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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指定科目考試詳解  
國文考科 

 
一、單選題： 
1. (B)針「貶」→砭；(C)修「茸」→葺；(D)打「酣」→鼾。 

 
2. 由引文「仰望與原野同樣遼闊的天極」的文意可知，下文應銜接與「仰望」、「天極」相

關的語句，而戊句的「碧海青空」、「風箏」與「仰望」、「天極」之文意連貫，故戊句應

排在第一。戊句提及「風箏」，而風箏有線，故可接丙句「母親手中緊握住那線繞子」，

再由「線繞子」來看，能夠連接上下文意的只有乙句，故丙、乙兩句可以頂針前後連續。

後，甲、丁兩句皆描寫地景，且兩句有前後因果關係。由丁句「頃刻，大風起兮」可

知，風起為因，導致了炊烟散逝、落日沒地、古道隱跡、遠山蒼茫的果，順序應為戊丙

乙丁甲，故答案選(C)。 
 
3. (A)〈師說〉主旨為說明從師學習的重要性，為一篇解釋義理，闡述己意的論辨體；(C)

〈諫太宗十思疏〉主旨為魏徵以十思勸諫唐太宗居安思危、積德義，屬於奏疏體；(D)
〈勸和論〉為鄭用錫因漳 泉械鬥不止，而撰文勸和，為論說體，並非上對下的詔令體。 

 
◎第4題翻譯： 
  寫詩要有才華，不必讀書，是欺騙人的話。杜甫成為詩壇宗匠，他還是說：「讀書超過萬

卷，才能下筆寫作時有如神助一般」，現在的人讀過一本《香草箋》，便想要創作詩，發表出

來與人應酬唱和，哪有這麼容易呢！我認為想要學作詩的人，經書與史書即使不能讀得通透

爛熟，也必須要大略知道二、三成，然後再選唐代知名作家的全集來讀，沉浸於穠郁的詩韻

當中，細細品味其中要旨，咀嚼其華美辭藻，等待有所心得。有所心得，才能旁及他人作品，

自然不會雜亂無章，下筆寫作也會有可觀之處了。（連橫《雅堂文集‧詩薈餘墨》） 
 
4. 根據引文「經史雖不能讀破，亦須略知二、三，然後取唐人名家全集讀之」可知，連橫

認為想要學作詩的人，應該先讀經史類的書籍，再讀唐代名作家的詩集作品。《香草箋》

為清代 黃任的詩集，《王右丞集》為唐代 王維的詩集，《黃山谷集》為宋代 黃庭堅的作品，

《杜工部集》為唐代 杜甫的詩集，而《詩經》、《左傳》皆為十三經之一。依連橫的看法，

應先讀《詩經》、《左傳》，再讀《王右丞集》、《杜工部集》，故答案選(D)。 
 

5. (A)由「周瑜新死」、「操大喜」可知，周瑜剛剛過世，孫權陣營失去一名大將，曹操欲趁

機南征；(B)馬騰原是西涼太守，由「我若遠征，恐馬騰來襲許都」可知，曹操擔心自己

南征，馬騰便會攻擊許昌，而非攻擊西涼；(C)由「不若降詔，加馬騰為征南將軍，使討

孫權」可知，馬騰與孫權並非同一陣營；(D)由「加馬騰為征南將軍，使討孫權，誘入京

師，先除此人」可知，荀攸建議以征南將軍之銜，引誘馬騰到京師以便誅殺，並非要馬

騰與孫權互鬥，故答案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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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語出白居易〈琵琶行并序〉，語譯為：「從此門前冷清，賓客愈來愈少，年紀大了，只

好嫁給商人做妻子。商人只重視利益，不在乎別離，上個月他才到浮梁去購買茶葉。他

離開去做生意，而我經常在江口守著空船，明亮的月光圍繞著船，顯得江水更加淒冷。」

以明月、寒江比喻琵琶女孤單寂寥的悲傷；(C)語出李清照〈一剪梅〉，語譯為：「花朵獨

自飄零，水獨自往前流，我思念他，他也思念我，卻因分隔兩地，只能各自發愁。這種

憂愁無法排遣，眉頭才剛舒展，心裡又開始發愁。」作者以花、水等眼前景物，抒發自

己對丈夫的思念，以及夫妻分隔兩地的傷感與無奈；(D)語出紀弦〈狼之獨步〉，作者以

「長嗥」代替孤獨的嘆息，同時象徵詩人無懼外界批評聲浪的勇氣與驕傲，故答案選(A)。 
 
◎第7題翻譯： 
  遙想當年，我們在桃李盛開的和暖春風中聚會，酒一杯接著一杯地喝。散會之後，我們

各自在江湖一方，在夜雨中獨自對著孤燈，便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十年。 
 
7. (A)語出徐志摩〈再別康橋〉，作者以「夕陽中的新娘」比喻「河畔的金柳」，為隱喻修辭；

(B)語出白萩〈雁〉，「地平線長久在遠處退縮地引逗著我們」將地平線擬人化，為轉化修

辭；(C)「門關上」、「心門關不住」形成對比；(D)以「一陣襲人的浪」比喻蟬聲，是隱

喻修辭，「千萬圈漣漪如千萬條繩子」是譬喻修辭，「要逮捕那陣浪」則是將心湖擬人化，

故答案選(C)。 
 
8. (C)引文闡述「淡」的性格是人 主要的特徵，是一種虛待狀態，它使人可以應變所有情

境，同時「淡」也是天道，經常變化，但是永不偏移。 
 
9. (A)語出左思〈詠史其一〉，語譯為：「鉛刀雖然鈍，仍能割斷東西，我夢想著能夠施展抱

負。向左看，希望能夠使江 湘澄清，向右看，希望可以平定夷虜羌胡。」表達出願意施

展才能、報效國家，消滅外患以統一中原的壯志，屬於英雄主義式的投入，與平淡境界

不符；(B)語出屈原〈漁父〉，語譯為：「剛洗過頭的人必定會彈去帽子上的灰塵，剛洗好

澡的人必定會抖去衣服上的灰塵，怎麼能以自己本身的潔淨，去接觸骯髒的東西呢？」

表現出潔身自好，不願同流合汙的態度，是執著於個人的「清白」，與平淡境界不符；(C)
語出陸游〈書憤〉，語譯為：「年輕時哪裡知道世事艱難，往北方遠望被金人占領的中原，

氣勢恢弘如山，當年劉琦曾在大雪紛飛的夜裡，在瓜洲渡口大敗金人的樓船，吳璘則騎

著戰馬，挾著秋風，收復了大散關。」表達年輕時意氣風發，滿懷收復失土的壯志豪情，

屬於英雄主義式的投入，與平淡境界不符；(D)語出蔡啟《蔡寬夫詩話》，語譯為：「該憂

慮時便憂慮，該高興時就高興，忽然之間忘記了憂慮與歡樂，就能夠順應各種境遇，心

思也不會在憂、樂之間無法抉擇」。「當憂則憂，遇喜則喜」表現出隨遇而安的心境，與

平淡境界相符，故答案選(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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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照得獎名單，菲律賓文作品有兩件，印尼文作品有六件，越南文作品有一件，泰文

作品零件，若是以投稿總件數的比例為確定得獎名額的依據，則泰文作品應至少要有一

件，故敘述錯誤；根據得獎作品的篇名，塞車、紅彈珠、郵差、信、龍舟等皆為具體

意象，故敘述正確；題幹圖表僅統計四種文字投稿作品的數量，並不能判斷在臺移工

的人數多寡，故答案選(B)。 
 
11. (A)從甲表可知，〈珠和龍舟〉的作者來自印尼，而從丙文中「若有上帝照顧，我還擔心

什麼呢」可知，作者認為天無絕人之路，從「這個月便是我工作的 後一個月」、「 後

一年看龍舟賽」可知，作者即將中止工作，返回印尼；(B)丙文並未提及珠邀請作者前往

他的家鄉遊玩；(C)珠的提議僅回應作者的玩笑，並未隱含無力買機票之意；(D)從丙文

「如果不是珠也知道那諺語的道理，她一定會繼續留在臺灣」可知，作者是因為覺得珠

也知道諺語的涵義，所以才打消解說諺語的念頭，故答案選(A)。 
 

12. 根據丙文「如果不是珠也知道那諺語的道理，她一定會繼續留在臺灣」可知，珠知道諺

語的涵義，因而選擇離開臺灣，即使這個決定有許多不確定性，但是他仍舊選擇放棄工

作回國，顯示諺語符合珠的心境與體會──不論如何，家鄉總是 好。(A)比喻好機會不

會有兩次，應把握良機；(B)比喻如果不能承擔風險，就不要冒險；(C)比喻大多數的朋

友可以一起享樂，但是可以共患難的朋友很難相逢；(D)比喻不管其他的地方再怎麼好，

都比不上家鄉的好，故答案選(D)。 
 
◎第13～15題乙表翻譯： 
漢：漢光武帝之後來到長安，向中大夫廬江 許子威學習《尚書》。因為資金花完了，便與同

學韓子合資買驢，讓隨從將驢出租，用出租的收入來供給學費。（《東觀漢記》） 

唐：京兆府上奏：在長安和洛陽之間，有許多百姓養驢出租，俗稱「驛驢」，往來十分迅速，

就像官家的驛馬一樣。犯罪的人便藉由租來的驢子奔走逃竄，臣子於是請求禁止這種行

業。君王同意了，下令禁止。但不久之後，禁令便失效了。（《冊府元龜》） 
宋：如果有喪事出殯，從上到下，承辦喪事的店家都有固定的規格。例如：逐疫驅鬼的神靈、

車轎，用來裝飾的絡子、彩色絲綢，都有固定的價格，喪家不用費力張羅。平常有市民

要出門辦事，如果路程稍微遠一點，不堪勞累，不能穿街過巷，也有專門租借馬匹的店

家，價格不會超過百錢。（《東京夢華錄》） 
 
13. (A)由「共享經濟是指擁有閒置資源的機構或個人有償讓渡資源使用權給他人」可知，資

源的所有權人將使用權分讓給他人，故所有權與使用權是脫勾的；(B)由「擁有閒置資源

的機構或個人『有償』讓渡資源使用權給他人」可知，資源的提供者有收取報酬，並非

無償提供；(C)根據引文，第一類型是以個人向媒合平臺提供或是選擇服務，第二類型則

發展出標準化的商業資源共享，故第一類型與第二類型的區別在於是否提供標準化的服

務；(D)根據引文「平臺業者與資源提供者沒有勞雇關係，也可能讓資源提供者自行承擔

損失風險」可知，資源提供者有損失時，不一定能夠獲得平臺業者的賠償，故答案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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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根據引文「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可知，在漢代要從事租賃業的門檻極低，

不富裕者也可參與；(B)根據引文「犯罪之人因茲奔竄，臣請禁絕。從之，尋又不行」可

知，唐代驢子租賃曾經因為影響治安遭到禁止，但是沒有多久便又復興；(D)宋代的凶肆

即為商家對個人的模式，故答案選(C)。 
 
15. (A)古代租賃以獲利為主，並不重視公益化；(B)從唐代無法長期禁絕驢子租賃可知，古

代租賃的需求市場大，而宋代凶肆、租借馬匹的店家都有定價，獲取資源非常容易；(C)
根據引文可知，第一類型共享經濟的資產提供者素質良莠不齊，且沒有標準化的服務，

故答案選(D)。 
 

16. 根據引文「僅能由徒留的字跡詩痕，緬懷當日齊契玄同的欣喜」、「當『欣所遇』、『得於

己』的快然自足不復存在，『不知老之將至』也就頓失依恃」、「羲之進一步體認到留歡之

人本身亦是『終期於盡』的」等句可知，當歡樂之物消逝之後，人們只能留下詩文以作

為歡樂的痕跡，進而體認到人終究是以「有限期」的身分存在於世上，因樂事難以長存，

而轉樂為悲，有了「死生亦大矣」的感嘆，故答案選(C)。 
 
17. 由引文「《蘭亭詩》由遊春出發，帶出玄心遠想，乃至齊彭殤、達至樂」、「臨文閱覽貴在

能超越『世殊事異』的表象，探及古今『其致一也』的創作動機與議題」等句可知，《蘭

亭詩》一面追述遊賞之樂，一面表達「不知老之將至」的達觀態度，而〈蘭亭序〉的前

半段，旨在呼應《蘭亭詩》，後半段則表達對「生命現實的終極沉痛」的感慨，而此種對

於死生的慨嘆，無論是閱覽者或創作者，皆有貫通古今、跨越時空的共鳴，故答案選(B)。 
 
18. 根據引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前後閱覽經驗的同質性，推得『固知』的感慨是貫通

古今」可知，王羲之將對於生死的悲嘆放入「今昔」的時間上對照，使「惜時傷逝」的

情感超越了時空的限制，故答案選(B)。 

 

19. 根據引文文末「我們看到了既不因一時陶然而從此忘我出世，亦不因現實悲涼而一味悵

惘逃避，願意直接嚐受一切並加以回應的王羲之」可知，王羲之在〈蘭亭序〉中並未逃

避人固有的本性，或是隨著內心的憂樂而自我放逐，而是選擇積極面對人生，正視生命

的圓滿與缺憾，故答案選(A)。 
 

20. (A)文中猜想古龍交稿時的情狀，因迫於截稿時間將至，而隨意以懸疑的筆法「填滿字數

交差了事」，並未提及古龍的想像力是來自於飲酒之後得到的靈感；(B)從「在歷史故事

主線中挑出一項瑣事，岔出去講相關掌故」一句可知，高陽在小說中加入傳說軼聞，是

為了滿足連載所需，提高讀者的閱讀樂趣；(C)從「在歷史故事主線中挑出一項瑣事，岔

出去講相關掌故」一句可知，高陽的小說以歷史為本，並非憑空捏造；(D)文中並無提到

古龍、高陽兩位作者藉小說情節暗諷時事之事，故答案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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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以文中所描寫的古龍為例，他總是趕在交稿時隨意寫寫，並非精心設計；(B)連載小

說追銷售量，依靠的是層出不窮的意外轉折，而非媚俗的內容；(C)文中並未提及連載小

說的寫作方式只有高手可以駕馭，初學者不宜嘗試；(D)由引文末段「我們看到連載小說

的種種毛病，……。連載小說能提供別的小說不能提供的樂趣」可知，雖然連載小說有

其瑕疵，但仍令讀者感到別有趣味，故答案選(D)。 
 
22. (A)一般小說講究的是一段特殊且有意義的時間，所形成的封閉完整的有機單位，並不講

求與現實生活時間的一致性；(B)一般小說具有封閉的特性，且注重故事結構的完整性，

因此不會刪削該有的內容；(C)由引文「連載小說的時間與現實生活的時間平行流淌，而

且不斷互相指涉」、「現實生活無窮無盡地走下去，小說似乎也就會同樣地日復一日連載

下去」可知，敘述正確；(D)由引文描述高陽的小說是「在歷史故事主線中挑出一項瑣事，

岔出去講相關掌故」可知，連載小說的形式與內容並不容易緊扣主線，故答案選(C)。 
 

23. 根據引文「蜾蠃有捕捉其他昆蟲幼蟲的習性」可知蜾蠃會捕捉螟蛉，而從陶弘景「以待

其子大為糧也」的說法可知，螟蛉是蜾蠃幼蟲的食物，且法布爾亦觀察到「細腰蜂（蜾

蠃）將卵產在蜂房裡所儲備的蜘蛛身上」、「新生幼蟲啃咬蜘蛛肚子」的現象與陶弘景的

說法一致，故答案選(D)。 
 

24. (A)經過觀察實證之後，陶弘景駁斥揚雄的說法；(B)陶弘景根據自己的觀察，提出前人

把「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說成蜾蠃捕取螟蛉變成己子的說法是錯誤的。因此他對於土

蜂生子的敘述，有針對《詩經》補充的意味；(C)《詩經》並無對蜾蠃捕捉他蟲幼蟲的用

途作說明，因此陶弘景無法藉此反駁揚雄的說法；(D)陶弘景並不認同揚雄之見，故答案

選(B)。 
 

◎第25題翻譯： 

韓保昇《蜀本草》：「螟蛉就是桑蟲，蜾蠃就是蒲盧。據說蒲盧會揹負桑蟲，使桑蟲成為

他的孩子，也會揹其他昆蟲關在洞裡，幾天之後，就變成蜂飛走。有人等待蒲盧封住洞口，

然後破壞洞穴探看，看見有像粟米一樣的卵在死掉的昆蟲身上。」 

蘇頌《圖經本草》：「萬物的變化，本來就無法猜測。蚱蟬從蜣螂轉變而來，衣魚從瓜子

轉變而來，這種情況並不是只有一次而已。桑蟲、蜘蛛的變化是蜂，並不奇怪。像陶弘景

所說，像粟米一般的卵，未必不是對著蟲念咒而變成的。」 
寇宗奭《本草衍義》︰「曾拆開土蜂的巢來觀察，果然有如半個粟米般大小的卵，顏色白

而有些微黃色。土蜂所背來的青菜蟲，反而在蟲卵之下。」 
李時珍《本草綱目》：「如今多次破壞土蜂的巢，看見幼蜂與其他昆蟲同處，或是幼蜂已

經離開，其他昆蟲只剩下空殼，或者蟲已經變成蛹，而幼蜂還很小。其他昆蟲始終不會腐

壞，等到牠們變成蛹之後，幼蜂便將牠們吃掉，然後離開。」 

 
25. 依照引文敘述，底線處應當填入符合陶弘景所提出「土蜂捕食青蟲做為幼蟲的食物」的

論述，、、皆透過觀察，提出土蜂幼蟲將其他昆蟲作為食物，與陶弘景的看法相

符，僅主張桑蟲和蜘蛛透過念咒祝禱可以變成蜂，與陶弘景看法不符，故答案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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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27題翻譯： 
  世人評論司馬遷、班固，多數認為班固比較優秀，我認為這樣的看法是錯的。司馬遷的

著述，言辭簡約，事理清晰，敘述三千年間的事，只有五十萬字而已。班固敘述兩百年間的

事，竟用了八十萬字，用字繁冗，是班固不如司馬遷的第一個原因。好的史官陳述事情，善

行可以用來獎勵勸勉，惡行可以用來作為警告勸戒。人情常理，尋常普通的小事，也不必收

錄，但是班固卻都記了下來，這是班固不如司馬遷的第二個原因。班固毀謗、貶低晁錯，傷

害了忠臣之道，是班固不如司馬遷的第三個原因。司馬遷已經創造體例，班固遵循，其中難

易自然不同。司馬遷又替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文辭恣意而行，流暢又有文采，也

足夠證明他的高明才情。敘述辯士時辭藻華美，書寫實錄時則在暗中考察檢驗其人的名聲舉

止是否與禮法相合，這是為什麼稱呼司馬遷為優秀史官的原因。 
 

26. 根據引文，《漢書》不如《史記》的原因有三個：一是用字繁冗，二是取材雜亂，三是貶

毀晁錯，而傷害忠臣之道，(A)由「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可知，

《漢書》「取材雜蕪，有失精審」；(B)《漢書》沿襲《史記》的體例，因此沒有創新，且

文中並無提到《漢書》抄撮眾說；(C)引文並未提及《漢書》在隱惡揚善方面的論述；(D)
引文只提到《史記》書寫辯士時用詞華麗，並未對《漢書》的文辭有相關描述，故答案

選(A)。 
 

27. 由引文「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稱遷良史也」可知，作者述及

蘇秦、張儀、范雎、蔡澤等辯士的用意，在於說明司馬遷在書寫辯士和實錄時，所使用

的筆法不相同，故答案選(A)。 
 

◎第28～32題翻譯： 
甲、田常想在齊國作亂，但是忌憚高昭子、國惠子、鮑牧、晏圉的勢力，因此調派他們去攻

打魯國。孔子聽說這件事，對門下弟子說：「魯國，是祖宗墳墓的所在處，是父母之邦，

有這樣的國家危機，你們為什麼沒有人挺身而出呢？」子路請求前往，孔子阻止了他。

子張、子石請求出行，孔子不允許。子貢請求前往救魯，孔子允許了。子貢於是出發到

齊國，遊說田常說：「您攻打魯國是錯誤的。魯國，是難攻打的國家，它的城牆單薄矮小，

它的護城河狹窄又淺，它的國君愚昧不仁，大臣虛偽無能，它的士兵與人民又厭惡征戰

之事，因此不可與這樣的國家征戰。您不如去攻打吳國。吳國，城牆又高又厚，護城河

寬廣且深，盔甲堅固新穎，士兵經過挑選而精神飽滿，貴重裝備與精銳軍隊全在那裡，

又命令賢明大臣守衛，這樣的國家是容易攻打的。田常憤怒，臉色一變說：「你所說的困

難，是他人說所的簡單；你所說的簡單，是他人所說的困難。你用這些話來指教我，有

什麼目的？」子貢說：「臣下聽說，憂患在國內的，要去攻打強國；憂患在國外的，則要

去攻打弱國。如今您的憂患在國內。我聽說您曾多次被授予封號，但多次未能封成，是

因為朝中有大臣反對您。現在您想藉由攻打魯國來擴張齊國，打勝仗則使國君驕傲，國

內的大臣更加尊貴，而您的功勞卻不在其中，則您和國君的關係會一天天的疏遠。造成

國君驕傲，群臣放肆的局面，之後還想成就大事業，就有困難了。國君驕縱便會無所顧

忌，群臣驕縱便會爭權奪利，您既與國君心存隔閡，又與群臣明爭暗鬥。這樣一來，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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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齊國的處境就變得危險了。因此建議不如去攻打吳國吧！攻打吳國若戰敗，百姓們死

在國外，大臣率兵作戰，則朝廷勢力空虛，如此一來，既無強臣與您對抗，也無百姓責

備您，可以架空國君而專制齊國的，就只有您了。」田常說：「好。」（《史記．仲尼弟子

列傳》） 
 
乙、《史記》記載：「齊國攻打魯國，孔子聽說了這件事，說：『魯國，是祖宗墳墓的所在處，

有這樣的國家危機，你們為什麼沒有人挺身而出呢？』子貢因此出行，遊說齊國攻打吳

國，遊說吳國拯救魯國，又遊說越國，又遊說晉國，五國因此交戰。有的變得強大了，

有的亡國了，有的變得混亂了，有的稱霸了， 後終於保全了魯國。」觀察他說的話，

看他所做的事，和張儀、蘇秦、陳軫、蘇代，沒什麼不同。唉！孔子說：「自己不願意做

的事，不要強加在別人身上。」自己因為魯國是祖宗墳墓所在之處而想保全它，難道齊

國、吳國的人就沒有想保全自己國家的想法嗎？為什麼要使他人的國家混亂呢？所以我

認為古書的記載虛妄不實。（王安石〈子貢論〉） 
 

28. 由引文中「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可知，子貢的提議荒謬而悖於

常理，故答案選(C)。 
 

29. 根據引文，子貢認為如果田常打勝仗，只會使國君更加驕傲，其他大臣更加尊貴，自己

卻沒有任何好處，故答案選(B)。 
 

30. 根據引文「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

制齊者唯君也」可知，伐吳可以讓田常擺脫強臣，控制齊國，故答案選(A)。 
 

31. 根據引文「己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說明齊國人、吳國人

都會和魯國人一樣有想要保全自己國家的心思，可以推測文中引用的孔子之言應與「我

有此心意，他人也會有此心意」有關。(A)指不在特定職位上，就不參與謀劃那個職位上

的政事，語出《論語‧泰伯》；(B)指自己不願意做的事，不要強加在別人身上，語出《論

語‧衛靈公》；(C)指若是能被國君任用就出仕實踐正道，若是被國君捨棄就獨自持守正

道，語出《論語‧述而》；(D)指以道德引導人民，以禮教來整頓他們，語出《論語‧為

政》，故答案選(B)。 
 

32. 由引文可知，王安石認為子貢為了達到保全魯國的目的，而使其他國家爭亂不已，是違

反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仁道主張。「以鄰為壑」比喻為私利而危害他人，符合

題意，故答案選(C)。 
 

◎第33、34題翻譯： 
  南唐的彭利用對家人、奴隸說話時，必定引用史書典籍來代替日常話語，俗稱「掉書袋」，

因此他也自稱為「彭書袋」。他的僕人犯了錯，彭利用責備他說：「一開始我以為你是一個守

規矩的僕人，能盡心為主人付出，我期待你與我心意相同，侍奉在我左右。如今你卻在中途

違背正道，輕侮怠慢，自以為是。如果從今往後，你依然錯而不改，我便在公共市集鞭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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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將你逐出家門，放任你往西往東，任憑你四處漂泊。」鄰居家失火，彭利用看著火勢說：

「火燒得好亮、好盛大啊，根本無法靠近，自從人類鑽木取火以來，還未有過如此大的火勢，

怎麼會能夠撲滅呢！（獨逸窩退士《笑笑錄》） 
 

33. (A)期望僕人能夠對他忠心耿耿，完成各種交辦事項；(B)僕人失職犯錯，卻輕侮怠慢、

自以為是；(D)彭利用只是讚嘆火勢盛大，並未阻止鄰人滅火，而是認為火勢難以撲滅。 
 

34. 根據引文「彭利用對家人奴隸言，必據書史以代常談」，以及注釋中「人百其身」、「同心

同德」、「中道而廢」、「以遨以遊」等都出自《詩經》、《書經》、《禮記》等書可知，彭利

用說話的方式是「賣弄學問，滿口典故」，故答案選(D)。 
 

二、多選題： 
35. (A)指人剛愎任性，自以為是，不宜用於此處；(B)指前進雖慢，但是只要不怠惰，終能

獲得成功，不宜用於此處；(C)比喻說話應要慎重，不可失言；(D)比喻無濟於事；(E)指
識見超拔、正確的言論，故答案選(C)(D)(E)。 
 

36. (A)季節，語出《孟子‧梁惠王》，語譯為：「能夠在適當季節到山林裡砍伐」／經常，語

出歸有光〈項脊軒志〉，語譯為：「小鳥經常來啄食，就算人來了也不離去」；(B)類，此

指同一社會階層的人，語出韓愈〈師說〉，語譯為：「士大夫之類，說師、說弟子的人」

／一般的，語出《莊子‧養生主》，語譯為：「一般的廚師一個月換一把刀，因為他們用

刀砍骨頭」；(C)如此、這樣，前者語出曹丕《典論論文》，語譯為：「如此，古人輕視一

尺大的璧玉，而重視很短的時間」，後者語出《荀子‧勸學篇》，語譯為：「不是蘭艾本身

不美好，而是被這樣浸泡的臭了」；(D)陳列，前者語出賈誼〈過秦論〉，語譯為：「親信

的臣子，精銳的士卒，陳列著鋒銳的兵器，有誰敢怎麼樣呢？」，後者語出杜光庭〈虬髯

客傳〉，語譯為：「四人對坐吃完飯，陳列歌女二十人，在眼前演奏」；(E)良好的，語出

諸葛亮〈出師表〉，語譯為：「向群臣諮詢治國良策，審察接納合理的言論」／友好，語

出司馬遷〈鴻門宴〉，語譯為：「楚國左尹項伯，是項羽的叔父，向來與留侯 張良友好」，

故答案選(C)(D)。 
 

37. (A)孟嘗君所「食」有對象，即馮諼，等同於「食『之』以草具」，語出《戰國策‧馮諼

客孟嘗君》，語譯為：「左右皆以為孟嘗君看不起馮諼，因此給他吃粗劣的食物」；(B)相，

指彼此、互相，並無省略，語出杜光庭〈虬髯客傳〉，語譯為：「等到約定的日期，李靖

進入太原等待虬髯客，彼此見了面都很高興」；(C)左公所「使」有其對象，即史可法，

等同於「使『之』拜夫人」，語出方苞〈左忠毅公軼事〉，語譯為：「考卷一交上去，批閱

之後，便當面評為第一；接著帶他到家裡拜見左夫人」；(D)桃花源的居民所「要」有對

象，即漁人，等同於「要『之』還家」，語出陶淵明〈桃花源記〉，語譯為：「桃花源人見

到漁人，大吃一驚，問漁人從什麼地方來，漁人詳細回答他們，居民們便邀請漁人到家

裡作客；(E)語，談論，並無省略，語出蒲松齡《聊齋志異‧勞山道士》，語譯為：「一位

道士坐在蒲團上，白髮披垂到脖子，神采清朗而脫俗。王生拜見後與他交談，覺得道理

都很高妙」，故答案選(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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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題翻譯： 
  大船出海會獲得豐厚的利潤，但大海波濤洶湧，沒有淺緩的波浪。出海的利潤雖然豐厚，

但是海浪深不可測，您的意願究竟如何呢？這條像是鯨魚牙齒上的道路，不如少經過比較好。 
 

38. (A)空格填入句號時，意為：「不如少經過此路。」故敘述正確；(B)根據詩意判斷，作者

不贊同商人為了利益而冒更大風險，故空格填入問號時，意為：「不如少經過此路？」有

徵詢、勸說的意味；(C)詩題為〈賈客〉，內容卻描寫行船與風浪，可見作者將行商比喻

為行船；(D)作者認為行商路途艱險，因此在詩中提醒世人應當穩健行事，不應貪求大利，

才能少涉足險地；(E)作者以「鯨鯢齒」比喻行商路途凶險，並沒有提及對商人的期許，

故答案選(A)(C)。 
 

◎第39題翻譯： 
  君主的原則，是以處靜謙退為貴。不親自操持事務而能知道臣子辦事的笨拙與精巧，不

親自計畫事情而能知道臣下謀事的福禍。因此君主不用多言，而要善於處理臣子的反應，君

主不用多作約束，而要能夠使臣子的辦事效率增加。臣子提出主張，君主便將其拿來作為憑

證，臣子辦事一有結果，君主就將其拿來當作依據。以憑證進行考核，是賞罰產生的根據。

因此，群臣陳述他們的主張，君主則根據他們的主張授予他們職位，依照職位責求他們的辦

事功效。功效符合職位，職位符合主張，就給予獎賞；功效不符合職位，職位不符合主張，

就給予懲罰。在明君的原則當中，臣子不能提出主張卻行事不一。因此英明的君主施予獎賞，

要如同及時雨般溫潤豐沛，使人民都能受到他的潤澤；他施行懲罰，要如雷霆萬鈞般使人懼

怕，再神聖的人也不能解除。所以明君不隨意施予獎賞，不任意赦免刑罰。獎賞隨意給予，

功臣就會在工作上懈怠，任意赦免刑罰，則奸臣就容易為非作歹。因此，確實有功的人，即

使疏遠卑賤也一定會賞賜；確實有罪的人，即使親近喜愛也一定會懲罰。疏遠卑賤者有功勞

必賞，親近喜愛者有過錯必罰，那麼疏遠卑賤者便不會懈怠，親近喜愛者也不會驕橫。（《韓

非子．主道》） 
 

39. (A)「靜退」即指虛靜無為；(B)由引文「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

雷霆」可知，給予如及時雨一般的獎賞或是如雷霆一般的懲罰，會使人民感到潤澤或畏

懼，因而趨利避害；(C)由引文「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可知，君

主應根據臣子的言論授予職事，並根據職事責求臣子的功績；(D)由引文「明君無偷賞，

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奸臣易為非」可知，明君不應任意給予獎賞，免得

臣子懈怠，也不該任意赦免刑罰，免得臣子心存僥倖；(E)由引文「疏賤必賞，近愛必誅，

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可知，君主應當賞罰分明，不因為親疏遠近而有差別，

才可使疏賤者不怠、近愛者不驕，故答案選(A)(B)(C)。 
 

40. (A)由引文「或是用『被』把施動者（動作的發出者）引出加於動詞前，如『被人騙』」

可知，施動者的位置要在動詞之前，若施動者置於動詞後，如「被騙人」則文意不通；(B)
由引文「『見』在動詞前只能表被動，若要引出施動者，動詞之後還需有『於』」可知，「見」

若要引出施動者，要配合「於」使用，如「見逐於趙」，施動者不能放在動詞之前，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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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於」之後；(C)由引文「也可用『於』引出施動者，如〈赤壁賦〉：『此非孟德之困

於周郎者乎』」、「『見』在動詞前只能表被動，若要引出施動者，動詞之後還需有『於』」

可知，文言文的被動，可以用「於」引出施動者；(D)由引文「也可用『為』引出施動者

後，再加上動詞，如『為天下笑』；或是將施動者省略，如『使身死而為刑戮』」可知，「為」

後省略施動者的用法，有「為」、「為……所」兩種；(E)「為」、「被」所形成的被動式，

皆能直接省略施動者，例如：「被騙」、「使身死而為刑戮」，故答案選(C)(E)。 
 

41. (A)由李白詩句「百草巧求花下鬥，只賭珠璣滿斗」可知「珠璣」即是賭注；(B)由引文

中提及的「文鬥」玩法，以及引用《紅樓夢》情節也提到一群女子摘花草之後文鬥的玩

法，可知此種遊戲形式可以認識各類草藥的名稱；(C)根據王建詩的內容，說明若找到了

特別的花草，必須小心藏起，等遊戲時再將花草一一展現， 後再拿出特別的花草，可

知以花草與眾不同者勝出；(D)鬥草雖然源於五月五日的風俗，但在唐 宋以後就成為盛行

的遊戲，並不限於過節當日進行；(E)武鬥為比試草莖的韌性，而非比試玩家的力氣大小，

文鬥則是比試植物名稱與種類，故答案選(A)(B)(C)。 
 

42. (A)甲文提到《紅樓夢》中女子的鬥草是摘花以及比較花草種類多寡的遊戲方式，而在乙

文中，紫芝說的舊套即為這類玩法，故敘述正確；(B)由甲文與乙文可知，文鬥以「能識

花草種類之名」、「能進行詩文對仗」為決定勝負的條件；(C)根據乙文，紫芝所提議的新

玩法是可借用詩詞中出現的該植物的別名，而非能夠自創植物名；(D)依據二文對於花草

名稱對仗的說明，前面的修飾語應文意相對，末字則要能標示花草的屬性，例如：「合歡

枝」和「相思子」，「合歡」與「相思」文意相對，「枝」、「子」則表現植物屬性，而「鼠

姑」、「龍鬚」的文意並不相對，「心」、「柏」也不相對，「心」也不能標示植物屬性，故

不合乎花草名對仗的要求；(E)由兩則引文可知，文鬥講求花草名稱的對仗，這個規則可

以展現當時玩此遊戲之婦女的詞釆，而文中描述鬥草的場景，也能夠看出人際互動的情

況，故答案選(A)(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