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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高級中學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定期考試卷

高一歷史科(109.110)                                一年   班   號  姓名

範圍：三民版歷史  緒論～第2章第1節(p.41) 答案卡+答案卷

1、 單一選擇題（1~40每題1.5分，41~50題每題2分）

1. 十六世紀中葉以來，中國東南沿海一帶，一直遭受海盜與倭寇的侵擾。明廷派沈有容將軍率領海軍清剿臺灣附近島嶼上的

倭寇，而福建人陳第也隨著軍隊來到臺灣。陳第回到家鄉後與朋友談及在大員的所見所聞，受友人的鼓勵寫下了一篇一千

多字的文章，成為最早記載臺灣原住民族的文獻。請問這篇文章記錄了當時臺灣哪一個原住民族的生活型態？   

(A)凱達格蘭族　(B)噶瑪蘭族　(C)西拉雅族　(D)道卡斯族。

2. 以下是一位西班牙傳教士對馬賽人的描述：「這個原始語言（馬賽語）很容易學，在某些地方，……他們講的又是不同的

語言。……除了他們自己的語言外，每個人都會說一種共同而普遍的語言。」上述文字描述了馬賽人怎樣的特色？   

(A)以經商為業　(B)對外來者友善　(C)包容其他文化　(D)語言能力強。

3. 陳第東番記中寫道：「迨產子女，婦始往壻家迎壻，如親迎，壻始見女父母，遂家其家，養女父母終身，其本父母不得子

也。故生女喜倍男，為女可繼嗣，男不足著代故也。」我們應如何理解此段文字？   

(A)題幹中所描寫的族群居住於臺灣東部　(B)該族群為母系社會　

(C)可得知該族群的婚姻是男性迎娶女性　(D)多由男性承繼產業。

4. 一段關於平埔族群經濟生活的描述：「地產五穀，番人惟食稻、黍與稷，都不食麥。其饔飧不宿舂，曉起待炊而舂；既熟

，聚家人手摶食之。……寒然後求衣，飢然後求食，不預計也。……村落廬舍，各為向背。無市肆貿易，有金錢，無所用

，故不知蓄積。」根據上述資料的分析，下列何者正確？   

(A)由於土地自產種類豐富，故沒有農業，仍維持原始漁獵與採集的生活　

(B)平埔族群人常食用的黍與稷，即是漢人常見的水稻　

(C)由於麥的營養成分低，故平埔族群人平時不食用　

(D)自給式的經濟型態，沒有貨幣經濟。

5. 太魯閣族有「收割祭」，在農作物將成熟之時，長老會召開會議，商議舉行收割祭的時間。祭日那天清晨，各家族派人前

往田裡祭祀，舉行收割禮後再進行全面收割。收割完畢後，再舉行收藏祭禮。請問此農作物是   

(A)小米　(B)稻米　(C)玉米　(D)小麥。

6. 臺灣原住民族在人類學上被歸類為南島語族，他們是活躍在西起馬達加斯加，東至復活節島的廣大海域上擅於航海的民族

。他們遷移到臺灣的時間先後不一，一般認為最晚抵達臺灣的是現居蘭嶼的達悟族。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末，臺灣原住民

族逐漸失去原有的土地、文化、信仰與族群記憶、認同，有些部族甚至遭到外來者無情的屠殺。請問：臺灣原住民族中與

菲律賓巴丹島居民語言相近，居住在離島上而最能保有傳統文化的是下列哪一族？   

(A)達悟族　(B)噶瑪蘭族　(C)西拉雅族　(D)泰雅族。

7. 專家發現，印尼土著也和臺灣原住民族一樣，有紋身、缺齒、拔毛的習慣，此外也重視老人、年齡分級，並有靈魂崇拜。

關於這樣的相似度，理應如何解釋？   

(A)顯示臺灣原住民族曾跨海占領印尼，改變其風俗習慣　(B)顯示世界各地的土著文化具有相似性　

(C)顯示臺灣原住民族為印尼土著的後裔　(D)顯示臺灣原住民族與印尼的土著可能皆為南島語族，分散後仍維持原本習性。

8. 學者解說臺灣原住民族：「從語言學觀點來看，應屬南島語族，與南太平洋區域住民同屬一系；從體質人類學來看，是屬

於典型馬來人種；從文化特質來看，紋身、缺齒、父子連名制等，有屬於印度尼西亞的古文化特質。」根據上述說法，下

列何項敘述較為恰當？   

(A)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的起源說法紛紜，不同的研究則能幫助我們更加認識原住民族　

(B)臺灣確為南島語族的起源地，因而成為東南亞各地的文化起源　

(C)臺灣原住民族在血緣上與馬來西亞人同種　

(D)臺灣原住民族具有相似文化表現，語言溝通上應無礙。

9. 一本介紹臺灣原住民族的書裡寫著：「其祭拜祖靈的方式，一般在公廨或住宅內設立祭壇，供品有檳榔及數個壺甕，內盛

清水，插蘆葦葉、甘蔗葉作全族社的精神寄託。」請問這可能是在介紹哪一個民族？   

(A)噶瑪蘭族　(B)西拉雅族　(C)道卡斯族　(D)賽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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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清朝官方稱呼臺灣某些原住民族為生番，又稱「野番」、「山番」，在十九世紀後期清廷實施「開山撫番」政策之前，他

們一直被隔離於「番界」之外，承受外來文化的衝擊較小，在日本治臺後，才成為理蕃政策執行的主要對象。請問清朝將

某些原住民族劃分為「生番」的標準為何？   (A)居住地區　(B)血緣差異　(C)繳納稅餉　(D)飲食習慣。

11. 康熙二十三年，臺灣納入清朝版圖之後，漢人大舉來臺拓墾，並逐漸侵入原住民族的生存空間。漢原之間的糾紛和衝突不

斷，清廷為了統治和維護社會秩序，採取劃定番界政策。請問番界內、外居住居民為何？  

(A)生番，化番　(B)熟番，生番　(C)化番，生番　(D)化番，熟番。

12. 許多原住民高山族都有「一粒小米能煮一鍋飯」的神話，這反映出什麼現象？   

(A)神話傳說缺乏科學依據，無研究價值　(B)象徵小米的重要性與神聖性　

(C)代表科技進步，已經發展出精耕模式　(D)游耕收穫量較少，不能煮太多小米。

13. 一位牧師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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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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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關於某項制度的描述：「承包商為了壟斷交易，會盡全力把其他漢人趕出村社，這點讓政府輕易達成管制漢人的目標，每

年的標金也可創造高額利潤。另一方面，因承包商壟斷交易，便可漫天要價出售商品，而原住民被迫以低價出售鹿製品，

因此抱怨物價暴漲。」關於上述制度，以下哪一解釋最為合適？   

(A)承包商由政府指派　(B)與承包商交易的原住民族應該以馬賽族為主　

(C)承包商有向政府繳稅的義務　(D)開始此制度的為西班牙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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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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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一：一位原住民族少年阿威拔哈赫被官方宣傳為「以血書參加高砂軍，藉此洗刷霧社事件之污名」，對失去獵槍的青

年，這是向祖先證明他仍是一位戰士的機會。

資料二：一封來自武塔部落，署名豐田健太郎的家書，他提到在南洋的「美好生活」以及「在戰地深深地感受到身為日本

人的幸福。」請問上述兩則資料可能可以在下列哪本書刊中找到？   

(A)東番記（1602年）　(B)臺海使槎錄（1722年）　(C)淡新檔案（1789～1895年）　(D)理蕃之友（1942年）。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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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十九世紀西方冒險家在臺灣的探險記裡寫著：「……我在路上被幾個高士佛社的人發現時，……他們把我帶回那所謂的石

頭大門。……這所謂的石門，由日本人而得名……日本人與這裡的原住民有過一次激烈的交會，原住民在自我防衛上受到

很大的挫折。」請問關於「日本人與原住民有過激烈交會」一事，是指什麼事件？   

(A)麻荳社事件　(B)沙轆社事件 (C)牡丹社事件　(D)中日甲午戰爭。

20. 學者指出：此一事件刺激清廷調整治臺政策，由為防內亂而治臺，調整為防外患而治理臺灣。此事件是   

(A)大甲西社事件　(B)羅妹號事件　(C)牡丹社事件　(D)清法戰爭。

21. 近年來，以原住民族觀點介紹其文化與特色的趨勢越來越盛行，博物館在展示與原住民族相關的文物時也有所改變，以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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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自然與符合當地氛圍為主軸。請問下列何者符合之？   

(A)任意進入部落參觀並且拍照留念　(B)在觀光度假村欣賞原住民族歌舞的展演　

(C)進入部落後入境隨俗並尊重自然文化　(D)以獵奇的心態蒐購原住民族文物。

22. 清廷自何時取消漢人不能進入山地、番漢不能通婚的禁令？   

(A)平埔族群開始叛亂後　(B)平埔族群開始大量遠走他鄉時　(C)羅漢腳大量出現時　(D)沈葆楨來臺後。

23. 清初，中國大陸地區的閩、粵漢人大舉來臺拓墾，逐漸侵奪原住民族既有的生存空間，不斷產生糾紛與衝突。為防止漢人

越界侵墾，也為防範原住民族「出草」，清治臺灣初期採取那一政策？   

(A)開山撫番　(B)隔離政策　(C)武力進剿　(D)漢番融合。

24. 牡丹社事件後，沈葆楨來臺善後，其善後某一政策的具體內容有：屯兵衛、刊林木、焚草萊、通水道、定壤則、招墾戶、

給牛種、立村塾、設隘碉、致工商、設官吏、建城邦、設郵驛、置廨署等。此項政策應為   

(A)開山　(B)撫番　(C)海防　(D)吏治。

25. 在平定某起事件過後，清朝政府將部分原住民族社群改名為「德化社」、「感恩社」、「遷善社」，帶有頗重的統治者立

場。請問這起抗官事件是？   (A)吞霄社事件　(B)大甲西社事件　(C)麻荳社事件　(D)吳福生事件。

26.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運用分化的方法造成漢人與原住民族的對立，例如公司會授予漢人捕獵執照，若漢人過度捕獵，則會

造成原住民族的反感。當雙方矛盾增加時，公司會下令禁止漢人捕獵，以獲得原住民族的好感，同時增加漢人對原住民族

的恨意。請問造成漢人與原住民族對立的是對那一種動物的狩獵活動？   (A)山豬　(B)野牛　(C)野兔　(D)野鹿。

27. 荷治時期，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為了生產米、糖，曾經先後招募兩萬名人手至臺灣本島。這群人受雇於公司，從事稻米與

甘蔗的種植，用今日的話來說，可以說是引進外來的移工，不過這批外來移工的後裔，卻逐漸落地生根，本土化成為臺灣

人。請問：這群人應為什麼族群？   (A)雅加達土著　(B)麻荳社居民　(C)漢人　(D)日本人。

28. 1642年開始，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要求到原住民族村社貿易者必須事先提出申請，獲得許可後方准前往貿易。許可證之價格

由公開競標決定，這是贌社制度的起源，公開競標表示每年稅率可能不同。請問獲得許可證者通常是下列那一種人？   

(A)漢人　(B)荷蘭人　(C)原住民族　(D)日本人

29. 在十六世紀末，豐臣秀吉曾命令使者前往臺灣，欲要求臺灣原住民族入貢歸順，但最後日使無法呈遞文書，只好無功而返

。從當時臺灣原住民族的發展情況來看，請問日使無功而返的原因可能為何？   

(A)當時臺灣原住民族大肚王國強盛，以武力嚇退日本　(B)當時臺灣海盜勢力強盛，與日本斡旋後日本退出　

(C)當時荷蘭在臺統治，與日本交涉後日本同意退出　(D)當時臺灣原住民族無統一政權，日使找不到合適者遞呈文書。

30. 有一段關於統治原住民族的敘述：「由各社遴選數位或一位擔任頭目或長老，平時遵守公司命令管理番社，每年參加地方

會議稱臣納貢，報告政情與接受考核……分成北部（北路）、南部（南路），以及之外的淡水、東部卑南四區。其中，南

、北兩路的召開最為慎重與最具規律，地點在赤崁的公司大庭園。據說為了體恤代表連夜趕路，還特別擇定月圓的日子舉

辦」。請問這是那個政權統治臺灣原住民族的方式？   (A)荷蘭　(B)鄭氏政權　(C)清朝　(D)臺灣總督府。

31. 在「土牛紅線」中，「紅線」指的是地圖上用紅筆畫的界線，在地表上則是以「土牛」、「土牛溝」作為有形的界線。年

代一久，界址湮滅，清廷多次重新界定番界。紅線即民番舊界，藍線為民番新定界，更往內山推移。請問藍線往內山移動

的原因為何？   (A)天然災害　(B)漢人越界　(C)番漢融合　(D)山林資源。

32. 1635年，荷蘭人與部分臺灣原住民部落合作，以武力攻擊、屠殺反抗的原住民族。此事件結束之後，荷蘭人始逐漸控制臺灣

的西南部地區。請問此事件是下列何者？   (A)濱田彌兵衛事件　(B)郭懷一事件　(C)大肚番事件　(D)麻荳事件。

33.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沿用清代的「隘勇制度」來阻絕原住民族，而1906年以後則展開「理蕃事業」，藉由高壓統治的方式來

控制原住民族，因此引發霧社事件。請問改變原住民族統治政策的背景為何？   

(A)「隘勇制」阻隔原住民族部落間的交流，導致原住民族的抗議　(B)因漢人武裝抗日的平息，開始採取「以漢制蕃」的策

略　(C)「隘勇制」的圍堵方式失敗，無法有效平息原住民族抗日　(D)為了進一步取得山林經濟資源，採取較積極的作法。

34. 荷蘭治臺時曾以羅馬拼音為原住民族創制文字，號為「新港文字」，試問「新港」為哪一支原住民族部落？   

(A)泰雅族　(B)魯凱族　(C)西拉雅族　(D)排灣族。

35. 十七世紀初，因有一艘外國船隻漂流到蛤仔難（宜蘭舊稱），船上的船員皆遭原住民族殺害，此船難事件發生後，此國派

遣軍隊攻打噶瑪蘭族原住民族，並占領該地。之後，接連派遣傳教士在噶瑪蘭族各社中傳播天主教。請問此國家為   

(A)葡萄牙　(B)西班牙　(C)荷蘭　(D)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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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張達京以業戶名義募工籌資興建水圳，陸續與岸裡社訂立墾約，先開水定汴，私圳內之水，定作十分，二分灌溉番田；

復築樸仔籬口大埤水，公圳內之水定作十四分，……留二分灌溉番田。……而換取臺中平原之大片土地，謂為『□□』；

也因灌溉系統的修築，使得水圳流域內數千甲荒地變為良田。」這段資料可以理解為   

(A)張達京所築成的水圳就是八堡圳　  (B)這是漢人和生番合作成功的案例　

(C)文中的「□□」就是「供地換水」　(D)臺中平原原是麻荳社所擁有的。

37. 清季來臺的劉銘傳，曾命人撰「勸番歌」：「勸番切莫去抬郎（臺語殺人之意），抬郎不能當衣糧……官兵大砲與洋槍，

番仔如何能抵擋？……莫如歸化心不變，學習種茶與耕田；剃髮穿衣做百姓，有衣有食有銀錢……。」解讀這首「熟番歌

」，下列那些是較為合理的說法？   

(A)歌詞反映出尊重多元文化觀點　(B)官府同意原住民族出草行為　

(C)原住民族完全不懂種茶與耕田技術　(D)官府擁有較為優勢的現代武器。

38. 1624年，荷蘭艦隊司令認為占領某一地區，將會擁有更肥沃的土地，且有充沛的清水，對健康更有幫助。況且，漢人已與日

本人進行絹絲貿易，占領該地後，將會重新發展與中國之間的轉口貿易。請問此地區是   

(A)馬尼拉　(B)澎湖　(C)大員　(D)雞籠。

39. 曾有政權形容漢人是「福爾摩沙島上唯一能釀蜜的蜂群」，請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形容？   

(A)漢人引進水牛使得稻米的收穫大增　(B)大批漢人移入，帶動農業產量增加　

(C)漢人適應高山氣候便於往東部拓墾　(D)表示在漢人移入以前，尚未有住民住在臺灣。

40. 請閱讀資料。「今臺灣沃野數千里，遠濱海外，且其俗醇；使國君能舉賢以助理，則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成聚，三

十年真可與中原相甲乙。何愁侷促稀少哉？今既足食，則當教之。使逸居無教，何異禽獸？須擇地建立聖廟，設學校，以

收人材。庶國有賢士，邦本自固；而世運日昌矣。」請問：上述資料的作者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鄭成功　(B)陳永華　(C)鄭經　(D)沈光文。

41. 1930年代，臺灣總督府制定了一個政策以更有效地控制原住民族，並壓抑他們的傳統文化使其不再能發起反抗日人統治的戰

爭。這個政策一共有三種手段，第一種是將部落打散，將同一部落拆開，使其散落各地；第二種是將關係親密的部落分散

到地理阻隔的兩地，如此一來便不能共同謀反；第三種是將沒有關聯的部落湊在一起，導致許多原住民族因此失去了自己

的傳統及文化。請問上文所描述的政策為下列何者？   (A)集團移住　(B)同化政策　(C)開山撫番　(D)隘勇線推進

42. 荷蘭時代是臺灣史上首次出現的政府型態的統治組織，其殖民統治政策何者為非？   

(A)給予原住民土地與黃牛進行農耕　(B)建築城堡作為政治經濟的中心　

(C)對原住民族成立四個地方會議區　(D)借助傳教士兼理地方行政事務

43. 明朝史書記載：「因東南沿海長年海盜倭寇為患，朝廷追剿無功，該地反成盜寇巢穴，遂廢巡檢司，將原有居民遷至泉、

漳二州安置。廢巡檢司後，該地更淪為海盜、倭寇剽掠沿海的根據地」。此地可能指的是   (A)琉球　(B)臺灣　(C)澎湖　(D)

澳門

由於明朝末年的戰亂，使來到雞籠與西班牙人進行貿易的中國商船數量大減，再加上西班牙人到日本傳教的事業受到阻礙

。況且，北臺灣的原住民不斷反抗，動搖西班牙人的殖民統治；北臺灣的惡劣氣候，讓西班牙人難以適應。最後，菲律賓

南部的伊斯蘭教徒經常發生動亂。以致西班牙人逐漸減少在臺灣的駐軍，拆毀三貂角的城堡。請問：當時被西班牙人拆毀

的城堡是那一座？　(A)熱蘭遮城　(B)普羅民遮城　(C)聖多明哥城　(D)聖薩爾瓦多城

44. 荷蘭治臺早期正值中國採行海禁政策，為臺灣的荷蘭人提供中國大陸商品的海商集團領袖主要是   

(A)李先得　(B)沈葆楨　(C)鄭芝龍　(D)鄭成功

45. 1919年（日治大正 8 年），人們在修建澎湖天后宮時，於天后宮祭壇下發掘出一塊石碑，上書有「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

等」。關於此石碑所載史事，下列何者正確？   

(A)記載十七世紀明朝將領諭退荷蘭人之事　(B)此處所言的紅毛番，指的是西班牙人　

(C)紅毛番遭諭退後，轉而占據臺臺臺灣北部　(D)此紅毛番在東亞的根據地為菲律賓

46. 臺灣人楊樹木在1930年前往馬來半島的檳城。1941年12月，當地的英國政府將他視爲敵國人民，拘留在監獄。12月下旬檳城

被敵軍攻占，楊樹木獲得釋放，因其身分和通曉日文、福建話，被要求擔任通譯。戰爭結束後，遭指控涉嫌在擔任通譯期

間造成數百人死亡和身體傷害，被逮捕、審判、定罪，並在1946年12月與同案被判處死刑的另兩名臺籍通譯遭到處決，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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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僅39歲。請問：我們應當如何理解楊樹木的遭遇？   

(A)楊樹木通曉福建話可證明他曾在清治時期受教育　(B)他當時的國籍是日本，因而被英國視為敵國人民　

(C)楊樹木所遇到的這場戰爭應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D)他因為隸屬於高砂義勇隊，因而奉命令前往檳城

47. 南投「九族文化村」的名稱可說明長期以來臺灣對原住民族數的認知態度，但近年以來原住民族群的數量經常變動，除了

學術研究、文化差異明顯的因素外，主要仍與原住民族的自我認同有關，請問這股自我認同的思潮大致從何時開始？  

(A)解嚴前後　(B)戰後初期　(C)皇民化運動時期　(D)第一次大戰後

48. 鄭氏時期，臺灣曾有一波漢人移民潮，當時統治者為取得足夠的糧食而採取哪些措施？   

(A)以今日高雄為中心拓墾　(B)與北部的原住民族貿易　(C)採取屯田制度　(D)提供土地吸引原住民族開墾

49. 每年冬至前後，是□□洄游的季節，臺灣最高紀錄由茄萣區興達港保持，並擁有傲視全國的製作技術，更是全台最大□□

生產市場，成就了「茄萣」。為行銷在地海鮮美食及特色水產品，以及推廣在地觀光文化，由茄萣區公所舉辦的「茄萣

□□海鮮美食節」。□□是早期東南沿海漁民會追捕的其中一種魚類，請問□□是什麼?

(A)鮪魚 (B)旗魚 (C)鮭魚 (D)烏魚

50. 明朝政府得知荷蘭艦隊抵達澎湖的消息後，派遣沈有容率領兵船五十艘、兩千名士兵，前往澎湖，要求荷蘭人撤出澎湖，

在荷蘭人離開後，明朝政府立了一座石碑紀念此事。請問明朝逐退荷蘭人的原因為何？  

(A)澎湖為明朝重要貿易據點　(B)澎湖是明朝重要軍事據點　(C)澎湖是明朝版圖　(D)澎湖是明朝前往臺灣移民的中繼站

2、 閱讀題組題（每題2分，51~55題）

※請閱讀以下資料再回答問題

資料一：平埔族群散居在蘭陽平原、東北角、北海岸、臺北盆地、西部海岸平原到臺南、高雄、屏東一帶。由於濱海，平埔族

群與亞洲其他地區，一直以舟船往來，卻也因地緣關係，首當外來力量衝擊。

資料二：噶瑪蘭族，十九世紀前主要分佈於蘭陽平原，有四十個左右的部落，以蘭陽溪為界，分散於溪北、溪南海拔約五到十

公尺的低濕平地上，荷蘭時代的人口，約有一萬人。

資料三：2001年起，400位平埔族群前往立法院召開公聽會，要求回歸原住民族身份，但審核速度緩慢。2010年，臺灣平埔族群

代表為爭取原住民族身分認定，向聯合國遞控訴書，控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員章仁香、孫大川等人。

51. 資料一中的平埔族群分布地帶，不會受到哪些外來力量衝擊？　(A)西班牙人　(B)荷蘭人　(C)美國人　(D)日本海盜　

52. 除了噶瑪蘭族，近年來尚有許多平埔族群要求獨立，卻一直沒能得到政府單位認可，可能原因為何？　

(A)平埔族群與高山族文化上差異並不顯著　(B)平埔族群深度融入外來者之中，其文化早已完全消失　

(C)平埔族群人在外貌上難以與其他族群區別　(D)平埔族群活動頻繁的時代距今已相當遙遠，且未留下文字，考證殊為不易

53. 如果采婕要運用上述兩則資料作報告，她可能的研究題目為何？

(A)平埔族群尋根運動　(B)荷蘭時代的原住民族　(C)臺灣海上交流方式的演進　(D)南島語族的遷徙

▲請閱讀以下資料再回答問題

臺灣原住民有好幾個族，都以臺灣的高山為祖源地，也就是族群起源的地方，往往也是祖靈集體安息的所在。以高山為祖

源地的有泰雅、賽夏、賽德克、布農、鄒、魯凱，以及排灣等族。這些山對族人而言，就是聖山：

大霸尖山是泰雅族澤敖列亞群，以及賽夏族的祖先發祥地。賓士布干（Pinsbkan）則是泰雅族賽考列克亞群的起源地

，Pinsbkan 是「曾經迸裂之地」的意思，族人傳說祖先是因石頭逬裂而出生。賽德克族以白石山（Bnuhun）為發源地，傳說他們

的祖先從半石半木的大樹根（Pusu Qhuni）生出來。玉山是布農族和鄒族共同的聖山，大洪水時，是祖先避難的地方，也是發祥

地。北大武山是南部排灣族的聖山，而另一部分的排灣族和魯凱族，則將大母母山視為聖山。

阿美族的祖源傳說，大致如下：遠古時代，發生大水災，有一對兄妹坐上一個臼（四方形的容器），飄到臺灣這個地方，

然後產生後代，子孫分散到東海岸各個地方。其中一個版本，說兄妹上岸後沒有食物，幸好在臼中找到小米的種子，播種在地

上，因此得以生存。讓人想起《聖經》諾亞方舟的故事。

54. 請問根據上述文字，最有可能的主旨為何？

(A)家在何方？─原住民族的居住地   (B)兄弟族群─原住民族之間的親屬關係 

(C)我來自哪裡─原住民族的族源傳說 (D)他與她─原住民族的性別意識

55. 根據上述的短文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泰雅族與賽夏族可能是同一支民族演變   (B)魯凱族因曾經在玉山避難，所以視玉山為聖山



6

(C)所有的排灣族的祖先均來自大母母山     (D)阿美族可能跟歐洲人的祖先有所干係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定期考答案卷
3、 非選擇題（共10分）班級：_______ 座號：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先閱讀資料再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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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李仙得的見解可能來自他處理那一事件所得的經驗？(2分)

答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7. 李仙得的見解透露出怎樣的思想？(3分)

答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先閱讀資料再回答問題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為開發山林資源，拓殖其經濟利益，初期認為山林中的「蕃人」是阻礙開發的「凶惡之徒」，不但

不承認其傳統權益，甚至用武力征伐；後期又進行大規模「集團移住」計畫，迫使各原住民部落離開其傳統生活空間，遷移到

山腳地帶。部落間原有的往來因此被切斷，重新配置的部落也無法和其他部落建立合作關係，以致內部社會關係瓦解，達到總

督府期待的可使原住民「舊來勢力關係中斷」。以立霧溪流域的太魯閣族群來說，集團移住的結果，不僅部落被撤離原居住地

，且多數部落遭到分割，還有許多部落被嵌入布農族的傳統領域，造成賽德克族、太魯閣族及布農族混居的情況。請問：

58. 當今哪項原住民族議題，和臺灣總督府推動的原住民族集團移住計畫關係最密切？(單選，2分)答案：____________________

(A)傳統領域的劃設　(B)傳統姓名的回復　(C)正名運動的展開　(D)族語復振的推展

59. 根據上述資料，請問集團移住計畫主要的目的為何?(3分)

答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