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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指定科目考試詳解  

國文考科 
 

一、單選題： 

1. (A)「綢」度→稠；(C)「霄」小→宵；(D)「攤」方→坍。 

 

2. (A)「巧奪天工」比喻人的工藝巧妙神奇，不適合形容景色美妙；(B)「豁然開朗」形容

開闊明亮或是領悟了解某事，並非用來形容個性樂觀；(C)「肩摩轂擊」形容人車熱鬧擁

擠的樣子，不能用來表示環境冷清、人潮稀少的樣子；(D)比喻過時的事物，運用適當，

故選(D)。 

 

3. 「張揚」不符合甲文中對於痛哭的情緒的敘述，由「痛哭」的動作能夠聯想到顫抖的身

體，因此選擇「抽搐」較為貼切；乙文中由「織成一張華麗的密網」配合著「煮繭抽絲」

較為合適，「綢繆未雨」指防範未然，與文意不符；丙文中「奏疏」為古代臣子向皇帝報

告，符合作者將母親比擬為地位崇高的天可汗，而「進貢」則是向在上位者進獻貢品，

不符文意。綜上所述，故選(B)。 

 

4. 由首句「愈是……」的句法可知，後面也應接「愈」、「也愈」等句型，故先接戊、丁。

末句「但也不必故意避免用韻」，可知前面應該接乙句。乙句是在強調詩不必勉強用韻，

所以形式上應該較為自然，故乙句前應是丙、甲，順序應為戊丁丙甲乙，故選(D)。 

 

5. (A)出自《道德經》，語譯為：「想要站在人民之上，就要先站在人民之下為人民的福利著

想；想要在人民之前，就要先把自身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後面再來考慮」，強調在上位

者必須將自身利益放置於人民之後／出自《論語‧子路》，語譯為：「以身作則，為人民

的事情勤勞」，以自身的模範來帶動社會風氣，為社會大眾的事而勤勞；(B)出自黃宗羲

〈原君〉，語譯為：「不以私利為利，而是使天下人都能受利；不以私害為害，而是使天

下人都能免受其害」，以人民的考量為優先／出自《大學》，語譯為：「人民喜歡的，他也

喜歡，人民所討厭的，他也討厭」，也是以人民的考量為優先，故選；(C)出自荀子〈勸

學〉，語譯為：「精神不專注，心智就無法開通；做事不專心，效果就不顯著」，點出做事

必須專心致志／出自《論語‧為政》，語譯為：「多聽，不說沒有把握的話，即便有把握，

說話也要謹慎，就可以避免錯誤；多看，不做沒把握的事，即便有把握，行動也要謹慎，

就可以避免後悔」，說明謹言慎行；(D)出自《孫子兵法》，語譯為：「占領敵人的城池並

非靠強攻，摧毀敵人的國家更非靠久戰，必須要用全勝的戰略爭奪天下，才不會使軍隊

疲憊勞累，又能取得圓滿的勝利」，是在分析對敵的戰略／出自《墨子‧非攻》，語譯為

「殺掉十個人，有十倍不義，則有十重死罪；殺掉百個人，有百倍不義，則必然有百重

死罪了」，譴責殺人的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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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章中講述法蘭克福的特色，第一段提出現在法蘭克福為歐陸的金融中心、第二段說到

除了商業，同時也是座文化古都，強調法蘭克福同時擁有現代性以及歷史感，故選(A)。 

 

7. (A)由「罪犯剛登場時是受認可的人物，而且往往受人敬重。這個面具要到故事 後才會

被扯下來，露出違法者的真面目」可知，罪犯一開始出場與 後的形象是有落差的，使

得罪犯形象受到顛覆；(B)由「認為光明與黑暗會永無止境地相互抗衡，猶如偵探與罪犯

的對峙」可知，罪犯與偵探是能夠同時存在的；(C)犯罪小說並非由部落獻祭起源，文中

僅對此模式加以說明；(D)由「在故事中將偵探安排為凶手，通常會成為敗筆」可知，並

非不能這樣安排，只是會容易成為缺點，故選(A)。 

 

8. (A)文中並未提到兩種舞步頻率的訊息；(B)蜜蜂藉由不同的舞蹈可傳遞地點資訊；(D)文

中推論出蜜蜂藉由舞蹈來傳達花蜜的來源以及找到花粉，而非儲存的地點。 

 

9. (A)由「當晚是我們的副主任湯普生醫師值班……，因此決定讓湯普生醫師休息」可知湯

普生醫生有得到充分的休息，並且是由總醫師親自照顧病人；(B)由「經過詳細檢查……，

洗淨傷口加以縫合並住院觀察」、「總住院醫師認為這是很平常的外傷，而且他已處理得

很好」及「事實上病人狀況相當穩定」都可以看出總醫師將病人照顧的非常妥當；(C)

由「湯普生第二天巡房後走出病房就大發雷霆，把總醫師痛罵一頓，說他沒有依照科內

規定，維護病人權益，未和主治醫師討論出 好的治療方法」可知，總醫生並未和湯普

生醫師討論治療方式，故選；(D)文中並未提到關於病患家屬的資訊。 

 

◎第 10 題翻譯： 

  不要學許由用潁水洗耳，不要學伯夷和叔齊隱居首陽山采薇而食。在世上活著貴在韜光

養晦，爲什麼要隱居清高自比雲月？我看自古以來的賢達之人，功績告成之後不自行隱退都

死於非命。伍子胥被吳王棄於吳江之上，屈原 終抱石自沉汨羅江中。陸機如此雄才大略也

無法自保，李斯以自己悲慘的結局爲苦。是否還能聽見華亭的別墅間的鶴唳？是否還能在上

蔡東門牽鷹打獵？你不知道吳中的張翰是個曠達之人，因見秋風起而想起江東故都。生時有

一杯酒就應盡情歡樂，何須在意身後千年的虛名？（李白〈行路難〉） 

 

10. (A)由「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可知，作者舉自古賢達人的遭遇舉證，認為

功成應身退，才能夠善終；(B)、(C)由「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可知，作

者並不認同許由、伯夷、叔齊的行為，而是認同應韜光養晦，而非藉隱居以博得高潔之

名；(D)並未有「順處逆境」之意。 

 

11. (A)出自《淮南子‧人間訓》，語譯為：「鳥鵲為了避風，將原本築在高木上的巢，搬到樹

下的枝椏上，大人經過時就伸手去掏幼鳥，小孩經過時，就用樹枝去撥巢中的蛋。」與

題幹「知備遠難而忘近患」之意相同，故選；(B)出自《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語譯為：

「鄭縣有個卜先生，請妻子幫他做褲子，他的妻子問說：『新褲怎麼做？』卜先生說：『按

照舊褲做就好了。』於是他的妻子將新褲弄破，和舊褲一樣。」比喻因循守舊，不懂得

變通；(C)出自《符子》，語譯為：「周國有個人喜愛皮衣、美食，想要做價值千金的皮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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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跟狐狸商量要牠的皮；想要做祭祀羊肉一樣美味的佳餚，就跟羊商量要牠的肉。話

還沒說完，狐狸跟羊都躲進山腳與深林之中。」意指所做之事有害於對方的利益，終究

難達成目的；(D)出自《列子‧說符》，語譯為：「從前有個齊國人想要得到金子，清晨就

穿好衣服到了市場，到了賣金子的地方，就奪金子走了。被官吏逮到，問他說：『有人在

場，你為何奪取人家的金子？』他回：『我奪取金子時，沒看到人，只看到金子呀！』」

比喻利慾薰心而不顧一切。 

 

12. (A)《荀子》善於譬喻說理，具有渾厚宏富的特色；(B)《老子》為散韻結合的格言體；(C)

《墨子》文字質樸，推論嚴密，展現出重質輕文的特色。 

 

13. (A)可看出的應是山櫻花多在初春時期開放；(B)「低著頭」應為山櫻花外型呈現下垂狀；

(D)指純白的高山薔薇在黑夜綻放。 

 

14. (A)大地的「心跳」為觸覺感受，用以形容山櫻花「張開」綻放的視覺感受；(B)「波浪

洶湧」為視覺感受，改用「聆聽」、「綻放的聲音」的聽覺感受形容，故選；(C)以「花瓣」

聚集的視覺感受，形容日落後「嚴寒」的觸覺感受；(D)僅有視覺感受。 

 

15. (D)由「《史記》展現的不僅是繽紛多姿的人物性格之美，更是從悲壯到滑稽，由崇仰到

諷刺各種類型的敘事筆調之美」可知應為兩者兼具。 

 

16. (A)由「由於篇章、文章的觀念戰國末年已出現」可知，司馬遷在作〈項羽本紀〉時，已

有篇章、文章的概念存在；(B)由「同一歷史事件，記述在不同篇章，由於傳述的是以不

同的人物為主體」可知，同一歷史事件，不會只收錄在某一篇章；(D)〈項羽本紀〉也有

記錄對話、敘述情節，但將焦點轉移至性格與命運。 

 

17. (A)由「彼時銅器昂貴，因此燒出類似銅器的東西作為陪葬的明器」可知，是因漢代銅器

較為昂貴；(B)由「漢代出現的原始瓷，以草木灰為釉水，燒出來灰灰綠綠，並不好看」

可知，漢代已可燒製瓷，只是不好看；(D)由「明青花大器為多，受中東影響，貿易瓷愈

花愈好」可知，明代時，素色瓷已燒製的很好，主要為貿易之用。 

 

18. 由「明初宮中還是以素白為美，甜白瓷是此時的代表」可知，明初時流行的為素白茶瓷，

並且由「豈容青花亂之」可知為題幹講述的青花瓷 多的明代，故答案選(D)。 

 

19. 由「改茶湯後，小壺小杯喝茶，這是功夫茶的起始，所以瓷器小杯變多了。明初宮中還

是以素白為美」可以得出茶葉的沖泡方式，會影響瓷器的形狀，故甲選項正確；乙選項

文中未提及，故選(D)。 

 

20. 宋江因罪而流放到江州，正逢人生低潮，但卻不為此喪志，遂有「何不就書於此？倘若

他日身榮，再來經過，重覩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苦」的行為，可見宋江的豪情壯

志。再從在文中提到找的銀子都給了酒保等句，可看出他不拘小節的個性，故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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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B)指的是當初若黃巢民變成功，大家都會覺得黃巢是個大丈夫了，不敢恥笑他，藉此鼓

勵自己起義之事；(C)指的是宋江欲起義之事；(D)指不得志的時候，埋伏等待時機。 

 

22. 對聯首先掌握上下聯必須對偶，且上聯 後一個字必為仄聲，故只剩(B)、(D)可選。再

由文意來看，「則梁山聚義替天行道」前應接「如無《水滸傳》者」，意思為如果沒有《水

滸傳》將梁山好漢故事記錄下來，那麼他們替天行道的事蹟就會消失，故(戊)後接(丙)，

故選(D)。 

 

23. 由題幹「雖然， 後的結果早已在冥冥中被決定，整場戰爭是應著封神協議的大方向而

生的微細現象」可知， 終的結果已經注定，人力無法改變。(A)出自《封神演義》，語

譯為：「天命自有歸屬，豈是人為的力量能夠決定。」符合題幹主旨，故選；(B)出自李

商隱〈賈生〉，語譯為：「可惜帝王在半夜禮賢下士，不是問百姓的事，而是問鬼神的事。」

旨在諷當世不能識賢用才；(C)出自《論語‧子路》，語譯為：「名分不正，說出來的話就

不合理；話不合理，則事情就不能成功。」旨在說明做事成功的關鍵是名正言順；(D)

出自袁了凡《了凡四訓》，語譯為：「過去的一切，就像是已經消逝的昨日般，已經過去

了；以後的一切，就像是還在的今日般，是可以把握的。」旨在勉人能改善過失，重新

做人。 

 

24. 由「人世或許還是有成王敗寇的邏輯，神界卻不是」、「不論生前是助周的、還是助商的，

榜上有名者都被封神」可知，不管在人世時是為哪國戰鬥，死後只要有在「封神榜」上

列名，一樣都可以被封神，與勝負無關，故選(A)。(B)指冷眼看他人的成功或失敗，不

參與其中；(C)產生不久即如幻影消失；(D)指天下大平，沒有亂世。 

 

25. 由「間接烘襯的表現手法能成為主要的創作模式，就是根源於古典文化的論述中，對語

言表意功能的質疑」、「語言作為一種表意的工具其實有所不足，甚或不完備」可知必須

間接烘托，是因為語言難以直接把心裡的意思表達出來，故選(B)。(A)指詩可以表達自

己的心志理想；(C)指不拘泥於字句，得了其意，忘了其言；(D)指在創作前，先構思成

熟好才下筆。 

 

26. 標記處「此等情意又是間接借助語言文字所呈示的對象加以烘襯」表示方法為間接烘襯，

指透過意象襯托出個人的內在情感。(A)出自杜甫〈旅夜書懷〉，語譯為：「我漂泊不定的

樣子像什麼呢？就像是天地間的一隻小小沙鷗吧。」利用小沙鷗襯托出自己飄盪不安的

情感，符合題幹敘述，故選；(B)出自李白〈長干行〉，語譯為：「頭髮剛長到能蓋額頭的

時候，就和你在門前玩折花的遊戲。」只是單純敘事；(C)出自黃庭堅〈寄黃幾復〉，語

譯為：「雖然家境很貧窮，窮得只剩四面牆壁，但你的才能不需經過多次試驗就已具備。」；

(D)出自陸游〈書憤〉，語譯為：「〈出師表〉這文章真是舉世聞名，千百年來誰能夠與諸

葛亮相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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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題翻譯： 

甲、烏鴉是十分狡猾的鳥類，一旦察覺人類的神情異於平常，就會飛走不作停留，即使用飛

快的箭和靈活的彈弓，也沒有捕獲牠們的機會。閩中的百姓了解烏鴉的習性，認為沒有

動物不能反過來利用其習性去捕捉的，便前往野外，拿著盛著飯的瓦罐和紙錢，到墳間

假裝哭泣，就好像來祭拜的人一樣。哭完以後，他們撒下紙錢、把飯留下就離開了。烏

鴉見狀就爭相飛來啄食，沒多久就吃完了；哭泣的人又站在另一處墳前，像剛才一樣撒

下紙錢、把飯留下就離開。烏鴉沒有懷疑這是人類的欺騙手法，更起勁鳴叫著搶食，於

是這樣重複到三、四次後，所有的烏鴉都飛下來跟著人了。當烏鴉越來越親近他們，接

近設好的捕網時，人們趁機捕獲了這些烏鴉。如今的世人，自認憑自己的智慧足以保全

自身，卻不知道災禍隱藏在一旁，又有幾個人能夠不被這樣的哭號者出賣呢！（蘇軾〈烏

說〉） 

 

27. (B)「裂錢棄飯」指的是人們為了欺騙烏鴉而故意灑下紙錢、把飯留著，並不是因為害怕

烏鴉攻擊。 

 

28. (A)由「乍看牠們的確是毫無紀律地聚集、啄食、行動，但仔細觀察會發現，牠們飛到啄

食處，離開啄食處，甚至歸巢的行動，都是相當有紀律的」可知烏鴉其實是有紀律、組

織的；(B)由「臺灣平地甚少看到烏鴉，較難想像「烏合」的場面，但在日本 東京、印度

孟買等城市，常可見到一群群烏鴉」可知在日本及印度較容易看到烏鴉聚集的場面，不

代表當地的烏鴉比臺灣烏鴉更有紀律；(C)由「觀察烏鴉的行為，會發現牠比其他鳥類及

猴子、海豚之外的哺乳類動物高明不少」可知烏鴉並不是比所有哺乳類動物都還要高明，

猴子及海豚即為例外。 

 

29. (A)由「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藏於所伏者」可知，甲文是提醒人不要像文中的烏鴉

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失去了戒心，導致沒有看到隱藏的危機；(C)「烏合之眾」比喻沒

有組織、紀律的一群人；(D)「烏合」指出倉促集合的樣子，沒有嚴整的紀律，而乙文中

「仔細觀察會發現，牠們飛到啄食處，離開啄食處，甚至歸巢的行動，都是相當有紀律

的」對於「烏合」提出了相反的觀點。 

 

◎第 30～31 題翻譯： 

  堅固的車子可以承擔重量，而人就能用以載物；良好的弓箭可以射得遠，而人就能將之

拉滿。假使你將車整治得堅固，將弓箭製作得精良，到哪裡不會被人所需要？不做這些必要

之務，而急忙得想讓人知道自己做過的事，不是我對你所寄望的。（陳高〈送族弟祥遊金陵序〉） 

 

30. (C)陳高提到「苟汝治車而堅矣，為弓而良矣，焉往而不為人所求。」以「車之堅」、「弓

之良」為喻，告誡族弟要充實自身，自然而然就會被人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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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出自《論語‧泰伯》，語譯為：「讀書人的志向不可以不宏大強毅，因為他負擔重，而

道路遠」，為曾子勉勵讀書人，志向要遠大堅定，才能任重而道遠；(B)出自《論語‧衛

靈公》，語譯為：「君子憂慮自己沒有才能，但不憂慮別人不知道他」，與題幹論點相同，

故選；(C)出自《論語‧雍也》，語譯為：「知道道理，不如喜好它。喜好它，不如從心理

陶醉它」，孔子言人為學，用心深淺之異；(D)出自《論語‧八佾》，語譯為：「君子是不

和人爭的，如果要爭，也只是在行射禮的時候吧！互相作揖行禮，然後射箭。射畢後又

互相作揖下堂，贏家請輸家飲酒，這樣的競爭才是君子」，說明君子的競爭也是有風度的。 

 

◎第 32～34 題翻譯： 

  趙國 成陽勘的家失火了，想要撲滅，家中卻沒有梯子，於是成陽勘就立刻派他的兒子朒

（朒）去跟奔水氏借。朒換上出門作客的盛裝，不慌不忙地前往奔水氏家。見到了奔水氏，

連作三揖而後登堂入室，安靜的坐在客堂上。奔水氏命令侍者擺設酒宴，並以肉乾、肉醬及

酒款待朒。朒也向奔水氏敬酒還禮。喝完了酒，奔水氏說：「您今天光臨寒舍，想必是有什麼

吩咐吧？」朒才說：「我家飛來橫禍，發生了火災，熊熊烈火直衝屋頂，想要登高澆水，但兩

肘沒有加上翅膀，只能望著房子哀號。聽說您家有梯子，何不借給我呢？」奔水氏聽了直跺

腳說：「你真是迂腐！你太迂腐了！如果在山中吃飯遇到老虎，一定會急得吐掉食物逃命；如

果在河中洗腳看見鱷魚，一定會急著扔掉鞋子逃跑。家中已遭烈火，哪還是你打躬作揖的時

候！」奔水氏抬著梯子前往朒家，到了之後，朒的家早已燒成灰燼了。（宋濂《宋文憲公全集》） 

 

32. (A)是指不慌不忙地前往；(B)指「一定有什麼事要吩咐我」；(C)應為「何不借給我」。 

 

33. (A)看見／代詞性助詞，我；(B)奔跑／步行；(C)借／借；(D)是／始、才。 

 

34. (C)成陽朒家中失火而向奔水氏借梯子，在這種緊急的時刻，他還作揖死守禮節，直到

後才說明來意，奔水氏責備他迂腐而不知變通。 

 

二、多選題： 

35. (A)出自陶淵明〈桃花源記〉，語譯為：「田間小路縱橫交錯，雞鳴狗吠到處都聽得到。這

裡來往種田做活的人，男女的衣服，都像另外一個世界的人一樣。」表示桃花源地方小，

人與人頻繁交流且熱絡；(B)出自郁永河〈北投硫穴記〉，語譯為：「原因是這附近百畝的

範圍，就像是一個沸騰的大鍋子一般，而我就走在那鍋蓋之上，之所以不會掉入鍋中，

是因為熱氣充滿鍋中，將鍋蓋撐起來了。」作者將自己站立的地方比喻成沸騰的鍋蓋，

顯現出硫穴的危險；(C)出自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語譯為：「昏暗的暮色從遠處漸

漸來到，直到什麼也看不見，還是不想回去。此時心神凝聚，形體消逝，和萬物合為一

體。」敘述正確；(D)出自連橫〈臺灣通史序〉，語譯為：「草莽英雄們，先後奮勇起事，

像朱一貴、林爽文以後，往往引發戰爭，血流滿地，他們以反清復明為號召，而這些事

舊志也沒有詳盡的記載。」敘述正確；(E)出自司馬光〈訓儉示康〉，語譯為：「近來做官

的人家，如果酒不是官製的，果品、菜餚不是遠地的奇珍異味，食物不是種類很多，器

皿不擺滿桌子，就不敢宴請賓客朋友。時常要花好幾個月去籌畫經營，然後才敢發請帖。」

說明士大夫鋪張奢靡作風。綜上所述，故選(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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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A)無、沒有，出自范仲淹〈岳陽樓記〉／衰微、沒落，出自顧炎武〈廉恥〉；(B)句末助

詞，出自曹丕〈典論論文〉／句末助詞，出自《史記‧鴻門宴》；(C)將、當，出自諸葛

亮〈出師表〉／靠近，出自歐陽脩〈醉翁亭記〉；(D)又、並，出自左丘明〈燭之武退秦

師〉／又、並，出自蒲松齡〈勞山道士〉；(E)憑藉、經由，出自杜光庭〈虬髯客傳〉／

按照，出自《莊子‧庖丁解牛》，故選(B)(D)。 

 

37. (A)吃，動詞，出自屈原《楚辭‧漁父》；(B)繩索，名詞，出自魏徵〈諫太宗十思疏〉；(C)

原為名詞，小盒子，轉變為動詞，放入盒中，出自劉基《郁離子‧工之僑為琴》；(D)原

為名詞，轉變為動詞，拿，出自方苞〈左忠毅公軼事〉；(E)觴，原本為名詞，酒杯，轉

變為動詞，飲酒，出自王羲之〈蘭亭集序〉。綜上所述，故選(C)(D)(E)。 

 

38. (A)出自歸有光〈項脊軒志〉，「以當南日」意為承受、迎接南面照來的陽光，補充前句「前

闢四窗，垣牆周庭」，而非被後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解釋，後句意為「陽光從牆上

反照過來，屋裡才顯得明亮」；(B)出自鄭用錫〈勸和論〉，「是朋友如一身左右手，即吾

身之肉」解釋前句「友從兩手，朋從兩肉」的意思；(C)出自《論語‧學而》，「為人謀而

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解釋前句的「三省吾身」為哪三省；(D)出自丘

遲〈與陳伯之書〉，「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說明了前句「屈

法申恩，吞舟是漏」，表示放寬刑度，法網寬疏，連罪惡重大的人也能赦免；(E)出自〈大

同與小康〉，「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解

釋前句因為「大道既隱，天下為家」所以才有後面每個人都親愛自己的父母，只愛自己

的子女等情況，都是因為大道消失了。綜上所述，故選(B)(C)(D)(E)。 

 

39. 題幹說到兩者詞義必須相反，產生強烈且特殊的意象。(A)出自張菱舲〈聽聽那寂寞〉，

以「震耳欲聾」來形容「寂靜」；(B)出自吳敬梓《儒林外史》，以「雅」形容「俗」；(C)

出自簡媜〈夏之絕句〉，「行雲流水」、「澎濤駭浪」皆是形容歌聲，兩者間並無互相形容；

(D)出自楊牧〈十一月的白芒花〉，「英英雪雪」、「成群的綿羊」皆是形容花，並無互相形

容；(E)以「文明」形容「野蠻」。綜上所述，故選(A)(B)(E)。 

 

◎第 40 題翻譯： 

  群峰烏雲湧起，一陣驟雨瓢潑而下。雨後斜陽遠樹輝映，美妙風景怎能描畫！青色酒旗

下出賣美酒，山那邊還住有人家。我只願在這山光水色之中，悠閒地度過今夏。 

  午後酒醒時分，窗外門前，松竹掩映搖曳，風度無限瀟灑。野鳥飛來，又是那般的閒暇。

但奇怪的是那白鷗，偷偷看著我卻欲下未下。我們往日的盟約都在，莫非牠今天來有了別的

想法。（辛棄疾〈醜奴兒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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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上片藉由山峰、雲雨、遠樹等景觀，抒發作者自在悠閒的情境；下片則以松窗、野鳥、

白鷗等景物，刻畫出一片悠然和諧的景觀，敘述正確；(B)驟雨之景為作者所見，但未能

看出作者有「沐雨」、「洗淨哀愁」等意圖；(C)「卻怪白鷗，覷著人欲下未下」可見白鷗

也有動態，不只靜態描寫；(D)如「一霎兒價」、「怎生」、「只消」、「這一夏」、「又是一般」

等詞語，皆為尋常用語，結尾白鷗「欲下未下」等姿態，令人聯想到心中有言欲發，看

出作者幽默的一面，敘述正確；(E)「青旗賣酒」為作者所見之景，並非作者本人浪跡江

湖。綜上所述，故選(A)(D)。 

 

41. (A)從「剛剛出世的孩子，如果沒有大人的幫助，則會在幾個小時內死亡」可知，人類一

出生並未具有自給自足的本能；(B)從「小鴨找水、小馬駒站立，都是本能行為」可知不

僅人具有複雜的本能，其他動物也有；(C)「『本能』有非常具體的含義，主要是指受基

因決定的複雜行為模式」可判斷出因環境而發展出不同的飲食和基因無關，故不屬於本

能；(D)從「有人衝你的臉打上一拳，當然會閃躲……這裡的閃躲，則是反射行為，不是

本能」可知正確；(E)從「由於人類不具備其他動物的生物本能，就只能通過學習來獲得

能力、獲得人格，使自己成為社會中的正常一員」可知人的生存能力是由後天學習而來。

綜上所述，故選(D)(E)。 

 

42. 由題幹表示人會權衡利弊再進行選擇。(A)出自《孟子‧盡心上》，語譯為：「一切事物都

具備在自己身上了。反省自己，如果所作所為都是誠信的，那就沒有比這個更快樂的。」

強調自身能夠真實無欺，就是近於大道了；(B)出自《莊子‧養生主》，語譯為：「現在我

宰牛時，只憑精神與牛體接觸，不必用眼睛看，器官感覺的作用停止了，精神指揮著手

腳動作。」比喻庖丁支解牛已經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C)出自蘇軾〈赤壁賦〉，語譯為：

「只有江上清風，和山間明月，耳朵聽到的盡是賞心的音樂，眼睛看到的盡是悅目的景

緻。」形容與天地匯合自然的心境；(D)出自《孟子‧告子上》，語譯為：「生命是我所喜

歡的，仁義也是我所喜歡的，如果兩者無法兼得的話，便捨生命而取仁義。」指出如果

是為了仁義與否或生命取捨，那麼寧願選擇仁義而放棄生命，符合題幹旨意；(E)出自李

斯〈諫逐客書〉，語譯為：「現在拋棄敲甕叩缶的音樂而轉用〈鄭〉、〈衛〉的音樂，不彈

箏而採用〈韶虞〉的樂曲，像這樣是為什麼呢？是因為這些能使人心情愉快，適合觀賞

罷了。」說明基於欲望而選擇異國音樂，拋棄本國音樂，符合題幹旨意。綜上所述，故

選(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