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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選擇題(占 54 分) 

一、單選題(占 30 分) 

說明：第 1 題至第 15 題，每題有 4 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選

項，請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答對者，得 2 分；答錯、未

作答或畫記多於一個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1.  下列「  」內的字，讀音完全相異的選項是：  

(A) 龍「蟠」虎踞╱白髮「皤」皤╱「墦」間酒肉  

(B) 扣「舷」歌之╱「泫」然欲泣╱目「眩」神迷  

(C) 相形見「絀」╱「咄」咄逼人╱罷「黜」百家  

(D) 縱橫「捭」闔╱「裨」補闕漏╱彈箏搏「髀」  

 2.  下列文字，請依文意選出排列順序最恰當的選項：  我委實驚愕，眼見這紛至沓來的櫻飛景象  

(甲 )  任憑我如何抑制不去昂奮的喊叫這美的光景  

(乙 )  內心卻禁不住對櫻落的愛戀之心  

(丙 )  果真如雨一般落下，美得無與倫比  

(丁 )  仍然興奮得如孩兒一模樣  整個人站起身來，不停地讚歎這美妙的櫻落盛景。 (陳銘磻〈聽見櫻花雨落聲〉 )  

(A) 甲乙丙丁    (B) 甲丁丙乙  

(C) 丙甲乙丁    (D) 丙丁乙甲  

 3.  閱讀下文，依序選出最適合填入□□內的選項：  

(甲 )  看木棉開花是種震撼。粗枝交錯，像千隻青筋暴跳的手托出朵朵厚大如曲掌的橙紅鮮花。枯乾的枝條，枝枝向天空□□ (簡媜〈美之別號〉 )  

(乙 )  是林鵰吧！如此大鵬展翅的氣派。牠目光炯炯，傲視八荒，我放下望遠鏡，仰觀牠□□穹蒼的姿態 (杜虹〈守候林鵰〉 )  

(丙 )  但我總會記得一些什麼吧，崩解的意識像是秋日的□□，一會兒盪到我的眼前，還看得不夠真切，再一會又擺回心底的黑暗處 (呂政達〈最慢板〉 )  

(A) 攫抓╱背負╱鞦韆   (B) 伸展╱翱翔╱繩索  

(C) 仰望╱盤旋╱渡船   (D) 致敬╱俯衝╱落葉  

 4.  下列兩首丁文智的詠物詩，題目皆為食用植物，請根據詩意判斷，依序選出最適合填入□內的選項：  

(甲 )  一經蜜漬或醃製／生命中的那撮酸／可就／價值連城了／不就曾／如了曹阿瞞的意／解了以孕婦為主的婦女們的饞／唯／感到不平的／是那枚／孕育過生命／隨後被榨乾血肉就遭賤棄的／□  

(乙 )  圓不圓／都是同一款式／芝麻綠豆大的那點出息／除卻□／誰還記得／你曾是美眼的「代言」人  

(A) 心／心    (B) 子／果  

(C) 皮／眸    (D) 核／仁  

 5.  下列「  」內有關應用文用語，何者正確？  

(A) 「家妹」今天于歸，臉上堆滿了幸福的笑容  

(B) 我們「愚夫婦」正要去北投泡溫泉，享受假日生活  

(C) 徐老先生九十壽宴，親友以「福壽全歸」的匾額祝壽  

(D) 王小玉寫信給老師，於信封中路受信人的欄位寫上「曾賜福老師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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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下列文句「  」內的詞語，前後詞性相同的選項是：  

(A) 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  

(B) 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C)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  

(D) 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7.  下列關於重要作家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 韓愈文章平易流暢，婉轉多姿，無論敘事、說理、狀物、記人，全富有感情  

(B) 袁宏道主張文學應重性靈、貴獨創，其文情真意切，明清兩代的小品文，受其諸多啟發  

(C) 歐陽脩曾提拔范仲淹、三蘇等人，繼承與發展韓愈的文學理論，古文運動遂成為文壇主流  

(D) 歸有光承襲明代文壇的模擬風氣，擅寫家庭瑣事，委婉傳神，情韻洋溢，深受清桐城派方苞等人的推崇  

 8.  宋詩特徵為好說理、以文為詩，請據此判斷下列何者為宋詩？  

(A)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  

(B) 峰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  

(C) 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  

(D) 度量無私本至公，寸心貪得意何窮？若教老子莊周見，剖鬥除衡付一空  

 9.  下列有關小說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先秦九流十家中有小說家，可見小說創作已受重視，可惜多亡佚  

(B) 元代開始發展章回小說，且多為作家原創，如施耐庵《水滸傳》  

(C) 唐朝傳奇小說已具備完整結構之故事，發展至明朝傳奇更臻成熟  

(D) 漢魏六朝小說多為志怪、志人，例如《搜神記》、《世說新語》等  

10.  小偉的「國學概要」筆記裡，摘錄了有關「十三經」的重點，以下記錄何者正確？  

(A) 《論語》：內有政治、道德、人生哲學，由孔子與曾子等弟子一起編輯而成  

(B) 《春秋》：以魯史為主，兼容各國史事，孔子寄寓褒貶之意，使亂臣賊子懼  

(C) 《爾雅》：最早解釋詞義的書，六書原理亦始於此，是研究儒家典籍的基礎知識  

(D) 《詩經》：內容來自士大夫階層的作品，凝結荊楚文人的智慧，是最早的詩歌總集  

11.  閱讀下文，有關此文的闡發，何者正確？  「酸利的味道曾經對我是個美好的記憶。十幾二十歲時，考試考不好，買一袋酸李子，讓牙齒振振作響，考試考好了，買一袋生芒果，……。戀愛時嗜吃梅子，書中恆常有一大包，呼吸中都有梅子的氣味，……世上有什麼東西比梅子更香艷刺激？  如何這些美好的記憶都轉成畏懼？不僅是酸，苦辣之品皆不愛，光喜歡吃個甜，越甜越好，大概迷信糖份令人快樂，心情振奮與否完全依賴血糖濃度。有一陣子我是「巧克力」的信徒，另有一段時期是「奶油蛋糕教派」，現在則是「甜瓜主義者」。  越甜的瓜像是哈蜜瓜、香瓜、木瓜這類不帶一絲酸味的水果越得我心，開發各種瓜果的甜度，依序是：美國進口香瓜……。在這當中小玉西瓜、黃色香瓜是下品，難得嘗到糖份的幸福滋味。  生命的滋味有時會一百八十度翻轉，只是不知道在哪一時哪一刻。  昔日的執念為今日揚棄：昔日的幸福成為今日的痛苦；昔日的美夢恰是今日的惡夢。」 (節選自周芬伶〈酸柚與甜瓜〉 )  

(A) 作者認為味覺記憶無法指涉人世的無常  

(B) 人生的酸甜恆常不是酸到底，就是甜不盡然是甜  

(C) 本文是詠物文，文章層次從喜好酸味到逃避酸味，最後強調酸味的美好  

(D) 甜蜜與酸苦不過是一體兩面，可相互對換與滲透，快樂與痛苦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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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親愛的安德烈》一書是龍應台與安德烈的母子書信集，有關這段引文的解讀，何者正確？  我記得一個西柏林教授曾經告訴我，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很多人會有意識地拒絕在陽台上種父母那一代人喜歡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鵑等等，反而比較願意去種中國的竹子。玫瑰花象徵了中產階級所有保守的價值觀：為集體效力、刻苦向上、奮發圖強、按部就班……而遙遠的、非本土的竹子，就隱隱象徵了對玫瑰花的反叛。父母在花園裡細心呵護每一朵玫瑰，那時中國的文革正如野火焚山一樣在遙遠的東方狂燒，奔放的激進主義令年輕人著迷。「性、藥、搖滾樂」是在那樣一個背景下喊出來的渴望。  一九六八年的一代人做了父母，做了教師，仍然是反權威的父母和主張鬆散、反對努力奮發的教師，我的安德烈就在這樣的教育氣氛中長大。你的「懶散」，你的「拒絕追求第一名」哲學、你的自由宣言和對於「凡俗的快樂」的肯定，安德烈，是其來有自的。如果說你父親那一代的「玩」還是一種小心翼翼的嘗試，你們的「玩」就已經是一種自然生態了。                        (節選自龍應台《親愛的安德烈》)  註：安德烈的父親是德國人  

(A) 安德烈的自由宣言和對於「凡俗的快樂」的肯定，令作者深感不安  

(B) 竹子中空有節的象徵，正能與新時代的年輕人注重節操、刻苦向上的精神相呼應  

(C) 此段文章涵蓋了三代的價值觀，而一九六八年的一代人和安德烈這代的價值觀是較相近的  

(D) 拒絕在陽台上種父母那一代喜歡的玫瑰、牡丹等植物，表現出對美學的追求與奮發圖強的精神  

13.  閱讀下文，下列對於馬二先生思想觀念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馬二先生大喜，當下受了他兩拜，又同他拜了兩拜，結為兄弟。留他在樓上，收拾菜蔬，替他餞行。吃著，向他說道：「賢弟，你聽我說。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為主。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不要說算命、測字是下等，就是教館、作幕，都不是個了局。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這就是《孝經》上所說的『顯親揚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語道得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而今什麼是書？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賢弟，你回去奉養父母，總以做舉業為主。就是生意不好，奉養不周，也不必介意，總以做文章為主。那害病的父親，睡在床上，沒有東西吃，果然聽見你念文章的聲氣，他心花開了，分明難過也好過，分明哪裡疼也不疼了。這便是曾子的『養志』。假如時運不好，終身不得中舉，一個廩生是掙得來的，到後來，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請一道封誥。我是百無一能，年紀又大了，賢弟你少年英敏，可細聽愚兄之言，圖個日後宦途相見。」說罷，又到自己書架上，細細檢了幾部文章，塞在他棉襖裡捲著，說道：「這都是好的，你拿去讀下。」  

(節選自吳敬梓《儒林外史》 )  

(A) 認為奉事父母為人生世上的根本  

(B) 認為顯親揚名需依賴養志的功夫  

(C) 認為文章舉業是人生唯一可出頭的事  

(D) 認為算命、測字、教館、作幕是文章舉業另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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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題為題組  閱讀下列文字，回答 14-15 題。  標準在經濟中的廣泛應用應當是在西方工業革命之後。標準化是工業化的基礎，工業大生產分工體系需要嚴格的技術標準。為保證世界市場有序運行，從技術層面看，就需要在國際貿易中制定一個為各方所能接受的遊戲規則，這就是國際標準。從世界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標準化一方面成為推動技術進步、拉動經濟增長、促進社會發展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也成為西方大國謀取壟斷利益的一種戰略手段。上世紀
70 年代，德國生產的磁帶答錄機在西歐市場一直處於壟斷地位，德國利用標準問題極力阻止美國磁帶答錄機染指德國市場。美國則採用迂迴戰術，使美國的磁帶標準成為
ISO 國際標準，如此順利闖入德國市場。  當今世界已進入由標準規範制約市場的時代，控制國際標準是應對世界市場競爭的有力武器，開發新標準甚至比研發新產品、新專利更加重要。一般而言，專利影響的只是一個或若干個企業，而標準影響甚至能決定一個企業的前途、行業的興衰，甚至是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因此，西方大國、跨國公司和產業聯盟都在不斷開發新標準、竭力控制標準，想方設法把標準與專利捆綁在一起，而且是把盡可能多的專利技術嵌入標準之中，一旦某國某企業不得不採用該項標準，就必須向專利擁有者支付專利使用費，從而使標準制定者取得有利的市場競爭地位。  

(中國經濟安全系列之二十八  江湧  原載《世界知識》 2009 年第 20 期 )  

14.  下列何者最合乎以上引文主旨：  

(A) 標準制約市場    (B) 市場反應競爭  

(C) 競爭刺激市場    (D) 專利嵌入標準  

15.  以下哪一選項的敘述不符合文中所述？  

(A) 開發新標準的重要性遠甚於研發產品  

(B) 標準是西方大國謀取壟斷利益的戰略  

(C) 美國較德國更早在國際標準戰上獲利  

(D) 國際標準是經貿技術面上的必然產物  

二、多選題(占 24 分) 

說明：第 16 題至第 23 題，每題有 5 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正確的選項，請將

正確選項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

項均答對者，得 3 分；答錯 1個選項者，得 1.8分；答錯 2個選項者，得 0.6

分；答錯多於 2 個選項或所有選項均未作答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16.  下列文句，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A) 接連幾個月乾旱，耕地無水灌溉，導致作物欠收，農民一愁莫展  

(B) 科學家必須以追根究柢的精神、鍥而不捨的努力來探究真相  

(C) 在這眾口礫金、積非成是的時代，我們更要對資訊的來源與傳播審慎以對  

(D) 雖然許多挑戰紛至沓來，但他仍舊屹立不搖，堅持為自己的夢想積極奮鬥  

(E) 領導者固步自封，對與自己相佐的意見置之不理，總有一天會自食苦果的  

17.  請選出下列各選項「  」內成語運用正確者：  

(A) 身處困境時，若能自我惕勵，終究會「由剝而復」  

(B) 為人處事只要「自反而縮」，就不必在意別人的眼光  

(C) 某女士容貌平凡卻自以為國色天香，真是「目不交睫」  

(D) 執政者為了振興經濟提出許多「揚湯止沸」的辦法，終於平息了眾怒  

(E) 老街的百年餅舖，第三代「克紹箕裘」接手經營，保持傳統美味，生意依然興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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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下列各組文句，「  」內字義相同的選項是：  

(A) 然「幸」得賜歸待選╱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卻  

(B) 以「約」失之者，鮮矣╱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C) 「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D)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  

(E) 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19.  閱讀下文，選出正確選項：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呂氏春秋‧察微》  註：「臣妾於諸侯」是指為諸侯服賤役的人  

(A) 孔子認為贖人取金與拯溺受牛都是應該的  

(B) 孔子能見微知著，洞察人情，具有長遠的眼光  

(C) 孔子讚美子貢贖魯人而不領賞金是廉潔的好事  

(D) 孔子認為因為子貢和子路的關係，魯國人日後都會行善  

(E) 其旨說明判斷事件的好壞不可只根據表面的行為，而要考慮它的影響  

20.  古文為了強調某個句或詞，而調整語句的順序，如〈馮諼客孟嘗君〉：「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原句應為「責畢收，以之市何而反？」以下選項的用法與此相同的是：  

(A) 微斯人，吾誰與歸  

(B) 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C) 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  

(D)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  

(E) 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  

21.  中國詩人往往藉燈燭之光影寄託哀愁，下列詩句何者屬之？  

(A)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B)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闇風吹雨入寒窗  

(C)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滿建章  

(D)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E)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22.  下列引文內容強調主動學習精神的是：  

(A)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B)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C)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D)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E)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1021-3-學測-國文考科 
第 6頁共 6頁

23.  下列關於篇章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 〈左忠毅公逸事〉僅記述幾件軼事，但仍凸顯了左公的忠義及史公的不凡  

(B) 〈赤壁賦〉以「蘇子與客」問答成篇，創新體例，自此賦作多以問答謀篇  

(C) 〈上樞密韓太尉書〉一文，上奏陳言，一改當時政局，印證了文章乃經國之大業的深意  

(D) 〈桃花源記〉雖為作者遭貶時所寫，但能超越宦途失意之情，縱情山水之間，展現作者樂觀襟懷  

(E) 〈燭之武退秦師〉展現了燭之武在外交辭令上的長才，也顯現了《左傳》多以記事印證、補充《春秋》的解註方式  

第貳部分：非選擇題(共三大題，占 54 分) 

說明：本部分共有三大題，請依各題指示作答，答案必須寫在「答案卷」上，並標

明題號一、二、三。作答務必使用筆尖較粗之黑色墨水的筆書寫，且不得

使用鉛筆。  

一、文章評論(占 9 分) 閱讀框內文章之後，請解讀此段文字所想表達的意旨是什麼。不必 命題，文長約
100-150 字 (約 5-7 行 )。  有一個觀光客去拜訪波蘭一位有名的猶太學者海飛茲，觀光客很驚奇的發現，這位學者的家只是一間擺滿書的簡單房間，唯一的家具是一組桌椅和另一張長椅，觀光客問：「先生你的家具在哪裡？」海非茲反問：「那你的家具呢？」觀光客不解的說：「我的家具？我只是來這裡的訪客啊！」這位學者回答說：「我也是！」  

(節選自李偉文〈難遣人間未了情─告別二○○八〉 )  

二、文章分析與闡發(占 18 分) 閱讀框線內文字，請用自己的話說明：  

(一 )  曹丕以為古人、今人對於「著作」的態度有何不同？  

(二 )  關於「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句話，請說明你同意、不同意或部分同意的理由。  答案必須標明 (一 )(二 )分列書寫。 (一 )(二 )合計文長約 200-250 字 (約 9 行 -12 行 )。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節選自曹丕《典論‧論文》 )  

三、引導寫作(占 27 分) 侯孝賢導演曾說：「生命中有許多吉光片羽，無從名之，難以歸類，也不能構成甚麼重要意義，但它們就是在心中縈繞不去……這些東西我稱它們是：最好的時光。最好，不是因為最好所以我們眷念不已，而是倒過來，是因為永遠失落了，我們只能用懷念召喚它們，所以才成為最好……」請從你的生命中，尋找一段值得眷念、影響你至深的時光，以「最好的時光」為題，寫一篇完整的文章，文長不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