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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指定科目考試詳解  
國文考科 

 
一、單選題： 
1. (A)前者語出曹丕〈燕歌行〉，意謂「你為何久留異鄉，而我孤獨守在空無他人的家中」，

「煢煢」即孤獨無依的樣子，後者「煢煢」亦解作孤獨無依的樣子，古今意義相同；(B)
前者語出諸葛亮〈出師表〉，意謂「先帝不嫌棄我出身卑微，竟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屋來

探望我」，「卑鄙」意指地位卑賤，後者「卑鄙」則形容人品低下，古今意義改變；(C)
前者語出李贊《藏書‧儒臣傳八‧蘇軾》，意謂「從古到今的風雅傑出之人，宋朝有蘇軾，

唐代有李白，晉時有謝安，本就寥寥無幾」，「風流」用以形容才識高明而瀟灑風雅的傑

出人物，後者「風流」則形容男子貪好女色，處處拈花惹草，古今意義改變；(D)前者語

出《隋書‧列傳》第二十二，意謂「劉松為人寫作碑刻銘文，將之拿給盧思道看，盧思

道讀後，對於文章有多處無法理解，於是受到觸動激發，在家中關門不出，專心讀書」，

此處「感激」意指感動激發，後者「感激」則指真心感謝，古今意義改變，故答案選(A)。 
 
2. (A)語出《禮記‧大學》，意謂「百姓所喜歡的事物，自己也跟著喜歡，百姓所討厭的事

物，自己也跟著討厭」，兩個「惡」字均作動詞用，解作討厭；(B)語出《老子‧第七十

一章》，意謂「聖人沒有缺點，因他將自己的缺點視為必須改正的毛病，所以他沒有缺點」，

前者「病」字為動詞，解作「以……為毛病」，後者「病」字為名詞，解作缺點；(C)語
出《史記‧項羽本紀》，意謂「九江王 鯨布假托自己生病，不肯親自前去，而只派遣部將

帶領幾千士兵前往」，前者「將」字為名詞，即將領，後者「將」字為動詞，解作率領；

(D)語出《禮記‧大學》，意謂「〈大學〉所講的主要道理，在於彰顯人所自有的清明德性，

在於親民愛眾，推己及人，並持續修明德行，直到 完善的境界為止」，前者「明」字為

動詞，意指發揚、彰顯，後者「明」字為形容詞，解作光明的、靈慧的，故答案選(B)。 

 

3. 首先，第一處缺空有「幽鳴」與「乾號」可選，「幽鳴」指微弱的鳴叫聲，「乾號」本指

哭時有聲而無淚，可引申為大聲地號叫，根據下文形容蛙鳴「像聲浪給火煮得發沸」，此

處應填能表現大聲的「乾號」；其次，第二處缺空有「片」與「星」可選，根據下文「螢

火優游來去，不像飛行」，可知此處缺空乃是形容螢火蟲飛行游移的樣子，「片」應用於

形容密集而可構成平面的樣子，「星」則為點狀、零散的樣子，因文中將螢火蟲形容為「一

點螢火忽明，像夏夜的一隻微綠的小眼睛」，故知「星」較符合引文中螢火蟲形象； 後，

第三處缺空有「漂浮」與「逡巡」可選，「漂浮」意指飄蕩浮游，「逡巡」意指來回徘徊，

根據前文「空氣」一詞，此處應填入能表現氣體輕柔飄渺特性的「漂浮」，故答案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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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題幹提供的條件，選項中的語詞均全數用以表現「瘦」，且排列順序須由 為瘦弱者，

逐步趨於強勢，表現出體態逐漸康復的狀態，亦即「非常瘦弱→很瘦弱→瘦弱→有點瘦

弱→不瘦弱」。因此由「雨絲」、「煙」、「蘆葦桿」、「柳條」、「觸角」相比較後可知，「煙」

不具可觸碰的形體，應為 脆弱者，其次為液體的「雨絲」，再者為柔軟的「柳條」，接

著是比柳條更為堅硬一些的「蘆葦桿」， 後才是堅硬的甲蟲「觸角」，故答案選(B)。 
 
5. 首先，根據題幹引文中的末句：「各自消沉永無痕跡。」可知此詩乃以「事物的消逝」作

為收尾，則丙為五者中 為直接點出「消逝」者，故丙當位於全詩終句之前、五者之末；

其次，因甲、戊、乙三者可藉由頂針而彼此連貫，可知三者當彼此依隨； 後，只要判

斷丁的位置應在甲戊乙之前或之後即可。丁句「所有的，只是在這小小空間的短短相聚」

若是置於全詩首句「原來一切都是借來的。」之後，則句中的「所有的」以及「這小小

空間」所指為何者，便因前句並無交代，而造成語意不明；此句若是置於甲戊乙之後、

丙句之前，則「所有的」即總指前文所敘之「容顏」、「金質耳環」、「歲月裡的歡樂哀愁」

等事物，「這小小空間」即指「手中的鏡」，且可與丙句構成因果關係──即在丁句中「短

短相聚」的事物，到丙句則「煙消雲散」，因此全詩順序應為甲戊乙丁丙，故答案選(A)。 
 

6. 甲、語出許渾〈早秋〉，意謂「幾隻殘螢停棲在有白露凝結的草枝上，早晨有雁群掠過銀

河而向南遠去。」從「殘螢」可知夏天剛過，「雁群」的出現也可推知詩句所述之季

節為秋季。 
乙、語出李白〈春思〉，意謂「燕地的青草有如碧綠的柔絲，秦地的桑葉茂盛得壓低了樹

枝。」由碧綠的草與茂盛的桑葉可知為春季。 
丙、語出錢起〈避暑納涼〉，意謂「木槿花開，夏天烈日高掛天空的時間特別漫長，這時

常輕搖著扇子，躺在繩床上納涼。」由木槿花開、日照時間長，以及「搖輕扇」、「倚

繩牀」等避暑納涼的舉動可知為夏季。 
丁、語出韓偓〈冬至夜作〉，意謂「四方野外的枯草應在春來時重新充滿綠意，再高的天

空所凍結的雲氣也會散開。」此句乃是預想春天到來的情景，而既是預想，可知此

時應為冬季。 
題幹中的詩句依春夏秋冬四季順序排列應為「乙丙甲丁」，故答案選(B)。 
 

7. (A)句中採取行動的主詞是「我」，故無論是「脫下」高跟鞋，或是「踏上」小臺階，均

是「我」所採取的行動，而「我」本為人類，並不符合擬人法「將事物當作人物來描寫」

的要件，故此句未使用擬人化動詞；(B)句中寫時間「爬過」了皮膚，「爬過」為擬人化

動詞；(C)句中寫花「流淚」和「仰望」，二者均為擬人化動詞；(D)句中寫歲月在臉上「撒

野」，「撒野」為擬人化動詞。 

 

8. (A)「傳奇」一詞 早見於唐代 裴鉶《傳奇》，後來泛指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說，元 明之後

變為一種繼承自南曲的戲曲；(B)《紅樓夢》又名為《情僧錄》、《風月寶鑑》、《金陵十二

釵》、《金玉緣》，所描寫的對象，以女性為重心；(C)《三國演義》以明代以前正史、雜

書涉及三國之故事詩文，皆加意採輯，巧為穿插，務求誇飾而不甚背於歷史，奇詭而仍

近乎人情，全書並以劉備的蜀為正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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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詩經》六義中的賦、比、興，乃指《詩經》的三種寫作手法，而非形式特點；(B)
樂府詩至南北朝、唐代都並未沒落，仍有許多作品流傳於世，如南北朝有〈敕勒川〉、〈木

蘭詩〉，唐代有李白〈長干行〉等等；(C)詞在五代時即已臻成熟，如五代 後蜀 趙崇祚所

編的《花間集》，選錄了當時詞人溫庭筠、韋莊等十八家詞人的作品，南唐 李煜的詞作也

極具代表性，宋代則為詞的發展高峰，並非如題幹所言「至宋代才出現成熟的作品」。 

 
10. (A)用於女子出嫁；(B)用於祝壽宴席；(C)用於設宴迎接歸來的人。 

 
11. 題幹中提到主角是一位「寂寞的歌人」，而寂寞的歌人之所以唱歌，是「為了能在幽暗中

回應的人」，能在幽暗中回應的人即指能理解並回應這位歌人的歌聲者，亦即「知音」，

故可知歌人唱歌，是為了等待或尋覓知音。(A)語出陶淵明〈飲酒〉之五，意謂「我在大

自然之中體悟到真正的意趣，但卻無法用言語說明」，與「知音」無關； (B)語出張九齡

〈感遇十二首〉之一，意謂「草木自有其美好的本性，無須希求透過美人攀折來凸顯它

的美好」，與「知音」無關；(C)此句意謂「人事的榮衰變化哪裡值得稱述，人間真正難

以尋找的是知音」，說明知音的可貴；(D)語出李商隱〈錦瑟〉，意謂「這份情懷終將成為

回憶，屆時當只剩下悵惘傷感之情」，與「知音」無關，故答案選(C)。 
 
12. 甲文表達了對於家族離散的傷感與不捨，而在這樣的處境之中，引號中的語句讓作者感

到難以實行。乙文為作者對於顏真卿書法的感言，認為其字跡顯露出即使身處於戰亂之

中，也仍能保有端正與莊嚴的人格，引號中的語句乃是用以形容此種人格。(A)前句語出

李煜〈相見歡〉，意謂「愁思想剪也剪不斷，愈整理還愈紛亂」，後句語出《論語‧憲問》，

意謂「明知做不到的事也仍堅持去做」，後句或可說明人格之高尚，但前句所形容的混亂

傷感處境，卻並非甲文所稱難以實行的事；(B)前句化用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意謂「心

靈受形體所役使，惆悵而獨自悲傷」，後句語出《論語‧述而》，意謂「閒居的時候，怡

然自得，顏色和悅」，後句或可說明人格之高尚，但前句所形容的痛苦傷感處境，卻並非

甲文所稱難以實行的事；(C)前句化用陶淵明〈形影神贈答詩〉，意謂「面對宇宙萬物的

變動不定，萬般變化皆順其自然，不須再為此感到憂慮」，後句語出《論語‧里仁》，意

謂「君子在倉促的時後必定堅守仁道，在困頓的時候也必定與仁同在」，後句可用以說明

高尚的人格，前句的曠達自在也符合甲文所稱之難以實行的事；(D)前句語出楊慎〈臨江

仙〉，意謂「古往今來的多少人事，如今都化為說笑閒聊的話題」，後者語出《論語‧學

而》，意謂「別人不知道我的學問與才能，我也不怨恨，這不正是君子的修養嗎？」後句

雖表達出高尚的人格，但與乙文中，顏真卿身處亂世的處境完全無關，若用於文中便顯

得過於勉強，而前句雖表達出曠達高遠的心境，但其重點在於對歷史的長遠、滄海桑田、

人事興替無常發出慨嘆，甲文並未表現出如此蒼涼長遠的歷史感，故答案選(C)。 
 

13. 題幹提到，張大贊成文若虛同行，多一個人在船中說說笑笑也可排遣無聊，但既然要坐

船前往他處，不如買些貨物做點生意，才不虛此行，故張大出主意，要和其他人商量籌

錢，為文若虛買辦貨物，故答案選(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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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題翻譯： 
  楊大年、歐陽脩都不喜歡杜甫的詩。他們兩位豈是不懂欣賞文章的人，但卻有這樣與世

人不同的好惡！晏殊曾喜歡誦讀梅堯臣的「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詩句，但梅堯臣認為

這不是自己 好的作品，難道是晏殊個人恰好對這兩句詩有所領會嗎？歐陽脩也說：「我這輩

子所作的文章，只有尹洙一看到就能開卷快速閱讀，看完五行就能知道我在文中深刻的用意。」

但就其他人而言，無法真正讀懂文章的人應占多數。所謂文章就像精美的黃金寶玉，在市場

上自有一定的價值，不會因眾人的評論而增加或減損其身價，這大概是不切實際的話吧？（陳

善《捫蝨新話》） 
 
14. 引文首先舉杜甫的例子，說明即使是像杜甫這樣偉大的詩人，也未必能得到所有傑出文

學家的欣賞；而晏殊 喜歡的梅堯臣詩句，卻不被原作者認為是 好的詩句；歐陽脩認

為只有尹洙才能真正讀懂自己的文章，意謂多數人其實未能讀出文章的真意，但卻仍然

認同歐陽脩是文章大家，可知即使並不真正讀懂文章，也能做出喜好的評斷，而即使是

再好的文章，也無法得到所有人的讚賞，可見人對文章的好惡各有所偏，沒有一定的標

準，一篇文章的好壞與否，不可能得到一致的意見，故答案選(B)。 
 
◎第15題翻譯： 

甲、不要怨恨自己被關進雕花的籠子、羽毛被剪去的遭遇，江南這個地方比你來自的隴西要

暖和多了。勸你別把話說得太明白，話說得太白就難以脫身了。（羅隱〈鸚鵡〉） 
乙、畫眉鳥在山林中可以隨意地鳴叫與穿梭自如，在繽紛盛開的山花和高高低低的樹叢間隨

意來去。此時才明白，與其將鳥兒鎖在精緻的鳥籠中欣賞叫聲，不如牠在山林間自由飛

翔時的鳴叫聲來得好聽。（歐陽脩〈畫眉鳥〉） 
 
15. (B)甲詩意在勸解自我，應慎言以避禍，就字面意義而言，是勸告鸚鵡切勿隨意鳴叫，並

無對鸚鵡不能放聲高鳴而表示惋惜；(C)甲詩乃以鸚鵡自比，故「君」實指詩人自己；(D)
甲詩並未出現「樹」與「林」，乙詩則將「樹」與「林」視為鳥兒可自在飛翔的地方。 

 
◎第16～17題翻譯： 

甲、芬芳的荷花落盡，翠綠的葉子凋零，秋風吹拂綠水，也引起了人的愁緒。人的美好時光

與荷花的美麗光景同樣凋落而一去不返，令人不忍看這蕭瑟的景象。在迷濛細雨之中夢

見在遙遠的邊塞與故人相會，醒後獨自在小樓吹奏淒冷的笙樂。淚水漣漣，帶著多少幽

怨傷感，孤獨地倚在欄杆邊遠望。（李璟〈攤破浣溪紗〉） 
乙、填一闕新詞，喝一杯酒，此時是和去年同樣的天氣，在同樣的亭臺，但當時隨著夕陽西

下而逝去的時光什麼時候才會回來？無奈眼前的花兒都將會凋落，而似曾相識的燕子又

都會飛回來，在芬芳彌漫的小徑，獨有我孤身徘徊。（晏殊〈浣溪紗〉） 
 
16. (B)意指不忍心看；(C)意謂今天的天氣與去年的一樣，亭臺也沒有改變；(D)意謂詩人獨

自在花香芬芳的小徑上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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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甲乙皆以眼前所見的景物抒發情感，而非夢中世界；(B)乙詞所敘述的景象為暮春，

非秋天；(C)在甲詞中，眼前已是淒涼蕭瑟之景，作品意在悲嘆美好時光的逝去，而非「感

嘆眼前歡樂即將結束」。 
 
二、多選題： 
18. (A)前者語出范仲淹〈岳陽樓記〉，意謂「春風和煦，日光明麗，水面平靜無波」，「景」

字指日光，後者語出連橫〈臺灣通史序〉，意謂「我們先王先民偉大的使命，實在是依託

於此」，「景」字為大的意思，兩者意義不同；(B)前者語出司馬光〈訓儉示康〉，意謂「衣

服只求能夠抵禦寒冷，飲食只求能夠填飽肚子」，「衣」指衣服，後者語出《孟子‧梁惠

王》，意謂「七十歲的老者能穿絲綢，吃到肉品，平民百姓不挨餓受凍」，「衣」為動詞，

即穿衣，兩者意義不同；(C)前者語出《荀子‧勸學》，意謂「為學的次序，乃是始於研

讀經書， 後讀《禮》」，「數」指為學的次序，後者語出賈誼〈過秦論〉，意謂「帶領疲

憊散漫的兵卒，統率一群不過數百人的部隊」，「數」為約舉之詞，即不定的數目，兩者

意義不同；(D)前者語出曹丕《典論‧論文》，意謂「一般人推崇古代而看不起近代的作

品，崇尚不實的名聲而背棄實學」，「賤」字意指輕視、瞧不起，後者語出《戰國策‧馮

諼客孟嘗君》，意謂「服侍孟嘗君的人因為孟嘗君看不起他，所以拿不好的飲食給他」，「賤」

字亦為輕視、瞧不起之意，兩者意義相同；(E)前者語出方苞〈左忠毅公軼事〉，意謂「左

公看完，就脫下自己的貂皮大衣披蓋在書生身上，並替他關上房門」，「畢」即結束，後

者語出司馬遷《史記‧鴻門宴》，意謂「你進去上前敬酒祝壽，祝壽完畢，請求用劍起舞」，

「畢」亦為結束之意，兩者意義相同，故答案選(D)(E)。 
 
19. (A)語出《論語‧八佾》，意謂「你愛惜那隻羊，我愛惜的是禮制」，「爾」即「你」，非尊

稱；(B)語出王維〈雜詩〉，意謂「您既然來自故鄉，應該知道故鄉的事情」，「君」為對

人的尊稱；(C)語出《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意謂「承蒙先生不介意，竟有意為我到

薛地收債嗎？」，「先生」是對有才德或專長之人的尊稱；(D)語出顧炎武〈廉恥〉，意謂

「如果憑著這些本領，自可獲得卿相的地位，我也不願意你們去做」，「汝曹」即「你們」，

非尊稱；(E)語出《左傳‧燭之武退秦師》，意謂「我不能及早重用你，現在國家危急了

才求你幫忙，這是我的過失」，「子」是對男子的尊稱，故答案選(B)(C)(E)。 
 
20. (A)語出《禮記‧大同與小康》，意謂「陰謀詭計都閉塞而不再發生，強盜小偷、亂徒賊

黨也不再做壞事」，前句僅交代陰謀詭計不再發生，後句僅交代歹徒不再做壞事，兩句均

無因果關係；(B)語出《漢書‧楚元王傳》，意謂「起用讒邪奸佞的小人，眾多有才德的

君子就要退位；邪惡的勢力興盛，那麼正直之士就會消失」，前句說明「因為讒邪進，所

以眾賢退」，後句說明「因為群枉盛，所以正士消」，兩句均各自交代了完整的因果關係；

(C)語出《論語‧子路》，意謂「君子容易侍奉卻難以取悅，小人難以侍奉卻容易取悅」，

「容易侍奉」與「難以取悅」只是君子身上的兩種特點，但二者之間並無因果的推導關

係，反之，「難以侍奉」和「容易取悅」也僅是小人身上的兩種特點，小人並非因為「容

易取悅」所以才「難以侍奉」，故二句均無包含任何因果關係；(D)語出《荀子‧勸學》，

意謂「靶心一架起來，弓箭就會射來；林木茂盛，斧頭就會來砍伐」，前句說明「因為質

的張，所以弓矢至焉」，後句說明「因為林木茂，所以斧斤至焉」，二句均各自交代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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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因果關係；(E)語出范仲淹〈岳陽樓記〉，意謂「居於朝廷高位，就憂慮百姓的生活；

退居江湖，就憂慮君王施政的得失」，二句均僅表示君子對自身的期許，「居廟堂之高」

與「憂其民」並無因果的推導關係，居高位者並不一定憂慮百姓民生，憂慮百姓民生的

人，也未必是居高位者；同理，「處江湖之遠」與「憂其君」之間亦無因果關係，故答案

選(B)(D)。 
 
21. (A)語出《論語‧子罕》，意謂「歲末天寒，然後才知道松柏在所有草木凋零之後，仍舊

挺立」，以在寒冬中仍不凋零的松柏，借喻處在亂世仍然能固守節操之人；(B)語出杜甫

〈哀江頭〉，意謂「容貌明麗的楊貴妃現在又在何處？滿是汙血的遊魂回不了宮廷」，句

中以「明眸皓齒」借代美女楊貴妃；(C)語出范仲淹〈岳陽樓記〉，意謂「沙鷗在湖上飛

翔棲息，魚兒在水中悠游；岸上芷草和水邊的蘭花，香氣濃烈而茂盛」，句中的「鱗」借

指魚；(D)語出鄭玄〈戒子益恩書〉，意謂「張角一干黃巾賊作亂，我像浮萍一樣四處漂

泊，而後才重新回到家鄉。直到今年，我已七十歲了」，句中以「黃巾」借指張角帶領的

黃巾賊所引發的黃巾之亂；(E)語出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意謂「回想當時的周瑜，小

喬剛嫁給他，他那樣意氣風發，英姿瀟灑，手揮羽扇，頭戴綸巾，在談笑之中，強橫的

敵軍就已被消滅殆盡」，使用了誇飾修辭法，故答案選(B)(C)(D)。 
編者按：(E)選項中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有的版本選文作「檣櫓灰飛煙滅」，「檣櫓」指

船上掛桅杆和槳，屬於借代修辭。由於內容流傳不同屬於版本校勘問題，非高中教學重

點，同學在學習上應掌握「強虜」指強大的敵人，「檣櫓」指船上掛桅杆和槳，並根據文

字內容進行作答即可。 
 
22. 根據題幹指示，同學須判斷哪些選項表達出「親身經歷之後才了悟」之意。(B)、(C)、(E)

句中並不包含「經歷」與「了悟」兩項元素，故不符合題目要求；(A)此句說明要喝醉過

才知道酒濃，要愛過才知道情重，符合題目要求；(D)此句說明「騎單車的小孩」要經歷

過「重重的病後」，才能了悟「生的可喜」，符合題目要求，故答案選(A)(D)。 
 
23. (B)本詩題為「小時候」，可知「鈔票用來糊紙鷂／銀幣用來飄水紋」兩句乃是兒童的幻

想，是兒童對於「世界太平」、「人會飛」、「小麥從雪地裡出來」、「錢都沒有用」的童話

世界的幻想，而非表示其家中很富有；(E)詩中並無交代媽媽告訴「我」必須工作之後，

「我」有無認真學習與工作。 
 

◎第24題翻譯： 

  朱熹、陸九淵的學術主張本來就不一樣，更何況是後進學者所爭議的論點呢？但門戶派

別既已分立，那麼想要攻擊朱熹之學的人，必然會剽竊與陸九淵、王陽明學說的相似論點；

想要攻擊陸九淵、王陽明之學的人，必然會剽竊與朱熹之學相似的論點。與朱熹相似之形，

必定繁複縝密，與陸九淵、王陽明相似之形，必定超逸空靈，這是必然的道理。而一直以來

門派之間的彼此攻擊，都是固守自己本門的學問和偏見，將書收在高閣而不研讀，高談性與

天之類的問題。結果自認是陸九淵、王陽明學派而攻擊朱熹學派的人，固然是假的陸、王學；

即便是自認承屬朱熹之學的人，也一樣是假的陸、王學，不能稱之為假的朱學。在同樣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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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學派之中，陸、王學有假偽，而朱學沒有，這是因為提出空泛而不切實際的言論容易，而

踏實地做學問較難。（章學誠《文史通義‧朱陸》） 
 
24. (A)題幹引文並未比較或談論陸、王之學與朱學的優劣；(B)文中並無談論陸、王學者用

以攻擊朱學的論點為何，且作者在文中所謂「空言」，乃是指學者未經踏實研究而提出的

空泛言論以及不切實際的論題；(C)文中並無談論朱學學者用以攻擊陸、王學說的論點為

何，且文中說明朱學較為繁密，而非陸、王之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