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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選 題 （ 占 1 0 0分 ）  

說明：第1題至第30題皆計分。每題有4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選

項，請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1～20題各題答對者，得3分；21

～30題各題答對者，得4分；答錯、未作答或畫記多於一個選項者，該題以

零分計算。 

A 1.「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

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

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關於上述的事件反映何種歷史變化？ 

(A)諸侯的權力上升，權力凌駕於周天子 

(B)諸侯的權力上升，與周天子相互制衡 

(C)周天子權力上升，諸侯受制於周天子 

(D)周天子權力上升，諸侯必須依賴周天子 

【解析】此事件為「周鄭交質」。鄭莊公不滿周平王作為，而周平王不敢得罪鄭莊公

而提出互派人質的辦法，之後甚至割取周天子的穀物，周鄭關係惡化。顯示周王室地

位下降，諸侯權力上升，甚至凌駕於天子，故正解為(A)。 

C 2.微軟公司在 1997 年所推出的電玩遊戲「世紀帝國」中，把商朝設定為中國古文明的開

端，而不是夏朝，這樣的遊戲設定，反映了什麼樣的看法？ 

(A)夏朝被商朝擊敗，不足以做為代表 

(B)夏朝未發展出築城技術，無法配合遊戲畫面的需要 

(C)夏朝存在遭到存疑 

(D)夏朝國祚太短，缺乏遊戲設定的發揮空間 

【解析】商朝因為甲骨文的出土和殷墟的考古發現，被視為是中國信史的開始，

 故(C)較為符合。 

D 3.「上帝為了彰顯祂的榮耀，預先選擇了一些人和天使得永生……使得那些真心順服福

音之人，有讚美、敬畏與愛慕上帝的根據，他們應當謙卑自己、殷勤工作，以獲得豐

富的慰藉。」請問前述引文與下列何者的宗教思想最為接近？ 

(A)馬丁路德  (B)羅耀拉  (C)亨利八世  (D)喀爾文 

【解析】從引文中「預先選擇一些人得永生」、「應當殷勤工作」，可看出是宗教改

革後新教喀爾文派的預選思想，其主張每個人要堅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努力工作以

榮耀上帝，並證明自己為上帝預選之人，故(D)為正解。 

A 4.十五到十八世紀，歐洲人紛紛往東亞、非洲與美洲前進，探索新世界並設立貿易據點，

希望能藉此獲得大筆的財富，開啟了大航海時代。在這一波的探險風潮下，臺灣也被

捲入其中，請問這段時間的臺灣發生怎麼樣的變化？ 

(A)來到臺灣的傳教士利用羅馬拼音為原住民創造出新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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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荷蘭人占據了澎湖，和臺灣的原住民進行貿易，鹿皮大量輸出至荷蘭 

(C)那時臺灣已被西班牙人占據，對日貿易興盛 

(D)臺灣為明朝的領地，因實施海禁因而沒有造成影響 

【解析】(A)臺灣的荷蘭傳教士為了傳教方便，以羅馬拼音為原住民拚寫出新港文字，

故(A)為正解；(B)荷蘭人嘗試占據澎湖，但遭明朝擊退，最後轉往臺灣。而臺灣的鹿

皮輸出對象為日本；(C)日本實施鎖國政策，西班牙人無法順利對日貿易；(D)明朝實

施海禁政策以壓制反明勢力與防範倭寇，使得澎湖和臺灣成為走私貿易的據點，還為

西方國家覬覦，並非無影響。 

◎5〜6 題為題組： 

B 5.有一位雅典歷史學家提到：「在戰爭中獲得對某帝國的勝利後，雅典城邦就成為一大強 

權。□□人眼看這種情勢發展下去，……不想加以干涉。……但是，雅典人發展得太

快，而且正逐漸地控制其聯盟。……他們決心要用盡他們所有的力量，以武力打倒雅

典人的霸權。因此，他們發動了這次『戰爭』。」以上所指的是何戰爭？ 

(A)波希戰爭   

(B)伯羅奔尼撒戰爭 

(C)馬其頓征希臘   

(D)迦太基戰爭 

【解析】此戰爭的起因是雅典勢力發展愈來愈強大，甚至主導其他城邦，可推知為(B)

伯羅奔尼撒戰爭。 

D 6.文中的□□人應是以下何者？ 

(A)波斯人 (B)迦太基人 (C)馬其頓人 (D)斯巴達人 

【解析】斯巴達聯合其他希臘城邦重組伯羅奔尼撒同盟，與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抗衡，

因而爆發伯羅奔尼撒戰爭，故正解為(D)。 

C 7.史家寫道：「由於論政風氣的盛行，朝臣往往為某一件事情爭辯不休，他們又各自尋

求志同道合的人，以為聲援，因此漸生派系，造成朋黨的對峙。其中衝突最甚的，莫

過於新法的意見之爭……終至亡國。」引文所述的現象，應為下列哪個事件？ 

(A)漢代的黨錮之禍 

(B)唐代的牛李黨爭 

(C)宋代的新舊黨爭 

(D)明代的東林黨爭 

【解析】北宋王安石提倡變法，引發司馬光等人不滿，彼此尋求奧援，形成新舊兩黨

互相傾軋，爭論不休，致使朝政敗壞，終至亡國，故(C)為正解；(A)黨錮之禍起因於宦

官的專擅，與新法無關；(B)牛李黨爭是士大夫結黨鬥爭排擠事件，並未與新法有關；

(D)東林黨爭是東林黨與閹黨之間的對立，與新法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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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8.一本新書裡訪談的對象如下：「二次大戰新幾內亞拉包爾戰俘營倖存的游擊隊長李維

恂、參與接收臺灣的 70 軍成員林精武、十二歲就成為『少年兵』的作家桑品載、加

入國軍轉而成為解放軍的臺東卑南族陳清山、身為日軍俘虜營監視員而在戰後被判刑

十年的柯景星」。請問新書應該取名什麼？ 

(A)雙腳走出的二萬五千里－紅軍長征紀實 

(B)二二八事件實錄 

(C)萬里赴戎機：第一次世界大戰參戰華工紀實 

(D)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解析】題幹為龍應台 2009 年新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訪談對象。根據人物介

紹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接收臺灣」、「少年兵」（日本為對外作戰，曾大量招

收少年兵，亦有臺籍少年被徵召）、「國軍」、「解放軍」、「日軍」等詞，對照選

項推論時代背景，故(D)最為適宜。 

C 9.據明末之際的一名學者描述，某地雖然五穀豐收，卻出現許多百姓因繳納不出租稅，

競相販賣妻子一事。而賣身從軍、逃亡自盡者更不盡其數。不禁令此學者驚呼，豐年

而賣其妻子籌錢者，真的是前所未見。請問，造成此社會現象的主要因素最有可能是

下列何者？ 

(A)紙幣發行浮濫，過度通貨膨脹 

(B)銅礦過度開發，銅錢流量減少 

(C)當地銀荒嚴重，造成銀貴穀賤 

(D)白銀過度流入，銀價嚴重貶值 

【解析】題幹出自顧炎武《錢糧論》。顧炎武在文中指出，中國的白銀在內地嚴重短

缺，已變成有穀無銀、銀貴穀賤的狀態。而納稅又皆以白銀為主，導致當地五穀豐收，

許多農民仍因穀價過低而無法籌足相應的稅額，只能賣妻賣身換取白銀，故正解為(C)。 

A 10.東晉初年，王導剛到江南一帶，欲攏絡當地人士，想要與南方的重要人士陸玩締結雙

方兒女的婚事。陸玩說：「小山丘上沒有松柏這類大樹，香草不能與臭草放在同一個

容器中。我雖然沒有什麼才幹，卻不會第一個去做違反倫常的事。」請問陸玩之所以

拒絕王導，是因為什麼原因？ 

(A)陸玩是南方人士，輕視北方來的士族權貴 

(B)士族私自通婚有違倫常，希望得到皇帝的允許 

(C)暗示王導身上有異味，不想跟他有更多接觸 

(D)自覺沒有才幹，不該與重臣王導結為親家 

【解析】東晉士族南徙後，被稱為「僑姓」，以王、謝、袁、蕭為要；南方當地的士

族則被稱為「吳姓」，包括朱、張、顧、陸等。在東晉之初，南方吳姓士族常瞧不起

南下的北方士族，因此不願意聯姻，更以「荒傖」、「傖父」等語稱呼他們，意為出

於邊鄙地區的粗野之人，故(A)為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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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1.近代翻譯家嚴復，這樣形容一本書：「西文曰嬰塞覺羅辟的亞(Encyclopedia)，正譯曰

智環，或曰學郛（ㄈㄨˊ，比喻收藏豐富的地方）。蓋以一部之書，舉古今宇內，凡

人倫思想之所及，為學術，為技能，為天官，為地誌，為各國諸種有傳之人，為宗教

鬼神可通之理，下至草木、禽獸、藥物、玩好，皆備於此書焉……。歐洲學郛之作，

發現於十八世紀之中葉。……而智環一書，實群言之林府。於是政教篤舊之家，心駭

神愕，出死力以與是書抵距。蓋其書越二十年而始成，編輯之人，屢及於難。」根據

上述資料，下列何者正確？ 

(A)從嚴復的敘述中判斷這本書只有介紹歐洲政治體制 

(B)文中的「智環」、「學郛」皆指狄德羅所編的《百科全書》 

(C)文中的「嬰塞覺羅辟的亞」即科學革命的開山作《論天體之運行》 

(D)從嚴復的敘述中得知這本書在很短的時間編輯完成 

【解析】(A)從「學術、技能、天官、地誌、草木、禽獸、藥物、玩好」等可知該書包羅

萬象，不僅止於歐洲政治體制；(B)(C)「嬰塞覺羅辟的亞」可以得知直譯自 Encyclopedia，

即《百科全書》的英文，嚴復又將其轉譯為「智環」、「學郛」，成書於十八世紀中葉

歐洲，故可推知此書為狄德羅所編的《百科全書》，故(B)為正解；(D)超過二十年才編

輯完成。 

B 12.附表為 1860 年代後臺灣出口商品，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商品 甲 乙 丙 

占出口總值比例 54% 36% 4% 

從業人口 三十萬人 十五萬人 一萬三千人 

(A)甲乙商品主要集中在北部 

(B)1870 年代中期之後，隨著「甲商品」出口值漸增，交易往淡水及雞籠集中 

(C)因「丙商品」出口激增，形成南府城、北稻艋兩大市場 

(D)臺北地位更是不斷隨著「乙商品」興盛提升 

【解析】1860 年代為臺灣開港後，此時茶業迅速發展為重要產業，占出口總值一半以

上，故可知甲為茶葉；南部則以砂糖為主要出口商品，此外樟腦也是外銷大宗，故可

推知乙為砂糖，丙是樟腦；(A)乙商品砂糖集中在南部；(C)因甲商品茶葉出口激增，

大稻埕與艋舺貿易興盛，而府城則以砂糖作為貿易出口大宗，並非茶葉；(D)北部地位

因甲商品茶業興盛而提升；(B)茶葉多產於中、北部丘陵，在大稻埕加工後，於淡水碼

頭銷往美國、南洋，故(B)為正解。 

D 13.1938 年 9 月一份國際條約提到：「德國、英國、法國和義大利考慮到蘇臺德區割讓給

德國在原則上已達成協議。……英國、法國和義大利同意從該區撤退應於 10 月 10 日

完成……並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將被責成履行撤退……。」關於此條約的敘述，下列

何者正確？ 

(A)這使共產主義向外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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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德國在此條約後持續向外擴張，兼併奧地利 

(C)義大利因為對此條約不滿，在其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選擇對抗德國 

(D)此條約沒有達成英、法的預期目標 

【解析】此條約為《慕尼黑協議》。英國和法國在協議中同意德國兼併蘇臺德區，藉

此滿足德國的擴張慾望，遏止德國併吞捷克斯洛伐克，避免戰爭。因而被稱為是「姑

息政策」。然而，德國在併吞蘇臺德區後，進一步併吞捷克斯洛伐克，英、法的盤算

完全失敗，故(D)為正解。 

A 14.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於 1995 年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

成而繼續奮鬥〉一文，文中針對兩岸關係的發展進行分析。此後，時任中華民國總統

的李登輝旋也發表了相關談話。依當時情況判斷，下列何者為當時李登輝的談話內

容？ 

(A)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 

(B)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但雙方領導人盡量不見面 

(C)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D)雙方大致上為同一政治實體 

【解析】1995 年元旦，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著名的「江八點」，強調在一國兩制的基

本方針下，建構和平統一的條件，並表示不承諾放棄武力。而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

登輝，也以著名的「李六條」進行回應，強調需以兩岸分屬不同政治實體作為前提的

情況下，才能討論中國統一的議題，並要求以平等的國際地位參與各類國際會議，故

正解為(A)；(B)雙方領導人透過參與國際組織會議時自然見面；(C)為江澤民所提出；

(D)雙方為不同政治實體。 

B 15.「蘇維埃政權像一具持續性的玩具火車頭一樣，沿著已經設定好的途徑，朝向固定的

目的猛衝，它只有遇到不可抗拒的力量時，才會停止。因此，必須採取強勢但靈活的

反擊策略，利用各地有利的地緣環境與政治因素，隨時隨地打擊蘇維埃擴充共產主義

勢力的侵略行為。」根據上述美國對蘇聯的認識，美國採取何種政策來對付蘇聯？ 

(A)發展核武 

(B)圍堵政策 

(C)孤立主義 

(D)《租借法案》 

【解析】題幹為 1947 年，美國駐蘇聯的外交參事肯南在《外交事務季刊》所發表的

文章。根據題幹可判斷此觀點應誕生於冷戰時期，利用各地有利的地緣環境與政治因

素，抑止蘇維埃共產主義向外擴張，故正解為(B)；(A)發展核武是冷戰下美蘇之間的

競爭項目之一；(C)為一次大戰後，美國花費不少軍費卻未分得土地或賠款，因此美國

國內普遍認為參戰毫無益處，而回歸孤立主義，不介入國際事務；(D)1941 年《租借

法案》為二戰時期美國為援助同盟國物資的一項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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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6.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實施「三公九卿」的中央政府制度。三公中又以丞相為首，主掌

行政大權。到了漢武帝時，皇帝召集僚屬近臣議政，形成「內朝」，丞相等官員則成

為「外朝」，成為執行政令的機構。乃至東漢，尚書令已正式取代丞相的職權。請問

從以上所述的轉變中，可知下列何事？  

(A)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尚未定型，時常變動 

(B)丞相的權力愈來愈大，甚至侵奪皇權 

(C)政治制度疊床架屋，許多機構彼此重疊 

(D)丞相權力受到削弱，反映皇權漸漲 

【解析】(A)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變動，反映的是權力的移轉，而非尚未定型；(B)丞

相權力是愈來愈小，難以侵奪皇權；(C)題幹之重點在於權力核心的移轉，未見疊床架

屋之問題；(D)漢朝丞相的職權被分割，外朝成為政令的執行部門，內朝權力不斷擴大，

是皇權強化的結果，故(D)為正解。 

C17.毛澤東曾說過：「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

1950 年後毛澤東分別先「整頓」農村，其次是官員與工商業者，再來是知識分子，最

後為了重振個人政治權力與持續共產主義路線而發動十年文革，直到其身死方休。諸

如(甲)土地改革；(乙)破四舊、立四新；(丙)反右派鬥爭；(丁)三反、五反；(戊)批林批

孔，上述都是毛澤東曾推動過的鬥爭，請問若依序排列，下列何者為是？ 

(A)丙→乙→甲→丁→戊        

(B)戊→乙→甲→丁→丙 

(C)甲→丁→丙→乙→戊        

(D)乙→戊→甲→丁→丙 

【解析】1950 年展開「土地改革」；1951、1952 年推動「三反、五反」；1957 年開

始「反右派鬥爭」；1966 年起文化大革命初期紅衛兵運動推動，以「破四舊、立四新」

為口號；1974 年展開批鬥林彪與孔子運動，故正解為(C)。 

D 18.小雯參觀聖索菲亞教堂時，發現其內部以幾何圖案作為主要裝飾內容，請問為何有此

特色？ 

(A)為了與圓頂及列柱呼應 

(B)為了與鑲嵌人物畫配合 

(C)東羅馬曾爆發聖像破壞運動 

(D)伊斯蘭教禁止偶像崇拜 

【解析】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修建聖索菲亞教堂，1453 年鄂圖曼帝國占領了君士坦丁

堡，並將聖索菲亞教堂整修為具有伊斯蘭文化的風格，因伊斯蘭教禁止崇拜偶像，因

此教堂內部多以幾何圖案及《古蘭經》經文作為裝飾，故正解為(D)。 

C 19.有篇文章中提到十七世紀的一場國際戰爭，讓法國稱霸歐洲大陸，瑞典穩居波羅的海

地區霸主，荷蘭順利獲得獨立，神聖羅馬帝國建立世界帝國的計畫徹底破滅。請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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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戰爭是： 

(A)英法百年戰爭 

(B)三亨利之戰 

(C)三十年戰爭 

(D)七年戰爭 

【解析】(A)英法百年戰爭發生在 1337～1453 年，與題幹時間不符；(B)三亨利之戰為

1586～1589 年，是法國宗教戰爭時的王位爭奪戰；(D)七年戰爭為 1756～1763 年，是

以法國與英國各自為首爭奪海外殖民地發生的戰爭，最終法國戰敗，將法屬加拿大與

大部分的印度殖民地讓給英國，英國則在此戰後確立海上霸權的地位，成為海外殖民

地的最大贏家。(C)三十年戰爭發生於十七世紀初，因波希米亞的宗教問題，引發布拉

格拋窗事件，新舊教國家捲入其戰爭，戰後各國簽訂《西發里亞和約》，使神聖羅馬

帝國各邦獲得外交自主權，法國取代西班牙成為歐陸新霸主，瑞典勢力崛起，荷蘭獨

立。故(C)為正解。 

D 20.資料一：「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 

資料二：「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 

資料三：「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

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以上三則資料都與理學相關，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資料一的學說是明代主流學術派別 

(B)資料三的學術思想繼承自朱熹學派 

(C)三則資料都是關於學習方法的討論 

(D)出現順序為資料二→資料一→資料三 

【解析】此三則資料皆與理學發展相關，資料一為南宋朱熹提出的學說，主張求道要

「存天理，去人欲」。資料二為北宋張載的「太虛即氣」學說，主張宇宙的本體是「氣」，

世間萬物，皆是由「氣」之聚散而生成，人的生死亦然，反對佛、道家空無的觀點。

資料三是明代王守仁的主張，認為心是良知的本體，良知本存於人心中，無須外求。

(A)資料一源自南宋，後發展為元代的主流學術思想；(B)資料三王守仁的思想源自於

陸九淵的心學；(C)資料一為學習道理的方法，但是資料二討論的是宇宙本體、資料三

所述為良知的本源，與敘述不符；(D)順序為資料二北宋張載、資料一南宋朱熹、資料

三明代王守仁，故(D)為正解。 

B 21.自十九世紀初，英格蘭各地出現所謂「盧德主義者」，他們以破壞工廠和紡織機聞名，

且經常恐嚇地主、企業家，要求他們焚毀各式機器，否則群眾將會為此審判他們。請

問，這些盧德主義者的主張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推行國家社會主義，強調國家至上、國族優先 

(B)反對工業化，維護手工紡織技術者的工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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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以暴力推翻資本家，建立無產階級的平等社會  

(D)要求選舉開放，改變投票權被地主壟斷的局面 

【解析】十九世紀初正是工業革命開始擴張之時，機械化生產的廣泛應用導致手工業

者遭到取代，進而引發他們的不滿。因此當時才會出現恣意破壞工廠和紡織機的團

體，也就是盧德主義者。故正解為(B)。 

B 22.附表是 1789 年與 1802 年間，法國「北方省」四個不同社會階層擁有土地百分比的變

化狀況。請問表中的「甲」最有可能代表哪一個社會階層？ 

(A)貴族  

(B)教士  

(C)農民  

(D)中產階級  

【解析】1789～1802 年是法國大革命期間，從表格可見到

甲擁有的土地比例降為零。國民會議主政期間（1789～1791 年）改革宗教事務：沒收

教會的財產，加強政府對教會的控制；由此可知甲為教士階層。乙的比例也下降，是

貴族；丙、丁的比例上升，是中產階級與農民，故正解為(B)。 

C 23.臺灣曾流傳一首〈勸番歌〉：「勸番切莫去抬郎（即殺人），抬郎不能當衣糧，抬得

郎來無好處，是禍是福要思量。……一旦大兵來剿洗，合社男女皆驚慌，東逃西走無

處躲，房屋燒了一片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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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針對這首歌的解釋，下列何者正確？ 

(A)這首歌流傳於霧社事件後，為臺灣總督府恫嚇生番部落用的文宣 

(B)生番「抬郎」是基於報復、擴張部落領域等原因，與傳統儀式無關 

(C)種茶、耕田、剃頭與穿衣，是當時政府辨別生番是否順服統治的象徵 

(D)反映統治者專以武力征剿生番，並無提出其他柔性安撫政策 

【解析】題幹出自於屠繼善的《恆春縣誌》。(A)從「剃髮」、「銀錢」等關鍵字來看，

這首歌應流傳於清代；(B)「出草」為生番青年最重要的成年禮，卻常導致漢、番間爆

發衝突；(D)自牡丹社事件(1874 年)後，清廷在臺實施「開山撫番」，以番學堂等非武

力手段安撫生番部落，而這首〈勸番歌〉即為當時柔性安撫生番的教材之一，故正解

為(C)。 

D24.一份有關唐代均田制的論文寫道：「（田簿）文書行距甚大……是為了各種註記和核

對所預留的空白，開元末年高昌縣退田簿（登記退還國家田畝的簿冊）就寫著幾種註

記。但是，天寶晚期敦煌縣三種田簿中的行距則沒有任何註記。」根據以上論述，下

列何者最有可能是該文結論？ 

(A)顯示唐代均田制未曾施行於敦煌地區 

(B)可知敦煌在天寶晚期改施行兩稅法 

(C)證明均田制只是史家推想，並未實際施行 

階層 1789 年 1802 年 

甲 20 0 

乙 22 12 

丙 16 28 

丁 3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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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反映天寶晚期，均田制已難落實於敦煌 

【解析】唐代開元時期，由於人口快速增加，政府對土地買賣的限制較寬，土地逐漸

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政府沒有足夠的田地分配給人民。加上安史之亂（天寶十四載）

以後戶籍散亂，均田制更加難以施行。題幹論文正是反映唐玄宗開元到天寶年間，均

田制的崩壞，故正解為(D)。(A)題幹說到敦煌縣有三種田簿，顯示曾經施行過均田制；

(B)兩稅法於唐德宗建中年間開始施行；(C)退田簿可作為均田制當中，人民身歿歸還

農地給國家的證明。且(A)、(B)、(C)皆難自引文中推論，故不選。 

A 25.附圖漫畫描繪某條約的簽訂，畫名為〈和平與未來成炮

灰〉，以立柱將畫面一分為二，左側是一名小孩，腳邊散

落一紙「和平條約」，頭上的「1940」代表能被徵召當兵

的年分；右側是四人正準備離開某地，其中走在前方、穿

白衣的是有「法蘭西之虎」稱號的法國總理克里蒙梭，最

下方寫著「老虎說：怪哉，我似乎聽到小孩在啜泣！」請

問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幅漫畫？ 

(A)漫畫意味著此條約終將促成另一場戰爭的爆發 

(B)左側衣不蔽體的小孩象徵著戰敗衰微的義大利 

(C)此圖右側四人為戰爭中「同盟國」陣營的代表 

  (D)地上的「和平條約」最終造成俄羅斯帝國瓦解 

【解析】此幅漫畫出於澳洲畫家 Will Dyson 之手，刊載於 1919 年 5 月 17 日。此圖右

側四人自左到右依序為美國總統威爾遜、義大利總理奧蘭多、法國總理克里蒙梭、英

國首相勞合喬治，皆為一次大戰戰勝國的代表。1919 年 5 月，英、美、法決議出對德

條約，並於 1919 年 6 月與德國正式訂約，即後來的《凡爾賽條約》。(A)《凡爾賽條

約》中載明了德國為戰爭禍首，需承擔大部分戰爭的責任，條約嚴苛，成為第二次世

界大戰爆發的原因之一，故(A)為正解；(B)義大利在一次大戰中為戰勝國，應改為德

國；(C)英、法、美、義在一次大戰中屬於「協約國」陣營；(D)俄羅斯帝國在 1917 年

二月革命後滅亡，並非受《凡爾賽條約》影響。 

A 26.臺灣開港後，許多外國人來臺經商貿易，連帶引發了不少糾紛。例如 1867 年的「羅

妹號事件」與 1874 年的「牡丹社事件」，都是與外國人相關的臺灣涉外衝突事件。請

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兩起事件皆使列強質疑清廷能否有效控制臺灣 

(B)前者為海盜襲擊商船事件，後者則因漁民被原住民殺害所引起 

(C)羅妹號事件最終由清廷出面與美國簽訂和約而解決 

(D)牡丹社事件後，清廷聽從沈葆楨的建議在臺灣建省 

【解析】(A)「羅妹號事件」由廈門領事李仙得、英商必麒麟與原住民私下解決，非清

廷出面出面調解。「牡丹社事件」則起因琉球漁民遭原住民殺害，卻遭清廷回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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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原為化外，未便窮治」，兩者事件皆反映清廷無法有效控制臺灣，故(A)為正解；(B)

「羅妹號事件」是美國商人遭原住民殺害的事件；(C)「羅妹號事件」由美國領事與原

住民私下約定解決；(D)臺灣到中法戰爭結束後才建省。 

B 27.某高中考卷的簡答題為「世界經濟在大航海時代後，逐漸以銀為中心合為一體，請以

銀為主軸，簡述當時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概況」，如果你是閱卷老師，下面哪段論述

可以加分？ 

(A)葡萄牙在美洲大陸開採銀礦，並將白銀運至亞洲據點馬尼拉，與中國進行交易 

(B)大量白銀流入中國，逐漸成為民間通用貨幣，田賦繳納也漸以白銀為主 

(C)十七世紀初，英國率先成立東印度公司，獨占亞洲貿易，倫敦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D)大量白銀流入亞洲，換取茶葉與香料等貨物，歐洲因缺乏白銀導致銀價高漲，物價

下跌，引發物價革命 

【解析】(A)西班牙在中南美洲開採銀礦，越過太平洋，將白銀運自菲律賓馬尼拉與中

國貿易；(C)1600 年英國率先成立東印度公司，荷蘭雖於 1602 年成立東印度公司，但

積極拓展亞洲貿易與殖民事務，占據印尼的巴達維亞作為貿易擴張的大本營。蓬勃的

國際貿易，使阿姆斯特丹一度成為世界的經濟金融中心；(D)美洲大陸的白銀同樣流入

歐洲，造成銀價下降，物價高漲，形成物價革命。(B)白銀流入中國，逐漸改變中國通

用貨幣，從明代的「一條鞭法」，清代的「攤丁入畝」，田賦繳納漸以白銀為主，故(B)

為正解。 

B 28.以下是日治時期兩種民間運動的型態。甲：在各大城市成立簽名處，鼓勵民眾連署，

然後在東京演講、遊行，拜訪政要與報社；乙：編製簡易識字教材，舉辦演講會、茶

話會，以及有專人解說的電影巡迴播放。關於甲、乙的敘述，下列正確的是： 

(A)甲：走的是文化啟蒙路線；乙：走的是農工運動路線 

(B)甲：目標是凸顯臺灣的獨特性；乙：目標是啟迪民智 

(C)甲：由林獻堂、林呈祿領導；乙：由連溫卿、謝雪紅領導 

(D)甲：獲得日本國會的支持；乙：遭總督府嚴厲打壓 

【解析】甲：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乙：臺灣文化協會。故(B)為正解；(A)甲並非文

化啟蒙，而是爭取政治權益；乙則是文化啟蒙路線；(C)連溫卿為新文協的領導人，謝

雪紅為臺共的領導人；(D)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未獲得日本國會支持。 

C 29 以下是中國歷史上某朝代的人地關係演變：分析此圖，「某朝代」應該為何？ 

  

 

 

(A)西周  

(B)東晉  

(C)唐代  

政府負責使農民 

取得土地所有權 

→ 戶籍散亂，土地兼併 

嚴重 

→ 

 

農民失去土地，租佃 

關係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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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明代 

【解析】第一階段指唐代均田制下政府的授田，第二階段指安史之亂後戶籍散亂，均

田制失效，第三階段指因土地兼併導致自由農成為佃農，故(C)為正解；(A)公、私田

制，土地公有；(B)土地一開始即為世家大族控制；(D)明代政府未主動使農民取得土

地所有權。 

A 30.雕塑家羅丹參觀博物館，面對一些人物塑像時，曾有感而發說：「瞧！伏爾泰對面的

盧梭，目光中含有無限精微的氣息，那是十八世紀諸人物的共同性格。他們都是懷疑

者，他們批評從古代以來認為天經地義的道理，他們都有監視的目光。」依你的理論，

羅丹所謂的「十八世紀諸人物的共同性格」指的是什麼？  

(A)以理性的方法，思考人類社會的現象，不輕易接受各種教條 

(B)提倡歸納或實驗的方法，質疑古代以來各種定律及學說 

(C)尊崇人文主義，強調自我意識與世俗價值 

(D)傾向自由、平等，主張改革創新，強調個人自主的地位 

【解析】十八世紀為歐洲啟蒙運動時代，強調理性，而伏爾泰與盧梭正是啟蒙運動時

期的重要人物，故(A)為正解；(B)指十七世紀科學革命時代；(C)文藝復興時代；(D)

十九世紀自由主義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