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師表-諸葛亮 

一、出師表－結構 

▲主旨－勸諫後主親賢納諫、復興漢室，親賢臣 遠小人 

▲勖勉後主者－ 

1. 建議可以信任的賢臣 

   文—郭攸之、費禕、董允，斟酌損益，進盡忠言 

   武—將軍向寵 

2. 提醒後主應行的作為 

   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諮諏善道，察納雅言 

▲自我惕勵者 

往昔的奮鬥－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當前的心願－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 

二、漢朝進於天子的文書分為：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 

三、歷屆大考試題 

▲單選題  

1.下列文句「 」中的字詞，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Ａ)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小

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Ｂ)足反居上，首「顧」居下／三「顧」臣於草廬之

中 (Ｃ)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事行身死，「固」所願也 (Ｄ)攜手

上河梁，遊子暮何「之」／「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答 Ｃ 析 (Ａ)遺留／遺漏 (Ｂ)連詞，反而、卻／動詞，拜訪 (Ｃ)副詞，本來／副詞，

本來。譯：事情若能成功，即使自身犧牲了，本來就是我們的願望(Ｄ)動詞，往／代

詞，此。 

2.同一詞語在古今不同的語境中，有時意義會改變。下列各組「 」內的詞語，意義沒有

改變的選項是： (Ａ)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他們母子二人，天天

寡言少笑，相對「煢煢」 (Ｂ)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這群小人的「卑鄙」行徑，令人不齒 (Ｃ)古今「風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

晉有東山，本無幾也／他只管「風流」快活，處處留情 (Ｄ)（劉）松為人作碑銘，

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慈善團體運送救援物

資到災區，讓災民「感激」萬分。 

 答 Ａ 析 (Ａ)孤獨無依的樣子／孤獨無依的樣子(Ｂ)出身卑微，見識淺陋／人格惡劣低

下(Ｃ)瀟灑傑出的人物。譯：自古至今的瀟灑傑出人物，宋代有蘇軾，唐代有李白，

晉代有謝安，本來就寥寥無幾／男子貪好女色(Ｄ)感動激奮。譯：劉松替人寫墓誌銘，

拿給盧思道看。盧思道讀了有多處不理解的，於是感動激奮，閉門讀書／真心感謝。 

3.《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反映古代士

大夫對於「出仕」或「退隱」的態度，下列文意和這種態度最不相關的選項是： (Ａ)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Ｂ)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

濁兮，可以濯吾足 (Ｃ)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Ｄ)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

外。 

 答 Ｄ 析 題幹譯：「孔子告訴顏淵說：『受任用時就行禮樂大道，不受任用時就收藏

才華，獨善其身，只有我和你能夠有這種因時而作，行止得宜的才能啊！』」 (Ｄ)

講朋友相處時動靜不同的方式。 

4.古人言談、行文常使用「謙詞」，以示自我謙抑。下列文句「 」內的詞語，屬於謙詞

的選項是： (Ａ)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 (Ｂ)若舍鄭

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 (Ｃ)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

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 (Ｄ)（孟

嘗君）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

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 

 答 Ｃ 析 (Ａ)「臣妾」，為人臣僕婢妾。譯：句踐被圍困在會稽山，後來向吳國投降，

當了吳國的臣屬，三年都不曾懈怠 (Ｂ)「東道主」，往東方路上的主人(Ｃ)「駑鈍」，

指才能平庸拙劣，乃自謙之詞。 (Ｄ)「不羞」，不認為可恥；有「不見怪」之意。 

5.傳統建築常懸掛楹聯，以凸顯建物主題，增添人文情趣。下列各選項中的楹聯，何者與

建物主題配置不當？ (Ａ)松聲竹聲鐘磬聲，聲聲自在；山色水色煙霞色，色色皆

空——用於書院 (Ｂ)真實不虛，大慈悲，度一切苦厄；意識無界，空色相，現五蘊

光明——用於觀音祠 (Ｃ)望重南陽，想當年羽扇綸巾，忠貞扶季漢；澤周西蜀，愛

此地浣花濯錦，香火擁靈祠——用於諸葛亮祠 (Ｄ)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該留一二奇

峰，棲吾道友；世間好語佛說盡，誰識得五千妙論，出我仙師——用於道觀。 

 答 Ａ 析 (Ａ)由「鐘磬聲」、「自在」、「色色皆空」可知為佛寺。南京燕子磯旁永

濟寺 (Ｂ)聞聲救苦的「觀世音」菩薩。 (Ｃ)由「南陽」、「羽扇綸巾，忠貞扶季

漢；澤周西蜀」可知是諸葛亮。(Ｄ)由「棲吾道友」、「五千妙論，出我仙師」可知

為道觀。後者指道教尊奉的始祖老子作《道德經》五千言。 

6.以下四副對聯，依序對應之建築，正確的選項是： 

(甲)四面湖山歸眼底  萬家憂樂到心頭 

(乙)可託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吾見其人 

(丙)大明湖畔，趵突泉邊，故居在垂楊深處 

  漱玉集中，金石錄裡，文采有後主遺風 

(丁)天下名山僧占多，還須留一二奇峰棲吾道友 

  世上好話佛說盡，又誰知五千妙論書自尊師 

(Ａ)岳陽樓／關帝廟／劉鶚紀念館／莊子廟 (Ｂ)鸛雀樓／陶潛祠／劉鶚紀念館／觀

音殿 (Ｃ)岳陽樓／武侯祠／李清照紀念館／老子廟 (Ｄ)黃鶴樓／關帝廟／蒲松齡

紀念館／老子廟。 

 答 Ｃ 析 (丙)李清照故居濟南趵突泉的漱玉泉旁，趵（ㄅㄠˋ）突泉， 

▲、多選題 

1.下引文章中的某、足下、去、願、見五個詞，各與下列選項「 」內相同的字詞比較，

意義相同的選項是：孔明笑曰：「雲長勿怪！『某』本欲煩『足下』把一個最緊要

的隘口，怎奈有些違礙，不敢教『去』。」雲長曰：「有何違礙？『願』即『見』

諭。」 (Ａ)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

小宅相訪 (Ｂ)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 (Ｃ)

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Ｄ)「願」

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 (Ｅ)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



慈父「見」背。 

 答 ＢＤＥ 析 題某：我。足下：您。去：前往。願：希望。見：代詞性助詞，我。(Ａ)

某：不定代名詞(Ｂ)足下：您。Ｃ)去：捨棄(Ｄ)願：希望 (Ｅ)見：代詞性助詞，我 

2.下列各組文句，「 」內字詞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Ａ)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

之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 (Ｂ)傴僂「提攜」往來不絕者，滁人遊也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Ｃ)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季

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Ｄ)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

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Ｅ)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

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 

 答 ＡＣ 析 (Ａ)小小的，形容詞／小小的，形容詞 (Ｂ)孩童，名詞／牽手，動詞。譯：

長者要和你牽手，就伸出雙手來捧住長者的手。 (Ｃ)兩次，副詞／譯：季文子行事

謹慎，往往多次思考後才行事。孔子聽說了，說：以他的個性，思考兩次也就可以

了。 (Ｄ)考慮、思量，動詞／斟酒勸飲，動詞 (Ｅ)違背，動詞／雙倍，動詞。譯：

所以施仁政恩惠之事只有古人一半的人，卻可以完成雙倍的功業。 

3.下列各選項畫底線的文句，是對其前面的文句（未畫底線者）進行「舉例說明」的是： 

(Ａ)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Ｂ)先帝知臣

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 (Ｃ)

風至，硫氣甚惡，更進半里，草木不生，地熱如炙，左右兩山多巨石，為硫氣所觸，

剝蝕如粉 (Ｄ)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

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Ｅ)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

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答 ＤＥ 析 (Ａ)(Ｂ)(Ｃ)未畫底線的文字是敘事，(Ｄ)(Ｅ)未畫底線的文字是說理，而且

與畫底線者關係密切 

4.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Ａ)諸葛亮〈出師表〉所謂「開張聖聽」即指「廣開言路」 

(Ｂ)蘇軾〈赤壁賦〉所謂「滄海之一粟」即指「滄海遺珠」 (Ｃ)白居易〈與元微之

書〉所謂「方寸甚安」即指「內心安泰」 (Ｄ)蘇轍〈黃州快哉亭記〉所謂「蓬戶甕

牖」等同於「儉以養廉」 (Ｅ)韓愈〈師說〉所謂「不恥相師」與「君子不齒」，「不

恥」與「不齒」意義相近。 

 答 ＡＣ 析 (Ｂ)滄海一粟乃極言渺小；滄海遺珠則指人才被埋沒 (Ｄ)蓬戶甕牖乃極言

貧窮；儉以養廉指節儉則是維持清廉的良法 (Ｅ)不恥是不以為羞恥；不齒則是不屑。 

5.語文中常見以「人體部位」為喻的詞彙，取義各有不同。例如「他是我的心肝」，是以

「心肝」比喻「珍視、疼惜的人」。下列文句「 」內的人體譬喻詞，是取「距離

極近」之義的選項是： (Ａ)段考已經迫在「眉睫」，他還忙著玩樂 (Ｂ)這件事進

行到現在，總算是有點「眉目」了 (Ｃ)沒想到是他的秘書陷害他，真是變生「肘腋」 

(Ｄ)憑著他高明的「手腕」，總算平息公司內部的紛爭 (Ｅ)劉備視諸葛亮為「股肱」

大臣，軍國大事都向他諮詢。 

 答 ＡＣ 析 (Ｂ)喻指事情的頭緒 (Ｄ)手段 (Ｅ)輔助。 

6.目前習用的敬稱對方之詞「閣下」，來自古代「因卑達尊」的思維，亦即言談中基於禮

貌，提到對方時，刻意稱呼其近侍隨從，以表示「不敢當面進言，謹向位階較低的

侍從報告」之意。下列文句「 」內的詞，屬於此一用法的選項是： (Ａ)若亡鄭而

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 (Ｂ)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Ｃ)孟子

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 (Ｄ)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

茲戎重 (Ｅ)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答 ＡＢＤ 析 (Ａ)本指辦事的人，此用為敬稱對方，指秦穆公 (Ｂ)古時臣民對帝王的

尊稱(Ｃ)充虞是孟子的弟子，而「夫子」可以是弟子對老師的敬稱。但不屬敬詞。譯：

孟子離開齊國，充虞在半路上詢問他：夫子您看來似乎臉色不快 (Ｄ)殿階下傳事之

人，尊稱諸侯。語譯：蕭中軍臨川王，有美德且是皇上的至親，此次統領北伐的軍

事。丘遲〈與陳伯之書〉 (Ｅ)對男子直呼的敬語。譯：宋牼想到楚國去，孟子在石

丘遇上他，問道：先生您要前往何處？。 

7.下列詠史詩所歌詠的歷史人物，每一選項前後相同的是： (Ａ)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

吟成恨有餘／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Ｂ)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

鬼神／雲邊雁斷胡天月，隴上羊歸塞草煙 (Ｃ)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Ｄ)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江東子

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Ｅ)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玉顏流落死天

涯，琵琶卻傳來漢家。 

 答 ＡＣＥ 析 (Ａ)諸葛亮。(Ｂ)賈誼。 (Ｃ)楊貴妃。 (Ｄ)周瑜。 (Ｅ)王昭君。 

8.章回小說多由說書人的底本增潤而成，情節敘述往往摻雜說書人的解釋或評論。下列文

句，具有此一特色的選項是： (Ａ)玄德訪孔明兩次不遇，欲再往訪之。關公曰：「兄

長兩次親往拜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故避而不敢見。兄何惑

於斯人之甚也」 (Ｂ)巨靈神回至營門，徑見托塔天王，忙哈哈跪下道：「弼馬溫果

是神通廣大！末將戰他不得，敗陣回來請罪。」李天王發怒道：「這廝剉吾銳氣，

推出斬之」 (Ｃ)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

歸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只這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

真萬古之人不及也 (Ｄ)當時林沖扳將過來，卻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高

衙內說道：「林沖，幹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認得他是林沖的娘子，

若還認得時，也沒這場事 (Ｅ)八戒道：「哥哥說得有理。你去，你去。若是打敗了

這老妖，還趕將這裡來，等老豬截住殺他。」好行者，一隻手提著鐵棒，一隻手拖

著死虎，徑至他洞口。正是：法師有難逢妖怪，情性相和伏亂魔。 

 答 ＣＤＥ 析 (Ａ)無摻雜說書人的解釋或評論。羅貫中《三國演義》 (Ｂ)無摻雜說書

人的解釋或評論。吳承恩《西遊記》 (Ｃ)只這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

天下。真萬古之人不及也。羅貫中《三國演義》 (Ｄ)原來高衙內不認得他是林沖的

娘子，若還認得時，也沒這場事。施耐庵《水滸傳》 (Ｅ)正是：法師有難逢妖怪，

情性相和伏亂魔。吳承恩《西遊記》。 

9.下列引用《論語》文句詮釋經典名篇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Ａ)諸葛亮於〈出師表〉

中，充分展現「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的行事態度 (Ｂ)蘇轍於〈上樞密韓太尉

書〉中，表述基於「仕而優則學」的體悟，進京求師 (Ｃ)韓愈〈師說〉中舉孔子師

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等人為例，寓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之意 (Ｄ)蘇軾〈赤

壁賦〉「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心理，等同於「未知生，焉知死」的生

死觀 (Ｅ)〈燭之武退秦師〉中，燭之武深知「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

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的道理，故向鄭伯委婉推辭曰：「臣之壯也，猶不

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 

 答 ＡＣ 析 (Ａ)〈出師表〉為諸葛亮寫給劉禪的文章，流露臣子的謙卑態度，可見其

十分敬重劉禪 (Ｂ)蘇轍考上進士，欲求見韓琦而寫此文，是學習有所成就，已取得



任官資格，但尚未出仕。而「仕而優則學」指為官者有一些政績之後，仍需要不斷

學習 (Ｃ)韓愈舉出孔子的師長有很多位，來說明值得我們學習的人很多 (Ｄ)蘇軾

〈赤壁賦〉中洞簫客以自己生命的短暫與長江存在時間之無窮來對比，流露悲哀情

感，與孔子重視現實人生，不談死後道理的意思不同。蘇軾曠達坦然地面對生死的

課題，兼有道家超脫的思想；孔子重視當下，以入世為重，避免論及難以言詮的死

後情形 (Ｅ)燭之武故意提起自己年輕時未受任用，現在氣力已衰退，自認無法接受

任務，以表達對國君的不滿情緒，與《論語》「戒之在鬥」、「戒之在得」二詞提

醒人們對於好勇鬥狠、貪得等行為要十分戒慎小心的意思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