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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東高級中學 113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期中考 試  高二國語文試題卷  

     畫答案卡：■是  □否       答案卷：■是  □否          適用班級：2-1 ~ 2-8 

試題範圍:燭之武退秦師、一桿「稱仔」、鹿港乘桴記、現代詩選 

課外閱讀文選：馮諼客孟嘗君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36分） 

1.下列各組「 」中的字詞，讀音相同的選項是：  

(A)「炯」炯有神／「扃」牖而居              (B)風雨淒「淒」／芳草萋「萋」 

(C)「溘」然長逝／「磕」磕絆絆              (D)「瘂」弦／傾「軋」 

2.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字形相同的是： 

  (A)追根究「ㄉㄧˇ」／「ㄉㄧˇ」死不從     (B)「ㄅㄧˋ」補缺漏／「ㄅㄧˋ」睨群雄 

 (C)窮愁「ㄌㄧㄠˊ」倒／歌聲「ㄌㄧㄠˊ」繞 (D)望風披「ㄇㄧˇ」／「ㄇㄧˇ ㄇㄧˇ」之音 

3.下列各組「 」中的字，意義兩兩相同的是： 

  (A)失其所「與」，不知／選賢「與」能        (B)「因」人之力而敝之／「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 

 (C)「舍」鄭以為東道主／屋「舍」儼然       (D)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君子不「以」言舉人 

4.下列文句，用字完全正確的是： 

  (A)那對夫妻吵架，卻泱及池魚，連鄰居也一起捲入風暴中 

 (B)這件失竊案非比尋常，雖然我們已經絞盡腦汁，但還是找不出一點蛛絲馬跡 

 (C)曉艾以獨門的唱腔征服了聽眾，可說是當今歌壇熾手可熱的人物 

 (D)陳媽媽準備了一桌豐盛佳餚，大家直吃到杯盤琅藉，才心滿意足地回家 

5.下列文句「 」內的字，經替換後，意思改變者是： 

  (A)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二            (B)行「李」之往來：理 

 (C)今老矣，無能為也「已」：矣               (D)因人之力而「敝」之：蔽 

6.下列關於「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一語的說明，正確的是： 

  (A)鄭國同時觸怒秦、晉、楚三大國，戰爭一觸即發 (B)鄭國向晉國挑釁失利，又為楚所敗 

 (C)鄭、楚兩國聯盟，共同抵禦晉、秦兩強敵       (D)暗示圍鄭是因為鄭與晉的恩怨，與秦國無關 

7.鄭文公欲使燭之武拜見秦君，燭之武先推辭後答應的原因應是： 

  (A)為了感謝鄭君長期重用自己                   (B)鄭君禮賢下士、知人善任 

 (C)鄭君不恥下問、虛心求教                     (D)被「鄭亡，子亦有不利焉」的切身關係驅使 

8.下列關於〈燭之武退秦師〉一文的文意解釋，正確的是：   

(A)「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無禮於晉」指晉文公流亡在外時，鄭文公並未以禮待之 

(B)「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意謂晉國越過秦國以鄭為領地，實屬難事 

(C)「朝濟而夕設版焉」意謂晉國軍事防備之快速敏捷，顯然訓練有素 

(D)「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是燭之武為秦穆公分析如何使秦國囊括東西兩邊的領地 

9.〈一桿「稱仔」〉中，秦得參因不堪巡警的凌辱，先殺警而後自殺。作者這樣的安排，其象徵意義應是： 

  (A)象徵人民「不自由，毋寧死」的最後決心     (B)譴責抗暴分子的懦弱無能 

 (C)意指反抗分子最終只能畏罪自殺             (D)象徵臺灣百姓忍辱偷生的無奈 

10.關於「稱仔」與「巡警」所象徵的意義，下列說明正確的是：  

  (A)「稱仔」普遍象徵公平正義與法律標準  

  (B)身為執法者的「巡警」象徵自由與民主 

 (C)小說題目的「稱仔」加了引號，強調殖民政府所推動的現代法治觀念 

 (D)巡警打斷「稱仔」這件事，代表連執法者也不認同殖民政府的不公 

11. 「潛規則」指某些行業及人群中的約定俗成，是不具正式法訂條文約束力卻使人普遍遵守的規則，遵守它會為

自己或他人帶來方便或好處。下列選項的敘述，類似潛規則的是： 

  (A)〈孔乙己〉：讀書人去酒店必穿長衫       (B)〈劉姥姥進大觀園〉：劉姥姥在吃飯前表演順口溜 

 (C)〈一桿「稱仔」〉：將生菜免費贈送給日警 (D)〈髻〉：姨娘送給母親翡翠耳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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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鹿港乘桴記〉：「迄於今版圖既易，海關之吏猛於虎豹，華貨之不來者有之矣。洎乎火車之路全通，外貨之來由

南北而入，不復由鹿港而出矣；重以關稅之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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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段話，下列解釋正確的是：  

  (A) 「今版圖既易」指的是日本政府重劃行政區，使鹿港的範圍改變 

 (B) 作者認為，日本政府興造的鐵路是使鹿港蕭條的原因之一 

 (C)由於鹿港關稅尤重，貨物只好改由南北港口出入 

 (D)牟販之夫之所以「破家」，是因日本明令禁止臺灣人從事貿易活動 

13.〈鹿港乘桴記〉作者以不同面向描寫鹿港的今昔變化，下列表格中敘述正確的是？ 

 清治 日治 

自然環境 
「一水通津出海之涘」可看出當

時河道的暢通無阻 

（甲）鹽場的設置改變了沿海景

觀，淤積的區域擴大原有的耕種

面積，使農業蓬勃發展 

貿易經濟 

（乙）閩南、浙江、廣東地區的

貨物，常經由鹿港運進臺灣，因

此鹿港為重要的轉運樞紐 

（丙）鐵路通車後，貨物從鹿港

進口，可以通過鐵路快速送到南

北城市，使鹿港盛況空前 

文化教育 

有許多到學校上學的學子；每年

也都有參加會試、鄉試而被選拔

到京城，學術風氣盛行 

（丁）學校教育使臺灣文風鼎

盛，無論是臺人或日人，能享有

同等的教育資源 
  

   (A)甲 (B)乙 (C)丙 (D)丁 

14.「向時估帆所出入者，時已淤為沙灘，為居民鋤作菜圃矣。」句中所呈現的感嘆之情，下列與之最不相關的是：  

  (A)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B)鳳凰台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C)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 

 (D)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15.〈鹿港乘桴記〉描述鹿港的時代變遷，下列文句形容，何者是洪繻親眼所見之景：  

  (A)估帆葉葉，潮汐上下 (B)時之竹筏，猶千百數也 (C)去來如龍，貨舶相望 (D)風帆爭飛，萬幅在目 

16.〈坤伶〉：「十六歲她的名字便流落在城裡／一種淒然的韻律」關於上述詩句，說明正確的是： 

  (A)由「流落在城裡」點出坤伶在十六歲時開始學習戲曲 (B)「淒然的韻律」為坤伶一生的悲劇定調 

 (C)「流落」表達出坤伶的唱功極佳，在城裡名聲響亮   (D)此兩句表達出作者對於坤伶遭遇的不解 

17.〈坤伶〉：「有人說／在佳木斯曾跟一個白俄軍官混過」一句中，文意可與其它詩句相互呼應，配對正確的是：  

  (A)有人說──小小的髻兒啊清朝人為她心碎           (B)佳木斯──十六歲她的名字便流落在城裡 

 (C)白俄軍官──雙手放在枷裡的她                   (D)混過──夜夜滿園子嗑瓜子兒的臉 

18.〈愛的辯證〉：「篤定你是不會來了／所謂在天願為比翼鳥／我黯然拔下一根白色的羽毛／然後登岸而去／非我無

情／只怪水比你來得更快／一束玫瑰被浪捲走／總有一天會漂到你的手中」有關上述詩句的說明，正確的選項

是： 

  (A)「非我無情」表現了尾生對女子的心灰意冷 

 (B)「篤定你是不會來了」表示尾生對愛情的幻滅，認清自身處境 

 (C)以「拔下一根白色的羽毛」表示尾生生命的消逝 

 (D)「總有一天會漂到你的手中」代表尾生放棄了愛情 

 

二、素養題或非選題組:共 28分（19-27題為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18分；甲、乙 為問答題，共 10分） 

閱讀(一)請閱讀下文，並回答 19題： 

19.根據下文所述，下列關於〈燭之武退秦師〉一文中所使用的說服技巧，並不屬於「攻心」策略的是： 

  臺灣有一位知名的「討債專家」說，這世界上有三種人的債最難討，就是民代政客、警察和黑道，不過，他都

有辦法討得到，因為他深知他們的弱點：民代政客怕醜聞，警察怕被告，黑道怕人情。只要掌握了他們的弱點，一

樣乖乖聽話。 

  這位「討債專家」可說是如假包換的「攻心專家」。他的這席話，也點出了本書的主題：「攻心為說服之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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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以為，那些談判高手或是說服專家，都是口才流利、能言善道的人，其實不然，只有懂得「攻心」說

話才是談判或是說服成敗的關鍵。 

  攻心，正中對方的罩門，找出對方恐懼的關鍵，滿足對方的需求，你就可以擁有想要的結果。（羅毅《讓人無

法說 No 的攻心說話術》自序） 

  (A)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                       (B)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 

 (C)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     (D)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閱讀(二)請閱讀下文，並回答 20-21 題: 

  孟嘗君曰：「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１)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

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２)。

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曰：）「以何市而

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

耳。……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

生休矣！」 

      後朞年，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

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曰：「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 

【注釋】(１)責：音ㄓㄞˋ，通「債」，指孟嘗君對封地佃戶放出的債款。(２)合券：核對券契。 

20.中有關「市義」一事，正確的敘述是： 

 (A)孟嘗君選擇市義，展現其寬容大度的領導風格     (B)馮諼揣測上意，曲意逢迎，從旁協助市義 

 (C)馮諼市義的方法，是假藉孟嘗君名義，開放糧倉   (D)市義的目的，在收攬民心 

21.列對於本文的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孟嘗君重視「義」勝過利益                    

  (B)從本文中可知，「市義」是馮諼為孟嘗君未雨綢繆之舉 

 (C)齊王稱「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可知對孟嘗君，極盡尊崇 

 (D)由「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可看出孟嘗君軍紀嚴明，人民對其畏懼之心 

閱讀(三)請回答第 22-23題，及問答題乾: 

    閱讀甲、乙二文，並回答下列問題。 

甲 

  美國知名心理學家蘇珊．費斯克(Susan Fiske)和同事們在近二十年間研究多項關於「人類如何評斷他人」的心理

學實驗，綜合各項實驗結果發現，人們經常會以「個人能力」與「親切程度」作為評價依據：能力優秀且態度親和

之人會受到他人的崇敬；能力良好但態度不親切的人則容易讓人妒嫉；能力欠佳但待人和善之人將成為受人同情的

對象；能力不足又冷淡刻薄之人往往會受到藐視。 

乙 

  你是否曾對於身旁之人的成功感到不是滋味，而陷入嫉妒情緒的漩渦當中？相關研究資料顯示，嫉妒心態的形

成與「低自尊」有密切的關係，而自尊水平的高低會受到「自我價值肯定」、「安全與歸屬感」等因素的強弱程度

影響。低自尊者慣於自我貶抑，認為自身條件與能力皆不及他人，且敏感於他人的評價，由於心理狀態不穩定，因

此容易心生嫉妒。也有部分研究者認為嫉妒是一種生物基於生存本能所衍生的情緒，當我們所擁有的事物遭受被剝

奪的危機，便會產生自我保護的競爭意識與嫉妒情緒。嫉妒心理的形成除了起因於「捍衛自身現有資源」，也涉及

「外求他人所有」的慾望層面。 

  「嫉妒」與喜悅、驚訝和害怕等基本情緒(１)不同，是由多種情緒所揉合的複合情緒，其中伴隨著恐懼、憤

怒、羞愧等。而嫉妒心理容易在什麼情況下產生呢？多項心理學研究指出，促發嫉妒心理取決於四項基本條件： 

【條件一】處境關聯性：和他人比較之事關乎到自身處境。 

【條件二】條件相近性：比較對象與自己同處於相關領域中，且社經地位和各方面條件與自身相近。 

【條件三】目標易達性：認為比較對象欲與自己爭奪的共同目標不易達成。 

【條件四】資源對等性：認為較良好、優越的資源非他人所應得。 

  適當地嫉妒或許能驅使自己更加上進，但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嫉妒心理也可能成為自身前行的阻力。若能

透過正向、美好的實際體驗來增強自我效能(２)，便可逐漸擺脫嫉妒情緒的控制與束縛，自過度比較的惡性循環抽

離，人生將更加明朗、開闊。 

（改寫自傑克．路易斯《墮落的人腦：從神經科學解讀傲慢、貪吃、好色、懶惰、貪心、嫉妒與暴怒，探究我們難

免使壞，犯下小奸小惡背後的科學》、Edward〈自信心要如何建立？4 種研究告訴你，每日一問「我是誰」提升信

念、根除"比較心態"先從少用「社群媒體」開始〉、Edward〈愛吃醋和自尊心低有關？5 重點了解「忌妒」從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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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如何解決：出現試圖掌控、情緒勒索建議「這樣」做〉） 

【注釋】(１)基本情緒：又稱原始情緒，為人類大腦與生俱來的情緒，能夠為生存做出適當的選擇與反應。(２)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一個人對自

己是否能達到某項目標的信念及自信強度。 

22.下列左圖為依據個人能力和親切程度高低所繪製的評價量表，請根據甲文，判斷以下右表所列之甲、乙、丙、丁

四類人及其受到的社會評斷，對應最適當的是： 

 

類型 評 價 

甲類人 
容易令他人產生敬重、崇

拜之意 

乙類人 
時常受到他人的言語譏諷

與鄙視 

丙類人 
將成為大多數人心生妒恨

的對象 

丁類人 
具誘發他人興起憐憫之情

的特質 
 

  

丙 

缺乏能力 

且不親切 

乙 

能力充足 

待人親切 

丁 

能力不足 

待人親切 

甲 

能力優良 

但不親切 

親切 不親切 

能
力
高 

能
力
低 

 

(A)甲類人 (B)乙類人 (C)丙類人 (D)丁類人 

23.以下關於乙文的敘述，最適當的是： 

 (A)心理素質較高者心理狀態穩定，因此較不易產生嫉妒情緒 

 (B)嫉妒心理的成因中，內在自我保護的占比較向外求取資源來得高 

 (C)嫉妒是一種負面情緒，故多數心理學者倡導應透過系統化的心理訓練抑制其形成 

 (D)嫉妒為與生俱來的基本情緒，能在人們面臨生存危機時迅速發出信號，使身體作出適當的反應 

乾〈坤伶〉一詩中，「每個婦人詛咒她在每個城裡」一句呈現婦人們對坤伶強烈的敵意，請判斷婦人興起嫉妒的原

因近似於乙文所述之何項嫉妒激發條件，並說明推論理由（作答字數：約 40 字以內，勾選 1分，理由 3分，共

4分）。 

 

 

  

  

   

 

閱讀(四)請回答第24-25題: 

    臺灣文學的發展，既然與日治時期臺灣人爭取政治權力的運動有關，那麼新文學從形式到內容上，就會有許多配

合這個時代需要而產生的特點。除了語言上不再使用文言文，而改採白話文外；更重要的是，在內容與思想上，臺灣

的新文學發展出兩種重要的類型，一種是啟蒙文學，一種是反殖民文學。 

  簡單來說，「啟蒙文學」就是延續西方十八世紀啟蒙時代以來的思想，著重在透過文學傳達人類天生具有的權利，

如自由、平等、人權等理念。因為過去在神權或君權時代，「個人」並沒有獨立的價值，而是依附在神祇、君王的意

志底下；在社會上，則是家族與家長，特別是男性，具有控制個人命運的權利。臺灣的啟蒙文學傳達這個理念，主要

便是針對臺灣社會長期以來缺乏個人自覺的現象，希望掙脫傳統封建習俗的觀念束縛，爭取個人的自主權，以趕上世

界潮流，擺脫被殖民的命運。因為啟蒙文學主要是針對臺灣「內部」的封建文化提出批判，所以又被稱為是「反封建

文學」。 

  至於「反殖民文學」，則很明顯是想透過文學傳達被殖民臺灣人的心聲，以及鼓舞臺灣人團體抗日的一種文學類

型。如果說，啟蒙文學是針對臺灣「內部」問題提出批判，那麼。反殖民文學就是針對「外部」問題，也就是日本帝

國主義的入侵來提出批判。所以，反殖民文學往往也被稱為是「反帝文學」。（莊萬壽、陳萬益、施懿琳、陳建忠《臺

灣的文學》） 

24.依據文意，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A)「反殖民文學」針對殖民統治下的文學使用的語言加以限制，進行文字形式的「外部」的改造 

 (B)日治時期新文學為了配合這個這個時代，語言上不再使用文言文，而改採日文創作 

 (C)啟蒙文學希望喚醒社會大眾的個人自覺，掙脫傳統封建習俗的觀念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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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啟蒙文學」中處處可見西方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思想，以及啟蒙哲學家的名言 

25.下列選項出自賴和的〈鬥熱鬧〉，描述在傳統迎神賽會中，因小孩嬉鬧而引起的兩方互拚排場事件，具有「反殖民

文學」的特色者為： 

 (A) 那邊也有一陣孩子們的行列，鬧過別一邊去，居然宣佈了戰爭，接連鬥過兩三晚，已經因「囝仔事惹起大人代」 

 (B)「那時代，地方自治的權能，不像現時剝奪得淨盡，握著有很大權威，住在福戶內的人，不問是誰，福戶內的

事，誰都有義務分擔，有什麼科派捐募，是不容有異議」 

 (C)「那時代的頭老醉舍（頭老，地方領導人。舍，對搢紳子弟或有錢人的尊稱），已經財散人亡，現在想沒得再一

個，天天花費三兩百圓不要緊的」 

 (D)「在這時候，救死且沒有工夫，還有閒時間，來浪費有用的金錢，實在可憐可恨，究竟爭得是什麼體面」 

 

閱讀(五)請回答第26-27題及問答題坤: 

閱讀甲、乙二文，並回答下列問題： 

甲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莊子．盜跖篇》 

式一：我在水中等你 

水深及膝／淹腹／一寸寸漫至喉嚨／浮在河面上的兩隻眼睛／仍炯炯然／望向一條青石小徑／兩耳傾聽裙帶撫過薊

草的窸窣 

日日／月月／千百次升降於我脹大的體內／石柱上蒼苔歷歷／臂上長滿了牡蠣／髮，在激流中盤繞如一窩水蛇 

緊抱橋墩／我在千噚之下等你／水來我在水中等你／火來／我在灰燼中等你 

 

式二：我在橋下等你 

我在橋下等你／等你從雨中奔來／河水暴漲／洶湧至腳，及腰，而將浸入驚呼的嘴／漩渦正逐漸擴大為死者的臉／

我開始有了臨流的怯意／好冷，孤獨而空虛／如一尾產卵後的魚 

篤定你是不會來了／所謂在天願為比翼鳥／我黯然拔下一根白色的羽毛／然後登岸而去／非我無情／只怪水比你來

得更快／一束玫瑰被浪捲走／總有一天會漂到你的手中（節錄自〈愛的辯證〉(一題二式)） 

乙 

  〈黑格爾辯證〉 

  「辯證法」是一種化解不同意見的論證方法，當出現正、反兩個對立的意見時（正反僅代表意見對立，對任何

一方都不帶有褒貶的意味），經過正反兩方的交互辯證，可產生綜合兩種觀點的「合」。聽起來很困難，但我們其實

經常在無形中使用辯證法，例如以下對話： 

 

  花橘子與花柚子代表正反兩個矛盾命題，花媽媽的意見則找到兩種意見的妥協點「合」。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將辯

證法視為一種了解世界真理的方式，早期的哲學家認為真理是固定的，就像考試的正確答案一樣，只等待人去發

現，黑格爾則認為當每個概念出現後，都會形成另一個與之相反的矛盾命題，透過邏輯辯證後產生「合」題時，又

可將此視為「新的正題」，再與其矛盾的命題辯證，產生「更新的合題」，依此類推。黑格爾認為事物是不斷變化

的，真理亦然，人的理性與客觀世界間雖存在矛盾，但並不是正反對立分裂的狀況，而是可以透過不斷辯證統一，

以更符合客觀世界的真實面貌。 

26.有關於乙文「辯證法」的說明，以下敘述正確的是： 

 (A)辯證法是一種認識世界的哲學方法，一般生活中甚少會使用 

 (B)黑格爾認為，世界的真理與人類的認知是矛盾對立不可解的 

 (C)正命題是指大眾普遍認同的真理，反命題則是少數人認同的 

 (D)黑格爾認為，辯證是一種努力接近真理的方式而非真理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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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有關甲、乙兩文的寫作手法，說明正確的是： 

 (A)甲文的式一與乙文都運用了譬喻修辭，目的在於讓艱澀的內容更易被讀者理解 

 (B)甲文的式二與乙文分別介紹莊子與黑格爾的哲學思想，兩者內容皆具抒情性質 

 (C)甲文式一以第一人稱對《莊子》原文進行再創作，強調主角堅毅無悔的等待 

 (D)乙文採用史書的紀傳體寫作方式，將黑格爾的生平結合其哲學思想依序呈現 

 

坤下表是用乙文黑格爾辯證法「正、反、合」的概念，將愛情與生命的比重觀念進行分類。其中「正」與「合」的觀

念和甲文兩式詩有相同的地方，請根據表格中的提示回答甲詩所詮釋的兩種愛情觀（建議作答字數：各約 20字以內，

每格 3分，共 6 分）。 

 男子的選擇 最後結果 

正 

（式一；愛大於生命） 

「緊抱橋墩／我在千噚之下

等你」，表示男子守信，在約

定的地方等待，堅決不離去。 

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反 

（生命遠大於愛情） 

男子當天因下大雨有可能引

發河水暴漲而危及生命，所以

不赴約 

男子沒有信守承諾，女子也沒

依約而至 

合 

（式二：我在橋下等你） 

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男子沒有等待到女子，期盼女

子有一天能明白他的心意。 
  

 

三、多選題：（每題 3分，答錯 1個選項者，扣 1.2分；答錯 2個選項者，扣 2.4分；答錯多於 2個選項或

所有選項均未作答者，該題以零分計算。共 18分） 

28.下列有關《左傳》的敘述，正確的是： 

  (A)相傳為春秋時代魯國大夫左丘明所撰 

 (B)其書編年記事，以周史為中心，旁及同時代各國之事 

 (C)記事起自魯隱公元年，終於哀公二十七年，與《春秋》相合 

 (D)與《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E)為解《春秋》經之傳，於《四庫全書》中亦列在經部 

29.若生於日據時期，你要送一塊牌匾給賴和，下列題辭可用的有： 

   (A)懸壺濟世 (B)杏林春暖 (C)美輪美奐 (D)功在桑梓 (E)肱傳三折 

30. 下列關於賴和文學創作的敘述，正確的是： 

  (A)以文學作品對抗日本殖民統治，所以作品具有強烈的反日情緒 

 (B)也有濃厚反封建、反迷信的色彩，如〈一桿「稱仔」〉 

 (C)始終站在被壓迫的臺灣人民立場，控訴殖民政府的政治迫害 

 (D)作品足以反映日據時代臺灣社會與政治的實況 

 (E)新詩多取材自重大歷史、社會事件 

31.洪繻於《馬關條約》簽訂後，絕意仕進，潛心於詩詞與古文，下列關於他的詩文風格與特色，敘述正確的是： 

  (A)詩作內容以寄寓個人志向、詮釋人生哲理為主 

 (B)割日前多議論清廷施政之得失，風格慷慨激越 

 (C)割日後多表達臺灣淪陷之哀思，風格沈鬱悲壯 

 (D)散文各體兼備，抱樸守貞，儼然有古大師之風 

 (E)詩文著作，記錄當時文風流變，頗具藝術價值 

32.瘂弦的詩歌被評為「甜是他的語言，苦是他的精神，他是既矛盾又和諧的統一體」，如〈坤伶〉一詩中：「那杏仁

色的雙臂應由宦官來守衛／小小的髻兒啊清朝人為她心碎／／是玉堂春吧／（夜夜滿園子嗑瓜子兒的臉！）」，

「杏仁色的雙臂」、「小小的髻兒」充滿美好甜美的意象，然而「夜夜滿園子嗑瓜子兒的臉」卻呈現出如此美好

的人竟淪落至此，而展現「苦的精神」。下列詩句亦展現此特質的是： 

  (A)一種淒然的韻律／每個婦人詛咒她在每個城裡 

 (B)樵夫的斧子在深谷裡唱著／怯冷的狸花貓躲在荒村老嫗的衣袖間／當北風在煙囪上吹口哨／穿烏拉的人在冰潭

上打陀螺／冬天，呵冬天／我在古寺的裂鐘下同一個乞丐烤火 

 (C)春天她只叫著一句話：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天使們就在榆樹上歌唱。那年豌豆差不多完全沒有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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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宣統那年的風吹著／吹著那串紅玉米／它就在屋簷下／掛著／好像整個北方／整個北方的憂鬱／都掛在那兒  

  (E) 在蕎麥田裡他們遇見最大的會戰／而他的一條腿訣別於一九四三年 

33. 阿翰試著將洛夫〈愛的辯證（一題二式）〉的內容繪製成結構表如下圖，請依據圖表及你對課文的理解，判斷下

列選項中敘述正確的是： 

 

    (A)甲可填入「正確與錯誤的愛情觀」 (B)乙可填入「從一而終、至死不渝」 

   (C)丙可填入「貪生怕死、背信忘義」 (D)丁可填入「喪失理智，輕視性命」 

   (E)戊可填入「通權達變，瀟灑轉身」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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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東高級中學  113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期中考  高二國語文答案卷  

適用班級：2-1~ 2-8                             班級:        座號:      姓名: 

作答方式：答案卷 

 

 

*閱讀(三): 乾〈坤伶〉一詩中，「每個婦人詛咒她在每個城裡」一句呈現婦人們對坤伶強烈的敵意，請判斷婦人興

起嫉妒的原因近似於乙文所述之何項嫉妒激發條件，並說明推論理由（作答字數：約 40字以內，勾選 1分，理由 3

分，共 4 分）。 

 

對應條件（請勾選） 理由說明 

□條件一：處境關聯性 

□條件二：條件相近性 

□條件三：目標易達性 

□條件四：資源對等性 

 

 

 

*閱讀(五):坤下表是用乙文黑格爾辯證法「正、反、合」的概念，將愛情與生命的比重觀念進行分類。其中「正」與

「合」的觀念和甲文兩式詩有相同的地方，請根據表格中的提示回答甲詩所詮釋的兩種愛情觀（建議作答字數：各約

20字以內，每格 3分，共 6分）。 

 

①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