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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學科能力評量試題卷 
 

測驗說明：本測驗共三大題，總分為 100 分。  

一、單選題（佔 28%）：包含單選題與閱讀題組  

二、混合題（佔 48%）：包含單選題、問答題與申論題 

三、寫作題（佔 24%）：引導式寫作 

作答方式：  

所有答案請用黑（藍）色筆在「作答卷」上依題號作答，勿使用鉛筆，違者不予計分。 

除單選題選項，限用中文作答，違者該部分不予評閱計分，惟專有名詞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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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選題：（每題 4 分，共 28 分） 

1. 閱讀下文，空格中應填入的是： 

中國散文之廣大浩瀚，包括經誥典謨之肅穆，□□之想像，史傳之篤實；唐宋大家左右逢源，高下皆宜；□□□□

另闢蹊徑，其格調神韻對近代散文的影響更不可以道里計。（楊牧〈中國近代散文〉） 

(A)神話／清談品評 (B)莊列／宋明小品 (C)論孟／章回小說 (D)辭賦／元曲雜劇。 

2. 先秦諸子的思想各有其特色，請推斷下列敘述中，甲、乙、丙依序各指何人：  

甲、昨夜我再度進入太史公的□□世家裡低迴巡禮；而後，我又夢見您，一如您當年夢見周公。在夢中，我們依舊

迷途於江畔，您依舊使我問津；而長沮與桀溺，那兩位避世而居的耦耕者，傲慢依舊，冷漠依舊「是知津矣！」  

乙、阿桃卻站在我心的邊緣地帶／哭得□□束手無策／阿桃指責王蘭花搶走她的地盤／搶走了我的心／那株蘭花動

手抓破阿桃的果皮／後來李小梅也加入／兵荒馬亂之中／在我小小的心裡／製造一個愛的春秋戰國／她們一起打

破了□□的哲學體系／我彷彿聽到／□□揮汗高聲急呼／非攻非攻  

丙、夫子，我不讓你走／周雖衰微，還礙不著你隱居／關外一片荒涼／你這把年紀／你的青牛又這把年紀／能跋山

還是能涉水／夫子，我送你出關／但請留下五千言底稿  

(A)老子／韓非／莊子 (B)老子／墨子／莊子 (C)孔子／老子／莊子 (D)孔子／墨子／老子 

3. 閱讀下文，（甲）至（丙）依序排列正確的是： 

被風擁抱過的青綠色果園，像滿山忽然就點燃了燈泡，黃燦燦在枝頭上，把遍野的空氣都染黃了。柿子在九降風下

收拾起苦澀，讓日頭散發的熱力，溫暖，轉化為甘甜。那甘甜，源自苦澀。 

水果多不耐久存，柿子更是，正如宋孔平仲所感嘆：「圓熟當高秋，且以悅一時，長久豈暇謀，咄哉潰爛速，棄擲將

誰尤。」柿餅延長了柿子的 （甲） ，是理想的茶點，反復 （乙） ，回味它原來的澀口，智慧般，已內斂熟成為

甜味，訴說珍惜。雖然紅顏不再，過往的歲月仿佛猶珍藏著陽光。陽光太平常，平常得我們忽略了它的 （丙） 。

（焦桐〈柿餅〉） 

(A)時間／思量／美好 (B)時間／咀嚼／存在 (C)生命／咀嚼／美好 (D)生命／思量／存在。 

4. 閱讀下文，（甲）至（丁）依序排列正確的是： 

紅紅的火是熱的，所以我們看到紅的就覺得溫暖；綠綠的水是冷的，所以我們看到綠就覺得清涼，許多文學作品就

運用這種經驗來創作，例如陸機：「芳氣隨 （甲） ，哀響馥 （乙） 。」宋普濟《五燈會元》錄〈淨因繼成上堂

詩〉：「鼻裡 （丙） 耳裡香，眼裡鹹淡舌 （丁） ；意能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夏涼。」子敏〈水仙花〉：「我確

實真切的聞過一次水仙花的香氣。那種香氣，就像聽覺裡的村外的牧笛，就像視覺裡的淡淡的浮雲，就像觸覺裡的

溪邊的細沙，就像味覺裡的一杯薄薄的茶。」也都是種種感官間相互溝通的形象化描寫。（改寫自黃慶萱〈形象思維

與文學〉）   

(A)風結／若蘭／聲音／玄黃 (B)風結／聲音／玄黃／若蘭 (C)若蘭／風結／玄黃／聲音 (D)若蘭／聲音／風結／玄黃 

5. 依據下文旨意，敘述錯誤的是： 

甲、唐詩絕句，今本多誤字，試舉一二，如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鶯啼綠映紅」，今本誤作「千里」，若依俗

本，「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臺，僧寺酒旗，

皆在其中矣。（楊慎《升庵詩話》） 

乙、即作十里，亦未必盡聽得著，看得見。題云〈江南春〉，江南方廣千里，千里之中，鶯啼而綠映焉，水村山郭無

處無酒旗，四百八十寺樓臺多在煙雨中也。此詩之意既廣，不得專指一處，故總而命曰〈江南春〉。（何文煥《歷

代詩話考索》） 

(A)甲之所以支持「十里」，是從人的視力和聽力來立論  

(B)乙之所以反對「十里」，是以江南豐富的景物來駁斥  

(C)甲的質疑源於版本的差異，進而考究詩人用字的得失  

(D)乙的根據在於詩人的命題，進而推崇此詩能尺幅千里 

6-7 為題組。閱讀下列資料，回答 6-7 題： 

甲、 「暴衝公牛」創作者表示自 1989年至今近 30年來，銅牛象徵著「世界上的自由、和平、堅強、力量與愛」，如今卻

因這無懼女孩而平白無故遭到扭曲侮辱。莫迪卡的律師團表示沒有任何人會反對提倡兩性平等，但無懼女孩已經顛

覆了原先銅牛的意義，矗立在小女孩的前方，銅牛不再代表著積極樂觀的象徵，卻被轉換為一股暗黑力量與威脅。 

乙、 國際婦女節時，克里斯汀・維斯巴爾製作了一尊 130公分高的女孩銅像放置於曼哈頓金融特區，女孩綁著馬尾昂首

插腰氣宇非凡地望向前方。出資者為資產超過 2.4兆美元的「道富環球投資基金」，他們希望藉由此「無懼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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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倡導「讓更多女性躋身為領導高層的女性力量」。 

丙、 奧托羅·迪摩狄卡自掏腰包 35萬美金創作了重三千多公斤「暴衝公牛」黃銅雕像置於美國曼哈頓金融區，他希望銅

牛代表「美國人民的力量」成為帶領美國離開困境的希望。然因為多次遭糾舉而被紐約警察強制撤離，引起一陣譁

然，因此當局妥協而再度放置於原位，此後漸成為當代極具影響力的街頭藝術之一。 

丁、 在「無懼女孩」腳下的圓形銅牌標示著一句話：「領導階層的女性力量，『她』帶來改變。」這個「她」（SHE）巧妙

地一語雙關，「SHE」同時也是出資公司在納斯達克股票交易所的代號。就這個角度看來，無懼女孩是一家上市商業

公司委託製作的公關形象，訴諸「女性平權」此一普世價值同時也宣傳了商業形象。同時扭轉了「暴衝公牛」的本

意，反被視為對婦女和女孩的威脅，成了父權壓迫的象徵。 

  「『無懼女孩』在沒有得到迪摩狄卡同意下設立在銅牛面前，消費了『暴衝公牛』並且違反其著作權。」迪摩狄卡的

律師團提出強烈譴責。「無懼女孩」與「暴衝公牛」的對立引起了對於創作的爭議。即使紐約市長同意兩項雕像的擺放，

但面對面的女孩與公牛的意識與價值之爭，短期內卻無法取得共識。  

（改寫自關鍵評論網〈華爾街銅牛與無懼女孩的二次創作〉） 

6. 根據文意判斷，甲乙丙丁四段最恰當的排序方式是：  

(A)乙丁丙甲 (B)乙丙甲丁 (C)丙乙丁甲 (D)丙甲乙丁。 

7. 文中所提及的創作爭議，最不可能的選項是：  

(A)「無懼女孩」是刻意營造的商業宣傳，卻重挫「暴衝公牛」當初高舉的正面意義  

(B)「無懼女孩」的放置觸犯了「暴衝公牛」的商業利益，因此才遭到糾舉以及驅離  

(C)若因為「暴衝公牛」而移除「無懼女孩」，反坐實了女孩屈服於威權暴力的形象  

(D)「無懼女孩」的意涵因「暴衝公牛」而彰顯，「暴衝公牛」因此翻轉為負面的象徵 

 

二、 混合題：（共 48 分） 

8. 構成漢字的基本單位稱為「部件」。例如「花」這個字可拆成「艹」、「化」兩個部件，其中的「化」可以再拆成「 」、

「匕」兩個部件。又例如「列」這個字可以拆成「歹」、「刂」兩個部件，而「歹」已經是最基本的部件，不能在再拆成

「一」、「夕」。請根據範例的提示，以「土」為基礎，添加部件，完成作答。（每字 1 分） 

   範例：                     

 

 

 

 

9-10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9-10 題： 

他不願阿飛再想這件事，忽然抬頭笑道：「你看，這棵樹上的梅花已開了。」  

阿飛道：「嗯。」  

李尋歡道：「你可知道已開了多少朵？」  

阿飛道：「十七朵。」  

李尋歡的心沉落了下去，笑容也凍結。  

因為他數過梅花。  

他了解一個人在數梅花時，那是多麼寂寞。  

阿飛也抬起頭，道：「看來又有一朵要開了，為何它們要開得這麼早呢？開得早的花朵，落得豈非也早些……」 

（古龍《多情劍客無情劍》） 

9. 根據文意判斷，下列敘述錯誤的選項是：：（4 分，單選題） 

(A)李尋歡也曾體會過寂寞的痛苦  

(B)李尋歡所問的兩句話，用意都是轉移話題  

(C)李尋歡轉移話題的動機，是對阿飛的關懷與同情  

(D)就結果而言，李尋歡轉移話題成功使阿飛的心情好了起來 

10. 承上題，請將錯誤的選項訂正為正確的敘述。（4 分，作答字數：30 字以內。） 

木 

杰

 

  桿 沐 

架 

土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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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11-12 題： 

玉米是印地安人送給世界的禮物。歐洲人初抵美洲之際，那裡已有各型玉米作物。玉米生長所需的雨

量恰好介於稻米和小麥之間，比起舊世界農作物，在稻米嫌太乾或小麥嫌太濕的區域，玉米有相對良好收

成。玉米田單位面積產量幾乎是小麥田兩倍。少有作物及得上玉米，在很短的生長季中就能提供大量碳水

化合物和脂肪。  

歐洲人接納玉米較晚，或許是 1550 年代至 18 世紀，歐洲進入一段相對寒冷期。也或許是多數歐洲人

一向同意英國博物學家蓋瑞德的看法，他在 1597 年寫道：「雖然印地安民族迫於所需，認為玉米是很好的

食物，但我們仍可輕易判定：它的營養成分有限，不易甚至不利消化，比較適合當豬食而不是給人食用。」  

16 世紀的歐洲有許多地方栽植玉米，但做為廣大地區的主食，大約已是下個世紀後期。約翰‧洛克在

1670 年代提到：「法國南部好幾處都有玉米田，農民稱之為『西班牙小麥』，他們告訴我這是給窮人做麵

包吃的。」到了 18 世紀，玉米已經成為法國南部飲食的基本元素。我們姑且大膽猜測：或許它曾在法國人

口重新成長的過程扮演重要角色—— 18 世紀前數十年，法國人口曾明顯衰減。西班牙人口曾在 17 世紀減

少，18 世紀開始回增；在波河谷地種植玉米的義大利，17 世紀下半期人口也曾衰減，之後又回增。這些地

中海區人口的消長，應該和玉米有關。  

今日，玉米對東南歐的重要性更勝於西南歐。隨著人口增加，玉米及其他美洲作物如馬鈴薯、美國南

瓜的栽種也逐漸擴張。18 世紀以前，玉米在羅馬尼亞並無地位，19 世紀後幾十年，羅馬尼亞人投注心力和

倚賴玉米幾乎不亞於墨西哥人。他們種小麥也種玉米，前者出口，後者自用。玉米和小麥搭配輪種，成效

良好，使羅馬尼亞成為歐洲一大穀倉。  

依賴玉米為主食的程度，正隨著人口壓力降低而一起減低，但過往的影響仍在。美國人類學者郝平恩

在《塞爾維亞一村落》提到，奧拉撒奇當地比較窮困的農民還是吃玉米而非小麥做的麵包，他們僅有的幾

畝地，也是種玉米而非小麥，因為前者的產量高出太多。順便一提：奧拉撒奇農家菜園裡那一畦畦的青椒、

番茄、四季豆、美國南瓜，應該會讓印地安老兄備感親切。（改寫自克羅斯比《哥倫布大交換： 1492 年以

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  

11. 下列各圖中兩個變項所呈現的關係，最符合上文敘述的是：（ 4分，單選題）  

(A)   (B)   (C)        (D) 

 

 

 

 

12. 依據上文，最後一段提到「奧拉撒奇農家的菜園應該會讓印地安老兄備感親切」，作者這麼說的用意是想說明什麼概

念？（4 分，作答字數：30 字以內。） 

 

13. 閱讀下文，回答問題： 

《道德經》第三章：「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

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這段話經常被認為老子希望大家做個沒有知識、沒有欲望、不食人間煙火的蠢蛋。但我想這是對老子莫大的誤解。 

  先說欲望。人不可能沒有欲望，欲望可分兩大類：一是自然的欲望，譬如飲食、性、睡眠、保暖、親情等，它們都出

於自然，也是我們的生物本能。一是文明（非自然或超乎自然）的欲望，像追求財富、名聲、地位、知識、權勢、購物等，

都是人類文明化後才有的非自然欲望；或經過文明包裝而成為超乎自然的本能欲望，譬如去吃一碗五百元的牛肉麵。 

  自然的欲望雖然必要，卻很容易獲得滿足，多數人在吃了兩碗飯後就吃不下了。文明的欲望雖然非必要，但卻「填不

滿」，不少人明明已經擁有很多財物、很高名望了，卻還想要更多而終日奔波，與人勾心鬥角。人類文明化後，大家爭逐

的多屬這類非必要的文明欲望，但它們也成了社會紛擾、人心浮動的主要原因。 

  老子在這裡所說的「無欲」，跟「無為」類似，指的是不要有非自然與超乎自然的文明欲望。而「無知」指的則是不

要有去追求與滿足文明欲望的知識。但要怎麼做到呢？老子提出了兩個具體可行的辦法： 

  一個是相當符合當代認知心理學的釜底抽薪法：很多文明的欲望其實並非普世皆有，而是來自個人、時代或族群特別

的認知與價值觀，釜底抽薪就是改變價值觀與認知――如果一個國家或公司訂出「越有名聲的我就越不採用」的規矩，那

還有幾個人會有追逐名聲的欲望呢？這就是「不尚賢，使民不爭」；如果大家都認為「鑽石不過是另一種煤炭，喜歡佩戴

鑽石就說明了你的庸俗」，那鑽石還會那麼貴重、被人搶著要嗎？這就是「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很多欲望我們原

本沒有，都是因為接觸才被挑起的，譬如到百貨公司看到琳瑯滿目的精美商品，讓人既羨慕（想要）又挫折（買不起），

人
口
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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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五味雜陳；但你不去就不會有這種問題，那何必自討苦吃呢？這就是「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另一個是類似精神分析的溯源固本法：佛洛伊德認為有些人之所以會汲汲於追求名利、權勢、知識等等，其實都是因

為本能欲望受挫，才轉而去尋找「替代性的滿足」。從這個角度來看，老子的「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將更

具啟發性：在個人修為方面，我們不僅要保持心靈清靜（虛其心），減少追名逐利的意志（弱其志）；在現實生活裡，更要

填飽肚子（實其腹）、維持身體健康（強其骨），讓本能的欲望都能獲得滿足，回復自然的真實飽滿，心中一片祥和，就不

會渴望去追求什麼名利、權勢等替代性的東西。 

  老子說的「無知無欲」，其實也代表一種心境。在回復自然的真實飽滿後，心中了無罣礙，渾然忘我，忘了什麼叫知

識和欲望，更忘了這是不是叫做「蠢蛋」？這樣不是很好嗎？ 

  當然，身為一個現代文明人，我們不可能沒有文明的欲望，而多些知識也無可厚非，只是不要本末倒置，乃至捨本逐

末，為了追求名利和權位，而吃不飽、睡不好、冷落了妻兒、折損了身體，那就得不償失了。（王溢嘉〈【老子今說 3】回

復自然的真實飽滿〉） 

請舉自身的實際例子，呼應說明「認知心理學的釜底抽薪法」與「精神分析的溯源固本法」。（6 分，作答字數：60 字以

內。） 

 

14-15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14-15 題：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 

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

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之妻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

民歟！葛天氏之民歟！（陶淵明〈五柳先生傳〉） 

14. 請翻譯以下文句：（每小題 2 分） 

(1)  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2)  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15. 〈五柳先生傳〉是帶有自傳性質的作品。其中有「好讀書，不求甚解」一句，請從不同角度、層面，條列說明陶淵明為

何要這樣寫。（6 分，字數不限。） 

 

16. 閱讀下文，回答問題： 

我打江南走過 

那等在季節裡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 

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響，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鄭愁予〈錯誤〉） 

請根據詩中的意象與主旨，說明「我達達的馬蹄」為什麼是「美麗的錯誤」。（6 分，字數不限。） 

 

17. 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朋友向你問起以下臺灣用語，你會如何說明，讓對方明白詞語的根源，以及背後的文化差異與脈

絡？（6 分。四個選項擇一作答，字數不限。） 

(1)  他老是搬弄是非，我對他很「感冒」 

(2)  惡性倒閉的業者「踹共」 

(3)  你看那邊有「正妹」耶 

(4)  你這個人很「機車」耶 



5 

三、 寫作題：（24 分） 

  讓座非世界標準。例如，臺灣人讓座，但是日本人不太讓座。在臺灣，讓座是美德；在日本，就不一定。也就是

說，在文化上，臺灣人幾乎什麼都不想，就讓座；相反地，日本人想了半天，結論是不讓座。 

  對日人而言，負債與報恩是同一件事。日人認為：在連貓都懂得報恩的社會裡，受恩而不報，簡直不是人。所以，

隨便讓人負債跟隨意接受別人恩情，皆非美德。特別是對陌生人，因為擔心對方受恩卻難以償還，更會極力避免。如果

再加上宗教因素，則更為明顯。佛教雖然傳入日本一千三百年，但是日人從來不認為輪迴存在。人只有一生，沒有來

世。因此諸如「來生再報」、「上輩子欠你的」，甚至「積陰德」之類，臺灣人耳熟能詳的文化語言，在日本沒人聽得

懂。（改寫自陳永峰〈日本人為何不太讓座〉） 

請回答下列問題： 

  上文中，由於文化的差異，台灣人與日本人對於「讓座」這件事的作法大不相同。日常生活中，你是否也遇過因為文化

而產生的差異行為？在了解其不同的文化脈絡之後，你是否對「文化」有更進一步的思考？請根據自身的經驗與體會，以

「我看多元文化」為題，寫一篇完整的文章，說明你如何面對文化差異。文長不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