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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度指定科目考試詳解  

國文考科 
 

一、單題： 

1. (A)音ㄐㄩㄝˊ／音ㄐㄩˋ；(B)音ㄌㄨˋ／音ㄌㄧㄠˇ；(B)均音ㄑㄩㄥˊ；(D)音ㄏㄨˋ

／音ㄆㄧㄠˊ，故答案選(C)。 

 

2. (A)目光如炬：比喻目光如火炬明亮，識見高遠；(B)松柏後凋：比喻君子在困頓之時，

依然能守志守節堅持到最後，並不適合形容身體硬朗；(C)梧鼠技窮：比喻技能雖多，但

不精通，所以與專精一種技藝無關；(D)群賢畢至：眾多賢能之士齊聚一處，不適合用來

形容科學營的學員，故答案選(A)。 

 

3. 「夾」指從兩邊用力使中間之物不動。「鑲」是指把一物嵌入另一物之中或邊緣。而文中

敘述兩條黑邊兒，並無需要用力之物，故「鑲」比「夾」合適。從文意可知白而發亮的

水為瀑布，而「畦」用於方形田地，「帶」形容長條物體。瀑布為長條狀。所以「帶」比

「畦」合適。「盤」有盤繞之意。「踞」有占據之意。亭子不會在岩石上盤繞而動，所以

「踞」較為合適，故答案選(D)。 

 

◎第 4 題翻譯： 

  在細微、戒懼之初，只有明智君子才能明白。而人心就好像盤中之水，端正放著不動，

汙濁之物會沉澱在下，清明之水則浮在上面，其清澈程度可照見鬍鬚、眉毛和肌膚紋理。若

有微風吹拂而過，則汙濁之物在下面攪動，造成上面清明之水的晃動，就無法保持水能清澈

照見人樣貌的狀況。 

 

4. 從題幹分析「故人心譬如槃水」，後要接形容水的句子，所以甲不合適，去除(A)、(B)選

項。再看(C)、(D)選項，差異在於丙放置的位子，丙中有「則」字，是個轉折句，若放

在最後，與末句「則不可以得大形之正也」的語法結構不合，也與文意相衝突，故選(D)。 

 

5. 上聯指出眾書的特色。《莊子》一書主張自然無為，對人生持豁達超然的態度，所以「達」

會比「道」合適。從題幹中「讀書」、「讀易」、「讀騷」、「讀莊」、「讀漢文」是指閱讀書

籍，因此選擇「卷中歲月」比「篇外歲月」適宜。下聯指花的特色。宋代詩人林逋〈山

園小梅〉：「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據此，後世便常以「疏」字刻畫梅的

孤高形象。周敦頤〈愛蓮說〉中形容蓮「出汙泥而不染」，可見蓮花在世人心中的高潔形

象，故答案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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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五世其昌：賀子孫繁盛，用於新婚／齒德俱尊：用於美稱德高望重的長者／啟迪有方：

比喻老師教導有方，用來美稱教育界人士；(B)宜爾室家：形容女子能為夫家帶來幸福生

活，用於祝賀女子出嫁／椿萱並茂：比喻父母健在，用作祝壽語／杏林春暖：用來稱頌

醫界的仁心仁術；(C)珠聯璧合：比喻人、事美好的搭配、彙集，可用來祝賀新婚／福壽

全歸：用於對年長有福者的喪禮題辭／英才淵藪：人才眾多，適用於教育界；(D)琴瑟重

調：用於再婚，反義詞為「琴瑟和鳴」／松鶴延齡：如松鶴般長壽，用於長輩祝壽／時

雨春風：比喻老師的教化如同即時雨、和暖的春風一般，讓萬物生長茁壯，用來稱頌教

育界有貢獻的人，故答案選(A)。 

 

7. (A)採順敘手法，以史傳式的第三人稱角度，寫漁人發現桃花源的經過；(B)｢始得｣二字，

是指作者心境的變化。先寫貶謫之後的苦悶抑鬱的心情，再寫藉由遊山賞景之中，逐漸

放開胸懷；(C)作者以「不以物喜，不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樂而樂」自

勉亦勉人，為一篇議論與抒情兼具的散文，此文章非史傳也非單純樓記，故答案選(D)。 

 

8. (A)為筆記小說，紀錄零星片段，屬於不完整的情節；(B)應改為志人小說；(C)以悲劇收

場為結局，故答案選(D)。 

 

◎第 9 題翻譯： 

  《論語》：「孔子跟顏淵說：『國家若需要我，我就出來行善濟世；國家若不需要我，我就

隱世藏身。能實踐這樣願望的，只有你我二人吧！』」 

 

9. (A)出自《論語》。政治清明，就出來做官；政治混亂，則隱世而居；(B)出自屈原〈漁父〉。

滄浪的水若乾淨清澈，就用來洗帽帶；滄浪的水若汙濁，則用來洗腳，用以比喻隨世道

更改志向；(C)出自諸葛亮〈出師表〉。我本來只是一名小百姓，在南陽耕種，只求在亂

世之中保全性命，並不求被諸侯賞識；(D)出自王羲之〈蘭亭集序〉。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彼此周旋一世，有的人喜歡放開胸懷與朋友在一室中彼此談論，有的人喜歡寄情於喜愛

的事物上，不受任何的拘束，故答案選(D)。 

 

◎第 10 題翻譯 

  《讀畫錄》上說：「（陳老蓮）在杭州府下榻住宿，學習李龍眠七十二賢石刻的書畫，閉

關臨摹十天，完全掌握到其中的精髓，他將書畫拿給人看說：『我畫得如何？』人說：『像啊！』

他便很高興。又臨摹十天，拿著書畫給人看說：『我畫得怎麼樣？』人說：『不像啊！』他更

高興了。多次臨摹而加以變化筆法，用方來改變圓，用散亂來改變整齊，而使原來書畫無法

辨出。」老蓮這一件遺留給後世談論的事，對於精進書畫之道，極具有意義。因為學習書畫，

總得從臨摹入手，才能擷取前人的精神與法度；若一味只知臨摹，認為「拷貝」就富有才能，

則會失去了創意。老蓮學習李龍眠的書畫，相似就開心，不相似就更心喜，這就是老蓮可以

獨樹一幟的方法。（改寫自臺靜農〈看了董陽孜書法後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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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由「又摹十日，出示人曰：『何若？』曰：『勿似也！』則更喜。」可知不相似陳老蓮

更高興；(C)「邯鄲學步」指模仿別人，而無所成就，甚至失去本身的樣貌，並不適合用

來形容本文主角的習畫歷程；(D)「易圓以方」為陳老蓮的畫法，與李龍眠無關，故答案

選(B)。 

 

◎第 11 題翻譯 

  武平此地出產一種猿猴，猿猴的毛像金色的絲線，閃閃發光；猿猴的孩子非常特別，性

情溫馴，但是小猿猴不會離開母猿猴身邊。母猿猴性情聰明狡猾，非常難以捕捉。獵人將毒

藥塗在箭上，趁母猿猴不注意，射到母猿猴身上。母猿猴覺得自己活不久了，便把自己的乳

汁全部擠出，灑在林中讓小猿猴喝。灑完乳汁之後，母猿猴就斷氣了。獵人把母猿猴的皮剝

下來並鞭打母猿猴的皮，小猿猴悲傷不已的從樹上跳下，自動被獵人捕捉。每晚，小猿猴必

須睡在母猿猴的皮上，才能安心就眠。甚至小猿猴還抱著母猿猴的毛皮從高處跳下而死。唉！

連小猿猴都能感受到母愛的存在，不忍心看到母親逝去，更何況是人呢？（宋濂〈猿說〉） 

 

11. (A)應是「當愛其母」；(B)應是小猿溫馴，母猿狡黠難捕；(D)應用毒箭偷襲母猿猴。 

 

◎第 12 題翻譯 

甲、澄澈雲天，滿地黃葉，秋色隨秋水而盪漾，秋水上的含煙籠罩著一片蒼翠。斜陽映照著

遠山，秋水連接著天際，無情的芳草，更在夕陽之外。 黯然客居他鄉的遊魂，縈繞著

旅居異地的愁思，每晚除非是美夢才能讓人安睡。當明月夜光照入高樓時，還是別獨自

依靠欄杆，藉酒消愁，酒入愁腸，思念愈深。（范仲淹〈蘇幕遮〉） 

乙、紅楓葉、黃菊花的秋天之景，引起思念遠方千里之外行客的離愁。看飛雲飄去，歸來的

鴻雁沒有帶來回音，不知哪裡能寄信？ 流不盡的淚都在滴在窗邊，淚也滴入了硯臺，

磨入了墨汁裡。用和了淚的墨寫信，寫到分別以後、情深之處，紅色的信箋也為之失色。

（晏幾道〈思遠人〉） 

 

12. (A)均以離愁別緒為主題；(C)均採用先景後情的寫作手法；(D)甲描寫觀賞秋景，引發對

鄉愁的思念，以景寫情，描寫對遠方情人的思念；乙則是藉景抒情，由「千里念行客」

及「漸寫到別來，此情深處，紅箋為無色」可得知此為別後的場景與心情。 

 

◎第 13 題翻譯 

  當官時想要閒適的生活，當有了閒適的生活之後又想當官。直有個例子可以使人看看。

試看從前的歷史，哪一個當官的沒遇過災難？楚大夫屈原被楚王放逐，後來自沉於汩羅江；

伍子胥被吳王賜死血汙衣帽；項羽自刎於烏江岸；秦相李斯被腰斬於咸陽。這些當官的想平

安老死，卻無法辦到，怎比得上我住的五柳莊逍遙自在呀！（張養浩〈沽美酒帶太平令〉） 

 

13. (C)寫出人在「思官」和「得閑」之間的矛盾情感。 

 

14. (C)老人知道手槍內沒有子彈，所以並不怕青年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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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文中老人對青年說「喝掉它吧，乖乖地回到監獄去，我不會讓他們為難你的」、「孩子，

我明天一早去看你」可知老人用心感化青年，故答案選(B)。 

 

◎第 16~17 題翻譯： 

  縣丞一職，為輔佐縣令，對於一縣的政事沒有什麼不應該過問的。縣丞下尚有主簿和尉

等職，主簿和尉各有職責。縣丞的地位高於主簿和尉，職權逼近縣令，為了避嫌會照往例對

公事不表示意見。在送出公文時，吏會抱著已擬好的案卷送至縣丞那裡，捲起案卷前面的部

分，用左手夾住，右手指出紙尾簽名處，像雁和鴨走路般，搖搖擺擺地走進來，站定之後，

斜視縣丞說：「要簽名。」縣丞拿起筆看準自己要簽名的地方，謹慎地簽上名字，然後看著小

吏問這樣是否可以。小吏說：「可以。」就退下了；縣丞不敢稍微了解公文的內容，也不知文

書上記錄什麼事。縣丞的官位雖高，但實權與勢力反而在主簿和尉之下。俗語若列舉閒散的

官職，必定會說到縣丞，甚至把縣丞當作一種互相謾罵的話。縣丞的設立難道就只有如此作

用嗎？ 

  博陵人崔斯立，勤學苦讀，積累文才，他的學問宏深廣博，且日益增進。貞元初年，他

帶著才能，在京城與人較量學問，折服眾人。元和初年，他任大理評事時，因為言論有失而

被貶官，被遷謫為縣丞。剛到職時，他嘆息說：「官無大小，只怕自己的能力不夠，而無法稱

職。」後來只能閉口無言，才能不得用時又感慨地說：「縣丞啊！縣丞啊！我不負縣丞可是縣

丞卻負我！」於是完全磨去稜角，一概按照舊例，無所作為地去做這縣丞。 

  縣丞的大廳中原來刻有一篇壁記，但房屋壞損漏水而遭到汙損，已無法辨識。崔斯立替

房屋更換屋椽和瓦片，並粉刷牆壁，將前任縣丞的姓名全部寫上牆壁。庭院裡有老槐木四行，

南牆有巨竹千株，筆直挺立，不相上下。水聲繞著庭院的階梯而鳴叫，崔斯立徹底地把房屋

裡外打掃乾淨，每日在兩棵相對的松樹間吟詩。有人問他，他就回答說：「我正有公事，煩請

您離開。」 

  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寫下這篇記。（韓愈〈藍田縣丞廳壁記〉） 

 

16. (A)「不可否事」對事表達不明確的態度；(B)「雁鶩行以進，平立」是指小吏以囂張、

目中無人的態度對待縣丞；(D)痛，徹底之意，表示崔斯立將房屋徹底打掃乾淨。 

 

17. (A)呼應為雙方有相關、相反，或有因果、表裡關係，前句指把縣丞作為互相謾罵的話，

後句指崔斯立因現實的官場文化而無所作為，所以兩者並不相關，故答案選(A)。 

 

二、多選題： 

18. (D)一脈相「成」→承。 

 

19. (A)均指「小」之意；(B)小孩／有人扶持行走；(C)均指「再」，再度、再一次之意；(D)

考慮／商量；(E)違背／雙倍。 

 

20. (A)名詞，兄長／副詞，行兄長之事；(B)動詞，駐軍；(C)副詞，親自；(D)動詞，注視／

名詞，眼睛；(E)動詞，喝酒，名詞，酒杯。 

 



101 年指考 國文考科 

 

5

21. (A)出自孟浩然〈宿建德江〉。語譯：船停泊在一個水氣朦朧的小沙洲邊，夕陽西下，在

外的遊子總不免新添幾許惆悵。曠野上幾株孤樹，讓天色顯得低矮許多，而清澈的江水

則倒映出一輪明月，近得彷彿在人身邊似的。旨在表達鄉愁；(B)出自謝朓〈晚登三山還

望京邑〉。語譯：天邊雲彩展開來就像彩錦，清澈的江水平靜的如同白絹。群鳥喧鬧的叫

聲充滿了春天的小洲，各樣的花朵開滿了芳草遍地的荒野。旨在描寫所見的風景；(C)

出自王勃〈滕王閣序〉。語譯：悠悠的閒雲像影子一樣照映在潭水中，但時光總不斷地流

逝，世事歷經多少更迭，度過了幾個春秋。高樓中的滕王如今人在何處呢？只見那欄杆

外的長江獨自奔流。此為物換星移，景物依舊，表達物是人非的感概；(D)出自白居易〈琵

琶行〉。語譯：樂曲終了時，向琵琶的中心奮力一撥，琵琶四根絃同時發出如同布帛斷裂的

聲音，這時四周的船隻都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只見皎潔的秋月倒映在水中央。詩旨在描

寫琵琶女彈奏的情形，和聽眾的感覺；(E)出自劉長卿〈謫官後臥病官舍簡賀蘭侍郎〉。語

譯：青春年少時皆穿上錦繡衣裳，等待年老時白髮披垂才不至空留遺憾。今夜明月究竟

照耀多少年歲，鏡中自己的樣貌已不再年輕。旨在抒發物是人非之感。 

 

22. (A)排比，「天有情，天亦老」、「春有意，春須瘦」、「雲無心，雲也生愁」為三者並列關

係；(D)排比。「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流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

必積其德義」三組排比句型；(E)譬喻，將人比喻為政治家的臉皮、外交家的嘴巴、殺人

的膽量、釣魚的耐心，表達擅於講價的特質。 

 

23. (A)應是「以物擬人」的詠物詩。 

 

24. (A)杜甫為觀看者，寫自己內心的心情；(C)反手彈只指陳靜的肢體動作；(E)威懾感指陳

靜散發出的氣勢，非指機械性的訓練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