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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_3-4_城市書寫 03-05_3-5_旅行人文   

一、 單一選擇題 

1. (   )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廢興而得，則《

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有關此段文字的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Ａ)閱讀《名園記》能了解各朝興盛與衰

敗之因 (Ｂ)洛陽城的繁榮與否影響著天下的安定或戰亂 (Ｃ)透過洛陽園囿的存廢能得知是否受戰火波及 (Ｄ

)作者雖肯定《名園記》的完成卻仍語帶批評。 

答案：(Ｃ) 

解析：(Ａ)《名園記》能反映天下之治亂，卻未呈現各朝興盛與衰敗之因。(Ｂ)洛陽城的盛衰徵兆能看出天下的安定與戰

亂，卻非影響之因。(Ｄ)作者肯定自己完成《名園記》非徒勞無功。 

2. (   )閱讀徐霞客〈遊天台山日記〉一文，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四月初一日早雨。行十五里，路有岐，馬首西向台山，天色漸霽。又十里，抵松門嶺，山峻路滑，舍騎步行。自

奉化來，雖越嶺數重，皆循山麓；至此迂迴臨陟，俱在山脊。而雨後新，泉聲山色，往復創變，翠叢中山鵑映發，令

人攀歷忘苦。又十五里，飯於筋竹庵，山頂隨處種麥。從筋竹嶺南行，則向國清大路。適有國清僧雲峰同飯，言此抵

石梁，山險路長，行李不便，不若以輕裝往，而重擔向國清相待。余然之，令擔夫隨雲峰往國清，余與蓮舟上人就石

梁道。 

(Ａ)文中天氣原本晴朗，後卻突然下雨，使得山路溼滑 (Ｂ)作者因沉浸於聽覺視覺的享受，而忘了登山的辛苦 (Ｃ)作

者攀登山路的過程形單影隻，連吃飯都無人相伴 (Ｄ)作者因體力好，所以堅持揹著重擔走往石梁的道路。 

答案：(Ｂ) 

解析：(Ａ)天氣應是先下雨後放晴。(Ｂ)聽覺指泉水聲，視覺指盛開的杜鵑花。(Ｃ)有國清僧雲峰與作者一同吃飯。(Ｄ)

作者接受僧侶的建議將笨重的行李留在寺中，以輕巧行裝走往石梁的道路。 

語譯：題幹：四月初一，清早下雨。走了十五里後，出現岔路，撥馬頭往西向天台山前進，天氣逐漸放晴。又走了十里，

到達松門嶺，山險路滑，於是下馬步行。從奉化到這裡，雖然需越過幾重山嶺，卻都是順著山腳走；到這裡曲折回

旋將要往高處行走，都在山脊上。但雨後初晴，流泉潺潺，山色明媚，千變萬化，翠綠的草木掩映著盛開的杜鵑花

，讓人忘卻了攀登的辛苦。又走了十五里，在筋竹庵吃飯，這裡的山頂到處都種著麥子。從筋竹嶺往南走，就是通

往國清寺的大路。正好和國清寺名叫雲峰的和尚一起吃飯，他說從這裡到石梁，山勢險峻且路途遙遠，帶著行李不

方便前進，不如輕裝前往，把笨重的行李放在國清寺裡。我同意了，叫挑夫擔著行李隨著雲峰和尚前往國清寺，我

與蓮舟上的人走上了通往石梁的道路。 

3. (   )閱讀下文，文中提到「泉水聲轟轟作響」的聽覺效果，最有可能的形成原因為何？ 

  行五里，過筋竹嶺。嶺旁多短松，老幹屈曲，根葉蒼秀，俱吾閶門盆中物也。又三十餘里，抵彌陀庵。上下高嶺

，深山荒寂。泉轟風動，路絕旅人。庵在萬山坳中，路荒且長，適當其半，可飯可宿。（徐霞客〈遊天台山日記〉） 

(Ａ)因旅人來往頻繁，橫渡泉水所發出的聲響 (Ｂ)因萬籟與人聲俱寂，故襯托出泉聲的響亮 (Ｃ)因泉水四周的松樹繁

密，所以碰撞出聲響 (Ｄ)因山中風勢極大，使泉水產生波浪拍打聲。 

答案：(Ｂ) 

解析：從文中「上下高嶺，深山荒寂。泉轟風動，路絕旅人」可知因四周環境的寂靜，襯托出泉聲的響亮，形成聽覺上泉

聲轟轟作響的效果。 

語譯：題幹：走了五里後，越過筋竹嶺。嶺旁有許多低矮的松樹，老枝幹曲折盤旋，根葉青翠秀麗，都像是我們閶門盆景

裡的東西。又走了三十多里，來到彌陀庵。上下都是高嶺，深山荒涼寂靜。泉水聲轟轟然，山風吹動，路上連旅行

的人也沒有。彌陀庵在群山間的平地裡，山路既荒涼且長，這庵正好座落在半路上，提供餐食與住宿。 

4. (   )袁宏道〈滿井遊記〉：「夫能不以遊墮事，而瀟然於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

此始，惡能無紀！」關於此段話的說明，何者正確 (Ａ)作者想遠離官場而不再過問公事 (Ｂ)作者因為擔任要

職而無暇於遊賞 (Ｃ)作者喜愛此地是因風俗民情良善 (Ｄ)此文可視為作者遊歷開始的記錄。 

答案：(Ｄ) 

解析：(Ａ)文中未有此意。(Ｂ)作者提到既可以瀟然悠游，又可兼顧公事，可見非為要職。(Ｃ)是因為地理位置距離接近

。 

語譯：題幹：能夠不因為遊玩而耽誤正事，脫俗不羈於山石草木之間，只有我現在所擔任的這個官職。而此地又剛好與我

相近，我的遊賞將從這裡開始，怎能沒有作記錄！ 

5. (   )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

也。」文中強調洛陽為 (Ａ)地勢險要的要塞 (Ｂ)荒涼殘破的廢墟 (Ｃ)商業繁榮的城市 (Ｄ)熱鬧非凡的都

城。 

答案：(Ａ) 

解析：從「天下之中」、「殽澠之阻」、「秦隴之襟喉」、「四方必爭之地」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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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譯：題幹：洛陽處於天下的中心，憑藉殽山與澠池的險阻，作為秦川和隴山的險要之地，且是趙、魏兩地的交通要塞，

可以說是天下必爭之地了。 

6. (   )江寶釵〈海岸故事正要開始〉：「它西向臺灣海峽，東邊則遙遙與內陸隔台江內海相對，這是外國人到臺灣最早

上岸的地方，日本人、中國人、荷蘭人，它國際化的傳奇色彩是一層又一層髹上去的。」關於上文的說明，何者

正確 (Ａ)從此段敘述推測文中的「它」最有可能為金門 (Ｂ)文中的「它」因為早已完全國際化，所以吸引許

多外國人上岸 (Ｃ)日本人、中國人、荷蘭人陸續踏上文中的「它」，可與「一層又一層髹上去」呼應 (Ｄ)用

「國際化的傳奇色彩」表示「它」是一處神祕、令許多外國人摸不著頭緒的地方。 

答案：(Ｃ) 

解析：(Ａ)為安平。(Ｂ)因為是外國人到臺灣最早上岸的地方，才開始國際化。(Ｄ)表示此處因日本人、中國人、荷蘭人

的上岸，使得此處的國際化有多元的層次。 

7. (   )閱讀朱自清〈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一文，文中畫線處的「灰色的拒絕」涵義為何？ 

  我這時一面盼望，一面卻感到了兩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義上，接近妓者總算一種不正當的行為；二，妓是

一種不健全的職業，我們對於她們，應有哀矜勿喜之心，不應賞玩的去聽她們的歌。在眾目睽睽之下，這兩種思想在

我心裡最為旺盛。她們暫時壓倒了我的聽歌的盼望，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絕。 

(Ａ)描寫對於歌妓表演水準參差不齊的懷疑 (Ｂ)形容作者想聽歌但卻迫於道德感的兩難 (Ｃ)描寫作者聽歌當時受到驚

嚇而面如死灰 (Ｄ)形容歌妓表演舊時樂曲的晦澀難以理解。 

答案：(Ｂ) 

解析：從作者談到「接近歌妓的不正當」及「歌妓是不健全的職業」，基於這兩種原因，所以作者只能壓抑想聽歌的念頭

而拒絕了。 

8. (   )閱讀下文，下列何者適合用於此段話的標題？ 

  說話的人，原先臉上那種巴黎人的些許倨矜的神色，漸漸被一份溫柔取代了。凝視著他，我想到電影裡當時年僅

六歲的小男孩，現在也有五十了，正是面前這個男人的年紀。而那創造出這一切的導演爸爸呢？現在還在人世間嗎？

他永遠也不會知道，自己用鏡頭捕捉創造出來的一個世界，被那樣完好地凝固保存著，以致兩歲的晴兒與一個素未謀

面的五十歲的法國人，會分享這同一個世界的美好記憶。（李黎〈尋找紅氣球〉） 

(Ａ)異國風情的吸引力 (Ｂ)藝術與人文的創意 (Ｃ)電影的永恆與魅力 (Ｄ)電影的興盛與衰敗。 

答案：(Ｃ) 

解析：從「巴黎人神色的改變」與「兩歲的晴兒與一個素未謀面的五十歲的法國人」可見電影可跨越國籍與年齡，是一種

永恆的共通性語言。 

9. (   )何興中〈老城舊日子〉：「當我們駐足在臺南舊城的街頭時，常常發現有些道路與巷弄之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

例如：臺南市中西區忠孝街與康樂街的交叉口，這裡同時也是信義街與海安路二段 301 巷交叉口，一個巷道裡面

居然有六個叉路口。我想沒有任何一個人在做城市建設時會將道路規劃成如此，但如果將這個地理現象加入時間

因素一併考量的話，在知道清朝時代在府城裡面的聚落是如何形成，日治時代如何規劃住戶……在知道這些歷史

背景之後，就能慢慢理解現今道路巷弄複雜的現象是如何形成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屢屢回顧過去的理由。」

關於此文的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Ａ)以中西區複雜的巷道交叉口凸顯臺南道路規劃的不完善 (Ｂ)臺南舊城街

道的痕跡完好地保留至今，以至於複雜難行 (Ｃ)日治時代府城裡面的聚落分布影響著城內的道路規劃 (Ｄ)回

顧歷史有助於了解臺南道路巷弄複雜的現象如何形成。 

答案：(Ｄ) 

解析：(Ａ)以中西區複雜的巷道交叉口說明臺南舊城街頭錯綜複雜的現象。(Ｂ)文中並未提到舊城街道是否完好地保留至

今。(Ｃ)日治時代如何規劃住戶有助於了解臺南道路巷弄複雜的現象，文中並未指出聚落分布是否影響道路規劃。 

10. (   )鍾文音〈殘雪後的俄羅斯〉：「深度廣大，較之擁有超高地鐵密度與深度的日本還深上五倍之多。四處都高，連

廁所馬桶都高些。矮子到這裡，會被巨大的空間更顯得矮小起來。俄羅斯人喜歡巨大偉大的東西，他們是站在巨

人肩膀上生活的人，他們知道這世界沒有白白掉下來的東西，得努力去爭取。」依據文意，請推斷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Ａ)俄羅斯的地鐵深度雖比日本深上五倍之多，但密度卻不能與之相比 (Ｂ)俄羅斯的廁所馬桶都高，有

使矮子難堪的用意 (Ｃ)俄羅斯人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生活的人，表示他們擁有巨人族的血統 (Ｄ)從文中的敘述

可知，俄羅斯人是規矩踏實，努力不懈的民族。 

答案：(Ｄ) 

解析：(Ａ)首句強調俄羅斯地鐵深度，並未進一步比較密度，故無從得知。(Ｂ)呼應「俄羅斯人喜歡巨大偉大的東西」而

非使矮子難堪。(Ｃ)表示俄羅斯人一步一步踏實努力，獲取成功。 

11. (   )楊衒之〈白馬寺〉：「浮圖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

並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為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

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請推斷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Ａ)只要果蒂成熟，所有人皆可



 3 

摘取食用 (Ｂ)宮人知恩圖報，藉送果向親戚表示感謝 (Ｃ)藉「乃歷數家」凸顯果實之奇特難得 (Ｄ)果子味

道奇特難下嚥，故無法立即吃下。 

答案：(Ｃ) 

解析：(Ａ)果實成熟時，皇帝常親自去摘取。(Ｂ)宮人因果實難得，故紛紛轉送給親戚。(Ｄ)是因果實味道特別鮮美，捨

不得吃，而非難以下嚥。 

語譯：題幹：寶塔前的蘋果、葡萄和別處不同，枝葉繁多，果實很大。蘋果果子重七斤，葡萄果子比棗子還大，味道都特

別鮮美，為京城之首。皇帝在果子成熟時，常親自前往摘取果實，或再賜給宮人。宮人得到果實，轉送親戚，都認

為是珍奇的食物，得到的不敢立即吃，於是轉贈了好幾戶人家。京城裡說：「白馬寺的柰林及葡萄，一顆價值抵一

頭牛。」 

12. (   )王盛弘《十三座城市．混血倫敦》：「據統計，每三個倫敦人就有一個不是在英國本土出生，目前於倫敦使用的

語言則高達三百種，我在倫敦，字正腔圓的普通話、猴來猴去的粵語，從來沒有少聽過；這個城市許野心家以築

夢的基地，苟活者圖個溫飽更非難事。」有關此段文字的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Ａ)不是英國血統就很難在英國

圖溫飽 (Ｂ)從普通話及粵語可見中國統治的痕跡 (Ｃ)由語言高達三百種可見喪失原始文化 (Ｄ)倫敦接納各

色人口，想在此溫飽非難事。 

答案：(Ｄ) 

解析：(Ａ)倫敦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外來人口，即使非英國血統，卻能在倫敦築夢、圖溫飽。(Ｂ)表示普通話及粵語包含在

倫敦使用的三百種語言當中，並非表示被中國統治過之意。(Ｃ)表示倫敦是個接納各色人種的都市，強調其包容並

蓄。 

13. (   )閱讀朱自清〈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一文，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不過我的社會感性是很敏銳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鏡，而我的感情卻終於被它壓服著，我於是有所顧

忌了，尤其是在眾目昭彰的時候。道德律的力，本來是民眾賦予的；在民眾的面前，自然更顯出它的威嚴了。 

(Ａ)作者感嘆自己缺乏了社會感性和思考能力 (Ｂ)作者認為自己的感情層面勝過於道德層面 (Ｃ)作者認為在他人面前

，道德感會更加凸顯 (Ｄ)作者的道德感來自於本身根深柢固的修養。 

答案：(Ｃ) 

解析：(Ａ)作者認為自己的社會感性是敏銳的，並具思考能力能破除道德感的限制。(Ｂ)作者認為自己的感情被道德所壓

制著。(Ｃ)從文中提到「道德律的力……在民眾的面前，自然更顯出它的威嚴了」可知。(Ｄ)作者認為道德感來自

於民眾所賦予的。 

14. (   )徐霞客〈遊天台山日記〉：「余與蓮舟上人就石梁道。行五里，過筋竹嶺。嶺旁多短松，老幹屈曲，根葉蒼秀，

俱吾閶門盆中物也。又三十餘里，抵彌陀庵。上下高嶺，深山荒寂。泉轟風動，路絕旅人。庵在萬山坳中，路荒

且長，適當其半，可飯可宿。」關於這段文章的說明，正確的是： (Ａ)文中景物部分著重視覺描寫，且依先後

過程依序書寫 (Ｂ)文中提到因為彌陀庵提供食宿，所以往來的旅人眾多 (Ｃ)文中提到因為松樹盤根錯節，所

以造成旅人行走困難 (Ｄ)作者認為短松的根葉蒼翠秀麗，遠遠勝過家中的盆栽。 

答案：(Ａ) 

解析：(Ｂ)文中提到因為深山荒涼，所以沒有往來的旅人。(Ｃ)文中未有此意。(Ｄ)作者未有比較優劣之意。 

15. (   )何興中〈老城舊日子〉：「許多人認為臺南市是個容易親近但是難懂的城市，一開始還以為是指府城裡頭的縱橫

彎曲的大街小巷，慢慢地才發現難懂的不只是道路，還包括自成一套的禮俗、文化；還有一種說不出的，要長時

間相處才體會得到，透過食物、言談中所隱隱展現的昔日驕傲。」關於臺南「難懂」之處，文中未提及的選項是 

(Ａ)縱橫彎曲的大街小巷 (Ｂ)腔調多元的方言用語 (Ｃ)自成一套的禮俗文化 (Ｄ)長期累積的昔日驕傲。 

答案：(Ｂ) 

16. (   )袁宏道〈滿井遊記〉：「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

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關於文中作者對春天的看法，何者說明正確 (Ａ)作

者在鳥的羽毛間和魚的鱗片上發現春天的蹤跡 (Ｂ)因為風力強勁，使作者步行起來有春寒料峭之感 (Ｃ)作者

認為春天尚未真正地降臨於郊田和城裡內外 (Ｄ)作者認為要找春天，必須歷經長途跋涉才能發現。 

答案：(Ａ) 

解析：(Ｂ)風雖大，但步行後仍會汗流浹背。(Ｃ)從「未始無春」可知作者認為春天已至，只是住在城裡的人尚未發現。(

Ｄ)文中提到「凡……皆有喜氣」可見春天不必辛苦遠求。 

語譯：題幹：風力雖然還強勁，但是步行依然會流汗溼透了背。那些在沙灘上晒太陽的鳥兒，在波浪中吸水的魚兒，皆悠

然自得，在鳥的羽毛和魚鱗魚鰭之間，都有歡樂的氣氛。這才知道郊外田野中，未嘗沒有春天，而住在城裡的人不

知道這點罷了。 

17. (   )閱讀下文，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政商名流前來此處，或許只想留下幾幀照片，但更多的是不具名的善心，希望他們的奉獻有所助益。的確，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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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成立五千個類似組織，影響深遠。但現今的努力只是治療癌症患者的擦傷罷了。如果不從社會制度或文化層面解

決問題，苦難仍然會在下個世代出現、繁衍。（林志豪〈異地眾生〉） 

(Ａ)政商名流很重視此地的歷史留存問題 (Ｂ)政商名流的貢獻度勝過不具名的善心 (Ｃ)點出現今印度慈善組織的成效

很有限 (Ｄ)作者對印度未來滿懷正向的希望期待。 

答案：(Ｃ) 

解析：(Ａ)政商名流只想留下照片，而無實際的助益。(Ｂ)不具名善心的奉獻比政商名流更多。(Ｃ)從「但現今的努力只

是治療癌症患者的擦傷罷了」一句可見。(Ｄ)作者提出警告必須從印度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層面改善問題，否則印度

的苦難將延續下去。 

18. (   )閱讀江寶釵〈海岸故事正要開始〉一文，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安平，它曾是臺南外海一串沙洲中的一座，或許因為形狀如「鯤身」，就被堂而皇之地稱為「鯤身」了。它西向

臺灣海峽，東邊則遙遙與內陸隔台江內海相對，這是外國人到臺灣最早上岸的地方，日本人、中國人、荷蘭人，它國

際化的傳奇色彩是一層又一層髹上去的。而「臺灣」，它是原住民西拉雅族的語彙，不過是安平一個小地方的名字，

如今，它已是全島臺灣代表稱謂。 

(Ａ)鯤身即沙洲，表示安平地形的成因 (Ｂ)安平一詞源於西拉雅族語，為全島臺灣代稱 (Ｃ)台江內海的東邊為安平，

西邊為臺灣海峽 (Ｄ)安平受不同國家統治過，富有國際色彩。 

答案：(Ｄ) 

解析：(Ａ)「鯤身」是因為安平的形狀像一條大魚，非沙洲之意。(Ｂ)安平臺灣。(Ｃ)台江內海的西邊為安平。 

19. (   )關於「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的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Ａ)先描述錢塘此地的歷史背景，再描繪其繁華之貌 (Ｂ)透過「東南形勝」可推知此處地裡位置優越不凡 (Ｃ

)「煙柳畫橋」用以形容錢塘美景似畫橋一般美麗 (Ｄ)「參差十萬人家」表示此處居住人口年齡差距大。 

答案：(Ｂ) 

解析：(Ａ)先描繪杭州的地理位置優越再寫錢塘的富庶及繁華。(Ｃ)描寫錢塘景色浪漫。(Ｄ)表示此處有十萬戶人家。 

20. (   )閱讀下文，請推斷畫線處的「喜氣」所指為何？ 

  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晶晶然如鏡之

新開，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

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袁宏道〈滿井遊

記〉） 

(Ａ)春天的氣息 (Ｂ)遊樂的歡愉 (Ｃ)冬日的奇蹟 (Ｄ)婚嫁的喜悅。 

答案：(Ａ) 

解析：從文中「山巒為晴雪所洗」、「柳條將舒未舒」可知為春初雪融的季節。又前文提及可在鳥羽、魚鱗間發現，可見

指的是春天萬物生機蓬勃的氣息。 

語譯：題幹：高大的柳樹種在堤岸的兩邊，肥沃的土地微微有些溼潤，放眼望去，一片空闊，感覺像是離開了樊籠的鵠鳥

。這時候冰的表層開始融化，水波開始發出亮光，波浪一層層有如魚鱗，水面清澈可直接看見水底，明亮閃光的樣

子好像剛打開的鏡子，冷光從鏡匣裡放射出來。山巒被晴天融化的雪所洗過，山色美好像剛擦拭過一樣，鮮豔美好

、鮮明可愛，好像美女洗臉後梳好髮髻一樣。柳條將要伸展尚未伸展，柔嫩的柳梢隨風飄逸，麥田中的麥苗像短鬍

鬚那樣有一寸多長。……那些在沙灘上晒太陽的鳥兒，在波浪中吸水的魚兒，皆悠然自得，在鳥的羽毛和魚鱗魚鰭

之間，都有歡樂的氣氛。 

21. (   )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

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

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關於此文，請推斷下列何者正確 (Ａ)藉唐代公卿貴戚

開館列第之事，說明唐貞觀、開元為兩大繁榮盛世 (Ｂ)洛陽雖受戰火波及，煙火焚燎，卻是繁華依舊的大城市 

(Ｃ)唐代的洛陽館第被毀是因為地處咽喉所致 (Ｄ)文末說明洛陽園林的盛衰亦為洛陽盛衰的徵兆。 

答案：(Ｄ) 

解析：(Ａ)用以描寫唐代公卿貴戚多耽於享樂的樣貌。(Ｂ)受戰火波及而化為灰燼，與唐朝的繁盛一起走向滅亡。(Ｃ)受

到戰火蹂躪所致。 

語譯：題幹：當唐代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在東都洛陽建造官邸、邸宅的，不下千餘家；等到遭動亂而離散逃亡，接

踵而起的是五代的殘酷戰爭。洛陽的池塘竹樹，遭到兵車的蹂躪踐踏，荒廢而成為廢墟；高大的涼亭、寬敞的榭，

也被戰火焚燒，化成灰燼，它們都與大唐江山一起滅亡，沒有留下任何一處了。因此我曾經說：「這些園林的興盛

與荒廢，便是洛陽繁盛與衰敗的徵兆啊！」 

22. (   )依據下文，可得知東南亞國家存在的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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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名日本女孩刷洗得很起勁，蘋果紅的臉龐總帶著笑容，她們是臨時起意，在這裡幫忙三天。其中一名腳上穿著

Nike，我想她大概不知道東南亞的球鞋工廠裡，數千名童工女工遭剝削的故事。（林志豪〈異地眾生〉） 

(Ａ)資方壓榨勞工的問題 (Ｂ)教育發展遲緩的問題 (Ｃ)國際貿易接軌的問題 (Ｄ)女性受到歧視的問題。 

答案：(Ａ) 

解析：從「數千名童工女工遭剝削的故事」可看出勞工遭到資方壓榨的問題。 

23. (   )依據文意，選出依序最適合填入□內的選項： 

  此地已成貧窮者的□□，冬日時有偶聞老人凍死在外被野狗吃了的消息。此地也是富裕者的競技場，但文化呢？

所幸從來不曾□□這塊土地，不論它是窮是富。（鍾文音〈殘雪後的俄羅斯〉） 

(Ａ)花園／占領 (Ｂ)地獄／離開 (Ｃ)天堂／來過 (Ｄ)惡夢／存在。 

答案：(Ｂ) 

解析：從「老人凍死在外被野狗吃了」可知此地不可能為天堂或花園，故刪除(Ａ)和(Ｃ)；又從「所幸從來不曾」以及「

不論」推論「文化」一直存在，未曾離開，故應選(Ｂ)。 

24. (   )閱讀下文，關於香市的敘述，何者正確？ 

  然進香之人市於三天竺，市於岳王墳，市於湖心亭，市於陸宣公祠，無不市，而獨湊集於昭慶寺。昭慶寺兩廊故

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古董，蠻夷閩貊之珍異，皆集焉。至香市，則殿中邊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

攤，無屋則廠，廠外又棚，棚外又攤，節節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伢兒嬉具之類，無不集。

（張岱〈西湖香市〉） 

(Ａ)到處都有人在做買賣，但是只有昭慶寺兩側長廊不能做買賣 (Ｂ)因地處西湖，離邊境較遠，所以見不到邊疆民族的

珍奇異寶 (Ｃ)香市規定只能擺攤在有搭建屋頂或是棚架的室內場地 (Ｄ)香市所賣之物，從化妝品、生活用品到宗教物

品都有，種類豐富。 

答案：(Ｄ) 

解析：(Ａ)昭慶寺兩側長廊沒有一天不做買賣。(Ｂ)文中提到「蠻夷閩貊之珍異」也會聚集於香市。(Ｃ)在沒有屋頂或沒

有棚架處都照樣擺攤。 

語譯：題幹：各地到這裡來進香的人，在三天竺做買賣，在岳王墳做買賣，在湖心亭做買賣，在陸宣公祠做買賣，可說是

無處不做買賣，而在昭慶寺最為集中。昭慶寺兩側長廊裡的市場沒有一天不開市的，不管是三代八朝的古董，還是

邊遠地區的珍寶，都聚集在這裡。設香市的地方，大殿門的兩邊、走道前後、放生池左右、山門裡外，有房屋就有

攤販，沒房屋就搭棧房，棧房外再搭小屋，小屋外再擺攤，一攤一攤，接連不斷。舉凡胭脂、髮簪、耳環、骨牌、

木尺、剪刀，以至於佛經、木魚、小孩玩具等等，都聚集在此。 

二、 題組 

1. 閱讀張岱〈西湖香市〉一文，回答下列問題。 

  而此以香客雜來，光景又別。士女閑都，不勝其村庄野婦之喬畫；芳蘭薌澤，不勝其合香芫荽之薰蒸；絲竹管絃

，不勝其搖鼓欱笙之聒帳；鼎彝光怪，不勝其泥人竹馬之行情；宋元名畫，不勝其湖景佛圖之紙貴。如逃如逐，如奔

如追，撩撲不開，牽挽不住。數百十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擁於寺之前後左右者，凡四閱月方罷。恐大江以東

，斷無此二地矣。 

（ ）(１)文中透過比較西湖香市的種種景觀，呈現出作者的思想特色是 (Ａ)重視傳統文化的繼承 (Ｂ)重視環境保

育的維護 (Ｃ)重視通俗文化的情趣 (Ｄ)重視金石書畫的鑑賞。 

（ ）(２)依據文意，引文中畫線處描寫出何種景象 (Ａ)賣香的攤販盡全力拉攏客人 (Ｂ)小孩們在西湖畔的玩鬧嬉

戲 (Ｃ)香市時湖畔擺攤的雜耍表演 (Ｄ)香市時人來人往的喧囂熱鬧。 

答案：(１)(Ｃ)；(２)(Ｄ) 

解析：(１)作者認為野婦、芫荽、搖鼓欱笙、泥人竹馬這些通俗的人事物更有值得觀賞的風景和價值，展現作者獨特的審

美觀。 

(２)從下文承接「數百十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擁於寺之前後左右者」可知描寫香市時期人來人往的熱鬧景

象。 

語譯：  而這時因有各地香客來西湖，景象又不一樣。但嫻雅的貴族婦女，比不上鄉村婦女的化妝打扮；幽蘭的清香，

比不上那野草閑花濃郁的香味；琴笛絲竹的樂聲，比不上那手搖鼓和以口吹笙的通宵宴飲，管弦齊作；奇形怪狀的

古玩，比不上那泥人竹馬的行情；宋元各朝的名畫，比不上西湖風景畫和佛像圖的暢銷。人們來來往往，追趕奔忙

，拉不開，牽不住。幾百幾十萬男女老少，每天團團圍住寺的前後左右，足足熱鬧四個月才散市。恐怕在長江下游

，再也沒有第二個像這裡的地方了。 

2. 閱讀下文，回答下列問題。 

  有的人為了太過欣賞日本旅館，便打定主意在遊京都時，說什麼也要住一住那些耳聞已久的名店，如「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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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俵屋」、「炭屋」等。 

  名店，只能感受它的歷史、想像它的精緻卻又素雅甚至質樸的優良傳統，未必適宜下榻。乃不夠放鬆也。另就是

，住不起，至少我是如此。「柊家」、「炭屋」這些老字號，住一晚帶兩頓飯，需三萬一千五百圓，享受固享受，所

費委實太昂。……又名店，既付了昂貴房錢，浴室與廁所便絕對建在你個人的房間裡，這麼一來，代表他改過裝潢

—須知原始的建築不可能每間房中設有浴室—此種古蹟般的房子動過裝修工程，在完美主義者的純粹要求下，便

扣了大分，甚至於，不值得住了。 

  名店，還不僅僅只是這幾家老的、貴的、帶高級料理的而已，乃京都是旅館的至高首都，太多的店，經過歲月，

皆早已馳名天下，像石土屏小路的「田舍亭」，……但也是極難訂到。何也？名氣也。像「京の宿．石原」……。還

有如「其中庵」，環境甚好，……但不租予外國人。…… 

  那種一泊附朝食的小旅館，所附的早餐，未必值得吃。須知打理旅館已很忙了，要再專注於做飯，不甚容易，故

不少食品是外頭買來的成菜，如那塊鹽醃的鮭魚，往往吃後一個早上打嗝，皆是它的類似不夠新鮮之腥味。（節錄自

舒國治〈京都的旅館〉） 

（ ）(１)依據上文，名店只能感受它的歷史，未必適宜下榻的原因為何 (Ａ)費用太高，不易放鬆 (Ｂ)多在郊區，

不易到達 (Ｃ)建築老舊，不符其價值 (Ｄ)餐點不佳，徒具名氣而已。 

（ ）(２)依據上文，名店附有浴室，反被完美主義者扣分的原因為何 (Ａ)破壞的原本的建築主體，具有危險性 (Ｂ

)浴室不該存在房間裡，是汙穢的象徵 (Ｃ)原本的老屋具有文化，多了現代建築，風味頓減 (Ｄ)大眾池為

日本文化，故個人房間有浴室是不符其文化的。 

（ ）(３)關於本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作者認為京都是旅館的至高首都，因為極富歷史文化 (Ｂ)「其中庵

」難以訂到是因為名氣太盛，觀光客太多 (Ｃ)作者認為可以嘗試在一泊附朝食的小旅館吃早餐，因為極具

有京都的特色 (Ｄ)石土屏小路的「田舍亭」這間店的環境極佳，缺點是不租給外國人。 

答案：(１)(Ａ)；(２)(Ｃ)；(３)(Ａ) 

解析：(１)由「名店，只能感受它的歷史、想像它的精緻卻又素雅甚至質樸的優良傳統，未必適宜下榻。乃不夠放鬆也。

另就是，住不起」可知。 

(２)由「須知原始的建築不可能每間房中設有浴室—此種古蹟般的房子動過裝修工程，在完美主義者的純粹要求

下，便扣了大分，甚至於，不值得住了。」可見完美主義的「純粹」要求是要保留原始的建築，若改建了，就

減少了原本的風味。 

(３)(Ｂ)與(Ｄ)的店交換即可。(Ｃ)作者認為不宜嘗試，因為其對早餐疏於料理。 

3. 閱讀下文，回答下列問題。 

  這些省思，使一切根深柢固的東西都動搖了，移位了，乃至於「錯亂」了。臺北臺北，我的故鄉臺北，我愛你如

此這般，即使大學畢業，工作、結婚、生子，我都不曾離，但對著滿街飄搖的各色旗幟，我也不禁懷疑，「有唐山公

無唐山麻」，我不姓鄭，我到底是誰？ 

  當我極力尋找新定點，時代的巨輪也終於□到古厝這裡，毫不留情的，一把推倒燕尾飛簷，滎陽牌匾。是一紙蓋

滿印章的改建契約書，經過多年的努力，村莊人們合力出賣了古厝。 

  恰在此時，村莊前的玉蘭樹，竟也應驗似的，老樹開花，宛如拚盡九十年的□□，一夕甦醒，從樹頭開到樹尾，

朵朵香甜馥郁，很稱職的，為古厝吹奏一曲夕陽□□。 

  現在，我站在這裡，安和路名人巷底，「凱撒大帝」的華廈前，試圖回憶過往。玉蘭樹已倒，很難辨認出方位。

連門牌號碼都改了，原先屬於和平東路三段的地址，改成安和路的編號，和敦化南路上的高聳的「遠企中心」相對，

益顯得尊榮貴氣。 

  華燈初上，大樓的每個窗口都流洩出溫暖的燈光。幾次驅車而過，都不曾看個仔細。而今，我站在馬路邊，迎望

、尋覓，那個我曾經倚靠的窗口。 

  找不到了，那個綠制服的少女，那棵不開花的玉蘭花。 

  消失了，那個門牌，那個年代。 

  我不是鄭成功的後代，我不姓鄭。 

  我是臺北人。（節錄自洪淑苓〈消失的門牌〉） 

（○１滎陽：今河南省滎陽市。其始祖桓公於周代時封滎陽，故鄭姓以滎陽為堂號。滎，音   
ˊ

ㄒㄧㄥ。） 

（ ）(１)依據文意，選出依序最適合填入□內的選項 (Ａ)走／吶喊／樂曲 (Ｂ)滾／沉睡／輓歌 (Ｃ)溜／渴盼／

古調 (Ｄ)航／沉潛／民謠。 

（ ）(２)為什麼作者在文末強調「我是臺北人」 (Ａ)縱使物換星移臺北仍是家鄉 (Ｂ)對於住在臺北華廈充滿虛榮 

(Ｃ)異鄉流浪之後選擇臺北定居 (Ｄ)城市比起鄉村生活更加便利。 

（ ）(３)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Ａ)作者極力尋找新定點，企圖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定位 (Ｂ)時代巨輪

輾壓一切，許多事物最終只能化為曾經的回憶 (Ｃ)傳說老樹開花象徵村莊大發，故老厝得以重返昔時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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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文末藉由「找不到了」、「消失了」強調舊時代已然消逝。 

答案：(１)(Ｂ)；(２)(Ａ)；(３)(Ｃ) 

解析：(１)因主詞是「時代的巨輪」，後接動詞「滾」較佳；而後文提到「一夕甦醒」，填入「沉睡」映襯效果最為鮮明

；作者提及「村莊人們合力出賣了古厝」，再由下段「玉蘭樹已倒」、「門牌號碼都改了」推斷填入「輓歌」

最合適。（輓歌：哀悼死者的樂曲。） 

(２)作者對故鄉臺北有著省思，經歷了古厝改建的變化，追尋定位的同時，仍對故鄉引以為傲，故選(Ａ)。 

(３)老樹開花象徵「大發」，然而老厝卻被合力出賣，最後被拆了，反諷意味極濃，故選(Ｃ)。 

4. 閱讀下文，回答下列問題。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

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

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音，所在皆是也，而此獨

以鐘名，何哉？ 

  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

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

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

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

魏莊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蘇軾〈石鐘山記〉） 

（○１函胡：同「含糊」，重濁而含混。○２枹：鼓槌。○３硿硿：擊金石聲。○４罅：裂縫、縫隙。○５涵澹：水激盪貌。） 

（ ）(１)關於本文首段的文意說明，何者正確 (Ａ)作者先提酈道元認為此地名為「石鐘」，是因兩個石頭敲擊，發

出的聲音如鐘 (Ｂ)李渤則是認為山下接著一個深潭，微風吹動水浪時，水和石互相拍擊，發出來的聲音像

洪鐘一樣，故稱為「石鐘」 (Ｃ)蘇軾對於酈道元、李渤的說法存疑 (Ｄ)由首段可見唐朝文人具有對事理

的考究精神。 

（ ）(２)關於第二段的內容說明，何者正確 (Ａ)作者能到「石鐘山」的原因是為了送弟弟蘇轍至德興上任 (Ｂ)發

現了「石鐘山」，是因浪拍打進石洞縫隙，波濤激盪，發出撞擊石頭的聲音 (Ｃ)用周景王與魏莊子的例子

說明古人並未親自聽見此聲響 (Ｄ)「噌吰」、「窾坎鏜鞳」皆是對「石鐘山」聲音的比喻。 

（ ）(３)關於本文的說明，何者錯誤 (Ａ)本文先描述蘇軾對「石鐘山」命名緣由的理解，再提出「酈說」與「李說

」驗證 (Ｂ)蘇軾借石鐘山之事來表達一種不平之情，諷刺小人不辨是非，捕風捉影 (Ｃ)透過對「石鐘山

」得名原因的探求，提倡「目見耳聞」，反對主觀臆斷 (Ｄ)內容雖是記遊，但中心卻是說理，且說理中含

有辨析。 

答案：(１)(Ｃ)；(２)(Ｂ)；(３)(Ａ) 

解析：(１)(Ａ)(Ｂ)的說法應互換。(Ｄ)應改為宋代文人。 

(２)(Ａ)為了送兒子蘇邁至德興上任。(Ｃ)舉例說明古人不欺人，可見古人早已聽過相似的聲音。(Ｄ)應為對聲音

的「摹寫」。噌吰：多用以形容鐘鼓聲。窾坎鏜鞳：形容波濤或水浪拍擊物體的聲音。 

(３)(Ａ)先說明「酈說」與「李說」，再說明自己的見解。 

語譯：  酈道元《水經注》說︰「彭蠡湖的入口處，有一座石鐘山。」他認為這裡下臨深潭，微風鼓動著波浪，湖水與

山石相擊，發出洪鐘般的聲響。這種解說，人們常有懷疑。現在拿鐘或磬放在水中，即使是大風浪，也不能使它發

出響聲，何況是石頭呢？到了唐朝的李渤才開始探究這石山的舊跡，在水潭邊找到兩塊石頭，他敲敲石頭並聽聽聲

音，南邊那塊石頭的聲音重濁而含糊，北邊那塊石頭的聲音清脆悠揚，停止鼓槌敲擊後，餘音裊裊，許久才慢慢消

失。他自以為探得原由了。但是這種說法，我更加懷疑。敲打後能發聲的石頭到處都有，而只有這裡的石頭用「鐘

」來命名，這是什麼原因呢？ 

  元豐七年六月初九，我從齊安乘船去臨汝。長子蘇邁即將要到饒州德興縣擔任縣尉，我送他到鄱陽湖口，因此

有機會看看這座稱為「石鐘」的山。寺裡的和尚叫一位小童拿著斧頭，在亂石間選出一、兩塊石頭敲擊，發出硿硿

的聲音。我只是笑笑但並不相信。……我慢慢地觀察，發現山下都是石洞縫隙，不知深淺，細小的波浪拍打進石洞

縫隙，波濤激盪，發出撞擊石頭的聲音。船回轉到兩座山峰之間，快要進入港口，有一座大石擋在水流中央，這石

頭巨大得可以坐一百個人。石頭中間是空的，四周有很多小洞，與風浪互相吞吐，發出喔嚓噹噠的聲音，和早前所

聽到的轟隆聲相呼應，好像音樂在演奏。我笑著對蘇邁說︰「你知道嗎？轟隆聲是周景王的『無射編鐘』所描述的

聲音；喔嚓噹噠聲是魏莊子的『歌鐘』所表達的聲響，可見古人並沒有欺騙我們！」事情若不是親眼看到，就妄斷

有無，難道可以嗎？ 

5. 閱讀下闋詞，回答下列問題。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

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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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

。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柳永〈望海潮〉） 

（ ）(１)此闋詞分別描寫錢塘江的壯偉以及西湖的秀麗，請問下列文句何者以西湖為描寫對象 (Ａ)怒濤卷霜雪，天

塹無涯 (Ｂ)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Ｃ)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Ｄ)煙柳畫橋，風簾翠幕。 

（ ）(２)關於本詞的說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杭州地理位置雖偏遠，卻能藉由美景吸引人潮，而漸漸成為繁華

興盛的城市 (Ｂ)市場上陳列著珠玉珍寶，家家戶戶都存滿了綾羅綢緞，營造此地奢華之狀 (Ｃ)上闋歌詠

西湖的秀麗和對地方長官的頌揚，透露想長居於此的心願及期待 (Ｄ)下闋描寫杭州的繁華和錢塘江的壯偉

，並展現杭州人民寧靜安詳的生活景象。 

答案：(１)(Ｃ)；(２)(Ｂ) 

解析：(２)(Ａ)地理位置重要，風景優美，自古便是繁華興盛的城市。(Ｃ)上闋詞描寫杭州的繁華和錢塘江的壯偉。(Ｄ)

下闋詞歌詠西湖的秀麗和對地方長官的頌揚。 

語譯：  杭州地理形勢優越，山川壯美，是三吳的大城市，錢塘自古以來就繁榮美盛。煙霧壟罩的柳林、雕飾華麗的橋

梁，遮蔽門窗的簾子、翠色的帷幕，大約有十萬戶人家。高聳入雲的樹木環繞著堤岸。洶湧的波濤捲起霜雪般的浪

花，寬廣的江面一望無涯。市場上陳列著珠玉珍寶，家家戶戶都存滿綾羅綢緞，爭相比著奢華。 

  層層湖山都非常美好，秋天桂花飄香，夏季開滿荷花。晴天裡吹奏羌笛，唱著採菱之歌在夜晚泛舟，釣魚的老

翁、採蓮的姑娘都嬉笑顏開。千名騎兵簇擁著巡察歸來的長官，乘著醉意聽著簫鼓樂奏，吟詩作詞，讚賞美麗的水

色霞光。他日考慮把這美好的景致，回京時向朝中的人們誇耀。 

6. 閱讀下文，回答下列問題。 

  至乙夜，帖懸天心。予喜方雪而望舒複至，乃與友生出大門恣視。直前終南，開千疊屏風，張其一方，東原接去

，與藍岩驪巒，群瓊含光。北朝天宮，宮中有崇闕洪觀，如甃珪疊璐，出空橫虛。此時定身周目，謂六合八極，作我

虛室，峨峨帝城，白玉之京，覺我五藏出濯清光中，俗埃落地，塗然寒膠，瑩然鮮著，徹入骨肉，眾骸躍舉，若生羽

翎，與神仙人遊雲天汗漫之上，衝然而不知其足猶蹋寺地、身猶求世名。二三子相視，亦不知向之從何而來，今之從

何而遁。不諱言，不嘻聲，復根還始，認得真性。非天借靜象，安能輔吾浩然之氣若是邪？且冬之時凝沍有之矣，若

求其上月下雪，中零清霜，如今夕或寡。某以其寡不易會，而三者俱白，故序之耳。（舒元輿〈長安雪下望月記〉） 

（○１望舒：代指月亮。是神話傳說中為月神駕車的御者。○２藍岩驪巒：指藍田山和驪山。○３群瓊：群山覆著冰雪，像

塊塊晶瑩的白玉。○４甃珪疊璐：用玉磚砌成。甃珪，音 ˋ
ㄓㄡ ㄍㄨㄟ。甃：用磚砌成。珪、璐：玉的一種。○５六合：指天

地四方，即宇宙。○６八極：指八方極遠之地。○７塗然寒膠：寒氣包圍四周，像是敷上了一層粉飾。○８沍：音 ˋ
ㄏㄨ，凍結

。） 

（ ）(１)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直前終南，開千疊屏風」意指前行至南方，忽有千面屏風開展於前 (

Ｂ)「如甃珪疊璐，出空橫虛」用以形容月亮的皎潔美好，像美玉一樣橫掛天空 (Ｃ)「非天借靜象，安能輔

吾浩然之氣若是邪」意指天有異象，故易消磨浩然之氣 (Ｄ)「某以其寡不易會，而三者俱白」，其中「三

者」指的是月、雪和清霜。 

（ ）(２)下列選項，何者描寫自然景色 (Ａ)直前終南，開千疊屏風，張其一方，東原接去，與藍岩驪巒，群瓊含光 

(Ｂ)俗埃落地，塗然寒膠，瑩然鮮著，徹入骨肉，眾骸躍舉，若生羽翎 (Ｃ)與神仙人遊雲天汗漫之上，衝

然而不知其足猶蹋寺地 (Ｄ)不諱言，不嘻聲，復根還始，認得真性。 

（ ）(３)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這篇優美的小品文記錄了作者與好友在終南山雪夜望月的情景和感受 (

Ｂ)本文先寫夜晚的明月與雪景等景致，末段則著重抒發作者返璞歸真的想法 (Ｃ)明月、白雪、清霜等美景

使作者的精神昇華到超凡脫俗的境界，更暗諷當時社會的汙濁 (Ｄ)本文使用形象譬喻和細膩的描摹，皚皚

白雪、皎潔月亮和雪月交輝下的山巒宮闕，共同構成了一種光明澄澈之美。 

答案：(１)(Ｄ)；(２)(Ａ)；(３)(Ｃ) 

解析：(１)(Ａ)意指「一直走到終南山前，崇山峻嶺就像展開了千層屏風」。(Ｂ)用以形容皇宮裡的建築和樓臺像用美玉

層層疊起，高聳入雲，凌天橫空。(Ｃ)意指「要不是上天藉著寧靜的景象來啟發我，怎麼能如此地幫我助長浩

然之氣呢？」 

(２)(Ａ)為描寫終南山的連綿形勢和覆雪之後的瑩光。(Ｂ)(Ｃ)(Ｄ)皆為作者的心情與體悟。 

(３)(Ｃ)從本文並無法推知「暗諷當時社會汙濁」之意。 

語譯：  到了二更，月亮懸掛在天空中央。我很喜愛這剛剛下雪而明月又升起的景色，於是就和朋友出了大門盡情觀賞

。一直走到終南山前，崇山峻嶺就像展開了千層屏風，在這方土地上伸展，東面的平原又連接藍田山和驪山，群山

覆雪像玉一樣含著光。往北面看向皇宮，宮中有高大的宮殿建築和樓臺，像用美玉層層疊起，高聳入雲，凌天橫空

。這時站定身子環視四周，正所謂天地四方和宇宙八方都讓我的心境保持虛靜，巍峨且白玉般的皇城，使我覺悟到

自己的五臟在清澈的光芒裡洗滌過，凡塵俗物都落在地上，我全身被寒氣包圍，身上的雪花晶瑩剔透，像穿上了閃

亮的衣裝，寒氣深澈地滲入了我的骨肉，身體充滿活力，好像生出翅膀，和神仙一起在廣闊空遠的天上遨遊，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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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腳還踏在寺內的土地上、自己還要追求世俗功名。我們兩三個人互相對視，也不知道從前是從哪裡來，現在又

要到哪裡去。不再因有所顧忌而有話不敢說，也不再悲恨嘆息，回復本源，認識了我的天性。要不是上天藉著寧靜

的景象來啟發我，怎麼能如此地幫我助長浩然之氣呢？況且冬季大有寒氣凍結的日子，但想要求得上有月，下有雪

，中間降下清霜，如同今晚的景致就太少了。我因為這樣的時候少有而且不易遇到，月、雪、霜三者都是潔白的，

所以把它記錄下來。 

7. 閱讀下文，回答下列問題。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神長丈六，項背日月光明，胡人號曰

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為名。明帝崩，起祗洹於陵上。自此以後，百姓塚上或作

浮圖焉。 

  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真容。 

  浮圖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並殊美，冠於中京。帝

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為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

榴，一實直牛。」（楊衒之〈白馬寺〉） 

（ ）(１)下列「 」內字義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Ａ)「項」背日月光明：項頸 (Ｂ)時白馬「負」經而來：辜負 (Ｃ

)帝至熟時，常「詣」取之：下令 (Ｄ)不敢輒食，乃「歷」數家：查明清楚。 

（ ）(２)下列關於本文的解釋，錯誤的選項是 (Ａ)漢明帝所夢見的「金神」，為白馬成佛而來，故寺名曰「白馬寺

」 (Ｂ)漢明帝死後，在其墳上建了佛教用地祇洹，百姓也效法在墳上建佛塔 (Ｃ)人們都以禮恭敬地參拜

白馬寺中的「佛」，好似瞻仰佛的真容一般 (Ｄ)白馬寺的蘋果、葡萄，與他處比較，果實特別大顆。 

答案：(１)(Ａ)；(２)(Ａ) 

解析：(１)(Ｂ)負載。(Ｃ)前往。(Ｄ)經過。 

(２)(Ａ)明帝夢見金神，長一丈六尺，頭頸背後有日月光明，胡人又稱金神為佛。明帝派使臣向西域求取，得到佛

經和佛像。當時因白馬負經到來，因此以之為名。 

語譯：  白馬寺，是東漢明帝所建立的，也是佛教傳入中國的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路南面。明帝夢見金神，長一

丈六尺，頭頸背後有日月光明，胡人稱金神為佛。明帝派使臣向西域求取，於是得到佛經和佛像。當時因白馬背負

經書到來，因此以之為名。明帝逝世，在皇陵上面建造佛寺。從此以後，百姓墳上也有人建造佛塔。 

  寺裡匱中的經書，至今還保存著。經常燒香供奉它。經書時時放出光亮，照耀在殿堂，因此僧徒、俗人禮敬它

，如同仰望佛的真實座像一般。 

  寶塔前的蘋果、葡萄和別處不同，枝葉繁多，果實很大。蘋果果子重七斤，葡萄果子比棗子還大，味道都特別

鮮美，為京城之首。皇帝在果子成熟時，常親自前往摘取果實，或再賜給宮人。宮人得到果實，轉送親戚，都認為

是珍奇的食物，得到的不敢立即吃，於是轉贈了好幾戶人家。京城裡說：「白馬寺的柰林及葡萄，一顆價值抵一頭

牛。」 

8. 閱讀陳銘磻〈長浜城和豐公園的歷史風姿〉一文，回答下列問題。 

  歷史的霞光果真反映人性和戰爭的美與醜，當年，豐臣秀吉以十二萬石的長浜城，開始在織田家占據要位，並在

此發掘「賤岳七本槍」等武將，以及石田三成等行政幕僚，讓他在後信長時代有足夠的文臣武將為他打天下，但最後

仍不得不在征戰中逃離長浜。 

  站在豐公園仰望長浜城與豐臣秀吉雕像，天守閣裡展示當時火繩槍的製作方法，以及近江、賤岳、小牧山等讓豐

臣秀吉揚名的重要戰役的介紹。 

  湖畔戰役，天下誰屬？我問喜愛日本戰國時代歷史故事的小兒子怎麼回事，他答：屬我。 

（ ）(１)關於文中作者詢問戰役的輸贏，他的小兒子回答：「屬我」，其言外之意是 (Ａ)認為過去的輸贏已無討論

的意義 (Ｂ)對於這段歷史不熟而欲搪塞之語 (Ｃ)表達對豐田秀吉的景仰崇拜之意 (Ｄ)展現對歷史故事

如數家珍的自信。 

（ ）(２)承上題，如果要用一段詩詞吟詠上述這段內容的主旨，最適合的是 (Ａ)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Ｂ)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 (Ｃ)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Ｄ)老驥

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答案：(１)(Ａ)；(２)(Ｂ) 

解析：(１)作者小兒子的意思是不管湖畔戰役誰輸誰贏都沒有意義了，這些人都已消失於歷史的洪流之中，天下是屬於還

活著的後人。 

(２)文章主旨與(Ｂ)皆有一代英雄名將不復在，當年成敗也無意義之意。(Ａ)一個將帥的成功封爵，是許多無名的

兵卒犧牲生命換來的。(Ｃ)表達以身報國的豪情壯志。(Ｄ)比喻雖年紀雖老但仍心懷雄心壯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