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A 解析：毛利人社會分為頭目貴族、平民、奴隸等階
級，與排灣族、魯凱族的貴族階級社會相似。 

2. B 解析：(A)目前根據推測，阿美族人與毛利人的親緣關
係和語言較為接近，但並非臺灣的各原住民族都與毛
利人有關係；(C)(D)則無法從資料中判讀。 

3. B 解析：「昭昭天命」又稱天命觀，主張美國人擴展領土
是責任也是權力，在拓展的過程中，不可免的侵犯原
住民族的土地，並且強迫其遷徙。 

4. D 解析：(A)是承認毛利人的文化，給予尊重並且從上而下的推

行；(B)毛利語尚未滅絕；(C)英語人口學習毛利語以及考取證照

正顯示出他們願意理解毛利文化的心態。 

 

5. C 解析：毛利人在歐裔移民大量進入紐西蘭後，因外來者帶入天

花、麻疹等疾病，造成無免疫力的毛利人大量死亡。 

6. A 解析：亞麻是紐西蘭全島都分布的優勢植被，毛利人選擇亞麻

做為材料是順應當地氣候的結果，故選(A)。 

7. A 解析：殖民政府對毛利人採取同化政策，十九世紀末，學校完

全禁止說毛利語，造成毛利語傳承的斷層；(C)殖民政府從十九

世紀中開始將毛利小孩帶出傳統毛利村落，接受英式教育；(D)

毛利人的新宗教為他們進行抗爭的手段，並無禁止毛利語的使

用。 

8. A 解析：根據題幹所述「移民們並不願意與西部的原住民融合或

甚至居住在一個土地區域」、「許多美洲原住民遭受驅趕、殺

戮」可判斷正確為(A)。 

9. B  解析：毛利文身圖案具有象徵意義，家族有不同的圖樣，也可

以進一步區分身分地位。 

10. C 解析：根據題幹了解雖然歐洲人定居紐西蘭的人數增加，但是

多為小摩擦，最終造成影響的是軍火和傳染疾病，因此正確答

案為(C)。 

11. B 解析：(A)無法從題幹中獲得相關資訊；(C)「殺人者
灣」代表的是西方視角，無法因此判斷毛利人是否血
腥殘暴；(D)“Te IkaaMāui”與「殺人者灣」代表的
是不同人眼中的紐西蘭。 

12. B 解析：(A)根據題幹「無限制地射殺野牛成了白人的娛
樂」來判斷，白人獵捕野牛並不是因其具有高度經濟
價值；(C)中央太平洋鐵路通車時，鐵路兩旁依然有大
量的野牛群；(D)美洲原住民狩獵野牛是為生活，聯邦
軍隊大規模消滅野牛則為削弱美洲原住民勢力。 

13. C 解析：(A)的情形尚未在紐西蘭發生，少數的官員未能
推論出此情形；(B)近年對毛利人的社會觀點已經出現
明顯轉變；(D)毛利文面傳統雖逐漸復甦，但並非是一
種流行文化，而是遵照原有的文化內涵而行。 

14. B 解析：(A)題幹中兩條法案皆與原住民族土地資源相
關，應是維護其土地資源權；(C)從題幹中「都需取得
原住民族或部落的同意」可得知，臺灣也有類似的諮



商同意權；(D)無法從題幹中得知此一推論。 

15. B 解析：(A)雖然許多原住民族的文化都與海洋相關，但
他們會有各自理解海洋的方式，且有不同的神話、祭
典；(C)兩則資料並無顯示阿美族對海洋的畏懼；(D)無
法從資料中判斷。 

16. C 解析：(C)從題幹中可推斷黑奴是作為「貨物」來到美
洲，而非受到經濟拉力吸引自行前往美洲；(E)無法從
題幹推知。 

17. B 解析：.附表為新法蘭西 1665 年到 1666 年的人口調查
表，從表中可看見男女人數比例之懸殊，其中未婚男
性與男童的人數更是未婚女性與女童人數的兩倍以
上，應為(B)。 

18. B 解析：美國給予原住民族在保留區內的自治權力，在
法律上有相當的獨立地位。 

19. B 解析：(A)根據題幹可知，僅上層領導階層離開，一般平民並未

離去；(C)英國人接手統治權；(D)由題幹可知皇家宣言的內容中

確有保障原住民土地權。 

20. A 解析：(A)從題幹警察舅舅的論述來看符合題意；(B)只要是殺害

別人都是犯罪；(C)是出於社會價值觀所給予的白人比較無害；

(D)與文化無關，舅舅只是接受了一般的刻板印象。 

21. C (C)此規定劃分漢人與原住民族的生活界線，可知為劃界封山。 

22. B 從此圖可知，臺灣的貿易自 1860 年代以後蓬勃發展，主要是受

到英法聯軍後，臺灣開港通商所影響，經濟作物茶、糖、樟腦成

為主要出口商品，大量外銷。 

23. C 從「送瘟」可知為王爺信仰。 

24. B 本題關鍵字是「美援」。(A)產業升級和自由化、國際化在 1980 年

代之後；(B)進口替代在 1950 年代；(C)第二次進口替代在 1970 年

代；(D)出口擴張在 1960 年代。 

25. B 解析：文章中可見不同族裔對彼此間的敵視與競爭關係，也造

成反抗力量不易凝聚。  

26. C 解析：(A)美國對勞動力需求始終未減，排華法案實施後，以日

裔移民為替代；(B)允許學生、外交人員、商人入境。 

27. D  

28. A  

29. D 資料參考自後藤新平的「政治生物學原則」之論點。從內容中可

以看出後藤新平認為必須了解臺灣的社會習俗、制度，因此主張

應「以科學方法調查當地之舊慣制度，採順應民情之措施」。   

30. B 後藤新平認為不可以貿然將文明國家（日本）之制度實行於未

開化之地（臺灣），即是以特殊方式進行統治，可見是殖民特殊

統治方針。 

31. C 文中提到某事件後「軍隊登陸」，「南榮市區方向傳來恐怖的槍聲、

人群奔逃嘶叫聲、軍隊對行人吆喝站立聲、不斷的雙方向射擊



聲」，可知應為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派軍隊鎮壓的情景。  

32. B 內容描述了軍隊鎮壓的場景，而且還有實施戒嚴，可見是指 1947

年 3 月陳儀向中央政府要求派兵支援，當軍隊抵臺後便進行鎮壓

行動，之後更展開全臺戶口搜查，逮捕知識分子與可能參與反政

府行動者。 

33. A 由於政府的嚴厲鎮壓，加上中國大陸之後的政治情勢演變，使得

二二八事件成為禁忌，多數臺人不敢談論相關議題。 

34. B 「1930 年、總督、警務局長、臺中州知事、蕃人、警察萬能」等

線索，可判斷與霧社事件有關。故選(B)。(A)牡丹社事件為 1874

年，恆春，且為清治時期；(C)七腳川事件為 1908 年，花蓮；(D)

乙未割臺為 1894 年，與「蕃人」無關。 

35. C 總督府採用勸誘或強迫的方式，要求原住民族集體遷居到海拔

較低的地區。故選(C)。(A)當時臺灣的原住民已被要求改為定

耕；(B)當時負責原住民移居的管理人員並非警察，而是原住民

青年團；(D)原住民不可能認為長期爬山過於勞累。 

36. C 題幹為黃信介所寫的美麗島雜誌發刊詞。 

37. D 美麗島創刊於 1979 年，1978 年末，美國告知自 1979 年元旦開

始與我國斷交，致使政府決定停止進行中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

的選舉活動。 

38. C  

39. B 文章中認為「傳統」過於狹隘，可見是批評過去政府的政策，故

不可能出現反共文章。(A)(C)(D)皆為美麗島雜誌第一期的篇章；

(B)出自自由中國。 

圳石碑位於臺北，瑠公圳是這四個水圳中唯一一個在臺北的，故

選(C)。 

40. C 資料中提到「按照上年所收額租，作為十成，以四成貼與小租戶

完糧，實收六成即向小租戶收完」，即為「減四留六」。此為劉銘

傳的政策。故選(C)。  

41. B 資料已提到「惟大租戶既不納糧，若照舊額收租，未免太覺便

宜。」。「按照上年所收額租」，是針對清丈出來的土地，避免小

租戶繼續增加負擔。為什麼呢？舉例來說，某大租戶原有一萬

畝土地，其中有七千畝隱田。也就是說他原本收一萬畝田的大

租，但只繳三千畝田的稅。假設一畝田的稅是 1 元。過去佃農

收割 50000 被小租戶拿走 20000，小租戶的 20000 又被大租戶拿

走 10000，大租戶 10000 上繳給政府 3000；減四留六時佃農收割

50000 被小租戶拿走 20000，小租戶的 20000 只被大租戶拿走

6000，由小租戶給政府 4000。對小租戶來講，一樣都是付出



10000。但是，如果七千畝的隱田在清丈後，同時繳稅也繼續收

大租呢？就會變成小租戶繳 10000 給政府，但仍然必須給大租

戶 6000，小租戶等於付出了 16000。因此，劉銘傳才規定「按

照上年所收額租」，也就是說不論小租戶針對這一萬畝繳多少稅

給政府，總之繳出去的稅與六成的大租合計最多只能 10000。 

42. A  

43. B  

44. B  

45. C  

46. 土牛溝 從「從前定有地界，立石開溝」、「亦一律挑溝堆土，

以分界限」可知其目的是為了劃分番界，番界在地圖

上以紅線表示，在現實中則以立石碑或挖溝推土呈

現，即土牛溝。 

47. 劃界封山  

48. 漢人持續非法越

界開墾 

從「無籍民人，愈聚愈多，往往深入內山，墾越滋

事」可知是因為漢人不斷越界開墾，擠壓原住民的生

存空間，因此需要不斷重新劃線，「更新」漢人與原住

民的居住分界。 

49. 界外土地交予屯

丁和佃民耕種 

這位官員認為界外未墾土地已分給屯丁耕種，清丈後

多出的土地也交由佃戶耕種，這些土地都有了明確的

歸屬，沒有無主土地待墾，自然便可防止人們占地私

墾。 

50. 取消「一田多

主」制度。 

日治初期，考量臺灣風俗民情與日本有所差異，不能

貿然以日本制度實行於臺灣，故總督府發起大規模的

調查事業，以調查結果來擬定治臺方針。其中的土地

調查，更是清查出臺灣土地的使用情形，使得總督府

得以推行土地改革，取消清代以來導致所有權混亂的

「一田多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