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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東 高 級 中 學 1 1 1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次 期 中 考 試   國 語 文  試 題 卷 

答案卷＋答案卡：是否       適用班級：101－108                  考試時間：70 分鐘 

注意：若因劃卡不清，導致電腦無法正確判讀身份者，扣總分 2 分。 

一、形音義測驗：請依「 」中的題號寫出字形、字音或字義（每格 1 分，共 10 分。） 

形 音 義 

趨之若「○1 」 ㄨˋ 鴨 

「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ㄊㄨㄟˊ ㄖㄢˊ ○2  

狡「黠」 ㄐㄧㄠˇ 「○3 」 奸詐 

「桀  ○4 」不馴 ㄐㄧㄝˊ  ㄠˊ 倔強兇悍，傲慢不順從 

「詭譎」 ㄍㄨㄟˇ  「○5 」 變化多端，難以捉摸的樣子 

「踉  ○6 」 ㄌㄧㄤˋ  ㄑㄧㄤˋ 腳步歪斜不穩 

上下交「征」利 ㄓㄥ ○7  

不奪不「饜」 一ㄢˋ ○8  

石簣「數」為余言  ○9  

梅花為寒所「勒」  ○10  

二、填空式默寫：請依〈醉翁亭記〉原文作答（每格 1 分，共 8 分。） 

    甲、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 ○1   )，山間之朝暮也。( ○2  )，（ ○3  ），風霜高潔，水落而

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 

乙、至於（ ○4  ），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 ○5  ）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 ○6  ），谿深

而魚肥；釀泉為酒，（ ○7  ）。（ ○8  ），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 

三、單選題（每題 1.5 分，26 題，共 39 分） 

1.下列「」中的字形字音，正確的有幾項？ 

 (甲)老「嫗」:ㄩˋ     (乙)「謳」歌：ㄡ  （丙）「腓」利牛排：ㄈㄟ   （丁）「觥」籌交錯：ㄍㄨㄤ 

（戊）小事一「椿」：ㄓㄨㄤ    （己）扣人心「舷」：ㄒㄧㄢˊ      （庚）「慓」悍：ㄆ一ㄠˋ   

（辛）海「岬」：ㄒㄧㄚˊ      （壬）「嘎」然：ㄐㄧㄚˊ       （癸）「煞」車：ㄕㄚ 

 （Ａ）三項        （Ｂ）四項       （Ｃ）五項           （Ｄ）六項。 

2.關於下列「」中的字，讀音相同的選項是： 

 （Ａ）「劃」分／「劃」火柴           （Ｂ）寒風凜「冽」／齜牙「咧」嘴 

 （Ｃ）「衝」刺／交通要「衝」        （Ｄ）月「暈」而風，礎潤而雨／頭「暈」眼花。 

3.下列「」中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Ａ）黑豹旗高中棒球大賽即將開始，球迷「沃野千里」等候排隊入場 

 （Ｂ）警方決定對毒販展開大規模掃蕩行動，絕不允許有任何的「涸轍之鮒」 

 （Ｃ）陳教授學有專精，著作等身，幾乎所有作品都被譽為「不刊之論」 

 （Ｄ）若只收看單一媒體報導國家大事的新聞，猶如「水中撈月」，難辨真偽。 

4.根據文意內容，選出排列正確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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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湖（西湖）遊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來。 

甲、過於玄豔的造化，會產生一種疏離 

乙、正如家常飲食不宜於排場 

丙、可讓兒童偎依的奶媽不宜盛裝 

丁、無法與它進行家常性的交往 

西湖排長太大，宴饗太精，難以叫人長久安駐。 

 （Ａ）甲丁乙丙       （Ｂ）丁乙丙甲            （Ｃ）甲乙丙丁            （Ｄ）丁甲乙丙。 

5.下列文句中「」內詞意解釋正確的選項是： 

（Ａ）「茍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苟為」可替換為「苟且」 

（Ｂ）「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陰翳」即「枝葉繁茂而成蔭」 

（Ｃ）「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設色」即「設計顏色」 

（Ｄ）「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夕舂」在文中為「舂米」之意。 

6.關於〈醉翁亭記〉一文的文意說明，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Ａ）「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表明歐陽脩於酩酊大醉時遊山涉水，意在排遣仕途不順的憂鬱之情 

（Ｂ）「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此處表明的「山水之樂」來源在於多次徜徉於大自然，每次的旅遊皆有樂趣 

（Ｃ）「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此段文字描繪眾人趨炎附勢地在太守身旁，爭相諂媚，一路奉承而歸的

情境 

（Ｄ）「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文中闡述了因為禽鳥和人類彼此敵對，而無法得知眾人快樂原因的狀態。 

7.〈醉翁亭記〉一文中，多處運用連接詞「而」將整齊的句子斷開。其中「日出而林霏開」的「而」字除了使文句節奏產生變

化、文氣舒緩從容外，同時使文句中前後文意產生因果關係。下列文句引號中的「而」字，並非此作用的是： 

 （Ａ）太守歸「而」賓客從也          （Ｂ）遊人去「而」禽鳥樂也 

 （Ｃ）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Ｄ）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8.關於〈醉翁亭記〉一文中的寫作筆法，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Ａ）全文以「醉」為主線，呈現太守與民宴遊、同樂的親民形象 

 （Ｂ）以剝筍法層層遞進寫景，從滁州全景逐漸聚焦至醉翁亭，並引出建造者與命名者 

 （Ｃ）句式駢散相間，辭藻華美、用語淺白，以營造宋代民生富裕極奢的現象 

 （Ｄ）以「禽鳥之樂」、「眾人之樂」襯托出「太守之樂」，彰顯歐陽脩面對謫宦生涯「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風骨。 

9.從歐陽脩的〈醉翁亭記〉一句「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可見儒家政治強調的仁者胸懷。下列文句，何

者亦具有此精神的是： 

 （Ａ）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Ｃ）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Ｄ）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10.最近國文課上完了古文流變，育成和小冠在臉書上討論上課內容，畫底線處有部分內容錯誤，請你幫他們指正： 

育成：最近上完古文流變了，好難噢！       

 小冠：哪會啊，老師用表格整理，很清楚啊！（Ａ）提倡古文的復興始於中唐，盛於兩宋。（Ｂ）明朝的秦漢派、唐宋派也

都提倡復古 

 育成：（Ｃ）公安派也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直抒作家心中情感，不受寫作框架侷限，對不對？ 

 小冠：沒錯！而且（Ｄ）晚明小品文之興盛也受到公安派的影響，並且主張擬古與獨創，張岱就是晚明小品文集大成者。 

  育成：沒錯！那我要去寫作業了。 

11.請判斷下列詩詞，何者並非歌詠西湖？ 

 （Ａ）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Ｂ）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Ｃ）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Ｄ）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 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裡白沙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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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為題組題 

請閱讀下文，回答 12－13 題。 

西湖最盛，為春為月。一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 

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為奇觀。石簣數為余言：「傅金吾園中梅，張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

往觀之。」余時為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 

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煙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豔冶極矣！ 

  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

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 

 

12.文中作者將美景分成三種境界，並以濃淡、虛實之筆描寫，下列分析正確的是： 

 境界 文句 手法 

（Ａ） 濃媚 綠煙紅霧，彌漫二十餘里 淡筆、實筆 

（Ｂ） 豔冶 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 濃筆、實筆 

（Ｃ） 豔冶 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 淡筆、虛筆 

（Ｄ） 趣味 花態柳情，山容水意 濃中有淡，實中有虛 

 

13.〈晚遊六橋待月記〉中，袁宏道不斷用鋪墊的方式來襯托自己獨特的審美觀，下列說明有誤的是： 

 （Ａ）首段提及「今歲春雪甚盛」是藉西湖雪景延長以襯三花爭春的奇景                        

 （Ｂ）以「綠煙紅霧，彌漫二十餘里」的色彩鮮豔，襯托「朝煙」、「夕嵐」的朦朧美 

 （Ｃ）透過「然」、「其實」、「尤不可言」等字詞，逐級辨明審美觀，掃落「豔冶」之俗態 

 （Ｄ）藉由杭人遊賞時間止於午、未、申三時，襯托作者遊賞月夜的獨特審美觀。 

14. 關於「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和「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兩句的寫作手法，分析正確的是： 

 （Ａ）兩者皆寫早晚山中霧氣繚繞的景色          （Ｂ）兩者皆寫大自然中的光線變化 

 （Ｃ）兩者皆以映襯手法呈現大自然之美           （Ｄ）兩者皆表現作者的獨特審美觀點。 

15.關於袁宏道〈雨後遊六橋記〉文意解說，適當的是： 

    寒食後雨，余曰：『此雨為西湖洗紅，當急與桃花作別，勿滯也。』午霽，偕諸友至第三橋。落花積地寸餘，遊人少，

翻以為快。忽騎者白紈而過，光晃衣，鮮麗倍常，諸友白其內者皆去表。稍倦，臥地上飲，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

為樂。偶艇子出花間，呼之，乃寺僧載茶來者。各啜一杯，蕩舟浩歌而返。  

（Ａ）因雨滌淨萬物，友人刻不容緩地邀約袁宏道同去欣賞艷麗的桃花 

（Ｂ）從「諸友白其內者皆去表」可知，眾人表現出「乘興而來，盡興而返」的瀟灑 

（Ｃ）作者與友人以面受花的嬉戲方式，呈現他們任性率真的一面 

（Ｄ）從「呼之，乃寺僧載茶來者」一事，說明作者與友人同遊六橋是早有規劃。 

16.關於〈丁挽〉一文中的文意解釋，說明有誤的選項是 

 （Ａ）「這是我首次擔任鏢魚船主鏢手的一個航次，而大海竟然毫不留情的消滅了我那初露的豪情」，暗示作者鏢魚失敗的結

果 

 （Ｂ）「鏢丁挽的鏢魚船，在這個起風季節解開纜繩，迎著風浪出海」，暗示丁挽陰冷、與眾不同的習性 

 （Ｃ） 「只要有人與他談起鏢丁挽的種種，他的回答始終簡短一致：『啊，無輸無贏啦。』」，可見海湧伯的冷靜沉穩與謙卑 

 （Ｄ）「我背地裡察覺海湧伯除了對我倆友好外，對其他的人或事，仍保持那慣常的鐵寒面孔」，暗示海湧伯善妒性格。  

17.舉凡以海洋景觀或海洋生物，抑或在海上工作的人為描寫對象的文學作品，皆稱之為「海洋文學」。在西方的海洋文學裡，

常以探險之姿，航向外在的海洋，也航向內心深層、不為人知的野性與好奇。綜合上述特質，請選出以下屬於「海洋文學」

範疇的作品： 

 （Ａ）世界上最寬闊的東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寬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闊的是人的胸懷 

（Ｂ）父親曾經說過：「孩子，你要養成愛慕海洋的性格，因為海洋的關係，才有我們這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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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我以一艘紙船的姿態結束夜遊。河流緩滯下來，大海開始退潮，天空逐漸消失，我回到我的現實 

（Ｄ）從音樂的世界不斷地擴大到整個自然的領域，比如去聽聽潮水的聲音，去聽潮水滲透在沙地裡面，慢慢一點一點消失的

那個聲音。 

18.廖鴻基以小說筆法呈現出海捕丁挽的過程，行文高潮迭起，張力十足。淑芬以場景、情節、人物三要素分析〈丁挽〉，以下分

析不適當的是： 

 （Ａ）場景：描摹滔天巨浪、翻臉無情的海面，鋪陳漁人與丁挽決鬥的危險場面 

 （Ｂ）情節：藉由與丁挽搏鬥的驚險過程，作者了解海洋的謎樣魔力來自於生存的奮鬥  

 （Ｃ）人物：文中人物形象鮮明，如藉囑咐粗勇仔全面前進，海湧伯拿起標竿踏上標魚臺欲攔截丁挽的攻擊，展現海湧伯的正

面迎敵的氣魄 

 （Ｄ）場景：摹寫丁挽躺在甲板上任人宰割的畫面，暗點討海人在生活上受盡風霜的最後下場。 

19.判斷下列文句使用的修辭，前後一致的選項是： 

 （Ａ）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前者呼，後者應：錯綜          

 （Ｂ）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朝而往，暮而歸：對偶 

 （Ｃ）牠尖嘴似一把武士的劍凌空砍殺／北風掀起洶湧波濤：擬人 

 （Ｄ）讓我忘了這趟出海「摃龜」的不愉快／少年家，為什麼出來討海：飛白。 

20.關於〈從占星術到天文學〉內容說明，何者有誤？ 

 （Ａ）占星術對現代天文學毫無貢獻，且不具任何科學證據，作者因此抨擊為「偽科學」 

 （Ｂ）作者以天文學的知識釐清占星術的盲點，並說明科學研究應具有的態度 

 （Ｃ）人們之所以相信占星術的其中一項原因是「心理因素作祟」，屬於自我潛意識的暗示 

 （Ｄ）占星術的產生是因為天象對人們的生活影響很大，所以人們敬畏上天，隨後發展出順天的心理，並藉此現象解釋個人命

運及國家興衰。 

21.閱讀下文，選出符合文意的選項： 

  正是因為科學的發展，讓我們認識了更多的道理，許多現象就變成了我們所能領悟和掌握的知識，不再令我們害怕。同樣

的，今日我們所見的一些令人驚悚畏懼的「超自然」景象，很可能只是礙於我們目前所知有限，而無法合理解釋，但隨著科學

的發展，很多今日看起來不可解的現象，往後或許會逐漸變得簡單明瞭。我們回過頭去看那些曾經被日食和月食嚇壞的先民，

覺得他們可笑，但或許往後我們的子孫回頭看我們喜歡占星、崇尚幽浮與外星人的種種「事蹟」時，會笑我們是傻瓜呢！一旦

了解這個道理後，很多事情就無需多費脣舌了。 

 （Ａ）我們無須全盤否認未知的事物，應保持寬闊視野及包容的態度 

 （Ｂ）以理性思維解決未知問題，強調了人定勝天的信念 

 （Ｃ）須明白科學與迷信間的分野，並以疑信參半的態度面對超自然景象 

 （Ｄ）「今日的科學，明日的迷信」是科學探究後的結論，但真理禁得起時間的考驗。 

22.作者以科學角度分析占星術的原理，並指出其盲點。請參照下表，選出敘述錯誤的選項： 

 占星術原理 占星術盲點 

（A）以人出生的那一刻，太陽、月亮及各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建構出「天宮圖」 忽略了古、今天宮圖的變化 

（B）以人的出生時間決定星座 出生時間可因醫療技術而改變 

（C）依據天宮圖解釋個性、預測未來或是人的命運 天宮圖選擇星球的方式不合理 

（D）以十二星座解釋人的性格 過度簡化人們的性格 

 

23.關於〈義利之辨〉一文內容，說明有誤的是： 

 （Ａ）「將有以利吾國乎」，句中之「利」是指具有特殊性的私利，非公利 

 （Ｂ）以「義」為前提的施政方針，可利於國家發展，有助於長治久安 

 （Ｃ）文中強調「仁者愛其親、義者重其君」，可使上下和睦，民生安樂 

 （Ｄ）孔子所言「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可呼應本文主旨，皆在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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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關於〈義利之辨〉中的「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之解釋，正確的選項是： 

 （Ａ）「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以層層遞減的方式，說明最低階層的貴族貪婪的一面 

 （Ｂ）「不為不多」指臣之於君，每十分取其一分的比例不算不多 

 （Ｃ）「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說明孟子全盤否定「利」的價值，僅重視「義」的觀點 

 （Ｄ）說明君王欲「富國強兵」須將制定計畫，排列先後順序，才能完成霸業。 

25.閱讀下文，關於文中孟子的想法，說明正確的是：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

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Ａ）男女之間授受不親，無論如何不能逾越禮儀本分     （Ｂ）伸出援手救天下，是每個人都得做到的事 

 （Ｃ）平時應固守常道，但遭遇特殊狀況則需權宜通變     （Ｄ）基於男女分際，嫂嫂溺水而不救，雖不善亦無過矣。 

26. 關於文人作家生平或其寫作風格，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Ａ）袁宏道的散文多描寫山川景物或日常瑣事，尤擅長描寫家庭瑣事，文風清新俊逸、情趣盎然 

 （Ｂ）孫維新強調科普教育的重要性，並關注青少年閱讀素養，創作過散文、戲劇等不同體裁作品 

 （Ｃ）歐陽脩為官耿介，喜獎掖後進，提拔了三蘇、曾鞏、范仲淹等人；其散文平易清新，說理曉暢，亦精於史學 

 （Ｄ）廖鴻基成立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致力於海洋生態的保護，為傑出的海洋文學作家。 

四、多重選擇題：每題2分，共12分(依學測倒扣方式計分) 

27.下列文句，用字完全正確的是：  

 （Ａ）此瀑布水勢洶湧，其旁森林蓊鬱，蔚然深秀      （Ｂ）對文人雅士而言，尋幽訪古是人生一大樂事 

 （Ｃ）老師平日課堂的諄諄教誨讓我們獲益匪淺       （Ｄ）身為業務員，千萬不可拒傲待慢，方能抓住客戶的心 

 （Ｅ）他說的話令人匪疑所思，語帶玄機的模樣和平常的他節然不同。 

28.下列「」中的字義前後相同的選項：  

 （Ａ）棄捐勿復「道」／安可為俗士「道」哉            （Ｂ）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時不我「與」 

 （Ｃ）「扳」開麵包／「扳」回一城              （Ｄ）不足「為」外人道也／安可「為」俗士道哉 

 （Ｅ）相「去」萬餘里／竟不忍「去」湖上。 

29.閱讀下文，選出符合文意的選項： 

碼頭上，人群聚攏過來，圍觀讚嘆著躺在甲板上的丁挽。旁觀者往往只看見結局，整個鏢獵過程將只有我們三個人明瞭。離

開澎湃海水後，丁挽和漁人都同時失去了風采和美麗。 

  粗勇仔站在丁挽身邊一臉徬徨，我們都無法多說什麼，因為這是一場岸上或風平浪靜的港內無法敘述的過程，這是一場滔天

巨浪般的演出，沒有劇本、沒有觀眾，這是一場遠離人群的演出。 

 海洋默默流著，丁挽隨著黑潮刷過花蓮海岸，刷過我心深處。沒有被攔截的丁挽，將繼續踐履海洋的驚奇，隨潮水，遠遠離

去。 

  （Ａ）藉作者三人及岸上旁觀者的言行，對比漁人在海上激烈的戰鬥與甘苦，只有船上的人自知 

  （Ｂ）海洋的寬廣打破了人為藩籬，也讓作者更加堅定成為一個漁人的決心 

  （Ｃ）在平靜的港灣內，永遠不會知道大海的無情與凶狠，而且無法預知漁人在海上的未來 

  （Ｄ）唯有在人群之處，漁人才能顯現他們捕魚的技術與結果，且借此得到眾人的掌聲以獲得成就感 

  （Ｅ）以「同時失去了風采和美麗」概括大海是丁挽與漁人生命的美麗燦爛與成就之地，離開大海就黯淡無光。 

30.關於〈晚遊六橋待月記〉和〈醉翁亭記〉之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Ａ）以文體而言，兩者皆屬於雜記體中的山水遊記 

 （Ｂ）以手法而言，兩者皆以層層遞進的方式，襯托出文章主旨 

 （Ｃ）以時間而言，兩者皆是作者在春天出遊後所撰寫的遊記 

 （Ｄ）以內容而言，前者寫作者賞月的過程，後者陳述作者與民同樂的經驗 

 （Ｅ）以主題而言，前者描述作者的獨特審美觀點，後者則是太守仁民愛物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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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占星術到天文學〉一文中指出，占星術容易被大眾接受的原因可分為「心理因素的作祟」、「假借科學的根據」、「迷信

盲從的心態」，請閱讀下列文句，並選出判斷正確的選項： 

  （Ａ）因為劃分成十二個星座，所以全球人口的十二分之一，約莫五億人左右，應該有著類似的性格－－假借科學的根據 

  （Ｂ）至於所謂的火象星座、水象星座等，本身就是拿一些科學名詞所變化出的一大堆職業術語，讓人因為聽不懂而產生敬

畏之心－－假借科學證據 

  （Ｃ）曾看過一個脫口秀節目，製作單位請來的一位占星學家說：「宇宙最後會毀滅在一個大黑洞裡。」現場觀眾聽得如痴

如醉。當時我就在想，我自己的博士論文研究的就是黑洞，我怎麼不知道有這種事？－－迷信盲從的心態 

  （Ｄ）另外還有一種比較傾向心理學的解釋，人們之所以認同星座其實是一種「正面加乘」的效應。好比說獅子座在星座上

的解釋是果敢、積極進取，那麼當他碰到困難時就會告訴自己「我是獅子座的，我應該積極進取」－－迷信盲從的心態 

  （Ｅ）這就像到賭場裡觀察吃角子老虎，我們發現耳朵聽到的都是吃角子老虎吐硬幣的聲音，匡啷匡啷的，很多人受到誘惑

就掏錢加入－－心理因素的作祟。 

32.請閱讀下文，選出符合文意的答案：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1 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星，幾如月，見於東南。少時而又震一聲，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墜

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為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大，極深，下視之，星

在其中熒熒然○2 。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

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3 得之，送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遊人到則發視。王無咎○4 為之傳甚詳。（沈括《夢溪筆談．隕

星》） 

○1 日禺：將近正午的時候。   ○2 熒熒然：閃動的樣子。  ○3 鄭伸：宋人，宋神宗時曾擔任駕部員外郎、知常州。 

○4 王無咎：宋人，嘉祐年間進士及第，為天台令，後棄官遊學 

 （Ａ）王無咎對「大星」墜地一事大肆宣揚，宛若蜀犬吠日 

 （Ｂ）從「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可知，大星光可鑑人且燃燒很久 

 （Ｃ）許氏因大星墜於園中，而釀成災害，影響收成且損失慘重 

 （Ｄ）作者以順序法如實的描述事件的經過，用筆精簡 

 （Ｅ）作者以聽覺、視覺及觸覺描寫大星墜地的過程及狀態。 

五、單選混合題組13分(單選題，每題2分；手寫題依各題配分。共13分) 

閱讀下文，回答 33-35 題及閱讀一 

甲、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

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

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

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

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范仲淹〈岳陽樓記〉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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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

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歐陽脩〈醉翁亭記〉 

33.關於甲文的文句說解，選出正確的選項： 

 （Ａ）「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寫出遠山的廣袤和長江的波濤洶湧之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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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呼應首段的「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 

 （Ｃ）「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暗示遷客騷人因滿目蕭瑟之景物而引發「為賦新詞強說愁」之感  

 （Ｄ）「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意近於「湖光染翠之工」，呈現煙波浩淼之景。 

34.從甲文中可知，作者認為「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的原因是因為古仁人具有何種心態？ 

（Ａ）因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之心，行事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Ｂ）認為人生應「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及時行樂 

（Ｃ）體悟「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的閒淡自適及隨波逐流的恬靜生活。 

 （Ｄ）具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此種超越個人得失，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 

35.根據甲、乙二文所述，對○1 、○2 之說最適當的判斷是： 

○1甲文旨在說明為官者應盡人事、聽天命，且以百姓的利益為優先 

○2乙文呈現為官者應能與民「眾樂樂」，展現太守「樂民所樂」的襟懷 

 （Ａ）○1 、○2 皆正確   （Ｂ）○1 錯誤、○2 正確   （Ｃ）○1 、○2 皆無法判斷  （Ｄ）○1 正確、○2 無法判斷。 

 

閱讀一、根據甲文內容，遷客騷人來到巴陵後，因看到外在的景物而產生不同情感的原因是：（限 20 字，2 分） 

                    

 

閱讀下文，回答 36 題及閱讀二 

   不曉得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午夜忽然想上廁所，帶著一絲的恐懼，以螞蟻般的速度，慢慢的摸到廁所，途中還數次回

頭看背後有沒有跟著什麼。好不容易到了廁所，開了燈，打開馬桶蓋，往內一瞧，嚇死人了！剛剛明明沒有人用過，馬桶內的

水面竟然在晃動，好像……好像馬桶裡面有一隻手正要伸出來……。 

  不要怕，馬桶裡的水會晃動是因為你住的大樓裡，有人正在使用馬桶。當水箱的水沖入馬桶時，馬桶內的水壓會增加，建

築物內排水管互有通連，而且管內都是水，所以任何一處管子內的水壓改變，水都會立刻的將壓力傳送到水管的每一個角落，

這是水的自然特性，不是午夜怪談。 

  在科學史上，第一個發現「水的壓力能均勻散布」的人，就是帕斯卡，後來就稱水的這種特性為「帕斯卡原理」。 

  帕斯卡定律的發現，對於自來水工程有很大貢獻。今日都市的水源地大多在山上的高處，大樓的水塔也是坐落在頂樓，目

的都是以高度增加水壓，只要水壓在自來水源的一端增加，底下住家水管內的水壓都會同時增加，只要一開水龍頭，水就會流

出來。但是帕斯卡定律的前提是管子裡必須裝滿了水，如果管子裡面有空氣，水的壓力就傳不過來了，所以自來水管內不能有

空氣跑進去。空氣一旦進入水管，水壓就沒辦法由源頭傳遞，水流就會中斷。當家裡快停水時，水龍頭流出的水會發出「嘶

嘶」聲，表示水流中有氣泡夾雜，如果這時你正在洗澡，就別抹肥皂，趕快沖洗吧，因為快停水了。 

  帕斯卡發現水的這種特性，開啟了「流體靜力學」，他也是第一個製造「計算機」，和提出數學上的「排列組合與機率

論」的人。帕斯卡寫的《帕斯卡默想錄》，更被大文豪伏爾泰稱為「歷史上最好的詩集」。 

  實在很難想像，帕斯卡一生只活了三十九歲，卻有這麼重要的貢獻。可見「生命的品質，不在於時間的長短，而在於內涵

的豐富」。（張文亮〈帕斯卡──水壓與午夜怪談〉） 

36.小花閱讀上文之後，提出以下結論。關於這些結論的判斷，不正確的是： 

（Ａ）洗澡時，若聽到水龍頭發出嘶嘶聲，便表示可能快要停水了 

（Ｂ）帕斯卡不僅是傑出的物理學家，也是傑出數學及文學家 

（Ｃ）自來水公司的儲水塔都建置在高處，來自帕斯卡的建議 

（Ｄ）自來水管內須為無空氣狀態，才能利用水的壓力將水傳遞至各處。 

閱讀二、請根據文本內容，說明文中「午夜怪談：馬桶水面無人使用卻晃動」的背後原理是：（限 60 字，3 分）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