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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高中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一國語文科第二次期中考測驗     

考試範圍：樂府詩選、髻、醉翁亭記、文學門縫、課外閱讀文選(樂府詩選、夢溪

筆談) 

適用班級：101～108                             ■答案卡 ■答案卷 

 

一、 單一選擇題：30％(每題 2分) 

1.下列各選項內的字，讀音完全相同的組合是： 

 （A）「愀」然 /「揪」心 / 「瞅」了一眼 

 （B）「逶」迤 / 「倭」寇  / 推「諉」塞責 

 （C）「噘」嘴  / 暈「厥」  /  一「蹶」不振 

 （D）捋「髭」鬚 /「齜」牙咧嘴 / 所費不「貲」 

2.下列各組「」內注音所表示的字形，三者相異的共有幾組？ 

  (甲）衣衫襤「ㄌㄩˇ」 / 千絲萬「ㄌㄩˇ」 / 「ㄌㄩˇ」試不爽 

  （乙）綠野平「ㄔㄡˊ」  /  「ㄔㄡˊ」躇不決 / 觥「ㄔㄡˊ」交錯 

  （丙）耳「ㄖㄨˊ」目染 / 紫綺為上「ㄖㄨˊ」 / 老幼婦「ㄖㄨˊ」 

（丁）神采「一ˋ」一ˋ / 射者中，「一ˋ」者勝 / 人云「一ˋ」云 

（A）一組  （B）二組  （C）三組  （D）四組 

3.下列各組「」中的字詞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A）「坐」愁紅顏老 / 但「坐」觀羅敷 / 「坐」想其成 

（B）來「歸」相怒怨 / 朝而往，暮而「歸」 / 太守「歸」而賓客從也 

（C）居高「臨」下 / 雙喜「臨」門 / 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 

（D）山「窮」水盡 /「窮」則獨善其身 / 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4.〈陌上桑〉一詩以「側面烘托」的筆法凸顯人物的特色，下列與此筆法有關的敘述， 

  正確的選項是：  

 （A）青絲為籠係，桂枝為籠鉤：藉房屋裝飾的精緻華美，襯出羅敷的美麗 

 （B）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藉旁人脫帽戴好髮巾，凸顯羅敷審美的品味 

 （C）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藉所用器物貴重精美，襯出夫婿的高貴不凡 

 （D）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藉佩劍的高額價值，凸顯夫婿的武藝精湛 

5.下列有關〈長干行〉的句意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含有等候時間太久且無心打掃的愁苦心境 

  （B）「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意指女子捎信告知丈夫，將從三巴順流而下，與丈 

      夫相聚 

 （C）女子以「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表達只有自己堅守信念，夫婿卻可能另有他

心的怨懟 

  （D）全詩以倒敘的手法書寫，由丈夫遠離後的寂寞處境，開始回憶青梅竹馬時與新婚 

       的情景 

6.閨怨詩常透過景物的描寫來表達人物內在的心情，以達到情景交融的情境。請判斷下 

  列詩句，未採用此類筆法的是： 

（A）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 

（B）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 

  （C）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 

（D）美人捲珠簾，深坐蹙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7.判斷下列樂府詩句的詩意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描寫女子對情人由愛生恨的情緒 

 （B）「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 

 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 描寫遠方的情人託人贈禮而感動的心情 

 （C）「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 

  發。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描寫女子擔心不 

  再受男子疼愛而被拋棄的心情 

 （D）「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置蓮懷袖中，蓮心徹 

  底紅。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描寫女子於採蓮時結識郎君，之後相約見 

  面卻未出現，只能抬頭空憶郎君 

8.「上山採靡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上山採靡蕪〉）詩句中 

  這位棄婦的情境，與琦君〈髻〉裡最相近的描寫是：   

 （A）她的眼睛停在鏡子裡，望著自己出神，不再是瞇縫眼兒的笑了  

 （B）微風吹來，一綹綹的短髮不時拂著她白嫩的面頰。她瞇起眼睛，用手背攏一下， 

      一會兒又飄過來了 

 （C）每年的七月初七，母親才痛痛快快地洗一次頭。鄉下人的規矩，平常日子可不能 

      洗頭   

 （D）母親就請她的朋友張伯母給她梳了個鮑魚頭，鮑魚頭是老太太梳的，母親才過三 

      十歲，卻要打扮成老太太 

9.〈髻〉：「這個世界，究竟有什麼是永久的，又有什麼是值得認真的呢？」面對著「物 

   是人非」的情景，琦君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下列選項，可與這種心境相呼應的是：  

(A)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B)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C)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D)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10.〈髻〉一文描述父親去世後，姨娘與母親在心境與相處上所產生的變化，下列說明 

    正確的選項是: 

 （A）姨娘與母親彼此仇視，不交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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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姨娘與母親的個性差異愈來愈明顯 

 （C）姨娘每日仍用心變換髮髻，回憶父親 

 （D）母親內心淡泊寬和，已不再執著過往愛恨 

11.〈醉翁亭記〉以「由遠而近」的描寫手法，逐步聚焦於醉翁亭的所在位置，下列作 

   品也屬於此類寫法的是：   

  （A）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 

 （B）水滿田疇稻葉齊，日光穿樹曉煙低。黃鶯也愛新涼好，飛過青山影裡啼 

   （C）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D）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12.下列〈醉翁亭記〉中的詞句，描寫歐陽脩的樣貌或行為的選項是：   

  （A）望之蔚然而深秀者 

  （B）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 

  （C）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 

  （D）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 

13.陳美華認為〈長干行〉：「十六君遠行。瞿塘灩澦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的 

   寫法是心思意念想像到另一個空間，與時間的過去或未來無關，把想像的景象，描 

   述的如在眼前，屬於「示現」修辭的「懸想示現」，下列何者也是屬於此類修辭法？  

（A） 念此際，你已回到海濱的家居，想你在梳理長髮或是整理溼了的外衣。而我風 

雨的歸程還正長 

（B） 此時我回想一九八四年，接連兩天，猶太人闖進了我們的村子，村子人口不到 

三百人，他們無情的屠殺了二五四人 

（C） 舒曼的創作大都只限於鋼琴曲，但在艱苦的愛情獲得勝利之後，他無法克制自

己不把內心澎湃的熱情、狂喜都表現出來，藝術歌曲遂成為他表白的新媒介 

（D） 大多數的甕，在摶土成形時，還留有手掌撫拍的痕跡，也許用竹篾、草蓆襯墊 

過，留有不經意的編織物印壓的圖紋 

14.下列關於〈文學門縫〉的文意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強調由於科技的發達，使得紙本書不受人青睞的處境 

  （B）肯定閱讀能讓人離開現實，接觸自己未曾經歷過的世界 

  （C）以華麗鋪張的敘述手法撰寫全文，使文章充滿超現實的想像 

  （D）有明確可見的道德意義或具有教育的啟發性才能稱為格言 

15.作家寫作時，常會對所敘述的事物加以剪裁，略去瑣碎細節以強化主旨。下列篇目 

   與其所使用的剪裁技巧，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醉翁亭記〉：略去歐陽脩與滁州人民遊山的過程，聚焦在宴飲的歡樂場景 

  （B）〈髻〉：略去父親過世後的人事變化，使人聚焦於母親與姨娘因父親寵愛所產生

的心結 

  （C）〈陌上桑〉：略去使君聽完羅敷拒絕搭訕後的反應，使人聚焦於羅敷的智慧與美

貌兼具的形象 

  （D）〈文學門縫〉：略去自己接觸文學的實例，將重點放在論述文學對人生如何產生

實質的功用 

 

二、混合題組:16～27為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24分； A 、 B 為簡答 

題，共 10分。總共 34分。 

◎閱讀以下徐國能〈焚琴煮鶴猶說香〉一文，並回答第 16～17題: 

   有時我會想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所説的：「文學……只是純然個人的事情，

一番觀察，一種對經驗的回顧，一些臆想和種種感受，某種心態的表達，兼以對思考

的滿足」，這樣的立場將文學視為極純粹的藝術，無關乎道德教化，也不涉於理念宣

傳。我經常有些迷惘，不知文學究竟該純粹探索藝術，還是必須肩負起傳達某種「正

確人生」的責任？ 

  事實上，有一批人，對文學也許內行，也許外行，但他們的工作便是藉著文學教

育社會群眾。像清末的康有為曾說：「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顯然就把小說

視為指導人民的一項宣傳工具；他的學生梁啟超繼承了這個想法，更進一步說：「故

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言下之意，要改革政治必先改革小說，今日

看來，這不知是高估了文學的力量，還是低估了政治的複雜。…… 

  文學當然也不是絕對排斥道德理念的伸張，只是文學的主體仍應是它的藝術構

成，如讀到杜甫「白日放歌須縱酒」，我們需體會的是他以文字表現剎那狂喜的心境，

而不必討論他飲酒過量是否有礙健康；朱自清的父親闖越平交道去買橘子，留在我們

心裡的應是那沉重的背影，而不是是否開立罰單的疑惑。 

 

16.關於作者對於文學的看法，正確的是：  

   (A)政治改革是文學創作的使命   (B) 文學應該著重在心靈的感受   

   (C)文學應該和道德勸說作切割   (D) 拉攏民心最有效的利器是文學 

17.作者對於「要改革政治必先改革小說」的看法是：  

   (A)不以為意  (B)不以為奇  (C) 不以為然  (D)不以為苦  

  

◎閱讀以下〈西門行〉、〈長歌行〉兩首詩，並回答第 18題及 A 題: 

甲、〈西門行〉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逮為樂，逮為樂，當及時。何能愁

怫鬱，當復待來茲？釀美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憂愁。人生不滿百，常

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行去去如雲除，弊車羸馬為自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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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佈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

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18.關於以上兩首詩的詩意，下列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甲詩中「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指出人活不到一百歲是因為憂慮過多的因 

     素     

（B）甲詩中「釀美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憂愁」強調有佳餚、好友是排 

     解憂愁的唯一方法 

（C）乙詩中「陽春佈德澤，萬物生光輝」指出國君的恩澤如同溫暖的春陽，使萬物 

     充滿生機      

（D）乙詩中「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表達的意義與「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 

海不復回」相近 

 

 A 請寫出甲、乙兩首詩所表達的人生態度有何不同？分別說明各 15字以內。 

                                                      (各 2分，共 4分) 

甲詩                  (15字以內)                                                         

 

 

 

乙詩                   (15字以內) 

 

◎閱讀以下琦君〈鮮牛奶的故事〉一文，並回答第 19題及 B 題:   

    念中學時，母親也來到杭州，我那時卻住校了。校裡可以訂半價牛奶，母親給我

訂了。我喝牛奶時，心裡總是惦記母親，老劉時常在買小菜時順便來看我，我就把當

天的牛奶放在他菜籃裡說：「胖子，帶回家給我媽喝。」母親卻告訴我說：「妳別把牛

奶帶回來，我不怎麼愛喝，等秋收時我回鄉下，再給妳帶頂大的雞蛋來，沖牛奶吃更

補了。」母親說著雖然在笑，我看出她的眼睛是潤溼的。 

母親半生勞累，大部分時間都在故鄉，我因就學在外，很少與母親在一起，因而 

未能盡一日的孝敬。母親去世以後，姨娘因事到了上海，我與她同住在一個同鄉家中，

她忽覺自己營養不足，聽同鄉的勸告，喝起鮮牛奶來了。她掛著肥胖的下巴，皺起眉

頭像吃藥似的，一口口嚥下去，剩下碗底一點點，用手一推，向傭人說：「底下都是

渣，你拿去喝掉。」不知那是牛奶渣還是糖渣，總之，她是非剩下一點不可的。她煮

牛奶不許倒在鍋裡，卻要倒在碗裡隔著水蒸，蒸得不冷不熱，跟她的嘴脣皮一樣溫度，

才是恰到好處。為了侍候她牛奶的冷暖，傭人很少能做到一個月以上的。 

    我心裡時常想：「妳為什麼總令人不愉快呢？」 

    可是環境天天轉變，多年的離亂，家庭的經濟狀況一日不如一日。來臺灣以後，

她帶出來的積蓄，眼看日益減少，她才真正嚐到了大家庭沒落的悲哀。當年的豪華富

貴已化為烏有。她的兩鬢也漸見斑白，她得戴起老花眼鏡來，自己操作縫補，鬆鬆的

雙下巴像火雞似地蕩下來。她老了，她更孤單，因為她沒有一個真正關心她的親人。

我眼看她垂垂老去，心中充滿了憐憫，我已經不能再恨她了。她是世上最孤獨最可憐

的婦人，我得勻出一隻手來扶著她，她黯淡的晚年是多麼不容易排遣啊！ 

    我為她訂了鮮牛奶，她卻時常省下來給我吃，還特地為我買了方糖，說方糖比砂

糖清潔。這區別不在方糖與砂糖上，而在她對我的這份情意上。她已深深感到需要人

情的溫暖，需要愛的領受與賜予了。為了已去世的父母親，我也願盡一分人子之心，

安慰她落寞的晚境。 

  

19.根據上文，依琦君的體會，母親眼眶溼潤的原因最可能是:  

（A）感念於老劉體貼的伺候 

（B）熱牛奶的蒸氣襲上眼眸 

（C）因姨娘驕縱受寵而感到委屈 

（D）感動於女兒琦君的一片孝心 

 B 上文敘述姨娘居於上海、來臺灣後獲得牛奶的行為，與作者對其行為的感受，請根

據文意完成下表。分別說明各 20字以內 (各 3分，共 6分) 

人物 獲得牛奶後的行為 作者的感受 

姨娘 

居上海時：想補身體，但要讓傭人

隔水加熱到嘴脣的溫度才肯喝 

感到不快，因為姨娘以自我為中心，未

能顧慮他人的感受 

來臺灣後：  丙  。 

 

 

感到同情，因為  丁  。 

 

◎閱讀以下〈飲馬長城窟行〉一詩，並回答第 20～21題: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 

 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憶。 

 

20.根據詩的主旨，「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所要表達的詩意是: 

（A）男子戍守邊疆，餐風露宿備感艱辛 

（B）女子相思之情雖未說出，孤寂之苦卻深感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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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隨著時光流逝，美景已不再，今昔變化令女子難以承受     

（D）女子與男子雖身處異地，都同樣在天寒地凍的環境中艱困的生存 

21.下列關於詩句的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以青草綿延起興，詞意雙關表達情思綿長 

（B）「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女子悲喜交集，難以言喻的心情 

（C）「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長跪的姿態表現出女子悲傷的心境   

（D）「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憶」：女子寫信叮嚀男子在外應保重身體 

◎閱讀以下〈東門行〉一詩，並回答第 22 題: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

劍東門去，舍中兒母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上用倉浪天故，

下當用此黃口兒。今非！」「咄！行！吾去爲遲，白髮時下難久居。」 

 

22.下列有詩意的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從軍報國最可能是主角「拔劍東門去」的目的 

（B）「舍中兒母牽衣啼」最能表現出主角生活遭遇的困境  

（C）「賤妾與君共餔糜」是妻子對主角表明願共度困窮的心境 

（D）男子以「白髮時下久難居」表達難以再與妻子共度白首 

 

◎閱讀以下〈夢溪筆談選〉三則文章，並回答第 23題: 

一、〈物態研判〉 

    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

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

貓眼早暮則睛圓，日漸中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筆意也。 

二、〈磁石指南〉 

    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

及碗脣上皆可為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為最善。其法取新纊中獨

繭縷，以芥子許蠟綴於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

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 猶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三、〈曲面鏡成像〉 

  古人鑄鑑，鑑大則平，鑑小則凸。凡鑑窪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鑑不

能全現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則鑑雖小而能全納人面。仍復量鑑之小大，

增損高下，常令人面與鑑大小相若。 

23.下列關於以上三則文章的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磁石指南〉一則中，沈括認為「水浮法」的缺點是水浮多蕩搖  

（B）〈磁石指南〉一則中，作者觀察磁針可指向正南方且研究出磁石指南的原理  

（C）〈曲面鏡成像〉一則中，作者提到照凹面鏡的臉形會變小，照凸面鏡則變大 

（D）〈物態研判〉一則中，吳育判斷畫中時刻為正午的根據是畫中的花帶有露水且 

     顏色鮮豔 

 

◎閱讀以下節錄自李開周〈歐陽脩逐蟹而居〉一文，並回答第24～25題: 

    歐陽脩也很愛吃螃蟹。退休之前，他給大兒子歐陽發寫信，大意是安徽阜陽

（時稱「潁州」）的豬、羊肉確實沒有京城鮮嫩，但是阜陽西湖所產的螃蟹比京城

街市上出售的螃蟹好太多了，而且價錢很便宜，所以我晚年一定要搬到阜陽住。

歐陽脩晚年真的在阜陽西湖岸邊買地蓋房，喝酒吃蟹，悠遊終日，過著讓另一個

大文學家蘇東坡非常羨慕的神仙生活。 

  蘇東坡也是熱愛吃蟹的典型，他的〈老饕賦〉描述自己最愛吃的幾種美食：「嘗

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

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饕」。 

  「 (甲) 」指的是豬脖子後面那一小塊最嫩的肉，「 (乙) 」指的是秋後

螃蟹成熟時那兩隻蟹螯，「 (丙) 」指的是蜜餞櫻桃，「 (丁) 」指的是蒸羊

羔，「蛤半熟以含酒」是醉蛤蜊，「蟹微生而帶糟」自然是指醉蟹。這段賦裡提到

六道菜，其中兩道都和螃蟹有關。 

  但最愛吃螃蟹的宋朝官員既不是歐陽脩，也不是蘇東坡，而是一位杭州官員

錢昆。錢昆是吳越國王錢鏐的子孫，在宋朝文學史上名氣不大，卻有一句話名垂

青史──他考中進士，並通過吏部的甄選以後，皇帝問他想去哪個地方當市長，

他說：「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 

  通判近似於現在的副市長，可是又比副市長的權力大得多，市長想發布什麼

命令、判決什麼案件，必須經過通判簽署才能通過，所以錢昆最想去沒有通判的

地方當市長，這樣就不用受別人制約。他又要求任職的地方必須有螃蟹，當然是

因為愛吃，離開螃蟹就活不下去。 

24.依據文意，上文甲、乙、丙、丁最適宜填入的是：  

   (A)甲：霜前之兩螯    (B)乙：杏酪之蒸羔  

   (C)丙：櫻珠之煎蜜    (D)丁：項上之一臠  

25.依據文意，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A)阜陽的豬肉羊肉不比京城鮮嫩美味，所以歐陽脩改吃螃蟹  

   (B)錢昆在文學上名氣並不響亮，卻因為愛吃螃蟹而名留青史 

   (C)蘇東坡除了愛吃蟹之外，還喜歡櫻桃鴨、蒸羔羊、醉蛤蜊  

   (D)歐陽脩在信中特別提到與兒子歐陽發都愛西湖所產的螃蟹  

 

 

https://www.newton.com.tw/wiki/%E5%85%A8%E5%8D%97
https://www.newton.com.tw/wiki/%E5%A0%85%E6%BB%91
https://www.newton.com.tw/wiki/%E7%8D%A8%E7%B9%AD%E7%B8%B7
https://www.newton.com.tw/wiki/%E7%8D%A8%E7%B9%AD%E7%B8%B7


112-1 學期高一國語文科第二次期中考 P.5   共 6 頁 

◎閱讀以下歐陽脩〈豐樂亭記〉一文，並回答第 26～27題： 

    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

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於百年之深也！ 

  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

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

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

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 

  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26.依據上文，下列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豐樂為當代帝王之年號，故以此命名歌頌皇恩  

   (B)與〈醉翁亭記〉都同樣描寫出四季不同的景色  

   (C)反映歐陽修因貶謫於滁州而感到憂懼不安的心情    

   (D)此地為用武之地，故藉此「豐樂」之名祈求人民生活安定  

27.依據上文，下列文句最能看出作者為官精神的是：  

   (A)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  

   (B)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  

   (C)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  

   (D)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  

 

三、多重選擇題：18％(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 3分；答錯一個選項者，得 1.8 

    分，答錯兩個選項者，得 0.6分；答錯多於兩個選項或所有選項均未作 

    答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28.以下各句中「相」的字義，代指動作施作的對象，可指為「你」的選項是： 

 （A）「相」迎不道遠 

 （B）人面桃花「相」映紅 

  （C）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D）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 

 （E）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 

29.依照〈陌上桑〉一詩的主旨，下列有關句意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暗示使君言行不當，於禮不合 

  （B）由使君「寧可共載不？」的詢問，可看出其善待村婦的態度 

  （C）由「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可知羅敷出身貧困，以採桑維生 

   （D）「來歸鄉怒怨，但坐觀羅敷」意指羅敷被使君搭訕的事引起村民的憤怒 

  （E）「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與「使君一何愚」，對比出夫婿之「殊」與使君之 

      「愚」 
30.分析故事的對比寫法，可包含「橫向對比」，如不同角色間相同項目的對比，以及「縱 

   向對比」，如同一個人因時間不同而產生差異的對比。下列關於〈髻〉一文中以「縱 

   向對比」呈現的是：  

   (A)母親的守舊性格對比姨娘的時髦個性  

   (B)父親對待母親的冷漠對比對待姨娘的熱情  

   (C)五叔婆醜陋稀疏的頭髮對比母親的如雲秀髮 

   (D)姨娘曾經享盡榮華對比年老時姨娘的孤獨寂寞  

   (E)母親與姨娘曾因父親產生心結，對比父親過世後的患難與共  

31.下列有關〈醉翁亭記〉文意的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全文以「樂」貫串全文，分成遊山之樂、絲竹之樂，宴飲之樂三個層次 

  （B）以「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描寫山間早晚的景色變化 

  （C）由「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

者」可看出滁州物產豐饒 

  （D）由「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可知歐陽脩真正的快樂來自於

縱情山林的享受 

  （E）藉著刻劃人民不分老少隨太守遊山，點出滁州百姓生活的安適自在，也暗指太

守治績良好 

32.〈文學門縫〉：「少年的他闖進一個巨大的文學宮殿，但也無端捲進一場與『理解』

的搏鬥」句中將抽象的事物或觀念，化為具體的形象，屬於「形象化」的修辭法，

下列文句也使用此種寫法的是： 

   （A）一把小小黃楊木梳，再也理不清母親心中的愁緒 

  （B）任何作文題目只要灑上一兩句名人精鍊的雋語加以調味，分數立刻會高出好多 

  （C）那個夏日，我聽見如雪的聲音宣示詩的真理，而碧潭裡埋著我的詩集，以及我 

       錯誤的初戀 

  （D）在促織鳴喚的涼爽秋晚，常有一些「不學而能」的村中天才歌手，撫弄著他們 

的弦琴，引吭高歌他們的即興小曲。 

（E）街道上成排的楓樹枝梢上有殘餘的紅葉顫抖著，而吹向兩旁溝渠低窪處的銀杏 

落葉，間歇地在水泥地上刮起黃色的枯索的聲音 

 33.以下有關〈醉翁亭記〉的詞語解釋，正確的選項是: 

  （A）風霜高潔：指秋天天氣晴朗舒爽，霜色潔白 

  （B）傴僂提攜：指蒼顏白髮的老人們互相扶持 

  （C）宴酣之樂，非絲非竹：指酒宴暢飲之時，若無音樂助興則減損樂趣 

  （D）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指喝酒時意不在酒，而在寄情山水 

  （E）峰迴路轉：指山路隨山峰迂迴曲折，後亦用於事情發生轉機，近於「柳暗花明」 

       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