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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  第一學期第一次期中考  高三國文  解析卷    

第壹部分：選擇題（占 64 分）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答案  D ㄐㄧㄝˊ╱ㄐㄧˋ 

(A) 都是「ㄑㄧㄢ」。緣慳一面：很想見一面，卻沒有機會 

(B) 都是「ㄈㄟˇ」。 

(C) 都是「ㄑㄧㄝˋ」 

2. 答案 B    

(A) 隅／喁。喁喁細語：形容人低聲說話的樣子 (B)夙 (C)秣／沫 (D)揆／睽。 

3. 答案 D  

(A) 比喻才智平庸的人，若能努力不懈，也能趕得上聰明的人 

(B) 比喻貪婪暴戾的心 

(C) 指美玉和石頭一同被燒毀，比喻不分好壞、善惡，同歸於盡 

(D) 比喻受環境影響而變壞 

4. 答案 A 

(B) 趨→驅  (C) 盪→蕩 頂→鼎 (D) 坦→袒 

5. 答案 C 

(A) 以蕭瑟的秋景及縹緲朦朧的氛圍，襯托伊人飄忽迷離、可望而不可即的形象 (B) 

點出思念之人的所在地，表現出不受環境阻擋的思念與追尋  (C) 此句確實以道路的

長遠、陡峭、迂迴等空間阻礙與變化，表現追求者與伊人之間的距離遙遠、艱難曲折 

(D) 象徵「伊人」仍未可得的結局。 

6. 答案 A ，韻文改為散文 

7. 答案 C 

(A) 可改為「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讚美伯夷不同

流合汙的志節。語譯：（伯夷）眼睛不看妖豔美色，耳朵不聽淫靡樂音。不是他認同

的君主，不去侍奉，不是他認同的百姓，不去使喚 

(B) 屈原表明心志，人當潔身自好，不可同流合汙。應改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比喻寧願為了保全信念理想而犧牲，也不願屈辱苟活）的態度 

 

 

(C) 「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言處世應不受外物拘絆，也暗指屈原不知

因時制宜。後句指「聖之時者」孔子。語譯：可以儘速離開就儘速離開，可以久留就

久留，可以隱居就隱居，可以出仕就出仕 

(D) 「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強調禍福均由自取，然漁父此句話是呈現「邦有道則

見，邦無道則隱」的生命態度 

8. 答案 B  

(A)「范增的動作」應指「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 (C)依照文末，此句

話是站在張良的立場，會感覺「有不同的成語令你冷汗不止」，與鴻門宴中張良沉著

解釋劉邦離去，並不切合(D)站在范增的立場，會因暗算行動失敗而使「憤恨膨

脹」，與鴻門宴中樊噲忠心護主形象，並不切合 

9. 答案 C  (請參閱補充文選 22 頁第 6 題) 

「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的原因是環境對學習影響重大。(A)強調環境的重要 (B)

選擇住處應挑選有仁風的地方，可見環境的重要。語譯：同品德高尚的人住在一起，

是最好不過的事。選住址不顧環境，哪算聰明？《論語．里仁》 (C) 強調為學必須累

積 (D) 強調環境的重要 

10. 答案 D  (D)林懷民自己在現代舞領域，僅是初學者，因此精進舞技、加強訓練對他

來說是艱難的挑戰 

11. 答案 D  

語譯：以前我總覺得奇怪，李斯是荀卿的學生，之後卻焚滅老師的書， 大大改變古

先聖王之法，他對於老師的主張，無異於是當強盜、仇敵來看待。等到今天，我看到

了荀卿的著作，然後才了解李斯之所以會前去事奉秦國，都是受了荀卿的影響，一點

也不奇怪啊！ 

荀卿這個人，特別喜歡發表異端學說而不謙讓，敢於作高調的論斷而無所顧忌。他的

那些話，愚人聽了以為驚異，小人聽了，則覺得歡喜。子思、孟子，都是天下共同認

為的賢人、君子。可是只有荀卿說：「把天下搞亂的人，就是子思、孟子。」天下這

麼多人，仁人義士 也是很多的。可是只有荀卿說：「人的本性是惡的。桀、紂那樣的

人，做出了那樣的事，是人的本性；而像堯、舜那樣的人，做出了那樣的事，則是後

天的修飾。」這樣看來，我心想荀卿的為人也一定是任性而固執不謙遜，且恐怕太過

自以為是。而李斯這個人，則比他的老師更為嚴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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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答案 B 

出自蘇轍〈三國論〉。由(丙)「夫唯(因為)」……可推測其後接(甲)「是以(所以)」；以

及(戊)「……，以(因為)不智不勇」推測其後可接(乙)「而後真智大勇」，故可選(B)。

語譯：如果天下人都怯懦而只有一人勇敢，那麼勇者將獲勝；如果天下人都愚昧而只

有一人有智慧，那麼智者將獲勝。勇者與勇者相遇，那麼勇敢的特質就無法依靠；智

者與智者相遇，那麼智慧就難以施行。只憑智慧、勇敢不足以平定天下，所以天下陷

入亂世時，英雄成群興起而天下難以平定。我曾聽說，古代的英雄君主，他們所遇到

的智者、勇者，其實並不具有真正的智慧與勇氣，因此才能體現英雄君主們真正的智

慧與勇氣。悲哀啊！世上的英雄，其身處的時代，也有幸運與不幸的啊。 

13. 答案 B 

(A) 開篇第一句提到詛咒又寄情於廢墟，呈現對於廢墟的矛盾心理，而後文多以正向

肯定的立場看待廢墟 

(B) 文章中提到「掩蓋廢墟的舉動太矯揉造作了」，又提到「廢墟的保留是必須的，因

為廢墟充滿了歷史」 

(C) 文章僅提到「廢墟的留存，是現代人文明的象徵。廢墟，輝映著現代人的自信」 

14. 答案 A 

(B) 白色思考帽代表中立客觀而「廢墟吞沒了我的企盼，我的記憶」偏向主觀感受 

(C) 黃色思考帽呈現積極正向，「沒有廢墟的大地太擠了，掩蓋廢墟的舉動太矯揉造作

了」偏向否定抨擊 

(D)「人生是偉大的，因為有白髮，有訣別，有無可奈何的失落」未能看出藍色思考

帽的特質 

15. 答案 A 

甲詩回顧以往雄心壯志，抒發理想受挫的激憤之情。乙詩雖然抒發壯志難酬的憾恨，

卻未因此而頹廢沮喪。迴盪詩篇的，始終是壯烈不已的昂揚。 

語譯：甲。 

少年時自己曾立下志願，要革新政治，使混沌的局面變為澄清。現在卻覺得疲倦了，

已到了應該縮手不管的時候了。今天，我再也不灑那些無關緊要的涕淚了，渡過長江

時，只為了離開那位女郎而覺得傷感。 

語譯：乙 

我二十歲時就從事寫作，博覽群書，見識卓越。寫政論，以賈誼〈過秦論〉為準則；

寫辭賦，以司馬相如〈子虛賦〉為典範。而現在邊城戰事頻繁，緊急文書不斷傳到京

師。儘管自己並非武士出身〉卻也曾讀兵書。我放聲長嘯激盪著清風，憑一股志氣不

把東吳放在眼裡。鉛刀再鈍也期望派上用場，我當然也夢想能施展遠大抱負，向東南

看，希能平定東吳；向西北看，希望能平定西羌。只是功成後，我不會接受封爵，我

將長揖後謝絕一切，歸隱。 

16. 答案 C 

(A)甲詩「攬轡澄清」，意指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D)乙詩「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

廬」呈現詩人自我期許，若早建功，功成之後就歸隱山林 

17. 答案 A 

 (A)由「臺地之病，病於土曠；土曠之病，由於人稀」 可以知道，臺灣因土地廣人

煙稀少，或臺灣煤礦在日常生活使用較少，所以尚待開發 (B) 由「放下自尊心，全面

向西方學習」以及後面文化部分的舉證，可知不僅只是物質文明的學習 (C)由「南北

各省」與「臺地」的對應關係可知道臺灣當時仍屬清朝領地 (D) 由「打開國門」與

「天皇」制度仍存在，可知日本仍維持國家體制未說明投降一事 

18. 答案 C 

(A) (B) 未有相關論述，但可知 1853 年後日本已向西方學習與接軌，而 1874 年臺

灣才思考開採煤礦牟利，且主要銷往中國各省 (C) 由「你們幹嘛穿猴子裝？」可知

其譏諷意味，也可知道李鴻章仍認為中國文明較西方文明優秀 (D) 由「臣」一詞自

稱可知甲為第一人稱的上行公文；乙文通篇未提及我與你，僅以後世追述的口吻補充

說明此歷史事件 

19. 答案 C 

(A) 由「找出造成兩者對立的根源為基礎，再往上一層嘗試發現能綜合包容兩者立

場，解決對立的方案」，可知是「包容」正反兩者，而非「放下」 

(B) 由「找出造成兩者對立的根源為基礎，再往上一層嘗試發現能綜合包容兩者立

場，解決對立的方案，此可視情況一層層向上思考」，可推知「正反合辯證法」並未

要求一定要思考幾個層次，目前思考層次已提出解決理想與現實對立問題的解決方案 

(D) 【圖二】提出了「現在」的解決方案，但未知可延續多久，無法判斷正反合辯證

法是否治標不治本。治標不治本：只處理表面上枝節末處，而未能真正解決根本癥結 

20. 答案 D 

(A) 結論與「寤寐求之」相同，都選擇不斷「追求」，並未提出第三條路線 

(B) 結論沒有包容正反項目的解決方案 

(C) 結論與「寤寐求之」相同，並未提出第三條路線 

(D) 正反項目的概念都與「國君」相關，顯示國君是屈原能否實現國事理念的關鍵，

據此提出包容正反項目的解決方案，此圖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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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選題（每題 4 分，共 24 分，答錯一個選項倒扣 1/5 題分） 

21. 答案 BC 

(A) 范增「數」目項王（鴻門宴）多次／「數」年以後（勸學）幾 

(B) 淡屬「素」敦古處（勸和論）／「素」善留侯 張良（鴻門宴）都表達向來 

(C) 是以「見」放（漁父）被／匹夫「見」辱，拔劍而起。都表達被動之意  

(D) 「若」屬皆且為所虜（鴻門宴）你／「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勸學）至於 

(E)自令放「為」（漁父）用於句末，表示疑問／如今人方「為」刀俎（鴻門宴）像 

22. 答案是 ABE 

題幹所述為「道家」。(C)墨家。語譯：把治理天下當作職分的聖人，不能不考察紛亂

產生的根源。嘗試考察紛亂從何而起，起於人與人不相愛 (D)法家。語譯：聖人治理

人民，考慮的是問題的根本，並不去滿足民眾欲望；只希望給人民帶來實際利益罷

了。所以君主對人民用刑罰時，並不是憎惡人民，反而是出於愛護人民。 

23. 答案 ABC 

24. 答案是 BE 

(A) 意謂不同身分的人，基於不同立場，發言有其不得不然的職責，皆應受到尊重 

(C) 越是智慧的人，越是善於隱藏自己的鋒芒，善於沉默，知道什麼時候該說話，什

麼時候該沉默 (D)「謇諤之臣」負有諫諍之責，若「箝口結舌」，則有愧於雞犬，不

可保持沉默 

25. 答案是 BC 

(A)鴻門宴是項羽鉅鹿之戰獲勝後未攻下咸陽前，與劉邦於鴻門宴會鬥智攻防的過程 

(D) 鄭用錫當時並不是清廷官員 

(E) 荀子〈勸學〉提出「學不可以已」的主張，強調環境對人的影響，闡述學習的態

度貴在有恆與專一 

26. 答案是 AC  

(B)老子之道既深且遠，如龍乘風雲而上天 

第貳部份：混合題（占 16 分） 

27. 答案 D 

(A)「忽聞有聲如雷，自東南來，向西北去。」藉由作者的感官知覺描寫地震前的

「地鳴」現象 

(B)「雞鳴犬吠滿城中」流露牲畜「驚懼」情狀而非牲畜逃難   

(C)「沂水陷穴，廣數畝」指地震產生的地層下陷，而非形成了地面水 

(D)心理刻畫描摹包括：慌亂、驚恐的句子包含「視街上，則男女裸聚，競相告語，

並忘其未衣也」、「相顧失色」、「牆傾屋塌之聲，與兒啼女號，喧如鼎沸」等句  

28. 答案 C 

(A)甲文由「戌刻」可知是地震發生在晚上七點到九點。 

(B)甲文如實描述地震，未表現出士人對民眾安居樂業的殷殷期盼。乙文作者鄭用鑑

認為人的生死交由天命決定，看透一切後才言：「賦罷此行發長歎，功名富貴無心

看。醉中俯仰天地寬，休憂滄海桑田換」的豁達心境，既述災害慘烈，又在悲悽中抒

懷人生觀 

(D)兩文皆採第一人稱觀點，由自身的體驗敘寫事件經過。且甲文描寫地震發生的次

序都是先有「地聲」而後是「大震」，之後尚有「震後」情境描繪，可知是順敘。 

語譯：甲、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發生了大地震。當時，我在稷下做客，正和表

兄李篤之在燈下喝酒。忽然聽見有種像打雷一樣的聲音，從東南方向過來，向西北方

向滾去。大家都很驚駭詫異，不知是什么緣故。不久，只見桌子搖晃起來，酒杯翻

倒；屋梁房柱，發出一片咔咔的斷裂聲。眾人大驚失色，面面相覷。過了好久，才醒

悟過來是地震，急忙沖出屋子。只見外面的樓閣房屋，一會兒斜倒在地上，一會兒又

直立起來；牆倒屋塌的聲音，混合著孩子號哭的聲音，一片鼎沸震耳欲聾。人頭暈得

站不住，只能坐在地上，隨著地面顛簸。河水翻騰出岸邊一丈多遠；雞叫狗吠，全城

大亂。過了一個時辰，才稍微安定下來。再看大街上，男男女女都光著身子聚在一起

爭相講著剛才的事情，都忘了沒穿衣服。後來，聽說這次地震時，某處有口水井井筒

傾斜了，不能再打水；某家樓臺南北掉了個方向；棲霞山裂了道縫；沂水陷下有幾畝

大的地穴。這真是少有的奇異災變啊！ 

 

29. 答案 

詩文 符合／不符合  

（請勾選） 

理由說明 （作答字數：各 20 字以內） 

甲 符合  

□不符合 

地震後水井井筒傾斜了，不能再打水； 

某家樓臺南北掉了個方向； 

棲霞山裂了道縫，可見是強震。 

乙 符合  

□不符合 

天搖地動到房屋傾頹，可見是強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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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原則 

評分原則 給分 

勾選不單獨給分，理由說明額外計分 

勾選 有勾選且與理由扣合 1 分 

1. 未勾選 

2. 有勾選但未說明理由 

3. 有勾選但與理由不能扣合 

0 分 

理由

說明 

能完整說明理由 各 2 分 

說明不完整或部分錯誤 各 1 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 分 

 

30. 答案 

原文文句 寫作手法說明 

例句： 

臺陽疆域二千里，四面翰海中都市。

尋常坤軸忽動搖，屋宇傾頹城郭圮。 

 

例句說明： 

採用「映襯」的技巧，對比台灣疆域之

廣、四面翰海之闊，與地震動搖以致屋頹

城杞，營造意外與無奈的情境。 

乙詩詩句①： 

有聲振撼自東來，驚破夢魂茫側耳。 

 

詩句①說明： 

透過 聽覺摹寫 引出心裡「驚、茫」的

感覺 

乙詩詩句②： 

天翻地轉風力豪，萬竅不約齊呼號。 

詩句②說明： 

以「天翻地轉」、「風豪」、「萬竅呼號」 

誇飾 手法彰顯地震的強度 

甲文文句③： 

牆傾屋塌之聲，與兒啼女號，喧如鼎

沸。 

文句③說明： 

透過比喻的手法，凸顯聲音的嘈雜 

評分原則 

評分原則 給分 

正確寫出寫作手法 2 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