻」  

 (Ｂ)「弱冠」弄「柔翰」：「弱冠」借代男子二十歲、「柔翰」借代毛筆 

 (Ｃ)「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與「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均有「對偶」 

 (Ｄ)「這塊富庶的迦南地，因為超負荷而傷痕累累、疲憊不堪」屬於轉化中的「擬人」修辭。  

 16.下列關於論語中談論「孝」的篇章，何者有誤？ 

 (Ａ)「父母唯其疾之憂」意指父母不僅擔心子女身體疾病，亦擔心其心理、德行的缺失 

  (Ｂ)「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強調孝順貴在有誠敬之心，否則與養犬馬無異 

 (Ｃ)「君子務本，本立而道生」之「本」為禮樂教化，專心致力於根本，則能使於四方，不辱父母 

 (Ｄ)「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指孝弟為做人、行仁的基礎。 

 17.《論語》所談的交友之道，下列理解最適當的是：  

  (Ａ)「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有助於進德修業  

  (Ｂ)能結交「忠告而善道之」的朋友，即是「友直」  

  (Ｃ)「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說明巧言令色者令人生厭  

  (Ｄ)與「眾好之」或「眾惡之」的人往來可避免「識人不清」的弊病。 

 

 18.閱讀下文，最適合用以闡述文中老友相處形式的是： 

  臺先生前前後後地翻動書頁，急急地誦讀幾行詩句，隨即又看看封面看看封底，時則又音聲宏亮地讚賞：「哈啊，這

句子好，這句子好！」鄭先生前傾著身子，背部微駝，從厚重的鏡片後瞇起雙眼盯視臺先生。他不大言語，鼻孔裡時時

發出輕微的喀嗯喀嗯聲。那是他高興或專注的時候常有的表情，譬如在讀一篇學生的佳作時，或聽別人談說一些趣事

時。而今，他正十分在意老友臺先生對於他甫出版詩集的看法。       （節錄自 林文月〈溫州街到溫州街〉） 

  (Ａ)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Ｃ)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Ｄ)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 

 

 19.依據下文，關吏稱終軍為「棄繻生」，意指終軍是什麼樣的人？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材，

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初，軍從濟南當詣

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

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漢書．終軍傳》） 

 

註：繻：絲織品。古代以割裂的繻，作為出入關隘的憑證。 

  (Ａ)志向遠大的年輕人  (Ｂ)少年得志的狂傲之徒  (Ｃ)眼高手低的泛泛之輩  (Ｄ)懷才不遇的失意者。 

 

 20.下列對「詠史詩」發展歷程的理解，敘述正確的是： 

  詠史詩的發展有其傳統，首先是「敘事傳統」。中國最早的詠史詩是班固所作的〈詠史〉，其內容根源於《烈女傳》

中緹縈救父的故事。班固所作的這首詩是通過詩的形式，將這個故事進行了完整的描寫。清代納蘭性德認為這類詠史詩

雖以押韻整齊的句式寫成，卻缺乏深厚的情感與意韻。這種單純對古代人物和事件加以描寫，便是詠史詩的敘事傳統。 

  其次則是「抒情傳統」。左思〈詠史〉八首中，以荊軻的經歷表達個人情感，字裡行間中震盪著強烈的自我象徵意

義，這便是詠史詩中所包含的抒情傳統。抒情表達的出現改善了敘事詩平淡樸實的缺陷，並在盛唐達到了高潮。然而詠

史詩接下來卻陷入了情感套路化的創作模式，懷才不遇的悲憤與時代變化的滄桑之感成為了詠史詩的集中表達，大量詩

歌內容的同質化導致了世人對詠史詩的審美疲勞，詠史詩也因此逐漸失去了生命力。 

  最後則是詠史詩的「議論傳統」。在詩人對詠史詩的抒情傳統逐漸失去興趣之後，詠史詩開始由抒情轉向議論。由晚

唐發端而來的宋詩在後代文學家的眼中，包含著「以議論為詩」這特點，議論要素的出現為「翻案」這一類型的詠史詩

創作提供了土壤。             （改寫自馬昕〈「歷史的背面」—中國古代詠史詩的「翻案」現象〉） 

 (Ａ)發展順序：敘事傳統→議論傳統→抒情傳統  (Ｂ)晚唐時期的詠史詩作以其敘事傳統最為出色  

  (Ｃ)盛唐之後的詠史詩作以其情感特質備受推崇  (Ｄ)翻案類型的詠史詩篇基本上根源於議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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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閱讀下文，作者認為左思的作品造成「洛陽紙貴」的原因是：  

  古無類書，無志書，又無字彙，故〈三都〉、〈兩京〉賦，言木則若干，言鳥則若干，必待搜輯群書，廣採風土，然

後成文。果能才藻富豔，便傾動一時。洛陽所以紙貴者，直是家置一本，當類書、群志讀耳。故成之亦須十年、五年。今

類書、字彙，無所不備。使左思生於今日，必不作此種賦。即作之，不過翻摘故紙，一二日可成。而抄誦之者，亦無有

也。今人作詩賦，而好用雜事僻韻，以多為貴者，誤矣！                                   （袁枚《隨園詩話》） 

  (Ａ)作品可當作參考工具書使用   (Ｂ)作者邀請時人為其作品作序  

  (Ｃ)作者魅力吸引讀者競相爭讀   (Ｄ)作品的內容深厚且不同流俗。 

 

 22-23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22-23題。 

  旅行和旅遊的差異倒不是因為其中一種比另一種優越，而是因為它們是結果迥異的不同體驗，人應該選擇能提供符

合自己期待的結果的體驗類型。 

  旅遊有很大成分是逃離，而真實的旅行則是到來；旅遊主要是消遣性的，而旅行基本上是教育性的；遊客被當地人

載著到處跑、接受他們服侍，旅人則想要認識他們；遊客想要放鬆，旅人則想接受刺激；旅遊的目的是到處觀光，旅行

的目的則是增加理解。羅賓．漢伯里．特尼森在他的《探險的牛津書》中指出兩者的鮮明差異：「世上有遊客也有旅人。

前者出國去放鬆他們的身體和腦袋，沒別的。後者則是去看、去理解。」 

  我們所定義的旅行是指，以個人成長和自我精進為目的，到異國去旅行，遭逢不同的文化。或者像毛姆說的，充實

自己的人格，帶回一個不一樣的自己。可是在大部分的人類歷史中，具有這層意義和目標的旅行並不存在，直到大約三

百年前。了解旅行在這幾百年間的演化能讓我們正確地觀察旅行在當代所具有的獨特機會。反之，這個視角將能啟發當

今的旅人抓住這些珍貴的機會，充分運用自己的旅程—簡單地說，啟發他們做個旅人而非觀光客。 

                                      （改寫自克雷格．史托迪《旅行的意義：帶回一個和出發時不一樣的自己》） 

 22.上述作者對「旅遊」和「旅行」的看法，敘述較正確的是： 

  (Ａ)旅遊和旅行的差異在於所花費的精神與時間   (Ｂ)旅遊和旅行為一體兩面，兩者意義互不相容  

  (Ｃ)旅行較積極地、主動地獲取意義，旅遊則反   (Ｄ)兩者有必要界定是因為旅行的意義優於旅遊。 

 23.下列最符合作者對「旅行」一詞定義的選項是：  

  (Ａ)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  

  (Ｂ)由斷橋至蘇隄一帶，綠煙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多於隄畔之草 

  (Ｃ)我不為藥王院與章魚杉而來，山伏與天狗的傳說固然饒富興味，也並非我的目的；出國旅行，找一天走走近 

      郊低山步道已是我的習慣 

 (Ｄ)我也去過恆河畔，看到骨灰灑入河中，焚燒一半的殘屍逐波而下，下游的印度信徒面不改色地掬起「聖水」， 

      仰頭吞下。生死有界，流水無痕。我驚悸而感動。 

 

 24-25為題組：閱讀甲、乙二文，回答 24-25題。 

甲、 

    ○１《山海經．西次三經》：又西三百里，曰陰山。濁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於蕃澤，其中多文貝。有獸焉，其狀如狸

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禦凶。 

  ○２《史記．天官書》：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望之如火光炎炎沖天。其下圜如數頃田

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３《協紀辨方》卷四引《樞要曆》：「天狗者，月中凶神也。其日忌禱祀鬼神，祈求福願。」 

乙、 

    日本「天狗」的傳說最早源自中世紀後期，當時人們想像中的天狗，有雙大翅膀與一張攻擊人類的鳥嘴，因能在天

空中飛翔，又名「鴉天狗」。另有傳說天狗會拐走迷失於森林裡的人，故古時稱小孩突然失蹤的事件叫做「神隱」，即被

神明隱藏起來的意思。若考證於書籍，最早記載天狗事蹟者可見於日本流傳至今，最早之正史《日本書紀》。該書記載有

名僧人聽到天空中傳來怪聲，接著有東西像流星般迅速地從頭頂飛過，此書首次用「天狗」來描述僧人所見之物，當時

的人們把其想像成「老鷹」的形象。而平安時代（約是中國的唐宋時代）的《今昔物語集》記載天狗會幻化成佛、僧、

聖人的形象，或附身於人類身上。 

  蒐集民間傳說的《御伽草子》裡記載平安時代末年，名將源義經之父源義朝在平治之亂戰敗，被平氏家族俘虜，故

將其子寄養於京都鞍馬山之寺。源義經在寺中修行期間，決心要為父親報仇，故每日入山習劍。傳說源義經遇見外貌像

一個白鬍子白長眉的怪老人，即是鞍馬山之山神天狗，並向其學習劍術，而後憑著好武藝打敗平氏。之後天狗轉為「山

神」的形象，直至今日。                                                    （改寫自維基百科「天狗」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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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高尾山紀事〉提到：「高尾山的天狗是『一群住在聖山裡的神之使者，每日勤於修行，並降臨凡間懲惡揚

善』。」甲、乙二文最近於此說法的書籍是：  

  (Ａ)《山海經》  (Ｂ)《史記》   (Ｃ)《今昔物語集》   (Ｄ)《御伽草子》。 

 25.關於甲、乙二文的比較，正確的是：  

  (Ａ)甲、乙二文皆提及天狗能飛翔並發出鳴叫聲  

  (Ｂ)甲文的天狗形象均為負面，而乙文的天狗形象則由負面轉為正面  

  (Ｃ)甲文中天狗形象皆是動物，乙文中天狗形象則由原先的動物形象，轉為老人形象 

  (Ｄ)甲文與乙文均提到天狗似流星，甲文提及流星劃過的怪聲與觸地的火光，乙文僅提及怪聲。 

 

26-27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26-27題： 

 26.關於上文，文句說解有誤的是：  

 （Ａ）「望前山半麓，白氣縷縷，如山雲乍吐，搖曳青嶂間」：寫前山有山嵐繚繞，景觀秀麗怡人  

 （Ｂ）多以摹寫手法表現對景觀的感受，「樹上禽聲萬態，耳所創聞」為聽覺摹寫、「涼風襲肌」為觸覺摹寫 

 （Ｃ）由「林木蓊翳、老藤纏結」到「草木萎黃無生意」再到「草木不生」，顯示距硫穴越近，草木越難以生存  

 （Ｄ）以「聞怒雷震蕩地底，而驚濤與沸鼎聲間之」形容硫穴沸騰有如「怒雷」、「驚濤」、「沸鼎」三種聲音。 

 27.由〈北投硫穴記〉的記載，下列哪一個句子較無法看出作者「謀定而後動」、小心謹慎的行事風格？  

 (Ａ）慮或相失，各聽呼應聲為近遠            （Ｂ）思巨石無陷理，乃即石上俯瞰之   

 （Ｃ）余以一指試之，猶熱甚，扶杖躡巉石渡     （Ｄ）余身乃行鑊蓋上，所賴以不陷者，熱氣鼓之耳。 

 

三、混合題型：（28-30 題，一題 2 分；【簡答一、二】請作答於答案卷上，各 2 分，共 10 分） 

  

【閱讀一】為題組： 

  鐘鼎山林一直是我國古代知識分子追求的兩個人生理想，擁有其中之一，即足以產生生命的自足感。世俗之人追求

榮華富貴，而清高之士追求的則是山林隱逸。陶弘景是一位高士，嚮往不為物欲所役、不為禮俗所拘的生活。從這個觀

點看，帝王將相並不足羨。這就是古代許多高士敢於傲視帝王公侯的原因。陶弘景以「嶺上多白雲」來回答皇帝那句

「山中何所有」，除了以空靈飄忽的白雲象徵無拘無束的心境，更隱然有和皇帝分庭抗禮的用意。你做皇帝有你的權勢，

但我做隱士也有我的自由。「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二句意思是：我本該拿一點白雲寄給你，但是很抱歉，這嶺上白

雲的樂趣只能獨享。 

  我喜歡這首詩，但別誤會我有意學陶弘景貴山林而賤鐘鼎，打算做一個遺世獨立的隱者。事實上，今日知識分子的

人生途徑已經不像古代非仕即隱、非隱即仕那樣單純，即使想做昔日隱士，也未必做得成。我喜歡這首詩所透露的對生

命的自足感。在我的生命裡，也擁有一些「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的東西。是這些東西，使我感覺不虛此生。 

  陶弘景擁有嶺上的白雲，便可傲視帝王公侯。我一生住在都市，不能像他那樣擁有嶺上的白雲；但我擁有教書和寫

作的樂趣，一樣可以面對各行各業的傑出人物而無愧色。       （改寫自葉慶炳《晚鳴軒的詩詞芬芳．只可自怡悅》） 

 28.陶弘景〈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根據此詩，下  

    列推論最適當的是： 

(Ａ)由「山中何所有」可知國君對陶弘景歸隱不以為然 (Ｂ)由「嶺上多白雲」可知陶弘景的山林生活家徒四壁  

(Ｃ)由「只可自怡悅」可知陶弘景對皇帝之問苦中作樂 (Ｄ)由「不堪持贈君」可知國君對陶弘景的回答不滿意。 

（清康熙三十五年，福建福州火藥庫火災，火藥遭焚毀。清朝官員郁永河前來台灣北部採硫，寫下〈北投硫穴記〉一文） 

顧君濟勝有具，與導人行輒前，余與從者後，五步之內，已各不相見，慮或相失，各聽呼應聲為近遠。 

約行二三里，渡兩小溪，皆履而涉。復入深林中，林木蓊翳，大小不可辨名，老藤纏結其上，若虯龍環繞。風過葉

落，有大如掌者。……樹上禽聲萬態，耳所創聞，目不得睹其狀，涼風襲肌，幾忘炎暑。 

復越峻坂五六，值大溪，溪廣四五丈，水潺潺巉石間，與石皆作藍靛色。導人謂此水源出硫穴，下是沸泉也。余以一

指試之，猶熱甚，扶杖躡巉石渡。更進二三里，林木忽斷，始見前山。又陟一小山顛，覺履底漸熱，視草色萎黃無生意，

望前山半麓，白氣縷縷，如山雲乍吐，搖曳青嶂間。導人指曰：「是硫穴也。」風至，硫氣甚惡。 

更進半里，草木不生，地熱如炙。左右兩山多巨石，為硫氣所觸，剝蝕如粉。白氣五十餘道，皆從地底騰激而出，沸

珠噴濺，出地尺許。余攬衣即穴旁視之，聞怒雷震蕩地底，而驚濤與沸鼎聲間之，地復岌岌欲動，令人心悸。蓋周廣百畝

間，實一大沸鑊，余身乃行鑊蓋上，所賴以不陷者，熱氣鼓之耳。右旁巨石間，一穴獨大，思巨石無陷理，乃即石上俯瞰

之。穴中毒焰撲人，目不能視，觸腦欲裂，急退百步乃止。                         （節錄自 郁永河〈北投硫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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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下列敘述與作者觀點最相近的是：  

(Ａ)山林生活是古代知識分子追求的理想      (Ｂ)擁有生命的自足感，便可說不虛此生  

(Ｃ)今日知識分子或仕或隱，已無關緊要      (Ｄ)各行各業的傑出者通常貴山林賤鐘鼎。 

 【簡答一】依據本文，「古代許多高士敢於傲視帝王公侯」的原因主要是：(約 20 字以內，共 2 分) 

 

【閱讀二】為題組： 

 30.根據上文，以下並非「以森林交換文明」例證的是：  

  (Ａ)城市裡櫛比鱗次的建築景觀為「都市叢林」  

  (Ｂ)日本百分之六十七的國土覆蓋著森林，其中逾半為天然林  

  (Ｃ)巴西政府以三百萬畝地交換一家英國公司修築公路與鐵道 

  (Ｄ)阿拉蓬加斯在一二十年後，地力因被壓榨、超負荷而傷痕累累。 

【簡答二】作者認為在充斥櫛比鱗次建築物的都市裡，「樹蔭」的定義是什麼？（約 20 字以內，共 2分） 

 

四、多重選擇題：(1 題 2 分，共 8 分；錯 1個選項，得 1.2分，錯 2個選項，得 0.4分，錯 3個選項以上不給分) 

 31.下列「 」內的注音，前後用字相同的是： 

  (Ａ)「ㄩˊ」時不候／以免向「ㄩˊ」             (Ｂ)克「ㄕㄠˋ」箕裘／年高德「ㄕㄠˋ」 

  (Ｃ)圍觀「ㄇㄛˊ」拜／「ㄇㄛˊ」棱兩可         (Ｄ)卓「ㄌㄨㄛˋ」不群／「ㄌㄨㄛˋ」繹不絕 

  (Ｅ)提綱「ㄑ一ㄝˋ」領／「ㄑ一ㄝˋ」其首尾。 

 32.下列各組「 」中詞語意義，不可前後替換的是： 

  (Ａ)「能近取譬」／「推己及人」                 (Ｂ)「駑馬鉛刀」／「駑馬十駕」 

  (Ｃ)明朝散髮弄「扁舟」／「艨艟」               (Ｄ)蓋藏既富，「絃誦」興焉／「文教之風」 

  (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33.〈鹿港乘桴記〉中，作者藉鹿港的昔盛今衰，指責日本人執政失當。下列敘述，並非此「人禍」所造成的是：  

 (Ａ)是時鹿港通海之水已淺可涉，海艟之來，止泊於沖西內津  

 (Ｂ)洎乎火車之路全通，外貨之來由南北而入，不復由鹿港而出  

 (Ｃ)蓋鹿港扼南北之中，其海口去閩南之泉州，僅隔一海峽而遙  

 (Ｄ)迄於今版圖既易，海關之吏猛於虎豹，華貨之不來者有之矣。 

 (Ｅ)關稅之苛，關吏之酷，牟販之夫多至破家，而閩貨之不能由南北來者，亦復不敢由鹿港來也。 

 34.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關於上文，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Ａ)子貢以激問的語氣，認為「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並非是仁  

  (Ｂ)孔子認為「博施於民、濟眾」已超越仁的層次，到達聖的境界  

  (Ｃ)「堯、舜其猶病諸」意謂堯舜因做不到，故並不認同此一觀點  

  (Ｄ)孔子教導子貢為仁之法，需「己欲立而立人，己欲達而達人」  

  (Ｅ)「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指需善加運用譬喻，以利人們理解實踐仁德的方法。 

梅原猛在一九九○年的演講中指出，能讓日本人引以自豪的，不是萬世一系的天皇體制，也非高度的經濟發展，而是百

分之六十七的國土覆蓋著森林，其中逾半為天然林。……人類學家李維史陀選擇了巴西巴拉那州北部作下紀錄：一九三○

年，巴西政府以三百萬畝地交換一家英國公司修築公路與鐵道，文明如利刃劃破絲綢般開始入侵原始森林，當年鐵道僅有五

十公里，六年後，往內陸長驅直入二五○公里；一九三五年，阿拉蓬加斯這個地方只有一座房子、一位居民，十五年後，該

地已有一萬名人口。建築、農耕、牲畜……火把驅走黑暗般壓縮著森林的領地，也許一時發展出文明盛景，卻也在一二十年

後，這塊豐饒、富庶、肥沃的迦南地，因為被壓榨、超負荷，而傷痕累累、疲憊不堪。 

我懷疑，現在我們稱城市裡櫛比鱗次的建築景觀為「都市叢林」，不單純只是對它表象的形容，而是更深層、潛意識那

般地，呼應著長期以來以森林交換文明的集體記憶，試著看看香港，我對它印象最深的畫面之一是，假日裡移工密密麻麻地

在高樓大廈的陰影底休憩，數量之龐大、現象之普遍，足以改寫「樹蔭」的定義，這是文明的代價。 (節錄自 王盛弘〈高尾山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