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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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臺灣在 1920 年代與 1970 年代都曾出現文學上的論戰，關於這兩次論戰，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都以反對文言文為主要訴求  

(B)都在政府的壓力下而終止  

(C)雙方都摒棄成見而取得共識 

(D)都出現批判現實社會的作品 

【解析】1920 年代為新舊文學論戰，1970 年代為鄉土文學論戰；(A)前者以批判文言文

為訴求，後者以描寫臺灣社會寫實狀況為訴求；(B)前者於 1930 年代因皇民化而漸歇，

後者並未因政府壓力而終止；(C)均未有此現象；(D)兩個時代都出現鄉土文學，前者批

判殖民統治下的社會，後者批判工業化下的社會問題，故(D)為正解。 

D 2.十九世紀學者在某地挖掘出數十塊泥板，泥板上的「文字」經由學者翻譯後，記載著

大洪水滅世等頻繁的自然災害，可看出當時人們對於現世抱持著悲觀與害怕。請問這

些文字應為下列何者？ 

(A)象形文字  (B)腓尼基文字  (C)希臘文字  (D)楔形文字 

【解析】從題幹中的「大洪水滅世的故事」與「對現世抱持悲觀與害怕」可得知此泥

板應為西亞地區的伊拉克古城－尼尼微所出土的《吉爾伽美什史詩》，泥板上的文字

為楔形文字，故正解為(D)；(A)象形文字由古埃及人所發明，而尼羅河定期氾濫，並不

會有大型的自然災害；(B)(C)腓尼基位於地中海沿岸，希臘位於愛琴海，兩地並未有頻

繁的自然災害。 

B 3.1792 年 12 月有份著名的演講稿上的內容寫著：「……路易是被他本身的罪行推翻，他

密謀對共和國不利，如果他不被定罪，共和國就永不會被釋放。主張審訊路易十六的

人，是在質疑革命。如果他受審，就有可能開釋，他就有可能無辜。但如果他無辜，

革命又是什麼呢？如果他無辜，我們豈不都犯了誹謗？路易必須死，因為共和國要生。」

請問這份演講稿的發言者為何人？ 

(A)拿破崙 

(B)羅伯斯比 

(C)查理十世 

(D)克倫威爾 

【解析】此為羅伯斯比著名的演講稿《路易必須死，因為共和國必須生》。1792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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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法國已廢除王政，改行共和。羅伯斯比作為國民公會的主導者，發表演講，要求

處死路易十六。隔年 1 月，國民公會以叛國罪將路易十六送上斷頭臺處死，故(B)為正

解。 

A 4.穆罕默德曾說：「如果有人告訴你有一句格言是我說的，你必須將它與《古蘭經》進

行對照。不管我實際上有沒有說過那句話，與《古蘭經》一致的話就是從我而來。」

請問這段話應該如何解讀？ 

(A)顯示《古蘭經》的崇高地位 

(B)表示穆罕默德對真主的推崇 

(C)希望信徒要理性思考，不可道聽塗說 

(D)表現出穆罕默德的謙遜 

【解析】《古蘭經》為穆罕默德對穆斯林的教誨編輯而成，被認為是真主的指示，伊

斯蘭教的最高經典。此題意味，如果這句格言與《古蘭經》一致，那就可當成是穆罕

默德說的，強調對《古蘭經》正統地位的推崇，故(A)為正解。 

C 5.「『後現代主義』一詞最初是在藝術界流行起來的，……這個用語傳開來以後，漸漸

意指對於現代性的批評，……因為後現代主義之故，原來為人們相信的進步、歷史時

代劃分，個人能知能行的觀念，都出了問題。」從上文來看，以下哪一位史家最具有

後現代主義的思維？ 

(A)蘭克相信歷史有絕對的客觀，史料可以如實地呈現歷史原貌 

(B)維柯認為歷史是由低級向高級發展，而且是由人類所創造的 

(C)懷特指出歷史不可能再現或復原，而是被闡釋和編織過的歷史的敘述 

(D)孔德認為歷史經由比較、分析，便可得知變化規律並進而預測發展 

【解析】題幹出自喬伊絲‧艾坡比等著《歷史的真相》，提到「後現代主義」是對「現

代性」的批評，而「現代性」受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影響，具有理性、進步觀等特點，

可知「後現代主義」帶有對傳統價值觀的反動；(A)後現代主義嚴厲批判「絕對客觀」

的觀點；(B)認為歷史發展是進步的，屬於「現代性」觀點；(C)後現代主義認為沒有

絕對的客觀，歷史只是所謂的創作，帶有作者個人的主觀意識與解釋，故(C)為正解；

(D)孔德的看法是從歸納法出發的解釋，受到科學革命時培根、笛卡兒的影響。 

D 6.「錯（砍）蔗無異搶去分，磅秤由伊咱無權，十萬將要入等級，蔗葉過（再）扣數百

斤。咳呦呦！種蔗難似中狀元！……長工也要想翻身，何況貼本做農民，大家睏了愛

精神（清醒之意），參加組織是正經。咳呦呦！十萬農民一條心！」有關題幹的分析，

下列何者正確？ 

(A)題幹出自蔗農對荷蘭贌稅制度的不滿 

(B)「組織」應指郊商 

(C)不贊成嘉南大圳分區供水 

(D)批評指定原料收購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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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題幹出自李應章《甘蔗歌》。(A)會社一詞來自日文，故可推斷是日治時期；

(B)題幹敘述鼓勵農民應積極參加組織對抗會社苛扣，可推斷此組織為農民組織，而非

因商業貿易組織的郊商；(C)題幹中未提及水資源問題；(D)從「錯（砍）蔗無異搶去

分，磅秤由伊咱無權，十萬將要入等級，蔗葉過（再）扣數百斤」，可知甘蔗都是由

日本會社自行秤重收購，因此常發生偷斤減兩的情況，可推知此為描述日治時期指定

原料收購不公的情形，故(D)為正解。 

C 7.「改赤崁地方為東都明京，設一府二縣。以府為承天府，天興縣、萬年縣。楊戎政為

府尹……行府尹查報田園冊籍，徵納稅銀。改臺灣為安平鎮。」關於此資料所述的時

代，下列何者為真？ 

(A)此資料描述的是十六世紀的臺灣南部 

(B)當時的統治者曾與荷蘭簽訂通商條約 

(C)以寓兵於農的開墾方式增加軍隊糧食 

(D)當時的經濟獲利來自對日本的走私貿易 

【解析】題幹節錄自楊英《從征實錄》，所述為鄭成功治臺時期的行政區劃。(A)時間

應為十七世紀；(B)荷蘭與鄭氏政權為敵對狀態，並未有簽訂通商條約之事；曾與鄭氏

簽訂通商合約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且應為鄭經繼位後之事，與題幹不符；(D)日本於

1633 到 1854 年實施鎖國政策，然臺灣並不在此限制中，雙方貿易非走私，與史實不

符；(C)鄭成功取得臺灣後，因應大批軍民移入，而採行寓兵於農的屯田制度，一方面

使軍隊自產糧食，一方面也控制、開墾新領地，符合題幹所述，故(C)為正解。 

A 8.資料一：某些西方觀察家指出，自此事件發生以來，就對此國以「新的形式」來從事

抗拒日本這一點，表示興趣。 

   資料二：有西方記者提出疑問：「這個新政府究竟出於法國的陰謀或是北京清廷政府所

指使的呢？」 

資料三：藍厚理(H.J.Lamley)教授認為：「這個短命的新國家，具體而微地反映了在新中

國的黎明來臨之時，迷惘的中國人之激情和變遷的狀態。」 

請根據以上三則資料判斷所描述的是哪一個歷史事件 

(A)臺灣民主國成立                        

(B)清法戰爭  

(C)滿洲國成立                  

(D)汪精衛成立南京國民政府 

【解析】資料一說明此一政府抗拒日本；資料二提及與法國或是清廷有關，張之洞曾

經致電報給唐景崧，說明當時臺灣因甲午戰爭必須割讓給日本，而張之洞建議唐景崧

整頓臺灣內部，以臺灣士紳的影響力來收束民心，並以這些臺灣士紳發表「民意」，

來打動西方各國出面干涉；法國告知唐景崧，臺灣是無法回到清朝統治，若是獨立自

保，則能透過國際的力量來阻止臺灣割讓給日本；資料三提到「這個短命的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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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三則資料的線索可以判定為臺灣民主國的成立，故(A)為正解。 

B 9.「一人之身，歲得布五丈即可無寒，歲得米四石即可無饑。米四石為錢二千八百，布

五丈為錢二百，是一人食力，即可養十人。即不耕不織之家，有一人營力於外，而衣

食固已寬矣。今則不然，為農者十倍於前，而田不加增……」上文出自清代的學者，

其文中所顯現的社會問題，與下列何者關係最大？ 

(A)土地兼併日益劇烈     

(B)人口不斷增長  

(C)清代商人地位的提升 

(D)清代的海禁政策 

【解析】引文出自清代學者洪亮吉，洪氏比較過去與現在的人口與土地關係。過去一

人耕田，即可養活十口，因為每人平均耕地夠多。如今人口大幅增加後，平均耕地減

少了，致使糧食不足，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故(B)為正解。 

A 10.報載指出：「A 公司每賣一支手機，利潤是售價的 55%，剩餘部分才是其他環節廠商

獲取，七折八扣下來，臺灣廠商的毛利率平均不到 5%……。」這種利潤的差異與下

列何種現象有直接相關？ 

(A)商品、技術、資訊等生產要素跨國、跨地區的流動 

(B)大型跨國公司發展出適應特定本土市場的策略 

(C)將生產流程劃分為數十數百個單調的操作 

(D)不同廠家產品規格一致 

【解析】這種一個產品的製作由全球分工的現象稱之為「經濟全球化」，也就是生產

要素跨地區流動，將全世界連接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市場，使各國在這一大市場中發揮

自己的優勢，故(A)為正解。 

C 11.中國歷代的學術思想，曾在不同時期吸收過不同的元素，雖然儒學大致維持獨霸的局

面，但其內涵幾經轉變，與春秋時代的孔子學說，早已不盡相同。例如某一時期的儒

學，力抗佛教與道教的理論，但實質上卻已吸收佛、道二教的形上學內涵，形成一種

新型態的儒學。請問這種新型態的儒學是什麼？ 

(A)漢初黃老之學 

(B)唐代經學 

(C)宋明理學 

(D)乾嘉考據學 

【解析】唐代以來，佛、道大興，儒學相對衰微。故韓愈等人力倡重振儒學，至宋代   

乃有新儒學（理學）形成。新儒學吸收了佛、道二教的部分理論，使得儒學重新占據

主流地位，故正解為(C)；(A)佛教尚未傳入，道教也還沒形成；(B)經學注重經文的註

釋，不符合題幹所說的形上學內涵；(D)注重章句訓詁，反對形而上的空泛討論。 

A 12.二十一世紀初期，北非、阿拉伯半島陸續發生政府被推翻的事件，如 2011 年葉門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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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武裝抗爭，要求掌權長達 32 年的總統下臺。恐怖組織伊斯蘭國更趁各國動盪之時

崛起，控制中東大片區域。請問這一連串反政府運動的起點應是何地？   

(A)突尼西亞 

(B)伊拉克 

(C)埃及 

(D)科威特 

【解析】題幹所述為 2010 年底發動的阿拉伯之春。2010 年 12 月，突尼西亞的年輕人

受到政府的欺壓，而抗議自焚。民眾群起憤慨，開始進行大規模的街頭示威與民主活

動，形成一場規模空前的反政府運動，接連影響到北非、阿拉伯半島等許多長期由獨

裁政府執政的國家，故正解為(A)。 

A 13.「他們」堅持認為族人興起於北方，應該在馬上治天下，不應該放棄馬背，前往中原

地區去統治。「他們」還擔心遷都會動搖他們現有優越的政治地位，使漢人大族的地

位提高。但皇帝以「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為由，決定南

遷都城。以下有關題幹的分析，下列何者較為合理？ 

(A)文治改革是皇帝南遷的因素之一 

(B)皇帝認為要維持馬上民族的尚武風氣才能富國強兵 

(C)「他們」指的是鮮卑貴族，贊成文治、移風易俗政策 

(D)「南遷都城」應是平城 

【解析】從「皇帝以『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可推斷：

(A)文治是促使皇帝南遷的因素之一，故(A)為正解；(B)皇帝想實行文治，而非尚武風

氣；(C)「他們」指的是鮮卑貴族，但鮮卑貴族們希望繼續留在北方，並維持馬上治天

下；(D)應為洛陽。 

B14.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貝爾曾說某媒體：「一定要為政府的革命目標服務，而政府也

會適時給予指示。我認為□□是左右民眾思想，最現代化與最有效的工具。為達成我

們的目的，最應注意的原則是，切勿讓人民感到無聊。一定要宣揚民族主義的藝術和

文化，這是最符合現代生活與時代精神的。」請問□□所指的是哪一種媒體？  

(A)電視 

(B)廣播 

(C)報紙 

(D)電影 

【解析】1920 年代，由於無線電廣播在歐美開始商業播送，以及收音機收音品質提高、

價格下降，因此廣播很快地成為普及大眾的傳播媒體。廣播之所以成為「最有效的工

具」原因在於(1)廣泛傳播（單點對多點，打破了以往聲音傳播單點對單點的限制）；

(2)即時傳播；(3)沒有識字的門檻限制；(4)傳播範圍遠。在二戰期間，廣播造成傳播

媒體的一大革命，成為政治宣傳的重要工具，故(B)為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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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5.資料一：最博學的神學家也很難自圓其說，如果他同時向信眾鼓吹贖罪券的特效，又

宣傳真誠悔罪的必要性。 

資料二：凡喀爾文派的新教徒，除巴黎及其他部分市鎮之外，均可在原來村鎮照舊舉

行新教儀式。新教徒得與舊教徒享受政治上、教育上同樣的權利，且亦可充任政府公

職。 

資料三：……我們在此前發布的，一些意在敦促大家崇敬諸神的敕令，已使許多基督

教徒陷於危險和苦難之中，其中許多還喪失了性命，……至今不能參加任何正常的公

眾宗教活動，為此我們本著一向寬大為懷的宗旨，決定對那些不幸的人格外開恩。 

以上三則資料，都是與基督教有關的文件。依照其內容，判斷三者出現的先後順序，

何者正確？ 

(A)資料三→資料二→資料一  

(B)資料三→資料一→資料二 

(C)資料二→資料一→資料三  

(D)資料一→資料二→資料三 

【解析】資料一出自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批評發行贖罪券的不當（1517 年）。

資料二出自《南特詔令》，法國經過宗教戰爭之後，法王亨利四世宣布宗教寬容（1598

年）。資料三為《米蘭詔書》，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合法化（313 年），故(B)為

正解。 

◎16〜17 題為題組： 

D16.戈登是旅居上海租界的美國記者，他在某日日記寫下：「今早報紙刊登國民政府定都

南京的消息，隨即前往上海華界（中國統治區）取材。但當地仍充斥著隨意搭蓋的草

屋，商店被勒令停業，娼妓、鴉片交易公然在街道進行，還目睹了一場搶案，看來新

政府尚未帶來新氣象。夜返租界，電影院、跑馬場仍一樣熱鬧，我還在舞廳與身材曼

妙的中國女郎共舞呢！但為什麼租界與華界的落差會這麼大呢？」請問該如何解答戈

登在日記最後一句的疑問？ 

(A)日軍發動一二八事變，重創華界經濟運作與治安 

(B)中共在上海根基穩固，暗中擾亂華界的社會秩序 

(C)軍閥擊敗國民黨軍隊，華界尚未由國民政府掌控 

(D)列強藉條約取得利權，得以有效管理與建設 

【解析】從「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判斷，日記的時間點應為 1927 年 4 月中旬，故(A)

一二八事變發生於 1932 年，晚於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時間點不符；(B)「清黨」早於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且清黨重創中共在上海的組織力量，中共已無能力在上海發動大

規模行動；(C)上海原屬孫傳芳的勢力範圍，但於 1927 年初遭北伐軍驅逐，納入國民

政府的統治；(D)英、美、法等列強藉數個條約，取得上海租界的行政、立法、司法權，

得以妥善管理與建設租界。故正解為(D)。 



第 7 頁 109年學測模擬試題(二) 

共 11 頁 社會考科 -歷史  

- 7 - 

D17.若將戈登的日記視為上海研究材料，則下列哪一選項的解釋較為恰當？ 

(A)華界街頭充斥草房，反映華界並無發展，仍如清初只是個小漁港 

(B)能與中國女子共舞，反映女性在抗戰時期已不顧社會道德的制約 

(C)鴉片能夠公開交易，反映當時社會並不將其視為必須根絕的問題 

(D)商店可在夜間營運，反映租界電力建設充足，夜晚就如同不夜城 

【解析】(A)華界充斥草房的原因，是大量農村青年赴上海工作，但無力負擔高額房租，

只好在街道違法搭蓋簡陋屋舍，其實是反映上海的經濟繁榮，而非毫無進展，且華界

在清末也是個工商都會區；(B)抗戰爆發於 1937 年，與題幹時間點不符；(C)清廷自清

末以來，即視鴉片為必須根除的社會問題；(D)娛樂場所能在夜間營運，即反映上海租

界的電力建設充足，故正解為(D)。 

C 18.西周時期，每家農民理論上可得一百畝土地作為私田，收入歸自己所有，他們交給貴

族的賦稅，只是公田上耕種所獲得的穀物。戰國初期，一個五口之家的小農，種田百

畝，每年畝收一石半，共收粟一百五十石，每年繳什一之稅十五石，五人共食九十石，

還餘有四十五石。請問從西周到戰國時期發生這一變化的原因，不包括下列哪一項？ 

(A)鐵製農具與牛耕的推廣  

(B)水利工程的興修 

(C)社會秩序的穩定   

(D)土地私有制的發展 

【解析】以鐵製農具配合牛耕，再加上水利設施的興建，可耕作大片土地。井田制度下

集體耦耕的方式漸漸被取代，這種以小家庭為耕作單位的生產方式，稱為小農經濟。鐵

製農具配合牛耕技術，開墾新耕地的速度驚人，加上戰亂，貴族的公田收入相對減少，

三年交換一次耕地的制度，也無法實施。各國紛紛承認土地私有制度，賦稅方法也隨之

改變，故(C)為正解。 

A 19.「他」來臺灣後，為解決臺灣政治組織與移墾開發速度脫節的問題，對中南部的行政

區劃加以調整，平衡南北地位的失調外，改善臺灣前山、後山的地形阻隔、交通困難

的問題，開發後山地區，以免為外人所占。進一步使番民漢化、加強南部防禦能力。

請問上述資料中的「他」來臺原因為何？ 

(A)處理防務   

(B)進行地方政制改革   

(C)械鬥問題   

(D)擔任臺灣行政長官 

【解析】依「改善前山、後山交通」與「番民漢化」等字句，可知為「開山撫番」的沈

葆楨。清廷因牡丹社事件派遣沈葆楨來到臺灣處理防務、部署兵力。最終，清朝認同日

本以「保民義舉」為由出兵，並賠償損失。雙方簽訂《北京專約》和解，故(A)為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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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20.北宋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曾上書皇帝：「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

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今孰不

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

陣之事者。」請問造成王安石所描述現象的原因為何？ 

(A)外族擅騎射行陣之事，宋人以之為恥 

(B)文人將領勝少敗多，遭皇帝禁止帶領軍隊 

(C)重文輕武的國策，使士人變得不諳軍務 

(D)慶曆變法失敗，在軍事制度上產生弊端 

【解析】題幹出自《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為王安石根據在地方任官期間的經驗，向

皇帝提出的建言。題幹描述的是宋代文人不熟悉軍務，甚至以帶領軍隊為恥，究其原

因是受到長久以來重文輕武的國策影響。(A)宋人並未以外族擅長騎射知識為恥；(B)

並未禁止文人帶領軍隊；(D)慶曆變法並未對軍事制度造成太大影響；(C)重文輕武的

國策影響社會風氣，士人對軍事變得不甚熟悉，故(C)為正解。 

D 21.一位歐洲「學者」曾說：「大慈大悲的君主與殘暴的君主哪種是好君主？……作為君

主，不應介意別人說你是暴君。歷史證明，許多被認為是暴君的更能團結民眾，取得

他們的信賴，建立國家政權。」此時期的「思想」在歐洲刮起風潮，請根據這段資料，

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資料出處應為摩爾的《理想國》 

(B)此風潮最先興起於巴爾幹半島 

  (C)此時期的「思想」以《聖經》為依歸 

(D)此資料提出了現實主義的政治理論 

【解析】資料出自於《馬基維利語錄》，當時正處於文藝復興時期，以人為本的世界

觀在歐洲興起。題幹中寫到「作為君主，不應介意別人說你是暴君」是《君王論》中

所提倡的政治論，只要結果是好的，無論任何手段都會被正當化，故(D)為正解；(A)

此資料應為馬基維利；(B)興起於義大利半島；(C)以《聖經》為依歸是宗教改革的觀

點，文藝復興以人為本，並致力復興古典文化。 

A 22.此表是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某項數據。此數據代表的是？ 

年度 1816 1826 1836 1846 1856 

數量 16 21 30 44 65 

(A)煤產量，單位是百萬噸  

(B)全國汽車數目，單位是百輛 

(C)全國發電量，單位是百萬瓦  

(D)全國人口數，單位是百萬人 

【解析】(A)十九世紀以後，陸續出現新發明如蒸汽鑿井機、安全燈、曳運機等，加快

開採煤礦的速度且降低成本，使英國的煤產量迅速增加，1835 年成為歐洲最大產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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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故(A)為正解；(B)汽車在十九世紀末問世，且直到二十世紀初由美國福特公司大

量生產，才日漸普及；(C)電力取代蒸汽成為主要動力來源，為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之事；

(D)英國人口不可能在四十年(1816～1856 年)內增加四千五百萬人。 

B 23.附圖是清治到日治時期，臺灣四個港口貿易總額所佔百分比的折線圖，請問下列敘述

中對此圖的解讀，何者正確？ 

(A)淡水出口值超越安平，是因為清末樟腦貿易的興盛 

(B)淡水與安平隨著港口越來越淺，貿易比重逐漸下滑 

(C)高雄在 1900 年代因民間投資興起，後因商人撤資漸衰 

(D)基隆在 1890 年代後逐漸取代安平，是因蔗糖貿易興起 

【解析】(A)1880 年代以後，臺灣茶業出口總值完全超越糖，茶業主要由淡水出口，

樟腦採於深山，非僅限於北部；(C)高雄港主要由日本總督府修築擴建，1940 年代的

衰退是受到太平洋戰爭的影響；(D)蔗糖主要由南部生產，多由安平、高雄出口；(B)

淡水與安平皆有河砂淤積困擾，清治時期雖經排淤仍不得舒緩，日治時期因基隆與高

雄港條件較優，逐漸遭到取代，遂如圖所示逐漸沒落，故(B)為正解 

C 24.一名將軍回憶起 1918 年 8 月：「……在很多軍隊裡，軍官已經沒有任何威望……現

在必須結束戰爭了。……從這一天起，他們的大進攻也就是世界大戰的決戰開始了，

並且，現在我們的崩潰在『敵人』看來愈來愈明顯，他們的攻勢也隨之愈來愈猛烈。」

請問關於這段回憶的描述下列何者最為正確？ 

(A)這名將軍隸屬於義大利 

(B)因為國內爆發革命，這名將軍的國家後來立即與敵議和，退出戰場 

(C)「我們的崩潰在『敵人』看來愈來愈明顯」，這裡的敵人可能是法國 

(D)雖然戰情不樂觀，但後因為美軍加入戰場，這名將軍再度率軍反攻得勝 

【解析】時間為 1918 年 8 月，此時戰爭已進入尾聲，同盟國敗跡已現，因此說話的

人可能為同盟國將領，故這名將軍的「敵人」有可能是屬於協約國的法國，故(C)為正

解；(A)義大利雖然在一次大戰前和德、奧組成三國同盟，但在 1915 年因與奧匈帝國

有領土糾紛問題而改加入協約國；(B)俄國因國內發生十月革命，1918 年 3 月與德國

簽訂和約，並宣布退出戰場，時間不符；(D)美國投入戰場後協約國取得勝利，並非同

盟國。 

B 25.「儘管在表面上美國並未失敗，但此歷史事件扭轉了冷戰的局勢，美國從強勢的一方

變為弱勢，甚至加劇了美國國內的種族問題、民權問題，使國家處於極度的分裂狀態

中。事件過後，蘇聯態度更加咄咄逼人，美國因此更積極地修復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關係。」請問上述所指的歷史事件是？ 

(A)韓戰  (B)越戰  (C)古巴飛彈危機  (D)甘迺迪被暗殺 

【解析】美國自 1961 年起介入越戰，直到 1973 年時，美國在戰場上雖未居於下風，

卻付出嚴重的人員傷亡、龐大的戰爭支出，國內甚至爆發大規模的反戰示威運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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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陷入分裂，使美國被迫退出越戰，也讓越南及其周邊的寮國、柬埔寨赤化，打破了

美國在東亞的圍堵共產主義計畫。受到如此重挫，美國改變在東亞的外交政策，積極

修復與中共的關係。而中蘇在 1969 年爆發珍寶島事件，關係出現裂痕，給予美國修

復關係的大好良機，故正解為(B)。 

B 26.臺灣在某個時期政府公告「臺灣州制」、「臺灣市制」及「臺灣街庄制」，其措施為：

「州設有州知事、市設有市尹、郡有郡守、各街庄有街長及庄長，皆為官派……協議

會員悉由臺灣總督及州知事任命，而非民選，且明定各級議長分別以州知事、市尹、

街庄長兼任。」請問政策施行的背景為何？ 

(A)日治初期總督府頒布臺灣原住民戶口調查規程以利殖民地政策 

(B)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潮流與臺灣人民的要求 

(C)戰後初期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使人口結構變遷 

(D)1970 年代因應都市化的發展 

【解析】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有鑑於世界潮流及臺灣人民現狀要求，於 1919 年提出地

方行政制度改革的構想，並於 1920 年正式實施。內容為：(1)除花蓮港廳及臺東廳外，

廢西部十廳改設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五州。州內共分 47 郡、3 市、155 街

庄。郡為獨立行政機關，置有郡守，兼具警察權；市則設於臺北、臺中及臺南，置有

市尹，和郡不同的是，市尹事務較多，故另設警察署，市尹不具警察權；(2)州市街庄

設協議會，為諮詢機關，故正解為(B)。 

C 27.民國初年，袁世凱對他的心腹說：「我現在不怕國民黨以暴力奪取政權，就怕他們以

合法手段取得政權，把我擺在無權無勇的位置上。」為此，袁世凱的具體作法是： 

(A)要求臨時政府承認其為大總統     

(B)遣楊度等人發起籌安會  

(C)以《中華民國約法》取代《臨時約法》  

(D)宣布 1916 年為洪憲元年 

【解析】1912 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頒布《臨時約法》，以內閣制來制衡臨時大總統

的權限，而國民黨於隔年的國會議員選舉取得勝利，成為國會最大反對黨，對袁世凱

的權勢造成威脅。因此袁世凱利用 1913 年爆發的二次革命為藉口，將國民黨打為非

法政黨，取消國民黨籍議員的資格，進而頒布《中華民國約法》，以總統制取代內閣

制，強化大總統職權、架空國會權威，故(C)為正解。 

D 28.唐代在某一事件之後，賦稅制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重視人丁轉為重視資產，戶籍

制度也以「據地造籍」為原則產生轉變。關於上述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A)此事件為唐武宗滅佛，大量僧尼還俗，迫使政府改變賦稅制度   

(B)「重視人丁」指的是兩稅法   

(C)「重視資產」的賦稅制度將田賦與力役合而為一，以錢繳納   

(D)此賦稅制度的轉變，代表了土地私有制的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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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唐代安史之亂後，因戶籍散亂，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租庸調制無法實行，

影響政府稅收。唐德宗時宰相楊炎遂制定兩稅法，改以現有男丁及田地數目為標準，

劃分等級，規定稅額，每年分夏、秋兩季，將稅額折合為綾絹繳納，租庸調實物經濟

轉為貨幣經濟，而均田制取消代表私有制的確立，故(D)為正解。(A)應為安史之亂；

(B)「重視人丁」指的是租庸調法；(C)兩稅法以錢計算田賦，但仍須服力役，直到明

代一條鞭法，才以丁銀取代力役。 

D 29.在自強運動與戊戌變法期間，慈禧太后對各式改革多有贊同或默許。且光緒帝向慈禧

匯報所閱讀《英法政概》、《校邠廬抗議》等西方體制與變法思潮之書，也深得其認

同。但戊戌變法所提出引進東洋人才為政要、與英美合為一邦共治等措施，卻促使慈

禧決意鎮壓變法。據上述，請問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慈禧反對戊戌變法的原因？ 

(A)反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變法措施 

(B)光緒掌握大量軍權，慈禧欲除之後快 

(C)力求保持傳統，反對學習西方的體制 

(D)改革過於躁進，涉及國本主權的問題 

【解析】(A)(C)由題幹可知，慈禧認同自強運動與戊戌變法之初的改革措施；(B)光緒

帝在位期間，一直沒有政軍實權；(D)變法派等人所提出引進東洋人才、合為一邦等變

法措施，過於躁進且被視為動搖清朝國本與主權的危險政策，故遭慈禧反對，正解為

(D)。 

C 30.有幅漫畫把某位政治人物比喻為麵包師傅，烘焙出許多「國王」，而右圖即是這位政

治人物改造後的歐洲。根據你對歷史的了解，

此幅漫畫是指那個歷史事件？ 

(A)十一世紀時，教宗號召歐洲諸侯攻打伊斯

蘭教徒，並以榮譽作為獎勵 

(B)十八世紀初，布蘭登選侯自稱普魯士國王，

他國紛紛起而仿效 

(C)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橫掃歐陸，趕走原有君

主並大封其親戚為王 

(D)維也納會議後，許多被罷黜的國王在梅特

涅扶助之下，重登王座  

【解析】(C)地圖中的萊茵邦聯、華沙大公國、西發利亞王國等是拿破崙所建立的，故

(C)為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