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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基本學力測驗詳解  
國文考科 

 
一、單題： 
1. (A)意指女子才智傑出者；(B)形容人的氣質超塵不凡；(C)指導教育過的學生眾多；(D)

形容醫術高明。題幹提到致贈給女醫生，故答案選(D)。 
 
2. 使用《國語辭典》查閱詞義，首先要分析語詞第一個字的部首為何，即「丙」步驟；再

用部首檢索表找到其部首的頁數，即「乙」步驟；然後計算語詞首字扣除部首之後的筆

畫，即「丁」步驟；最後找到該字在哪一頁後，就可在其詞目中找到該詞的詞意，即「甲」

步驟。因此排序為丙→乙→丁→甲，故答案選(C)。 
 
3. (A)指誠心誠意的服從，並非用來形容笑容；(B)形容目光銳利、手腳敏捷，並非用來形

容眼力衰退；(C)比喻妄想不勞而獲，並非用來形容在原地等待；(D)形容形貌逼真，彷

彿具有生命，故答案選(D)。 
 

4. 題幹說明人被蚊子叮咬卻感覺不到痛，其原因在於「尺寸和圓錐的形狀」，又從文中的「圓

柱狀的針頭正是導致注射疼痛的原因」，可知關鍵在於圓錐形狀的針頭。「長嘴前端較細，

後端逐漸變粗」一句，形容的即是圓錐形狀的針頭，故答案選(A)。 
 

5. 題幹指出作品一旦完成，即具有獨立的生命，作者無法再影響或干涉，故答案選(D)。 
 
6. 題幹中提到的「易於鑄造與使用」，且「比石器鋒利、耐用，即使損壞後還可以改鑄」，

都是青銅器的優點和價值，故答案選(A)。 
 
7. 「你去東還是去西」、「你到底走南還是走北」表示疑問、選擇的語氣，應使用問號；「你

或許不知道」、「方向在蠕動的腳下」兩句之間並無強烈的情緒或感嘆，應使用逗號，表

示一般語氣的停頓；「方向在蠕動的腳下」、「你是作決定的主人」兩句之間語意相去甚遠，

應使用破折號，表達語意的轉換。「你是作決定的主人」是肯定、堅定的語氣，並無強烈

情緒，應使用句號，表示語氣收束。 
 
◎第 8 題翻譯： 
  海邊陡峭拔尖的高山，有如利劍的鋒刃；秋天蕭瑟的景象，處處都牽動旅人的愁思，傷

懷有如刀割一般令人痛苦。若我能有千億個化身，一定要站上每一處山峰，晀望故鄉。（柳宗

元〈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8. 此詩表達了作者的思鄉之情，即使山勢尖峭阻擋了視野，作者也希望能有千億個化身，

站上山頭上晀望故鄉，因此山勢尖峭險峻並無阻絕作者回鄉的念頭，故答案選(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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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題幹旨在說明讀書能帶給人們的好處。(A)說明飽讀詩書可使人氣質不俗；(B)說明讀書

是培養才智、德性的最佳途徑；(C)說明勤奮讀書可以陶冶氣質、開拓眼界；(D)說明讀

再多的書，都不如到各地旅行、增廣見聞，認為旅行比讀書更有用，並非說明讀書的好

處，故答案選(D)。 
 
10. (A)題幹末尾指出「就算大敗，我也不後悔」表達堅持到底、勇於承擔任何結果的決心，

但並未作出「一定會輸」的預言。 
 
◎第 11 題翻譯： 
  京城販賣活魚，用水位較淺的桶子裝著，並用若干柳葉穿插在水中浸泡，沿街販賣。每

天早上光是從新鄭門、西水門、萬勝門，就有數千擔活魚被魚販挑進城。農曆十一月的時候，

從像黃河那麼遠的地方運來的魚，就稱為「車魚」。（孟元老《東京孟華錄‧魚行》） 
 
11. 題幹開始即提到「京城賣生魚……」，並描述活魚擺放的方式，以及運輸的情形，最後再

指出「車魚」的由來，可知文章主旨在敘述京城魚貨販售的情形，故答案選(D)。 
 
12. (A)ㄜˋ；(C)ㄉㄤˋ；(D)ㄧˋ。 
 
13. (B)「一起」與「同行」、「前往」與「至」意義重複；(C)「掉」與「落」、「砸爛」與「破

壞」意義重複；(D)「被」與「挨」、「介意」與「掛懷」意義重複，故答案選(A)。 
 
14. (A)「惺惺作態」形容裝模作樣，虛情假意，與文意不合；(B)「落落寡合」指性情孤僻

高傲，不易與人來往，與文意相合；(C)「喋喋不休」形容說話囉嗦，沒完沒了，與文意

不合；(D)「踽踽獨行」形容孤獨無伴地走著，與文意不合，故答案選(B)。 
 
15. 題幹文句中，「綠楊」為視覺摹寫，「曉輕寒」為觸覺摹寫。(A)「水清石出」為視覺摹寫，

並無使用觸覺摹寫；(B)「滿御溝」為視覺摹寫，並無使用觸覺摹寫；(C)「燭影深」為

視覺摹寫，並無使用觸覺摹寫；(D) 「日暖」為觸覺摹寫，「花明」為視覺摹寫，故答案

選(D)。 
 
16. (A)「遺孀」表示韓正元已過世，主辦人為其妻子，「遺願」亦表示韓正元已過世，兩者

使用無誤；(B)「優渥」通常表達正面的獎賞，而非負面的懲罰，和表示負面意義的「懲

處」詞意矛盾；(C)「並非」表示文史研究不是小弘的專長，「不作第二人想」表示沒有

比小弘更好的人選，兩者詞意矛盾；(D)「處以罰鍰」表示某媒體受到懲罰，為負面之意，

「更受保障」為肯定之意，兩者詞意矛盾，故答案選(A)。 
 
17. 題幹「算」字為「推測」之意。(A)當作；(B)推測；(C)計算數目；(D)當真、承認其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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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題幹說明人類的不幸來自於缺乏理解，而文學可以幫助我們消除人與人之間的界線與距

離。文學的功能在於成為理解他人的管道，使人擁有「同理心」，能設身處地理解他人的

處境，故答案選(B)。 
 
19. 題幹文字說明人的生命有限，若要在歷史之中留下一點價值，就需要前人的指引；而若

希望自己的成就不只是短暫的泡沫，就需要有後人的跟隨，將其價值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A)比喻前人為後人造福；(B)記取過去的經驗教訓，可作為今後行事的依據；(C)有憂患

時先於他人，享樂則居後，才可以在歷史上留名；(D)承續先人的事業，並為後人開拓道

路，故答案選(D)。 
 
20. (A)意指像生活在上古淳樸社會中的人民一樣；(B)意指交朋友不必在乎老少、身分，或

是興趣個性是否相同；(C)意指像我一般喜愛蓮的人有多少呢？喜歡牡丹的人，就有很多

了，感嘆與自己志同道合的人非常稀少；(D)若是行為與志趣相投合，即使是千里之遠也

會互相追從，而若是行為與志趣不同，就算住在對面也不會往來，此說明人與人之間的

交遊會受其志趣影響，故答案選(C)。 
 
21. (A)嘆息美麗的花朵生長在偏僻的深山中無人欣賞，凋零在深林草木中，在此「可憐」為

惋惜之意；(B)長安道上的春日風光惹人憐愛，曲江邊的春風令人心神蕩漾，在此「可憐」

為惹人憐愛之意；(C)隨著船行漸遠，越國的山川逐漸模糊在遠方，而我不捨的愁思仍然

留在江南的樹上，在此「可憐」為惋惜之意；(D)春天的時候，獨自一人帶著愁思在破簾

邊遙望，可惜浪費了大好的春日時光，在此「可憐」為惋惜之意，故答案選(B)。 
 

22. (B)「憤怒之雲」形容憤怒的蜜蜂群起圍攻「我」，而非「我心中充滿憤怒」。 
 
23. 志學之年即十五歲，耳順之年為六十歲，可知二者相差四十五歲，故答案選(C)。 
 
24. 題幹說明人類時常會有超脫現實限制的渴望，而神話的荒謬精神可以帶領我們馳騁想

像、超越理性和寫實精神，原本被理性壓抑的種種不可能，能在神話中成為可能，故答

案選(A)。 
 

25. (A)忍辱負眾→忍辱負重；(B)益於言表→溢於言表；(D)致理名言→至理名言。 
 
26. 題幹說明人可在廣泛的學習中，從中比較，並累積經驗，提升鑑別能力。(A)聽說過卻沒

有親眼所見，儘管見識淵博，容易發生謬誤；曾經見識過，卻不知道它的來歷，儘管認

識，容易發生荒誕不合事實。說明讀書要實事求是，小心求證；(B)讀書不應該沒有疑惑，

如果讀書沒有疑惑，是因為心裡沒有獲得書本的知識。說明讀書要仔細咀嚼，反覆思考，

不應照單全收；(C)書籍像大海一樣，各方面學識都可在其中取得。人的精力有限，不能

全部都讀到，應該找想要學習的主題專精研究。說明學習需針對主要目標深入了解，非

以過度學習為好；(D)人要演奏過千首曲子，才能知道什麼是音樂；要觀賞過千把刀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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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知道什麼是兵器。所以通達各種大道之前，必先廣博觀看，這過程就是經驗的累

積，故答案選(D)。 
 

27. 題幹將人生比喻為河床的石頭，說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緊密的，沒有任何人可以單獨

存在，故答案選(B)。 
 
◎第 28 題翻譯： 
  士大夫這種身分，一生所擁有的俸祿是多麼豐厚啊！不用從事養蠶、織衣，卻能有好衣

服穿；不用從事耕種、畜牧，卻能有好食物；不用付錢，就有馬車可供差遣；不用從事買賣，

卻能累積財富。這是為什麼呢？他們對世人毫無貢獻，又因為其官員的身分，在社會上享有

崇高的地位，這種人到死都虧欠社會很多啊！ 
 
28. 題幹說明為官者不事生產，坐領乾薪，卻享有崇高的社經地位，旨在諷其毫無作為、對

社會無所貢獻，故答案選(D)。 
 
29. (A)不繼前嫌→不計前嫌；(B)肌腸轆轆→飢腸轆轆；(D)本末倒至→本末倒置。 
 
◎第 30 題翻譯： 
  富弼奉派出使契丹，契丹王說明自己想要舉兵攻打中國。富弼告訴他：「北朝若能與中國

來往友好，對君王有利，卻對臣子一點好處也沒有。如果北朝派兵攻打中國，那麼就對臣子

有利，君王卻要承受其損害。所以，北朝群臣爭相勸告，建議君王派兵攻打中國，都是為了

自己的利益，而非為國家著想。如果契丹真的和中國打起來，誰勝、誰輸還不知道，就算契

丹贏了，戰爭中折損的兵將和戰馬，是群臣的損失呢？還是君王的損失呢？」 
 
30. 題幹說明富弼分析契丹若對中國用兵，則對臣子有利，君王蒙受其害；若與中國保持友

好，則對臣子有害，君王蒙受其利，因此君臣之間立場並不相同，以此說服契丹王，故

答案選(C)。 
 
◎第 31 題翻譯： 
  若心中對於是非對錯有所疑問，就應參考以往的經驗，以身旁周遭的事物驗證，並以無

預設立場的平常心對待，就能停止無謂的流言。 
 
31. (A)此句意謂是非對錯都在自己心裡，無論作任何事，都無愧於天和他人；(B)此句意謂

是非對錯只有自己最清楚，至於名譽好壞只能由他人決定，所以對於那些榮辱功過，不

必太放在心上；(C)此句意謂遇事宜多方查證，冷靜觀察，答案自然清晰可辨；(D)此句

意謂清白的人就是清白的，無德的人便是無德的，有智慧的人自能看清並停止無謂的流

言，所以不需要多費力氣去爭辯，故答案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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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題翻譯： 
  酒就是我的性命，寧可整天不吃飯，也不能一天沒有酒。今天就聽你的建議，節制飲酒，

謹守分寸。我每次都要喝十遍，這次就只喝一加九遍。我每次都要喝十升，這次就只喝一斗。

我每次都要一口氣把酒喝光，這次就分成兩口喝。我每次都要在床上喝酒，這次就在床下喝。

我每次都要喝到夜半三更，這次就只喝到二更後。若是這樣還要再讓步，我的性命就比狗還

不如了！ 
 
32. 文中「老夫」雖然說要聽從良言，謹守分寸；但「一加九遍」即等於「十遍」，「一斗」

即等於「十升」，「一口氣把酒喝光」和「分成兩口喝」對總量沒有影響，「在床上喝」和

「在床下喝」並無分別，「二更後」其實就是「三更」，可知此人並無誠意戒酒，故答案

選(A)。 
 
◎第 33 題翻譯： 
  康有為在他的遊記中這樣寫著：「七月八日晚上七點，汽車從挪威出發，七月九日清晨抵

達瑞典的京士多貢。原本以為瑞典與挪威一樣，國家幅員狹小、人民貧困，必定沒什麼可觀

的。在確認完行李之後，走出汽車場，卻看見通暢的道路，既寬闊又整潔，建築物高聳而華

美，周遭擦身而過的紳士與淑女皆儀態不凡，和挪威簡直天差地遠。不只是挪威比不上，瑞

典甚至可說是歐洲第一，即使是英國和法國都遠遠差了一大截。」 
 
33. (A)康有為應先遊挪威，後至瑞典；(B)康有為認為瑞典可說是歐洲第一，遠勝於英、法；

(C)康有為到達瑞典首都後的第一印象是道路寬闊整潔、建築物高聳華美、人民皆儀態不

凡，而非「國小民貧」；(D)康有為走出瑞典的停車場後，發覺道路通暢整潔、建築高聳

華美、人民儀態不凡，因此認為瑞典是進步的國家，故答案選(D)。 
 
二、題組： 
34. 繪製地圖的人置身於街道時，為求資料精確，必會對周遭環境深入觀察、處處留心，因

此能比走馬看花的旅客看到更多的事物，故答案選(C)。 
 
35. (A)文中提到可從交通路線看出一個城市是否為自然發展；(C)背包客可以用地鐵圖配上

街道圖規畫路線，途經的觀光景點就是可考慮的目標；(D)文中提到可從購物商圈的位置

判斷出吉隆坡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城市。本文未提及農業特產，故答案選(B)。 
 
36. 圖中的道路分布彎曲，且在教堂處匯集為圓圈。根據文中描述「但當你看到彎彎曲曲的

線條，線條匯集之處標示十字架或圓圈圈，你大概來到了歐洲的小城。因為當地小城的

街道是順著市民需要而發展」，故答案選(C)。 
 
37. 甲系列的課程名稱，皆與文字的形體結構或特徵有關。(A)與篆書的結構有關；(B)與篆

書的歷史考證有關；(C)與擅長篆書的書法家、碑帖有關；(D)與文化、歷史有關，故答

案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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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乙系列的課程名稱，分別介紹歐陽詢的碑帖「九成宮醴泉銘」、柳公權的碑帖「玄祕塔

碑」、顏真卿的碑帖「顏氏家廟碑」、懷素的碑帖「自敘帖」，因此可知主題為名家碑

帖，故答案選(B)。 
 
39. 本文以烏拉圭名模為例，說明人們對美感失去主見，受到流行所操縱，因而崇尚不正常

的瘦，因此對自己身體不滿意所引發的厭食症或暴食症等時有所聞，此即為所謂的「美

麗暴政」，故答案選(C)。 
 
40. 題幹提到「我們每個人都是別人的戰場」，意指他人透過各種途徑，影響我們的判斷力

或意志，而使人失去主見，例如：與美麗相關的產業透過對於模特兒的篩選，在社會上

建立出一種流行，使此種判斷標準受到普遍認同，於是多數人的認知便受到影響，在這

種情況下，人已失去自行判斷「美麗」與否的能力，人們不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是以

流行為依歸。(A)認為「美」的價值觀並非盲目跟從流行，而且「美」的定義應有彈性空

間，不可一概而論，和題幹不相符。 
 
41. 作者認為這是一個自我意識逐漸消亡的時代，但人應具有自己的判斷，不應失去自我，

故答案選(B)。 
 
42. (A)根據最後一段，「我」在演完戲之後便邀請對方「陪我／走一段／沒有其他演員的波

麗路」，故在戲外並無掩飾自己的愛意，直接表現出來；(B)「我」在戲裡、戲外均始終

保有對對方的愛意，其愛情並無受到劇本影響；(D)「我」因懷有愛意而無法做好擁抱的

姿勢，因此顯得笨拙，並非「扮演笨拙到不知如何表達愛意的角色」。 
 
43. (A)本文從「戲總按時的開演」開始，到戲劇結束，此為順敘，並在其中插入作者自白，

此為插敘；(B)本末已離開舞臺上，移動到波麗路上；(C)本文藉「卸了妝」與「將假髮

歸還戲箱」表達二人可以坦誠面對彼此，而非藉此指人性虛偽；(D)本文從頭至尾僅有「我」

和「妳」兩個角色，並無多樣的角色，故答案選(A)。 
 
◎第 44～45 題翻譯： 
  從夏至後一直到秋分，不要吃肥膩的糕餅或肉羹之類的東西，這些與此時盛產的酒、瓜

果會互相排斥。也許當下並不覺得身體有問題，但進入秋天之後，天氣開始轉變，許多病症

就會跟著出現，這都是因為夏天的時候取食太多性冷的食物，飲食沒有節制所致。可能有人

以為發病的當下即是得病的時候，卻不知道病因是之前就已經種下的。故謹慎的人，應當從

小地方就避免這些問題。（改寫自孫思邈〈攝養枕中方〉） 
 

44. 本文說明從夏天進入秋天之時，所應注意的飲食問題，以免種下病因，故答案選(D)。 
 
45. 本文末尾說明，人會生病是因為沒注意飲食，謹慎的人應從小地方就避免這些問題。(A)

說明常常勞動的人身體強壯，過分安逸則會因慵懶而生病；(B)說明禍害常積累於輕忽之

處，災患常消除於謹慎之心，因此不要輕忽小地方，當趁禍患還未發生之前就加以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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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當身體無病痛時，不知何謂歡樂，生病了才明瞭無病無痛就是快樂。比喻當壞事發生

了，才後悔當初為何不重視；(D)看見兔子才回頭叫獵犬追捕，還來得及；失去羊了才修

補羊圈，還不算晚。比喻錯誤發生後及時更正，尚能補救，故答案選(B)。 
 
◎第 46～48 題翻譯： 
  東越的閩中一帶，有叫庸嶺的山，有數十里那麼高，在山西北的溼地有很大的蛇，長約

七、八尺，有十圍那麼粗，一般人都很害怕。東冶的都尉以及其轄下的各縣城行政長官，多

有被咬死的情形。即使用牛羊祭祀，也一直沒有用，大蛇有時托夢，有時給巫祝指示，要吃

十二、三歲的童女。當地所有的行政官員們都為此事而感到擔憂，因大蛇依然不斷肆虐，他

們只好尋求奴婢或是罪犯人家所生的女孩，到了八月初一，便將女孩祭於蛇窩口，大蛇隨即

出洞吞吃童女。連續幾年如此，已犧牲了九位女孩。 
  又到了每年的這時候，他們預先招募尋找可祭祀的童女，卻沒有找到。將樂縣有個李誕，

生了六個女兒，沒有兒子。最小的女兒名寄，要前往應徵。她的父母不答應，李寄說：「父母

沒有福氣，只生了六個女兒，卻沒有兒子，雖然有小孩卻也和沒有一樣。我不像緹縈那樣能

夠幫助父母，既然不能供養父母，只是白白浪費家裡的衣食而已，活著也對父母沒什麼好處，

不如早點死去。賣掉我李寄的身體，還可以為父母換得一點小錢，盡盡供養之心，這樣不是

很好嗎？」父母捨不得，最後還是不願讓她去。李寄便自己偷偷離開，無人可阻止她。 
  李寄訪求了好劍和會咬蛇的狗。到了八月初一，便在廟裡坐著，劍不離身，也將狗帶在

身邊。她先將好幾石的糕餅，用蜜漿淋灌後，放在蛇窩口。蛇便出洞。蛇頭有穀倉那麼大，

眼睛如兩尺長的銅鏡，因聞到餅的香氣，就先吃了糕餅。李寄放出狗，狗立刻上前撲咬大蛇，

李寄趁機拿劍從後頭將蛇砍出好幾處傷口。蛇因過於疼痛而躍出洞口，到空地上就死了。李

寄進入蛇洞內查看，找到九具童女的骷髏，將她們全部拿出來，痛惜地說：「妳們太膽小怯懦，

才被蛇吃了，實在是太可悲、可憐了！」然後慢慢地走回家裡。 
  越王聽到這件事後，下聘迎娶李寄為王后，授李寄的父親為將樂令，李寄的母親和姊妹

均受到賞賜。從此東冶再也沒有妖邪的東西。（改寫自甘寶《搜神記‧李寄》） 
 
46. (B)此句意指父母沒有福氣，所以只有女兒，沒有兒子，表達出重男輕女的觀念。 
 
47. (A)最先被地方官員送入蛇口的，是奴婢或有罪人家所生的女兒，亦即地位低下的人家所

生的女兒，而非罪有應得之人；(C)大蛇托夢給人或巫祝，指示要吃童女，而非東冶無牛

羊；(D)李寄最後並無成功說服其父母，只好偷偷溜出門。 
 

48. (A)當地官員因大蛇持續危害，迫不得已，只好先從地位低下的人家，或是罪犯人家所生

的女孩中，找尋可供祭祀的童女，而非刻意欺壓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