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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教育會考詳解  
國文考科 

 
一、單題： 
1. 題幹提到「在生物圖鑑與動物園裡找不到」、「都是虛構的動物」，故可判斷第一個空格應

填入「只」較為合理；饕餮此類生物只存在文化裡，但從後文可判斷出其具有「活靈活

現」與「有鮮明的圖樣形象」，故此處應使用轉折語氣的「但卻」來填入空格為佳；而後

的「有鮮明的圖樣形象」與「繁殖出豐富的語意象徵」應為接續「但卻活靈活現」的論

述，選項中惟有「不只…還…」的句法符合接續論述的用法，故答案選(D)。 
 
2. 根據題幹語意，朋友之間若是「有所求」即非真正的朋友，(A)說明若兩人之間帶有目的

的交流，並非真友誼，與題幹語意較為接近，故答案選(A)。(B)說明在友情裡若想得到回

報，須先在朋友有難時幫助他；(C)說明在交朋友前，得先使自己成為一個值得交的朋友；

(D)說明從許多事須有人幫助才能完成，來證明友誼的重要性。 
 

3. 主觀指帶有個人的評論、判斷或情緒，僅(D)為客觀敘述，故選。(A)「可見」一詞為本文

作者之見，屬於主觀的言論；(B)「都是惡意的肇事者」為作者本身的判斷；(C)「勝券在

握」為作者本身的判斷。 
 

4. 題幹說明應聚焦在收穫滿滿的過程，而不需要太在意結果的不完美。就像泡泡總會破，

但它存在的過程雖短暫卻美好，(C)與題意相符。(A)將重點放在結果，與題幹不符；(B)
題幹只在意過程的圓滿，與題幹不符；(D)題幹中並無提到收穫滿滿的過程會有助於結果

完美。 
 

5. (A)拋磚引玉為自謙之詞，意為先發表自己粗淺的意見或言論，以期待引出他人之高見或

佳作，與題意不符；(B)裡應外合為裡外互相配合之意，然題幹的策略主軸為轉移敵人目

標，使其疏於防備，與敵軍內部無關；(C)趁火打劫為趁人之危時，從中取利之意，與轉

移目標無關；(D)聲東擊西，為軍事戰術，後亦用以形容虛張聲勢，使人產生錯覺，集主

力攻其不備，或形容動作、說話、行文等變化莫測，故答案選(D)。 
 

6. 從題幹內文可得知，漢朝刺史的工作內容皆與監督地方豪強與各級官員及其子弟之所作

所為有關，主要督察其是否有傷公害民之情事發生，故答案選(D)。 
 

7. (B)ㄓㄢˋ；(C)ㄇㄞˊ；(D)ㄓ。 
 
◎第 8 題翻譯： 
  閒暇時閱讀美好的詩文，在我座位前彷彿能看見美麗的水光與翠綠的樹木。在夜裡興趣

盎然地摘要選取文句，紙上有皎潔的明月與清涼的微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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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題幹說明在閒暇時與在夜裡讀書的美好與樂趣，惟有(C)的讀書有益符合題意，故答案選

(C)。(A)為旅遊風光；(B)為園林與天籟之趣；(D)為書法創作。 
 

9. (A)末句語意充足且語氣為肯定，應使用「句號」結尾；(C)「一來，我沒有這份才能」與

「再來，也沒有時間」兩句語意平列，應使用「分號」；(D)「文明的現代」語意未完，後

應使用「逗號」；末句為疑問語氣，應使用「問號」，故答案選(B)。 
 

10. (A)力透紙背：形容書法或畫畫時剛勁有力，筆鋒幾乎要透到紙張背面；(B)宵衣旰食：天

還沒亮就起床穿衣，直到日暮才吃飯，形容勤於公事；(C)吃軟不吃硬：比喻接受較溫和

的手段或勸說而不接受強迫；(D)萬頭攢動：形容群眾聚集的景象。捉襟見肘：形容衣衫

襤褸，惟有(A)選項使用完全恰當，故答案選(A)。 
 

11. 「不苟且」、「有品味」是針對自己行為上的約束，所以空格內應填入「自己」；「不霸道」、

「有道德」是指面對他人的態度，所以空格內應填入「別人」；「不掠奪」、「永續」對象

應為大自然，所以空格內應填入「自然」，故答案選(A)。 
 

12. 題幹內提到「他們體型瘦小、耐力驚人，具有生存在鮮有人造訪的高海拔地區的卓越能

力，這些都不免讓人聯想起巴提族在東邊的遠親─尼泊爾的雪巴族」，從這些巴提族

的特性，會讓人聯想到雪巴族，可見兩族人共同擁有「體型瘦小、耐力驚人，具有生存

在鮮有人造訪的高海拔地區的卓越能力」的族群特徵，故答案選(D)。 
 

13. (A)戰戰「競競」→戰戰「兢兢」；(B)愛「載」→愛「戴」；(D)噩「號」→噩「耗」。 
 

14. (A)從「千篇一律」可判斷應符合「單調」的特性；(B)題幹未提及；(C)「面貌模糊的人」

缺乏性格及特色；(D)「空曠的地方」欠缺場景的描繪與氣氛的營造，故答案選(B)。 
 

15. (A)學習且時常溫習，難道不是讓人喜悅的嗎？(B)人會犯的過錯，各有不同類別。觀察他

犯的錯，即可知道這個人是否仁德；(C)幾個人在一起行走，其中必有我可以學習的對象。

選擇他的優點去效仿，引他的缺點為鑑以警惕自己；(D)君子若不莊重，則沒有威儀，經

常學習則不會流於固執蔽塞。一切都要以忠信為本，不要去結交與自己道不相同、不如

自己的朋友。有過錯則不要怕改正。題幹意為學習他人身上的優點，同時也從他人身上

的缺點引以為鑑來警惕自己，惟有(C)符合題幹之意，故答案選(C)。 
 

16. (C)能言善道：擅長說話、口舌伶俐。能言善道本身已具有「擅長」之意，因此本句中的

「擅長」為冗詞，故答案選(C)。 
 

17. 題幹上下聯傳達「不撇開所執著之事則終會一直痛苦」、「懂得制約自己即能獲得美名」

之意，但同時也在文句內暗藏字形遊戲，上聯意為「若」字下方若沒有撇出去則成了「苦」

字；下聯意為「各」字的捺筆若能收住不出頭則成了「名」字，故答案選(D)。(C)上聯末

字為「苦」，乃仄聲；下聯末字為「名」，乃平聲，符合「仄起平收」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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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家嚴」是對人稱自己的父親，「令尊」是尊稱別人的父親，此處不須修改；(B)聖誕

用於孔子、佛、菩薩、耶穌或所信奉之神的誕辰，應改為「壽誕」無誤；(C)「桃樽」指

祝壽的酒席，「桃符」指春聯，此處不須修改；(D)「謹稟」指謹慎恭敬的稟告，「叩首」

指以頭扣地，為古代的最敬禮，此處不須修改，故答案選(B)。 
 

◎第 19 題翻譯： 
  學習寫書法的方法，一開始要先學字的結構還有字與行之間的安排，要求的是平穩與端

正；當字平穩與端正後，則開始追求驚險與叫絕的變化；當字達到驚險與叫絕的變化境界後，

則又回歸追求（在險絕的基礎上）平穩與端正。初期時會覺得達不到平穩端正的功夫，到中

期時則可能太過平正或是太過險絕，到後期才能融會貫通，合平正與險絕為一體而變化自如。 
 

19. 題幹說明學習書法方法的三個階段，故答案選(A)。(B)題幹並未提及心態；(C)並非不應

追求，而是險絕的技巧應建立在平穩端正的字體基礎上；(D)應為融平正與險絕為一體。 
 

20. 題幹提到「最大支流瓦里蘭溪發源自初雲風景區，上、下游海拔落差達 1500 公尺，由東

向西行，沿路形成乾坤峽谷等特殊景點，溪水來到日月鎮 光明里，匯進藍水溪。」可判

斷乙為初雲風景區所在地，丙為光明里；再從「另兩條支流皆發源於高土山北麓」可判

斷甲為高土山，而丁則無法從題幹內文判斷地名，依蘇坪也並未被標示在地圖上，故答

案選(C)。 
 

21. (A)皆為卑賤之意；(B)知道／全部；(C)長、高、遠／興建；(D)詳細追究／貧困，故答案

選(A)。 
 

◎第 22 題翻譯： 
  諸葛亮的文采並不豔麗，但是他所寫的〈前出師表〉與〈後出師表〉至今仍為學者所讚

賞，有志氣與抱負的人一邊讀一邊稱頌，有人甚至讀到感嘆而落淚。六朝、隋、唐的文人們

寫下了許多的文章，那些文章用字遣詞十分穠麗，且極其雕琢，但有的甚至連一句話都沒有

流傳下來。既然如此，文章之所以成為文章，哪裡需要數量龐大又華麗精巧呢？ 
 
22. (A)題幹並未表達此觀點；(C)六朝文人的作品數量頗多；(D)〈出師〉二表之所以膾炙人

口，是因為其感情真摯動人，故答案選(B)。 
 

◎第 23 題翻譯： 
  金陵城的北方有個湖泊，是座有名的庭園，裡面景色優美別緻，在光影的交互輝映下，

美如一幅畫。有一天，眾臣們在等待入朝堂時，聊到了林木泉石之事（退隱之事），馮謐立刻

就舉了賀知章辭官還鄉時，唐玄宗送他三百里的鏡湖為例，說：「我不敢奢望能得到如此待遇，

只要把後湖賜給我，我這一生也感到很痛快了。」吏部的徐鉉柔和地說：「國君非常尊重賢才

與禮待有才之士，常常怕禮數不夠周到，又哪裡會吝惜一座後湖呢？他缺乏的，只是像賀知

章那樣值得賞賜的人才罷了。」馮謐聽完，臉上滿是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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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從題幹判斷，徐鉉認為馮謐比不上賀知章，即使退隱也不像賀知章那樣值得被賞賜，故

答案選(A)。 
 

24. 從「商、周時代」與「青銅器」可判斷應為「金文」，故答案選(B)。 
 

25. (A)櫛風沐雨：以風梳髮，以雨沐浴。比喻在外奔走，極為辛勞。和句中的「氣度」與「胸

襟」意義不相符；(B)越俎代庖：比喻踰越自己的職分而代人做事。和句中的「管他人閒

事」相符；(C)肝腸寸斷：比喻悲傷到了極點。和句中的「氣勢雄渾」意義不相符；(D)笨
鳥先飛：比喻能力差的人，做事時唯恐落後，往往比別人先動手。和句中的「見利總要

搶得先機」不相符，故答案選(B)。 
 

26. (A)題幹提及「生紙易滲水墨」又說「正楷書宜熟紙」，可判斷書寫正楷時不宜使水墨暈

開，敘述正確；(B)題幹提及「我看見過徐青藤花卉冊頁的複製品，看那淋漓的水渲墨暈，

不像是熟紙」，敘述正確；(C)「以口吮毫」應是為獲得暈開的效果，可推測是使用生紙，

然而工筆畫宜用熟紙，敘述錯誤；(D)生紙易滲水墨，故控制水分應比較困難，敘述正確，

故答案選(C)。 
 

◎第 27 題翻譯： 
  趙簡子問壯馳茲說：「東方的人士當中，誰比較高明？」壯馳茲說：「請讓我祝賀您！」

簡子說：「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賀我什麼？」壯馳茲回答他：「臣聽說：國家將要興盛時，

國君會自認為有不足之處；國家將要衰亡時，國君會很自滿。今日您掌管晉國的國政，卻會

向我這樣的小人詢問意見，又能夠尋求賢士，因此我祝賀您。」 
 

27. (A)趙簡子此時已取得晉國執政權；(B)小人是壯馳茲自謙；(D)尚未找到，正在詢問，故

答案選(C)。 
 

◎第 28 題翻譯： 
  在上位者不用華美空泛的話語稱讚別人，則民眾就會忠誠且彼此勸導向善。所以在上位

者用給人衣物來關心別人的寒冷，用給人食物來關心別人的飢餓，用給予官位來稱讚別人的

美德。 
 

28. 由題幹可知國君不應以空虛的言語來幫助或稱讚別人，而是應該付諸實際的行動，故答

案選(D)。 
 

◎第 29 題翻譯： 
  古代在治理天下時，朝堂上有設置給進獻良言者的旗子，也有設置供人指責過失、書寫

諫言用的木牌於宮外，這些就是用來打通治國之道而招徠進諫者。而如今律法中設有懲治誹

謗與不當言論的罪名，所以使得眾臣們不敢暢所欲言，在上位者無法得知施政的過失之處。

那以後要如何招徠遠方的有德的賢者？希望能除掉這個懲治誹謗與不當言論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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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由題幹可得知，因為設有懲治誹謗與不當言論的罪名，使得大臣們不敢進諫言給施政者，

施政者也無法得知施政的過失，這也會使得遠方賢良不敢前來，因此應除的是使臣不敢

諫、賢不敢來的法令，故答案選(C)。 
 

30. (A)題幹並未說明「酸餡兒饅頭」的源起；(B)豆沙包子與芥菜包子是素包子，而在當時素

包子被叫做「酸餡兒饅頭」，是類別而非口味；(C)題幹提及有酸味的雪裡紅包子賣得特別

多，可見其廣受歡迎；(D)並非因不小心誤寫，而是因為不了解宋朝的飲食所致，故答案

選(C)。 
 

31. 題幹內的「漂母」與「漁父」皆屬市井小民的範圍，他們無名無姓卻對某些歷史名人有

極其重要的影響，這些無名小卒對歷史也有相當的意義與價值，故答案選(A)。(B)題幹內

並無提及考證部分；(C)本段文字重點在講述平凡人物對歷史的意義，並非主角；(D)題幹

內並無提及有顛覆傳統主流價值，只是說明《史記》寫出了主流價值外的另一個面向。 
 

◎第 32 題翻譯： 
  蘇東坡說：「歐陽脩喜歡古人的『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

這些詩句，他說自己一輩子無法學到這樣的境界。這些固然是佳言美句，但只不過是鳳凰的

一根羽毛罷了。歐陽脩的才華如同掛在天邊之雲彩，那些詩句哪值得提起呢？這樣豈不是討

厭珍饈美味而喜歡螺蛤這類平凡無奇的小菜嗎？」 
 

32. 從題幹內可知蘇東坡認為歐陽脩之才遠高於寫出這些詩句的古人，認為那些詩句不過是

極其稀少的佳句罷了，與歐陽脩之高妙不可相比，故答案選(B)。(A)題幹內並無對詩文創

作的方法或風格做出評論；(C)題幹認為歐陽脩之才遠超於此類詩句；(D)並非歐陽脩所創

作，不可說是敝帚自珍。 
 
◎第 33 題翻譯： 
  想學習又沒有正確方法，就像是想抓魚卻沒有漁網一樣，內心雖然急切渴望卻終究無所

收獲；若是能夠獲得學習的要領，就像是順著水流的流向在駕船一般，不用使身體勞苦就能

到達遠方。 
 

33. 題幹說明讀書需要方法，若沒有正確的方法則即便有心也無法有所成效；若是能獲得訣

竅，則能如同順流而下一樣，事半功倍，故答案選(D)。 
 

◎第 34 題翻譯： 
  據說盆景是從漢、唐開始，在兩宋的時候興盛。明朝 吳縣人王鏊寫的《姑蘇志》中有記

載到：「虎丘人擅長在盆中種植珍貴的花草，將盤松古梅放在桌上，清新典雅而可愛，這就叫

做盆景。」當時的姑蘇人不僅擅長種植花木與擺設，還因為製作盆景而名聲傳播一時。劉鑾

《五石瓠》說：「我們常常以瓦盆中的樹石來玩賞，比較長而導致彎曲的部分就修短它，比較

大的就削剪而纏束它，使尺寸微小的植物也能結成果實，使面積狹小的盆內也可以蓄養蟲魚，

所以才稱為盆景，元朝人稱為些子景。」些子大概是元人的語言，是細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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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A)題幹有提及盆景始於漢朝、唐朝；(B)應是劉鑾的書裡提及元朝人稱盆景為「些子景」，

而他推測「些子」是元朝人語言中的細小的意思，劉鑾為清朝人；(C)從「是姑蘇不僅擅

園林之美，且以盆景之製作馳譽於一時。」可判斷姑蘇人兼擅園林之美與製作盆景，故

答案選(D)。 
 

二、題組： 
35. (B)蘇軾並非喜歡，只是在書中記錄下時人一個對付小孩吵鬧的辦法；(C)卡羅非常喜歡小

孩；(D)拉肯與卡羅有許多相似之處，包括個性與未婚等等，但是卡羅十分喜歡小孩，拉

肯則十分厭惡，在對小孩的態度上，兩者恰恰相反，故答案選(A)。 
 

36. 「最可愛的還是最不可愛的」說明的是善與惡兩種面向，呼應的是第二段末「純美的表

相下隱藏無窮或善或惡的可能」，故答案選(A)。(B)說明只有純真無邪的童心是大人們從

未實現的夢想；(C)本句說明的是卡羅與拉肯；(D)說明的是拉肯對於生小孩的想法。 
 

37. (A)其適合做魚餌是因為肥美多油且體味重；(B)題幹提及「骨骼帶點青綠色，曾被以為和

重金屬汙染有關」可見與重金屬汙染無關；(D)其曾為高貴料理的原因是因為以前取得不

易，故答案選(C)。 
 

38. (A)本文只簡略敘述其特徵與外型；(C)會形容像羔羊群一樣，是因為秋刀魚與羔羊群面對

獵食者突襲，同樣都是只除了逃，沒什麼其他本領；(D)題幹並未提及熱帶水域魚種，故

答案選(B)。 
 
39. 有因景而生、繁華夢醒的末代感傷是其餘晚明文人的旅遊小品，多為個人內心抒發；而

徐霞客則是「翻山越嶺、過河渡湍，所經歷之人文風俗、景觀異致、地質奇貌、種族宗

教……，無不一一記錄，留下三十餘萬字的遊記與資料」，與他人不同，故答案選(A)。 
 

40. (A)是表達徐霞客足跡之遠與路途辛勞；(B)說明徐霞客四海為家的生活；(C)說明徐霞客

不限定旅遊的天數期限，也不求友人同行，代表對旅遊的專注；(D)「我肩上扛著鐵鍬，

哪個地方不能埋我的屍骨呢？」表達徐霞客不在意客死異鄉，無處不可為歸宿的豁達生

命態度，故答案選(D)。 
 

41. (B)題幹提及「藉著引擎推動令飛機產生前進的速度，機翼因而產生升力承托飛機飛行。」

可知應為引擎推動的速度而使機翼產生升力，而非機翼的升力推動引擎，故答案選(B)。 
 

42. 從題幹內「如遇上跑道有順風或地面氣溫較高，或機場位於海拔數千呎時，則需要較長

的跑道，而飛機的負載量亦要相對減少」可判斷，若需要較短跑道，應符合「逆風」、「地

面氣溫低」、「機場位置海拔低」等條件，可判斷僅(D)符合。 
 

43. 從詩中可見，白鷺鷥群飛的景象已不多見，而人類的開發與各類賞鳥人潮皆會破壞白鷺

鷥的棲息地與安寧，故作者不願宣揚，以免人知，故答案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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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迢遙的記憶」是指童年時隨處可見的景象，如今居然需要特地驅車前往，感嘆如今見

白鷺鷥之不易與新舊變化極大，故答案選(D)。 
 

◎第 45、46 題翻譯： 
  野火燃燒了荒涼的原野，之後潔白的霜雪又日日覆蓋在原野上。牛羊們沒有可以嚼食的

東西，綠草們也早已變得乾枯。但天地之間的仁心尚沒有泯滅，植物的根與芽埋藏在土裡很

深的地方。只要春風一掠過，原野上又會回到嬌媚美好的風光。那些無奈遭受戰亂的地方，

黎民百姓們無法自保。富貴人家的大門先被打碎，那些豪華的大屋們無一例外的接連傾倒。

偶爾遇到茅草蓋成的屋舍，會聽到小孩和老人痛苦的呻吟聲。時常害怕聽到馬蹄聲響起，無

罪的人又會被擒抓征討。想逃跑到深處的山谷之中，又怕被老虎、野狼撕咬。等到有一天稍

微能喘息過來時，催徵賦稅的小吏又來騷擾。人生真的很艱難，還比不上路旁的一株野草。 
 

45. 本詩先述說大自然生機無限，經野火焚燒，牛羊無所食，亦可在春風拂來之時復甦生機；

然而人的慘遇卻是無限，以對比的手法引出人還比不上野草的感嘆，並未使用倒敘手法，

故答案選(C)。 
 

46. (A)本詩最後即感嘆人不如草，並未說明應提起勇氣面對困境；(C)(D)本詩並未提及，故

答案選(B)。 
 
◎第 47、48 題翻譯： 
甲、司馬昭獨攬大權，魏帝曹髦想殺了他，卻反而被賈充、成濟所殺害。之後司馬昭進入殿

中，召集群臣開會商議如何善後。但尚書左僕射陳泰沒有來，司馬昭就命令他的舅舅尚

書荀顗招喚他來，陳泰對他的舅舅說：「世人都說我陳泰德行正直，可以和舅舅相比，今

天看來是舅舅您不如我陳泰。」但後來內外的後生晚輩都一同逼迫陳泰，他才不得不入

殿，一見到司馬昭，悲痛欲絕，司馬昭也對他哭著說：「你要如何幫我處理這個狀況呢？」

陳泰說：「只有斬首賈充，才可以稍微地向天下人謝罪。」司馬昭考慮了很久以後說：「你

再想想更輕微的處理方法。」陳泰說：「我只知道更重的處理方法，不知道更輕微的。」

司馬昭就不再說話了。 
乙、魏帝駕崩後，朝廷內外一陣吵雜。司馬昭問陳泰說：「要怎麼使內外平息？」陳泰說：「只

有殺了賈充以向天下謝罪。」司馬昭說：「可以比這個方法更輕微嗎？」陳泰回答：「我

只看得出來更重的方法，不知道更輕微的。」 
 

47. (A)從對話中可看出司馬昭想要保全賈充，可判斷應為其陣營人馬；(B)陳泰是被內外的晚

輩一起逼迫才不得已而入宮；(C)陳泰是因為魏帝駕崩而哭，司馬昭是因為想獲得陳泰協

助，而陳泰卻如此對待他而哭；(D)文章並未提及，故答案選(A)。 
 

48. 甲篇中陳泰所說的：「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是針對「斬賈充以謝天下」這個處置方

式的言論，可見殺賈充是最基本的方法而已，故答案選(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