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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_3-3_報導紀實        

一、 單一選擇題 

1. (   )閱讀下文，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疾者，病皆驟然而

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俞樾〈曲園筆記〉） 

(Ａ)疫情的病毒散播來自於野鼠的四處逃竄 (Ｂ)因為老鼠死亡的現象而使人民有所防備 (Ｃ)醫生對疫情無能為力，找

不出處方醫治 (Ｄ)疫情的得病率大約每一千人中有一二個。 

答案：(Ｃ) 

解析：(Ａ)老鼠無故死亡是疫情蔓延前的徵兆，人是因聞到家中腐鼠的臭味而發病。(Ｂ)從「人不及見……病皆驟然而起

」可知疫情來的突然而無防備。(Ｄ)「千百中一二」指疫情的存活率很低。 

語譯：題幹：當時又有一場瘟疫，此瘟疫將暴發前，家中的老鼠，無故的死亡，……人們還未看見老鼠的屍體，因此無法

處理，時間一久屍體腐爛，聞到屍臭的人很少不生病，且此病都是突然間發作的，……染上此病後，有的人隔一天

過世，有的人當天就死了，死亡速度太快，所有醫生皆束手無策，無法開處方；……能從此疫存活下來的人，千百

個人之中，僅有一二個而已。 

2. (   )閱讀下文，關於文意說明錯誤的選項是： 

  基那衣族終於被討平了，李棟山上殘留下來的古堡卻挺立迄今。昔日的煙硝烽火，如今是天邊壯麗的晚霞；古戰

場上的纍纍屍身，轉眼又是一片萋萋的野草，戰時的古堡都已經蒼老不堪了。今日的泰雅人，仰視那塊祖先的白骨堆

成的巨碑時，他們又會如何想呢？那必然是一座無可置疑的聖山吧！那殘堡必也是一座最牢固的精神堡壘了。（古蒙

仁〈秀巒山村透視〉） 

(Ａ)文中表達今昔時空的轉變，昔日的慘烈已不復見 (Ｂ)從文中描述基那衣族人因怯戰，一下就宣告投降 (Ｃ)從文中

可以知道今日泰雅人的祖先就是基那衣族 (Ｄ)文中的「李棟山」和「殘堡」代表祖先精神象徵。 

答案：(Ｂ) 

解析：(Ｂ)從「基那衣族終於被討平了」中的「終於」一詞可以知道基那衣族奮戰到最後一刻。 

3. (   )閱讀下文，關於那羅村泰雅族人面臨的問題，敘述正確的是： 

  整座那羅村，從半山腰的田打那（地名）一直延伸到道下，沿途高山峻嶺、叢林密布，可供耕作的土地不多；部

落裡的泰雅族人，除了從事山田燒墾的粗放農業外，種植杉木、各類竹子和培植香菇，形成他們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

。 

  雖然仍有不少山地青年利用祖產，在更深的後山極力拓墾果園，期望能有更好的收入，但貧瘠的山坡地著實很難

有好的收成；另外，也有少數學過駕駛的青年，用鐵牛載運山上的煤和砍下的竹子到轉運站為業的，這項工作的待遇

相當不錯，來回兩趟路，大抵也有三百塊錢的收入，可是這種靠天吃飯的行業，並無法使他們的生活納入秩序，逢到

雨天不開車時，三兩個青年即聚在草寮或店鋪前喝個酩酊，把幾天辛苦下來的所有收入全換取米酒。（陳銘磻〈最後

一把番刀〉） 

(Ａ)因耕種的技術不夠精良，所以影響農業發展 (Ｂ)因位處山地，所以缺乏主要的經濟收入來源 (Ｃ)山上氣候潮溼多

雨，土地易溼滑而影響交通 (Ｄ)當地的青年缺乏生活秩序與儲蓄理財的觀念。 

答案：(Ｄ) 

解析：(Ａ)因多高山和叢林，可耕地不多，所以影響當地的農業發展。(Ｂ)有主要的經濟收入，來自於種植杉木、竹子和

香菇。(Ｃ)文中未提及此問題。 

4. (   )閱讀柳宗元〈捕蛇者說〉一文，選出敘述錯誤的選項： 

  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

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

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 

(Ａ)以南北兩處官吏的溫和對比東西兩處悍吏的囂張 (Ｂ)用雞狗都不得安寧加以凸顯官吏嚴重擾民的程度 (Ｃ)描寫捕

蛇者用戒慎緊張的態度來餵養可抵稅的蛇 (Ｄ)可看出捕蛇者甘願冒短暫的危險來換取整年安居。 

答案：(Ａ) 

解析：(Ａ)此處的「東西」和「南北」代表「到處」之意，並非指特定方位。 

語譯：題幹：凶悍的差役來到我們鄉裡，到處呼叫吵鬧，四處騷擾破壞，人多聲音嘈雜，使百姓感到非常害怕，就連雞犬

也不得安寧！這時，我也會緊張恐懼的起身，去看看瓦罐裡的蛇，我抓的蛇還在，就可以放心地睡覺了。平日我小

心謹慎的飼養牠，時候到了就獻上去。回家後就可自得的享用我田裡所生產的東西，以安享我的天年。大概一年中

冒著死亡的危險不過兩次，其餘的時間都很和樂，哪裡會像我的鄰居們，天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現在即使因捕蛇

而死，比起我的鄰居們已經算是死得晚了，又怎麼敢怨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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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閱讀下文，選出可以呼應文中畫線處的選項： 

  面臨大軍壓境，基那衣族毫不示弱，轉戰各山區，與日軍展開慘烈的惡鬥。李棟山上的砲聲震天，殺聲震野，基

那衣族被猛烈的砲火炸得支離破碎、身首異處，他們依舊前仆後繼，衝鋒陷陣。（古蒙仁〈秀巒山村透視〉） 

(Ａ)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Ｂ)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Ｃ)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叫胡馬度陰山。 

答案：(Ｂ) 

解析：(Ａ)描寫對戰爭殘酷的無奈。出自王翰〈涼州詞〉。(Ｂ)和題幹畫線處同樣描寫戰士在戰場上的英勇無懼。出自屈

原〈國殤〉。(Ｃ)描寫戰爭耗時許久。出自杜甫〈兵車行〉。(Ｄ)表達對當前帶領軍隊將領的無奈。出自王昌齡〈

出塞〉。 

語譯：(Ａ)在沙場上醉倒了請你不要笑話我，自古以來，在沙場上征戰的人中有幾個人能平安歸來？(Ｂ)旌旗遮蔽了陽光

，敵人眾多如雲，箭矢交相墜落，戰士們個個勇猛爭先。(Ｃ)（戰士）出發時里長給壯丁們裹頭巾，回來時已經滿

頭斑白還要戍守邊疆。(Ｄ)要是當年戍守在邊塞的飛將軍（李廣）還活著的話，一定不會讓胡人騎馬越過陰山。 

6. (   )閱讀下文，學者認為語言癌現象氾濫的「最主要」原因是： 

  化簡為繁、以拙代巧的「語言癌」日漸氾濫，余光中等學者認為，這和中文「惡性西化」有很大關係，大家只顧

學英文、看翻譯小說，不再看用字精簡的中文經典，結果英文沒學好，卻把中文學壞了，加上電視、網路推波助瀾，

講病態中文，變成時尚，更雪上加霜。（林秀姿〈「進行一個××的動作」你得語言癌了嗎？〉） 

(Ａ)化簡為繁和以拙代巧的習慣 (Ｂ)學習中英文觀念的本末倒置 (Ｃ)因為英文沒學好而牽連影響 (Ｄ)電視網路大量

宣傳錯誤用法。 

答案：(Ｂ) 

解析：(Ａ)此為語言癌的缺點描述，非為原因。(Ｃ)此為說明顧此失彼作法的結果，反而導致中英文都不好。(Ｄ)此為推

波助瀾的次要原因，非主要原因。 

7. (   )閱讀杜甫〈新安吏〉一詩，從詩中可以看出何種現象？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 

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 

(Ａ)守王城的士兵是經過新安吏的嚴格挑選 (Ｂ)新安縣雖然面積小，但縣裡的男丁充沛 (Ｃ)朝廷因缺乏兵源而濫竽充

數的徵兵亂象 (Ｄ)作者十分稱許朝廷頒布徵招中男的政策。 

答案：(Ｃ) 

解析：(Ａ)連年紀小的中男都必須上陣，可見已到了胡亂抓人上陣的地步了。(Ｂ)詩中提到「縣小更無丁」說明新安縣因

為小，已找不到成年男子了。(Ｄ)從「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此一反問句可見作者質疑朝廷胡亂徵兵，連幼小

的中男也不放過。 

語譯：題幹：旅客行經新安的路上，聽到人聲喧譁，原來是吏役在村裡按戶籍名冊點兵。旅客問吏役：新安縣很小，已經

找不到丁男了吧？吏役回答：昨夜有兵府文書下達，規定沒有丁男就點選中男入伍。旅客說：中男年紀尚小，怎麼

能讓他們去守衛東都洛陽呢？ 

8. (   )關於下面這段話的說明，正確的是： 

  歷史在這些黑暗茫昧的部落間，原就不具備什麼意義的；進化的原則除了表現在生存競爭上的殺戮外，也留不下

什麼特別的痕跡。對於隱藏在這段黑暗中的秀巒村泰雅人，又何能例外？（古蒙仁〈秀巒山村透視〉） 

(Ａ)作者表達對於部落忽視歷史的態度很不以為然 (Ｂ)作者認為殺戮式的生存競爭是唯一的進化原則 (Ｃ)歷史對秀巒

村的泰雅人而言無特別意義與痕跡 (Ｄ)讚許秀巒村的泰雅人勇於打破傳統進化的原則。 

答案：(Ｃ) 

解析：(Ａ)文中未有批評之意。(Ｂ)文中提到為了生存競爭的殺戮在進化原則中會有特別的痕跡，但並非指唯一的原則。(

Ｄ)文中認為秀巒村的泰雅人在此進化原則下並非例外。 

9. (   )閱讀杜甫〈新安吏〉一詩，選出文意說明正確的選項： 

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

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Ａ)「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說明戰敗的原因是無法明確掌握敵情 (Ｂ)「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說明兵士們的

平時勞役工作艱難繁重 (Ｃ)「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說明對戰亡兵士的家屬撫卹非常優渥 (Ｄ)「送行勿泣血，僕

射如父兄」說明有父兄在軍營中照料可不必擔憂。 

答案：(Ａ) 

解析：(Ｂ)可知勞役工作不繁重。(Ｃ)描寫朝廷對兵士們十分照顧。(Ｄ)強調軍中長官會如父兄般照顧兵士們。 

語譯：題幹：我們官軍進攻相州，日夜盼望能儘快收復其地。豈知錯估了敵人的情勢，只有零星軍士歸營。到原先的營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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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食，訓練也在東都近郊。挖掘壕溝，也不會深到見水；放牧軍馬的勞役，也是比較輕的任務。況且百姓出任朝廷

軍士名正言順，朝廷對軍士們也會明確地愛護體恤的。你們送中男啟程，和他告別看他離去，也別無聲痛哭，淚如

血滴，此次率軍的僕射是郭子儀，對待兵士仁愛得像父兄一樣。 

10. (   )閱讀劉克襄〈石路〉一文，此段話所強調的意涵為何？ 

  岩鷯繼續像每一回上來時一樣，大膽地在四周觀察攀頂的登山客。這裡是牠們的地盤，我們永遠是陌生的闖入者

，必須向牠們學習安安靜靜地面對山。 

(Ａ)人們登山時必須要小心岩鷯的攻擊 (Ｂ)岩鷯只能存活於極度安靜的環境中 (Ｃ)人們面對大自然時應有謙卑的態度 

(Ｄ)必須在經濟與生態保育間取得平衡。 

答案：(Ｃ) 

解析：從「這裡是牠們的地盤……必須向牠們學習……」可知強調人類並非大自然的主宰者，應該要以「學習」的謙卑態

度來面對大自然。 

11. (   )閱讀下文，文中認為造成語病的問題是： 

  余光中當年細數流行的語言病，最常見的就是用「做出」、「進行」這類「萬能動詞」加上「抽象名詞」，來取

代簡單的動詞，例如「我們對國際貿易的問題已經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其實可改成簡單的「我們已詳細研究國際貿

易的問題」。（林秀姿〈「進行一個××的動作」你得語言癌了嗎？〉） 

(Ａ)道聽塗說 (Ｂ)畫蛇添足 (Ｃ)虎頭蛇尾 (Ｄ)偷懶取巧。 

答案：(Ｂ) 

解析：文中提到大家往往會多加累贅的動詞取代簡單的動詞，就有如畫蛇添足般多此一舉。 

12. (   )閱讀劉克襄〈石路〉一文，可知「駐在所」設立的主要功能為何？ 

  在此，最有興趣的是位於這個水源區山坡，半山腰的日本時代觀高駐在所。以前，一直以為這個駐在所就是排雲

山莊前身，後來才知道位置差遠了。前者在西，後者在北。為何要遠離這個水源地旁，而設在汲水不方便的山腰呢？

這個學問就大了，我亦百思不解。後來還是由楊南郡告知，原來設在山腰是為了可以鳥瞰、監視整個八通關越嶺道，

以及登玉山的步道。若有土著或者旅者前來，或經過越嶺道都能一目了然。 

(Ａ)遠眺賞景 (Ｂ)守衛防禦 (Ｃ)突襲攻擊 (Ｄ)管理收費。 

答案：(Ｂ) 

解析：從文中「設在山腰是為了可以鳥瞰、監視整個八通關越嶺道」可見設立的目的是為了能看清楚來往的通行者，具有

守衛防禦功能。 

二、 題組 

1. 閱讀廖鴻基〈拒吃魩仔魚〉一文，回答下列問題。 

  一位老船長聊天，談到漁獲現況，老船長嘆了口氣回答：「現在的魚仔，連談戀愛的機會都沒有。」一時聽不懂

老船長的意思……魚仔談戀愛？魚仔沒機會談戀愛？最後，老船長蹙著眉頭說：「連吃奶嘴的都不放過，哪有機會談

戀愛。」 

  老船長沿海浪濤裡打滾四、五十年，見證了臺灣沿海數十年來的枯榮；我能感受他幽默背後的沉重和沉痛。 

  臺灣沿海曾經是漁產富饒之鄉，為何短短才幾十年，我們已經走到幾乎無魚可捕的窘境？老船長說出了魚源枯竭

的主要原因之一—撈了太多魩仔魚。我們愛吃魩仔魚，說是鈣質豐富、營養豐富；我們一口幾百條，一餐數千條地

囫圇吞……因為嗜吃而渾然不覺，我們已經吃掉了曾經豐盛的沿海漁產資源，同時也贏得了嗜吃魚苗等只有海鮮文化

沒有海洋文化的惡名。 

  根據水產試驗所一份研究報告指出，魩仔魚是兩百多種魚類幼苗的統稱，牠們是海洋魚種數量及海洋食物鍊的基

礎。海域若失去了這樣的基礎，研究報告中已清楚的指出後果—這樣的捕撈情況若是不加以管理和改善的話，最後

，可能導致整個沿岸漁業的滅亡。 

  照理說，魩仔魚除了是多種魚類的數量基礎，同時牠們也是多種魚類願意靠岸覓食的主要原因。魩仔魚的確是重

要的食物，但是是許多種魚類賴以生存的重要食物，而絕不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食物。 

  沒人不曉得，沒有小魚就沒有大魚的簡單道理，而我們吃魩仔魚竟然一吃吃了一百多年，那樣無骨、無刺、糊里

糊塗地吃掉了我們的海洋生機。 

  日本人發明魩仔魚雙拖網後，很快的，日本漁業當局瞭解這是一種嚴重破壞沿岸漁類資源的不當作業，因此日本

早已停止使用魩仔魚雙拖網作業。臺灣在 1977 年間大量從日本引進他們已經禁止使用的漁具及捕撈技術，並在我們的

沿岸海域如火如荼地大肆捕撈；並且，還將魩仔魚大量外銷到日本。 

  從沿岸漁撈統計資料不難解讀，自 1977 年後，我們的沿岸漁獲量直線下墜，從此，臺灣沿海再也沒有春天。魩仔

魚雙拖網作業效率高，撈獲量大，最終的網袋網目僅 1.4mm，差不多就是我們家裡紗窗網目的大小。研究報告清楚指

出，自 1977 年後，臺灣沿岸漁村已經起了生態性的變化：○１沿岸漁場消失；○２沿岸漁村經濟衰退；○３漁民間因資源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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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性漁法的介入而糾紛不斷；○４捕不到魚，漁民無以為生終至鋌而走險走私危禁品戕害臺灣社會。 

（ ）(１)根據引文，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Ａ)老船長說「魚仔沒機會談戀愛」，旨在感嘆海洋環境汙染以致魚苗無法

長大 (Ｂ)「連吃奶嘴的都不放過」是以幽默的語氣凸顯背後的沉重，令人倍感欷歔 (Ｃ)臺灣淪落至無魚

可捕的窘境，主因乃是與鄰近的日本漁民爭奪海洋捕撈權 (Ｄ)魩仔魚鈣質豐富，是人類賴以為生的重要資

源，無法捕獲將造成人類浩劫。 

（ ）(２) 1977 年後臺灣沿岸漁村發生生態性的變化，以下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Ａ)沿岸漁場淤積造成漁村經濟衰退 

(Ｂ)漁民糾紛幸賴資源掠奪性漁法而排解 (Ｃ)引進日本捕撈漁具與技術，卻毀掉海洋生機 (Ｄ)因與日本

聯繫頻繁，漁民竟開始鋌而走險走私違禁品。 

答案：(１)(Ｂ)；(２)(Ｃ) 

解析：(１)(Ａ)旨在感嘆人類嗜吃魚苗，漁民濫捕的亂象。(Ｃ)由「魩仔魚是兩百多種魚類幼苗的統稱……可能導致整個

沿岸漁業的滅亡」可知，主因是臺灣大量捕撈魚苗，自毀漁業永續基礎。(Ｄ)魩仔魚是許多種魚類賴以生存的

重要食物，但絕不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食物。 

(２)(Ａ)漁場經濟衰退的原因是魚苗被大量捕撈，從此海洋生態無法永續成長，捕不到魚才會經濟衰退。(Ｂ)因資

源掠奪性漁法的介入而糾紛不斷。(Ｄ)漁民因為捕不到魚，無以維生才鋌而走險。 

2. 閱讀下文，回答下列問題。 

  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

於周。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

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左傳．周鄭交質》） 

（○１莊公：即鄭伯。○２虢：音   
ˊ

ㄍㄨㄛ，西虢公。○３澗谿沼沚：山澗溪流、積水坑。○４蘋蘩：蘋和蘩。兩種可供食用的水

草，古代常用於祭祀。○５薀藻：聚集之藻草。○６筐：音ㄎㄨㄤ，盛物的方形竹器。○７筥：音 ˇ
ㄐㄩ，盛米飯的圓形竹器。○８

錡：音 ˊ
ㄑㄧ，有腳的鐵鍋。） 

（ ）(１)依據上文，「周人將畀虢公政」的句意為何 (Ａ)周人打算違逆平王之意，奪取虢公的政權 (Ｂ)周人打算

順從平王旨意，委派政權給虢公 (Ｃ)周人打算與虢公合作，共享政權 (Ｄ)周人打算向虢公學習治國之道

，以掌握政權。 

（ ）(２)「周鄭交惡」的原因不包括下列何者 (Ａ)在周地與鄭國的人質分別作亂 (Ｂ)周天子與鄭莊公彼此不以禮

相待 (Ｃ)周天子有意起用虢公來分化鄭莊公大權 (Ｄ)鄭莊公收割溫地的麥和成周的禾以威脅周室。 

（ ）(３)依據文意，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Ａ)周鄭交質的原因是為了要表現周天子對鄭莊公的尊敬 (Ｂ)由「信不

由中，質無益也」可見《左傳》認為周鄭交質是必要的 (Ｃ)由周鄭交質的事件可見周天子的地位降低，「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難再現 (Ｄ)由此事件可知諸侯權力上升，權力凌駕周天子，並在國內鎮壓卿大夫、士

等貴族。 

答案：(１)(Ｂ)；(２)(Ａ)；(３)(Ｃ) 

解析：(１)畀：音 ˋ
ㄅㄧ，付託、委派。 

(２)(Ａ)文中並未提及在周與鄭的人質的作為。 

(３)(Ａ)周鄭交質的原因是為了取得彼此的信任。(Ｂ)「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意即：信誓如果不是發自心中，交

換人質也沒有用。可見《左傳》反對周鄭交質。(Ｄ)「此事件可知諸侯權力上升，權力凌駕周天子」此敘述是

正確的，但文中無法看出「在國內鎮壓卿大夫、士等貴族」。 

語譯：  鄭武公、鄭莊公相繼為周平王的卿士，周平王要將鄭莊公的政權分一半給西虢公，鄭莊公因此埋怨周平王。周

平王說：「沒有這回事。」於是周、鄭交換人質。王子狐到鄭國當人質，鄭公子忽到周當人質。 

  周平王死後，周人準備委派政權給西虢公。四月，鄭國大夫祭足率兵割取周溫地的麥子；秋天，又割取了周都

城的穀子。自此周、鄭交惡。 

  君子說：「信誓如果不是發自心中，交換人質也沒有用。如能明信寬厚，用禮來約束，即使沒有人質，又有誰

能離間呢？如果有誠心誠意，即使是山澗溪流、積水坑的野草，蘋、蘩、薀藻之類的水草，筐、筥、錡釜的器具，

池中路旁的積水，都可祭祀鬼神，可進獻王公。更何況是君子締結兩國的信約，依禮來行事，又哪裡用得著交換人

質呢？〈國風〉有〈采蘩〉、〈采蘋〉兩篇詩，〈大雅〉有〈行葦〉、〈泂酌〉兩篇詩，這都是在表明忠信的重要

啊！」 

3. 閱讀柳宗元〈捕蛇者說〉一文，回答下列問題。 

  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

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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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 ）(１)依據文意，本文所呈現的社會問題是 (Ａ)鄉里鄰居間大家都自掃門前雪的冷漠 (Ｂ)因賦稅繁重，使人民

冒險捕蛇以維生 (Ｃ)大家為了謀生而濫捕蛇類的保育危機 (Ｄ)因戰爭頻繁而使人民勞役的負擔繁重。 

（ ）(２)依據上文，哪一個選項點出全文的主旨 (Ａ)自作孽不可活 (Ｂ)各自為政 (Ｃ)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Ｄ

)苛政猛於虎。 

答案：(１)(Ｂ)；(２)(Ｄ) 

解析：(１)從「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可反映出人民無法承受繁重的賦稅。 

(２)(Ａ)人們自作的罪孽，卻是無法逃避懲罰的。(Ｂ)比喻各依自己的主張行事。(Ｃ)比喻事物使用得當則有利，

不當則有害。(Ｄ)比喻繁苛殘酷的政令比老虎還凶猛可怕。 

語譯：  蔣先生聽了這話更加悲傷，淚眼汪汪地說：「你是可憐我要讓我活下去嗎？那麼我做捕蛇這個工作的不幸，還

沒有比恢復我的賦稅更不幸。假如當時我不做這工作，那早就已經困苦不堪了。自從我家三代住在這個地方，到現

在已經六十年了。左右鄰居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他們為了繳稅，拿出田裡全部的產物，交出簡陋馬舍中所有的

收入，還不夠繳稅。只得哭著離開家鄉，飢餓口渴而跌倒。一路上風吹雨打，冒著嚴寒酷暑，吸入毒氣，常常因此

而死的很多。」 

4. 閱讀下文，回答下列問題。 

  中寮在清代隸屬彰化縣，日據時期稱為「中寮庄」，改隸臺中州南投郡，直至光復後才改為中寮鄉，全鄉就有十

八個村，沿著山脊星羅散布在約一萬四千公頃的山坡地上。由於丘陵阻隔，南北交通不便，居民習慣上南北分隔，北

邊永平十一村，是行政商業輻輳之地，地處南邊的爽文七村，就顯得較為落後，成為山城中的「後山」。 

  中寮不但地理區遼闊，地方政經關係複雜，在九二一地震中受創極深，災情可謂十分慘重。由於中寮鄉土地以砂

質壤土為多，屬順向坡的老崩塌區，構成區內的主要地質材料為崩積土層，加上農業利用加速風化及下游河道彎曲侵

擾坡面，導致中寮成為環境地質的災害敏感區。驗證在這次地震中，全鄉一七九二八居民中共有一七九人死亡，幾乎

每一百位住民就有一位死亡，是本次震災中罹難比例最高的一個鄉鎮。根據「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的統計資料顯

示，全鄉總戶數四七八○戶，全倒、半倒房屋合計三九六六，佔總戶數的 83％，也是屋倒比例最高的一個鄉。面對十

八個村莊無一倖免的慘狀，《中寮鄉親報》要處理的地方議題，顯然經緯萬端，相當棘手。（節錄自須文蔚〈五個女

子和一份報紙〉） 

（ ）(１)關於首段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Ａ)中寮光復後改為中寮鄉，隸屬彰化縣 (Ｂ)中寮鄉地勢有利農業，故

居民以務農為主 (Ｃ)中寮的北邊是商業輻輳之地，較為繁榮 (Ｄ)中寮的東邊是爽文七村，較為落後。 

（ ）(２)中寮在九二一地震中受創極深的原因為何 (Ａ)其土質以砂質壤土為多，屬順向坡的老崩塌區 (Ｂ)種植許

多檳榔樹，造成土石流嚴重的情形 (Ｃ)房屋密集，土壤流失嚴重 (Ｄ)過度使用地下水，使地層下陷。 

（ ）(３)關於本文的說明，何者正確 (Ａ)中寮在九二一罹難人口比例大約一成，比例相當高 (Ｂ)中寮在九二一地

震中倒塌的戶數約百分之八，可見土質不夠穩固 (Ｃ)中寮的居民習慣南北分居，是因為文化上的隔閡 (Ｄ

)《中寮鄉親報》要處理的地方議題相當難解。 

答案：(１)(Ｃ)；(２)(Ａ)；(３)(Ｄ) 

解析：(１)(Ａ)中寮在清代隸屬於彰化縣。(Ｂ)中寮鄉地勢多為丘陵，不利農業發展。(Ｄ)中寮的「南」邊是爽文七村，

較為落後。 

(２)(Ａ)由「中寮鄉土地以砂質壤土為多，屬順向坡的老崩塌區，構成區內的主要地質材料為崩積土層，加上農業

利用加速風化及下游河道彎曲侵擾坡面，導致中寮成為環境地質的災害敏感區」可知中寮鄉的問題在於土地本

身。 

(３)(Ａ)由「幾乎每一百位住民就有一位死亡」可見死亡人數大約百分之一，非一成（百分之十）。(Ｂ)由「全倒

、半倒房屋合計三九六六，佔總戶數的 83％」可見屋倒比例為百分之八十三，非百分之八。(Ｃ)中寮的居民習

慣南北分居，是因為交通不便的關係。 

5. 閱讀〈「進行一個××的動作」你得語言癌了嗎？〉一文，回答下列問題。 

  語言的「癌細胞」不當增生、擴散到了媒體、大眾口中，上至中央部會首長、機關發言人、教師，乃至於一般民

眾口中都經常出現。這可怕的「癌細胞」甚至已入侵到標語、告示及平面媒體報導，從口語內化為文字語法。 

  廿七年前詩人余光中曾為文細數這類語言病，豈料廿七年後，語言病已經轉變成癌細胞蔓延、傳染，許多人對「

消防栓做一個噴水的動作」等病症詞彙已經見怪不怪。 

  走進新北市一所公立國中，教室內剛播完一部電影，老師要學生分小組討論，「以學生為中心」的翻轉教育正盛

行。但十分鐘過去，學生忙著以網路用語嬉笑，辭不達意，更別說有深度的討論。 

  教師發現，不少小學生寫作業已不再訂正，寫出奇怪的造句或作文，還會被轉貼到臉書上獲讚「有創意」。 

  課堂上如此，回到家中也是如此。不少父母忙於工作，透過即時通訊軟體和孩子溝通，流於「貼圖化」，所有的

關心、叮嚀，都由一張熊大和兔兔的貼圖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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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下架』哪裡不對嗎？大家都不這麼說嗎？」說著冗詞贅字的人，多半沒意識到「下架」本身就是個動詞

，不需要再畫蛇添足「做一個下架的動作」。 

（ ）(１)依據上文，造成「語言癌」現象的原因分析，說明錯誤的是 (Ａ)標語、告示、平面媒體皆全面受到入侵 (

Ｂ)網路用語被普遍使用，取代優美的詞彙 (Ｃ)往往積非成是，且將錯誤用法當作有趣 (Ｄ)親子溝通往往

以簡單貼圖取代文字交流。 

（ ）(２)下列選項內容不是屬於上述「語言癌」現象的是 (Ａ)阿華拿到考卷時才發現自己讀錯範圍了，心想這次考

試他真的 GG 了 (Ｂ)小花對友人說：「我給我丈夫打了一頓」，泣訴自己不幸被家暴的事 (Ｃ)小明被其

他同學告狀，因為他在大庭廣眾之下做了一個很不雅的動作 (Ｄ)新聞記者報導：「今年母親節適逢假日，

所以許多餐廳已被預訂一空」。 

答案：(１)(Ａ)；(２)(Ｃ) 

解析：(１)強調受到語言癌入侵影響的範圍極大，非形成原因。 

(２)(Ａ) GG 為網路用語。(Ｂ)「給」要換成「被」。(Ｃ)「不雅」是形容詞，所以前面加上「做了」是正確的用

法。(Ｄ)母親節一定是在週日，所以不能用「適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