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文考科詳解

第壹部分

一、單選題

1. （到
測驗目標：字形的辨識與應用 難易度：易

解析： ω就。就裡：內中、內情／究。（B）擂。（C）益／議。（D）項／向。

2. (D) 

測驗目標：詞語、成語意義的辨識與應用 難易度：中

解析： ω不負眾望→不字眾望：沒有使群眾信服。字：使人信服。貶義。（到葷食壺漿：軍隊受到人民愛戴與擁護，

紛紛慰勞稿賞→筆食瓢飲：形容生活簡單、清苦。（C）義憤填膺：胸中充滿因正義而激起的憤怒，多用於褒

義。（D）甚囂塵上： H宣言華嚐雜，塵沙飛揚。今多用為傳聞四起，議論紛紛的意思。

3. （盼
測驗目標：作品的閱讀與理解 難易度：中

解析：甲、與車禍碎逝相應，吉作家其年早逝。乙、成功人生較失敗人生更具價值乃普世價值，故吉「荒謬」

丙、以微浪舔灘狀淚水濟濟不止。

4. (B) 

測驗目標：作品的閱續與理解 難易度：易

解析：丙的「晚風」宜搭配戊的「炊煙」’所以順序是丙戊，且文中可看出「當．．．．．．，．．．．．．的時候」的排比句型，

所以同是寫景的乙要放置在丙戊之前。甲與丁的組合要放置在乙丙戊之後，所以符合的答案為（B）。

5. （到
測驗目標：作品的閱讀與理解 難易度：易

解析：根底太淺才是樹倒的真正原因，自己才是造成失敗挫折的最大始作俑者，所以遭遇挫折失敗時，要能反省

自我而非怪罪他人。

6. (D) 

測驗目標：作品的閱讀與理解 難易度：中

解析：從「你的雙鬢／如何形成／紛紛的小雪」及「你我有盡的青春」、「中年以後」及「初放」等，可知是因

為作者自覺年華已逝，青春不再，故羞見花之初放。 ω思遊子未歸。出自呂本中〈采桑子〉。語譯：恨你

就像那江樓上的月兒，短暫的滿月卻又開始殘缺，才剛短暫滿月卻叉開始殘缺啊，要等到下次團圓是何時

了呢？ (B）怨郎君情意短暫。出自劉禹錫〈竹枝詞〉。語譯：花盛開又容易衰殘就像是郎君的情意，流水悠

悠不斷正似我的愁思。（C）自己有本事，才可以評論他人。出自曹植〈與楊德祖書〉。語譯：有像南威（春

秋時美女）那樣的美色，才有資格評論其他的美人。（D）歲月無情催人老。出自王國維〈蝶戀花〉。語譯：

人間最留不住的，就是鏡裡映照出來的青春容顏很快老去，而鮮花也很快從樹上凋零。

7.(D) 

測驗目標：作品的閱讀與理解

解析： ω回眸總是有一個大致結束的走向與前提。（到兩者姿態不同。（C）文中並無此意。

8. (A) 

測驗目標：作品的閱讀與理解 難易度：難

解析：題幹出自《西遊記﹒第三十一回 豬八戒義激猴王，孫行者智降妖怪》。（B）本題測驗考生對著名章回小說

《西遊記》的基本認知，只要清楚孫悟空與豬八戒的師兄弟關係，即可理解此為唐僧遇難，師兄弟共謀解

救的對話，故八戒所吉是為「激將法」，而非幸災樂禍的語氣。情節背景：一連串妖怪蓄意破壞唐僧與孫

悟空之間信任感的事件之後，唐僧誤以為孫悟空是個濫殺無辜的不受教之徒，憤而驅趕之，悟空乃拜別唐

僧，並交代豬八戒等人要好生保護師父，後遇黃袍怪作亂，豬八戒等人不敵，乃求救於孫悟空。原文節錄：

八戒道：「實不瞞哥哥說，自你回後，我與沙僧保師父前行，只見一座黑松林，師父下馬，教我仕齋。我因

難易度：中

n
J』



許遠，無一個人家，辛苦了，略在草裡睡睦。不想沙僧別了師父，又來尋我。你曉得師父沒有坐性，他獨步

林間玩景。出得林，見一座黃金寶塔放光，他只當寺院。不期塔下有個妖精，名喚黃袍，被他拿住。後邊

我與沙僧回尋，止見白馬、行囊，不見師父。隨尋至洞口，與那怪廝殺。師父在洞，幸虧了一個救星。原

是寶象國王第三個公主，被那怪攝來者。他修了一封家書，託師父寄去，遂說方便，解放了師父。到了圈

中，遞了書子，那國王就請師父降妖，取回公主。哥啊，你曉得，那老和尚可會降妖？我二人復去與戰，

不知那怪神通廣大，將沙僧又捉了。我敗陣而走，伏在草中。那怪變做個俊俏文人入朝，與國王認親，把

師父變作老虎。又虧了白龍馬夜現龍身，去尋師父，師父倒不曾尋見，卻過著那怪在銀安殿飲酒。他變一

宮娥，與他巡酒、舞刀，欲乘機而砍，反被他用滿堂紅打傷馬腿。就是他教我來講師兄的，說道：『師兄是

個有仁有義的君子，君子不念舊惡，一定肯來救師父一難。』萬望哥哥念『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之情，

千萬救他一救。」行者道：「你這個獸子，我臨別之時，曾叮嚀又叮嚀，說道： 『若有妖魔捉住師父，

你就說老孫是他大徒弟。』怎麼卻不說我？」八戒又思量道：「請將不如激將，等我激他一激。」道：

「哥啊，不說你還好哩，只為說你，他一發無狀。」行者道：「怎麼說？」八戒道：「我說：『妖精，你

不要無禮，其害我師父。我還有個大師兄，叫做孫行者，他神通廣大，善能降妖，他來時教你死無葬身之

地。』那怪聞言，越加忿怒，罵道： 『是個什麼孫行者，我可怕他？他若來，我剝了他皮，抽了他肋’嗎

了他骨，吃了他心。饒他猴子瘦，我也把他剝蚱著油烹。』」行者問吉，就氣得抓耳撓熄，暴躁亂跳道：

「是那個敢這等罵我？」八戒道：「哥哥息怒，是那黃袍怪這等罵來，我故學與你聽也。」行者道：「

賢弟，你起來。不是我去不成，既是妖精敢罵我，我就不能不降他，我和你去。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

普天的神將看見我，一個個控背躬身，口口稱呼大聖。這妖怪無禮，他敢背前面後罵我。我這去，把他拿

住，碎屍萬段，以報罵我之仇！報畢，我即回來。」八戒道：「哥哥，正是。你只去拿下妖精，報了你仇，

那時來與不來，任從尊意。」

9.(C) 

測驗目標：認識重要國學及文化常識

解析： ω是祝賀遷居。（B）是祝賀人體育或活動競賽獲勝。倒是祝賀夫婦雙壽。

難易度：中

10.(C) 

測驗目標：作品的閱讀與理解 難易度：難

解析：題幹語譯：上天鑑察國君是用百姓的視聽為標準﹔上天獎懲是以百姓的好惡為依據。出自《尚書﹒虞書﹒

舉陶誤》。 ω孔子行無言的教化。出自《論語﹒陽貨》。（B）此句言自然規律之天命觀。出自《苟子﹒天

論》。（C）吉以民為本的思想。出自《孟子﹒盡心》下。（助論道德涵養，言行有不得，當反己以正身。出自

《孟子﹒離霎》上。語譯： ω天何曾說些什麼呢？春、夏、秋、冬四季運行，百物自然生長，又何曾說了

些什麼？ (B）大自然的規律永恆不變，它不為堯而存在，不為祭而滅亡。使用導致安定的措施去適應它就吉

利，使用導致混亂的措施去適應它就凶險。（C）因此得到百姓之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之心的做諸侯，得到

諸侯之心的做大夫。（D）你愛護別人，但人家不親近你，就反省自己夠不夠仁愛﹔你管理人民卻管不好，就

要反省自己才智是否充足﹔待人以禮，對方卻不報答，就要反省自己夠不夠恭敬。

11.(D) 

測驗目標：作品的閱讀與理解

解析： ω）周文王乃「不以康樂而加思」’徐幹未提及生平，只知他努力著述，成一家之吉。

12.(C) 

測驗目標：作品的閱讀與理解 難易度：中

解析： ω嚴明「夷夏之別」的觀念。（B）只說明「開仕」之前「茹毛飲血光著身子」’「開仕」之後就要「衣冠楚

楚」，並未提及「對於彼此的文化都應予以尊重」的論述。 ω）「服飾是文仕的象徵和標誌」’代表著「有

文化與沒文化、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後的分水嶺」

13.(D) 

測驗目標：作品的閱讀與理解 難易度：中

解析：如果穿上了「夷狄」的服裝，就會為他人所不齒。錢太爺的大兒子一身的西裝革履及裝扮，被「父老鄉親」

視為穿上了「夷狄」的服裝，等同喪失了華夏民族的尊嚴。因此，才叫他「假洋鬼子」

14. 、 15.題組語譯：

南頓人張助，有一次在回裡種莊祿，看見一顆李子核，本想撿起扔掉，回頭看見一棵空心的桑樹樹幹中有泥土，

就把它種在裡面，並拿喝剩的水澆灌它。後來，有人看見桑樹中反倒又長出李樹來，便輾轉互相傳開了。有一天，

一個患有眼痛病的人，在李樹蔭下休息，對李樹祈禱說：「李樹神，您如果使我的眼病痊癒，我就用一頭豬來酬謝

您。」眼痛是小病，很快就自行痊癒了。正所謂「眾犬吠聲」’人們竟道聽塗說，將眼痛痊癒傳成了瞎子恢復了視

力，於是李樹的名聲遠近轟動，李樹下的車馬常有幾千幾百，供奉的酒肉多得鋪滿地。隔了一年多，張助出遠門回

來，看見這情景驚誼地說：「這哪有什麼神明？是我種的李樹罷了！」於是就把李樹砍了。

難易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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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B) 

測驗目標：作品的閱讀與理解 難易度：中

解析：此乃意在破除迷信的作品。 ω蜀犬吠日：少見多怪。盲者得癒是謠傳，非事實，故非少見多怪。（西眾犬吠

聲：一犬吠形，眾犬吠聲，比喻不明所以，隨聲附和。王符〈潛夫論〉：「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一人傳

虛，萬人傳實。」目痛者自行痊癒，謠傳誇大為盲者得視，是眾犬吠聲也。

15. （盼
測驗目標：作品閱讀與理解 難易度：中

解析： ω從「自痛小疾，亦行自愈」可知眼痛小毛病乃是自行痊癒。（到酒肉為供品，膜拜謠傳的李樹神蹟。（C）張

助不認為李樹有妖靈或神蹟。（D）此為俗諺，意為破除迷信，云若真有仙藥可療癒百病，則皇帝也能永保江

山矣。

二、多選題

16.(A)(C）（盼

測驗目標：字形的辨識與應用 難易度：中

解析：（到慘絕人「園」→慘絕人「寰」。但）「見」古推今→「鑑」古推今。

17.(A)個）

測驗目標：詞語、成語意義的辨識與應用 難易度：難

解析： ω皆「近臣﹔侍從」。出自《戰國策﹒馮援客孟嘗君》／《警世通吉﹒皂角林大王假形》。（B）景象、景色。

18.(B）（：盼

「氣象萬千」形容景象千變萬化，極為壯觀。出自范仲淹〈岳陽樓記〉／景況、氣派。出自《三國演義》

第二白。（的低頭與抬頭，喻短暫的時間。出自王羲之〈蘭亭集序〉／舉止動作。出自《史記﹒范雌蔡澤

列傳》。（D）放恣、放散之心。出自《孟子﹒告子》上／安心。出自《水滸傳》第八回。（的皆「行人、使

者」。出自《左傳﹒燭之武退秦師》／劉基《春秋明經﹒衛人立晉》。

測驗目標：修辭的辨識與應用 難易度：中

解析：甲、嬌蕊一語雙關，強調自己對愛情的開放態度。「心是公寓」表示嬌蕊心中喜歡的人很多，如同公寓可

以容納多人居住。（是譬喻，也是雙關。）乙、振保以「空的房間招租」，一語雙關，向對方表達愛慕之

意，希望對方能接納。丙、振保一語雙關，以想住「單幢的房子」，表達自己在愛情上的獨占性。丁、嬌

蕊一語雙關，以嬌嗔的口吻看對方是否能「拆了重蓋」，表示要看看對方有什麼本事能獨占芳心。四者都

使用了雙關，並有影射及言外之意。 ω婉曲、借代。出自賴和〈一桿「稱仔」〉。（B）出自杜光庭〈自L醫客

傳〉。（C）婉曲、誇飾。出自吳敬梓〈范進中舉〉。（D）兼指懷才不遇，不受重視之戚。出自《戰國策﹒馮援

客孟嘗君》。（E）視覺摹寫。出自魯迅〈孔乙己〉。

19.(B)(C）（目

測驗目標：作品的閱讀與理解 難易度：中

解析： ω旨在說明君子用人取其善，公平對待。出自《論語﹒衛靈公》。語譯：君子不會因為一個人的話說得好，

便提拔他﹔也不會因為一個人的行為壞，就不把他說的話當一回事。（到出自《論語﹒顏淵》。語譯：「政」

字的意義就是中正。您以正道而行，來領導民眾，誰敢不依正道來做呢？ (C）出自《論語﹒顏淵》。語譯：

在位者的德行，好比是風﹔老百姓的德行，好比是草﹔風加在草上，草一定要隨著風伏倒的。（D）旨在說明

君子進道有次序，務必先從近處（家庭）做起。出自《中庸》。語譯：君子的道，譬如走遠路，必定由近

處開始﹔又譬如登高山，必定從低處開始。（日出自《大學》。語譯：堯舜以仁政領導天下，而老百姓也跟

著行仁﹔祭約以暴政領導天下，而老百姓也跟著行暴。領導者所發布的政令與他本身的愛好相反，那麼老

百姓就不會聽從。

20.(C)(D) 

測驗目標：作品閱讀與理解 難易度：難

解析：甲詩語譯：春水流逝春花謝，兩般兒都太無情了，就在這個送走春風的暮春時節，我路過湘、那一帶。家

鄉隔絕萬里之遙，我只能在夢中歡喜歸鄉，就像莊周夢為蝴蝶時那般的輕鬆怯意﹔但是醒來時，還在三更

時分，月兒斜照，杜鵑鳥正在枝上啼血哀鳴。我常常一整年都收不到家書，音訊斷絕，而歲月催人，我已

然兩鬢白髮。原是我自己不肯歸去的啊！只要想回去，便可回去，那五湖的水光煙景，有誰會來和我相爭

呢？乙詩語譯：秋天的景物在拂曉的晨曦中顯得異常淒冷，巍峨的漢家宮闕觸動了天高氣清的秋空。破曉

時分殘星數點，雁群橫空飛過邊塞，耳邊長笛聲起，令人不禁要倚樓遠眺。紫色菊花半開在籬畔，意態閒

靜，紅色蓮花瓣凋零在水渚之間，花面含愁。家鄉的鱷魚正是肥美的時候，我卻不得歸去，只能平白地戴

著南人的帽冠，學楚囚一樣的滯留在北方啊。 ω歸有光〈項脊軒志〉：「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

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朧中。方二人之昧眛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藉

寡婦清與諸葛亮韜光養晦而後名聞天下的典故，表達作者對自己的期望。（B）甲詩季節為春季﹔時間為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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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w個，）（E)

即子時、夜半，晚上十一點至凌晨一點。梅子黃時為夏季，「梅子黃時日日睛，小溪泛盡卻山行」出自宋

代曾幾〈三街道中〉，語譯：梅子黃的時候天天晴日，在小溪泛舟到了盡頭再往山上行去。「宵分」即夜

半，「宵分憑檻望，應合見蓬萊」出自唐代李群玉〈中秋越臺看月〉，語譯：夜半時分倚欄眺望，應當會

看到蓬萊仙島吧。乙詩季節為秋天﹔時間為拂曉、接近天明之時。蘆花白、栗子黃為秋季，「一林過雨蘆花

白，半壁疏雲栗子黃」出自明代袁宏道〈入超化寺水村去密二十〉，語譯：林間下過一陣秋雨，綻放了雪

白蘆花，稀疏雲絲飄過半個山壁，栗子都黃熟了。辰時：早上七點到九點，「日過辰時猶在夢，客來應笑

也求名」出自唐代劉得仁〈晏起〉，語譯：早上都已過了仁、八點仍在睡夢中，客人來了笑說莫不是在求

像睡仙陳搏那樣的美名嗎？（盼「思鄉忽從秋風起，白蛻專菜艙鱷羹」出自歐陽備，語譯：一陣秋風拂來就

興起了思鄉情切，想到那美昧的家鄉菜白蛻、專菜和鱷魚羹。（E）「自是不歸歸便得」可知甲詩詩人正徘徊

歧路，若想歸鄉隱居自可如願，怎奈又想在吹河宜途上有所突破，雖思鄉卻暫時不想放棄夢想’故非完全

無法自主。「空戴南冠學楚囚」藉楚囚典故，云詩人自己亦是羈留北方的南方人。

測驗目標：作品閱讀與理解 難易度：難

解析：（B）乙丙年即乙丑年、丙寅年。依天干紀年，癸年與內年已隔七年，與「乙丙之季（後）」可能隔六年。（C）表
現出對「血性漢」之認同。（到「一粒之在沸湯」的烈豆為作者的朋友潘覽德自喻。（副本文旨在歌頌於道德

敗壤之際，仍有氣節高潔之士如烈豆。與「松柏後凋」、「風雨雞鳴」相近。題幹語譯：煮綠豆中往往有

煮不爛的，眾人都稱名為烈豆，又叫鐵豆，這名字很不錯。在烈火﹔第弗的水中，諸豆都煮到爛熟，而這烈豆

獨能堅挺如鐵，完好如初，絲毫不被損傷，真可以說是入水不被浸溼，入火不被焚燒的硬豆。稱為烈豆，真

是恰如其分！癸茵年七月，住在天中的友人潘覽德，特來拜訪我冷落的門庭，一起吃菜根，一起喝新豆湯。

偶然提到烈豆，覽德離席徘徊跛步說：「回憶乙丑、丙寅年之後，在下我就如同一粒烈豆在沸水中呢。」

我說：「痛快啊，所幸還有你這粒烈豆。」常吉說即使世道人心極為敗壞，也一定還有不敗壞的地方。靠

得正是除卻那些鼎鼎有名的公眾人物外，還白有一些血性男兒的存在。

22.W（到（C)

測驗目標：作品閱讀與理解 難易度：中

解析：（盼〈散戲〉非日治時期小說，並未出現日文。由〈散戲〉的主題意識並非批判與反抗，而是對農村人物的

苦難表現出高度的關懷與同情。

23.W(B）。（到

測驗目標：作品閱讀與理解 難易度：中

解析： ω語譯：縱情飲盡這忘憂酒，使我遺俗之情更超遠。（B）語譯：人生只要稱心如意就該盡情歡悅，可別讓金

杯子空對著朗朗的明月。（C）「醉翁」非醉於酒，而是醉於「山水之美」和「與民同樂之樂」，且未有歸隱

之志。（到《唐詩別裁》：「故作豪飲曠達之詞，而悲戚已極。」語譯：白玉杯裡注滿了葡萄美酒，正想要開

懷暢飲的時候，馬上的琵琶已響起了催促聲。如果我醉倒在戰場，請你不要取笑，自古以來，出征作戰的

人又有幾人回來？

第貳部分：非選擇題

一、文章解讀

﹛寫作要求】

（寸寫出華萊士安時處順，超越困厄的理由或心態。

叫要設身處地揣摩華萊士的心境，扼要寫出自我救贖的態度或方法。

【寫作引導）

1. 華萊士可能戚激達爾文對他的尊重。

2. 華萊士可能戚念達爾文完全不看輕他的出身，而非常重視他的意見。

3. 華萊士對追求的設定非常清楚，不會受榮辱干擾。

4. 同學可自行設想發揮，言之成理即可。

二、文章分析

﹝寫作引導】

什柳宗元登臨西山後，領悟到只要擺脫個人觀點，改以天地宇宙的視角觀照，個人自能與天地宇宙混為一體，而可

以「與激氣俱」、「與造物者遊」。人只要擴展胸襟，以天地宇宙之所見為自己所見，就可以「與萬化冥合」。

柳宗元刻寫自然山水，於山水中寄託個人心情，他筆下的西山是他自我人格的投射。

（二）就「物我關係」議題，柳宗元、方東美的體會部分相同。相同處，二人均有「物我交融J 的體會。相異處，柳宗

元在遊賞西山後，「心﹔真是形釋，與萬化冥合」’體悟到物我融和後的自在悅樂﹔方東美教授則認為悲劇英雄常能

「自覺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他們從內心深處發出民胞物與的廣大同情心，體悟「人參贊天地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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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與天地萬物（自然）一體連系，分割不得。

三、引導寫作

【寫作引導〕

1. 題目雖為「E巨離」，但是文章應眾焦在自己與親人或朋友之間關係親疏的經驗與戚受。故要能舉出自身經驗來闡

明個人對距離的看法，並從中體會與親友之間應有的情誼與分際。

2. 盡量自生活細節中取材，並敘寫事例以襯托個人體悟。內容宜不落葉臼’文意須更深刻闡發。

3. 實於高中生年紀及生活經驗，敘寫之感受與經驗或許大同小異，但若能說明個人與親友之間的距離經驗，則為合

題。

4. 在構思與文筆方面，可多注意文章布局，適時運用修辭技巧，以提升文章整體表現。

【非選擇題評分標準】

一、文章解讀（占 9 分）

A 等（7～9 分） 文意精確，見解精到，文筆優美。

B 等（4～6 分） 文意尚遍，見解平庸，文筆通順。

C等（ 1～3 分） 文意錯誤，見解謬誤，文筆拙劣。

備註： 1. 字數不足 6 行或超過 10 行，酌扣 1 分。

2. 錯別字過多者，酌扣 1 分。

二、文章分析（占 18 分）

A 等（ 13～18 分） 第←）小題能正確說明柳宗元與自然的關係，第（二）小題能比較二者於「物我交融」體會

的異同，且文筆流暢，條理清楚者。

B 等（7～12 分） 第（一）小題闡述未盡切當，第仁）小題比較二人體會，說理欠周延或不盡正確者。

C 等（ 1～6 分） 兩小題中，僅部分符合要求，且敘述拙劣貧乏者。

備註： 1. 不分項或不標←）、（二），卻仍層次清楚者，酌扣 1 分。

2字數不足或超過，酌扣 1 分。

3.錯別字過多者，酌扣 1 分。

4. 引述原文過多，幾乎沒有看法，至多評 c 級（ I～6 分）

5. 完全照抄原文，則評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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