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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特色招生考試詳解  
國文考科 

 
一、單題： 
1. (A)ㄆㄨˋ／ㄅㄠˋ；(B)ㄉㄢ／ㄔㄢˊ；(C)ㄔㄞ／ㄘ；(D)ㄒㄧㄥˇ／ㄒㄧㄥˇ。 
 
2. (A)蒐→颼；(C)濤→滔；(D)貫→慣。 
 
3. (A)僅順序寫出錢塘江兩岸的景色，並無抒情；(B)僅抒發星期一早上對於教書生涯厭倦

的心情，沒有寫景；(C)描述作者對於「門」的種種想法，未描寫任何景色，也無抒情；

(D)前半段寫景，之後轉入春回大地，草木欣欣向榮的景色，使作者興起「我似乎也該收

拾心緒，重新邁開腳步」之感，兼具有寫景及抒情，故答案選(D)。 
 

4. 首先，第一處空格，依據「有時候戴著謙虛 有時候戴著愉悅」一句，可知此樣物品必

須要用「戴」的動作，故可刪去(C)選項的「鏡子」，以及(D)選項的「禮服」；其次，第

二處空格，依據空格前的「深植」一詞可知，是在表現深埋入的感覺，此處用「骨髓」

為佳，故答案選(A)。 
 

5. (A)「馬首是瞻」意指毫無主見而跟隨他人的意見或指揮，此處指同學們以大成的意見為

跟隨的目標，使用合宜；(B)「馬革裹屍」意指死於沙場後，用馬皮包裹屍體，比喻在沙

場上英勇作戰，使用合宜；(C)「馬不停蹄」形容忙碌不休的情況，不適合用來形容接連

不斷地四處碰壁的窘態；(D)「馬齒徒長」意謂年齡徒然增長而毫無建樹，使用合宜，故

答案選(C)。 
 
6. (A)由詩末「一屋一屋」形容盛大綻放的荷花，可知詩中的「樓房」指的也並非真正的樓

房建築，而是形容荷葉與荷花高高低低的生長樣態，其他各種名詞和量詞的轉換，旨在

表達地貌改變的狀態；(B)詩中並無提及與建築高樓相關之事，也無傳達任何「艱辛」的

意涵；(C)此詩在表現荷花生長的環境和狀態，與都市化無關；(D)本詩並無傳達任何「感

慨」之意。 
 
7. 亞特克律師的話，意在說明一個人的良知乃是忠於一己的良心，而非隨波逐流，以大眾

的意見為意見，故答案選(D)。 
 
8. 根據「靠一隻鼻子找到一張臉，憑一根腳趾找到一條腿的」一句，「鼻子」是「臉」的一

部分，彼此具有主從關係，「腳趾」與「腿」的關係亦然，並不是毫無脈絡可尋，我們可

以從鼻子、腳趾逐漸摸索出臉和腿的輪廓。因此一首詩的產生，並不是一開始就完整地

出現在詩人的筆下，而是靠著零星的想法逐漸發展而成，故答案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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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題幹引文的意涵，旨在說明交朋友以心胸豁達者為上，這類人可以糾正我們的缺失，其

次以博學者為佳，這類人亦對我們有所助益。(A)說明君子與小人在交友選擇上的差異，

與題幹引文要旨無關；(B)說明能規勸自己過錯的就是好朋友，與題幹引文相關；(C)說
明交友要選擇「友直」、「友諒」「友多聞」者，來輔佐自己，建立合宜之思，與題幹引文

相關；(D)說明人不可沒有益友來扶助、保護自己，與題幹引文相關，故答案選(A)。 
 
10. (B)題幹引文中對「黑夜」並無多加著墨，黑夜並非使作者內心平靜的主要因素；(C)引

文中主要描述日落變化，而非山嵐美景；(D)引文中並無提及要「以莊嚴的態度面對」。 
 
11. (A)原來是／超越；(B)相當「於」字，到、至的意思；(C)竟然／是；(D)憑藉／違背。 
 
12. (A)讚許藺相如對外的氣勢可以壓倒敵國，對內又能對廉頗表現謙讓的態度；(B)慨嘆假

使韓信能不誇耀自己的功勞與才能就好了，換句話說，即指出韓信的缺點在於不懂得謙

讓，此句並無讚許之意；(C)讚許李廣忠誠厚道，天下對他的死亡都感到悲傷，能讓士大

夫信任他；(D)讚許曹參在朝任官時，讓百姓休養生息，故答案選(B)。 
 
13. 題幹引文意謂，有些事是愈急著想弄明白，就愈不明白，反倒是慢慢來，也許就弄明白

了；有些人是不聽指揮的，反而是放著不管，也許自己就想通了，切勿操之過急，否則

反而會收到反效果。(A)此句意在告誡人們做事應嚴謹、不能怠慢；(B)此句意在說明人

應嚴格要求自己，對別人寬容以待；(C)此句說明，人若是僅要求別人，自己卻不盡到責

任，則必定無法領導別人；(D)此句意在說明，若是急著想完成某事卻無法收到功效時，

倒不如順其自然，意旨與題幹引文最為接近，故答案選(D)。 
 
14. 「鏡破留餘光，蘭死留餘香」說明鏡子即使破掉了也仍能反射光線，蘭花死了還是會留

下殘餘的香氣，比喻好名聲會流傳後世。(A)賢明的人無論逝去多久，歷史也仍然永遠會

保留他的事跡，與題幹引文最為接近；(B)幾乎所有的植物都會在冬天枯萎，只有桂花仍

然芬芳；(C)桃李於秋天結果時，可以看到長春花（日日春）開花，夏天梧桐花開時，也

一樣可以看到長春花開花；(D)凌雲木在長得足夠高到「凌雲」以前，沒有人能認出它是

凌雲木，故答案選(A)。 
 
15. (B)「令兄」是用以尊稱對方的哥哥，應改為「家兄」；(C)無「舍姊」此一稱呼，應改為

「家姊」；(D)「小女子」是女性用以自稱的自謙之詞，而非用來稱呼自己的家人，應改

為「小女」，故答案選(A)。 
 
◎第 16 題翻譯： 
  宋太祖的姐姐魏國長公主穿著有翠羽裝飾的華服進入皇宮。宋太祖說：「妳應當把這件華

服交給我，以後不要再穿這樣的衣服。」長公主笑著說：「這些翠鳥羽毛值多少錢？」宋太祖

說：「只是怕後宮與皇親貴戚仿效，平民百姓為了獲利而想辦法製作這樣的衣服，會有愈來愈

多的生命被傷害，這就是妳可能會引起的後果。」（《楊文公談苑‧太祖不許公主服翠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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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根據題幹，宋太祖希望長公主不要再穿以翠鳥羽毛裝飾的華麗衣服，是擔心造成不良風

氣，引發後宮與皇族仿效，故答案選(B)。 
 
◎第 17 題翻譯： 
  修身是一輩子的功課。「遽伯玉二十歲的時候，已經察覺到以前的過失而通通將之改正

了。到二十一歲的時候，才知道之前並未完全將過失改正；到了二十二歲，回頭審視二十一

歲，還像是在夢中一樣。一年一年的過去了，他也逐年修正前年的過失，直到五十歲，才又

發覺前面這四十九年所犯的過失。」所以，即使不斷反省，我們的行為都還有改正的空間。（袁

了凡《了凡四訓》） 
 
17. 根據引文，可知遽伯玉雖時時審視自己有無過失，並盡快改正，但隨著歲數增長，都能

發覺其他以往未發覺的過失，可見人即使不斷經過反省、改過，也仍然還會有進步的空

間，而不可能完善，故答案選(C)。 
 
18. (A)應將「沒有」改成「有」；(B)前半句寫「人生不要往回看」，後半句卻又說明「昔日

的經驗」對人有所助益，前後文意矛盾；(C)前半句寫國中三年的時光過得很快，「轉眼

成煙」，後半句卻又寫「感覺離畢業之日『遙遙無期』」，前後文意矛盾。 
 
19. 題幹引文中的「不乖」，並無道德意涵，並非一般所指的負面意義，而是指「『思考』、『懷

疑』既有的價值」，亦即懂得獨立思考，不隨波逐流、不盲從，經由自我省思，才能獲得

真正的智慧，故答案選(D)。 
 
◎第 20 題翻譯： 
  我們在渭城的邊界附近喝酒送別，在酒店喝醉而未眠。許多樹上開滿了梨花，一大片花

海看起來就像冬天在樹上積了一大片雪，千萬條的楊柳葉有如縷縷青煙。送別時，倒盡了壺

中的美酒，臨別時，贈你策馬的長鞭。估算等你到了潁地，新月也該變圓了。（李白〈送別〉） 
 
20. (C)應為用雪喻梨花，用煙喻楊葉。 
 
21. (A)汝窯所出產的器物多會吸收其他種材質器物的造型，而非出自工匠原創；(C)關於汝

窯的最早紀錄，出自於徐兢所寫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而非高麗史籍；(D)文中提及

高麗青瓷會模仿汝窯製作，高麗青瓷與汝窯並非指稱同一物。 
 

22. (B)美國橙並非只是好看，它「豐香多汁」，只是作者不喜歡它的滋味單調，故並無比喻

人虛有其表之意；(C)作者對香港人不吃柳丁表示遺憾，但文中實無提及香港有無出產柳

丁；(D)文中並無提及柑橘有何種「表裡如一」的特質，故無此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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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寫日記的目的在於自我怡悅，而非與人交換情意；(B)文中並無提及「持文贈君」是

否為向人表達情意的最佳方式；(C)文中說明，語言或文字「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交換情意

的工具」，只有少數狀況是自我怡悅，故可推知多數人運用語言或文字的主要目的是要交

換情意，而非自我怡悅；(D)文中並無提及與引用詩詞相關的問題。 
 
24. 根據題幹的提示，應根據對聯的格律來判斷上下聯的組合順序。首先，從各句的平仄分

析，「春來詩思杜陵多」為「－－－－｜－－」，「尋春再睹梅花色」為「－－｜｜－－｜」，

「歲晚酒香彭澤醉」為「｜｜｜－－－｜」，「頌歲先聞爆竹聲」為「｜｜－－｜－－」。

接著，對聯的上聯末字須為仄聲，下聯末字須為平聲，則可刪去(A)(B)(D)，故答案選(C)。 
 

25. (A)人生如戲，但在別人的戲中，其角色的輕重是由別人決定的，而非大家共同決定；(B)
文中並無表達鏡頭多寡和認真扮演的關係；(C)文中並無提及此一概念；(D)你可以在自

己的電影擔任主角，及決定別人的角色，而在別人的電影中，你的角色是由別人決定，

不可強求，因此在人生的戲劇中，應該要明白自己在每部戲中（包括自己的電影和參與

他人的電影）所擔任的角色，故答案選(D)。 
 
◎第 26 題翻譯： 
  唐 宋以來有作〈桃源行〉詩的，以王維、韓愈、王安石所作的三篇最廣為傳誦。看韓愈、

王安石所作的詩，氣勢、意境都很好。但一讀到王維的詩，便覺它何其恣縱適意！相較之下，

韓愈、王安石二人就像是使盡全力勉強拉開強弓，不免顯現出面紅耳赤、極其辛苦而疲累的

樣子，這就是盛唐詩最讓人無法亟之處。（王士禎《池北偶談》） 
 
26. (D)文中所說的「面赤耳熱」，是形容韓愈、王安石的詩有如勉強拉弓，而無王維那樣自

在恣意的意境，且文中亦無提及論者如何爭論唐 宋〈桃源行〉的優劣。 
 
◎第 27 題翻譯： 
  梅堯臣以詩聞名，但三十年都無法進入崇文院三館擔任掌管文書的官職。晚年參與纂修

《唐書》的工作，纂修完成後卻來不及呈獻朝廷就死了，士大夫們沒有不為他感到惋惜的。

他當初奉命纂修《唐書》，對妻子說：「我編修這本書，可以說是猴子進入布袋了。」他的妻

子回答：「你在朝為官，和鲇魚上了竹竿有什麼不同呢！」聽說過這件事的人，都認為他的妻

子回答得妙極了。（歐陽脩《歸田錄》） 

 
27. 根據引文中的陳述，梅堯臣三十年都未任官職，卻忽然奉命參與纂修史書的工作。「猢猴

入布袋」意謂原本無拘無束的猴子，現在進入布袋中不能自由行動，梅堯臣以此自比，

說明自己原本逍遙自在，現在卻因受命朝廷而被拘束，故答案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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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組： 
28. 根據短文所述，作者有一天忽然明白：「我喜歡的，也無非是那一種火燎原般奉獻式的花

朵盛放，以及在拚盡生命之力後，花朵兒飄然委地的心甘情願，無聲無息。」說明作者

認為花真正的美麗，在於綻放時拚盡全力地綻放，凋零時則心甘情願、無怨無悔。相較

於文章後段所述，「而人，往往是既不捨得奉獻，又不肯心甘情願，無聲無息」，斤斤計

較於功名利祿，可見作者旨在強調花朵無私奉獻的精神，故答案選(C)。 
 
29. 作者在文中藉由花朵的綻放與人們處世的態度，對比出花朵無私奉獻的精神，並批評「較

諸春日的花，人那裡稱得上是有靈的美麗東西？」認為人缺少花朵無私精神，應當學習

這樣的態度，做事盡心盡力，不必計較名祿功業，故答案選(B)。 
 
30. 根據引文所述：「把生命的結構分成若干層級來思考是挺不錯的辦法，……較高的層級

總是包含了所有在它之下的層級，就像上圖中的俄羅斯娃娃那樣一個套一個。」故此圖

顯然為生命結構中，較高層級與較低層級之間的關係示意圖，故答案選(B)。 
 
31. 「化約主義」是藉由局部來推知整體的方法，引文中藉由「想知道解汽車是如何運作的」

此一問題，帶出必須先了解汽缸、火星塞、化油器是什麼東西，再進一步探究它們彼此

如何交互作用，構成推進汽車行進的動力，故答案選(C)。 
 
32. 引文中先介紹「化約主義」這種研究方法，並在前六章中依序介紹生物學相關知識，第

七章從時間和空間說明生物「為什麼」這樣的演化原因，最後希望讀者能跟生物學家一

樣，保持相同視角，由此可知本文的寫作目的在介紹《觀念生物學》這本書的概要內容；

(B)文中認為每位科學家都需要具備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的能力，並無比較二者優劣之

意，且非本文寫作目的；(C)文中乃借由俄羅斯娃娃圖說明生命結構的層級關係，而非說

明生化學、生物學、博物學的異同，且非本文寫作目的；(D)文中並無從空間與時間的角

度說明化約主義對現代科學有何影響，且非本文寫作目的，故答案選(A)。 
 
33. 引文主旨在於透過遊客好心幫助小海龜，卻不意反而為牠們帶來禍害的事例，說明嚮導

所指的「大自然的法則」，並非人們可恣意介入干涉的，人應懷著謙卑的態度尊重大自然，

故答案選(D)。 
 
34. (B)嚮導要眾人安靜地旁觀，是因為大自然自有其運行的法則，不容人們隨意插手；(C)

嚮導不情願地將小海龜取出，是因為禁受不住眾人的要求；(D)這群人之所以趨於安靜，

是因為意識到自己害了小海龜。 



103 特招 國文考科 

 

6

◎第 35～36 題翻譯： 
  明朝 萬曆時，詹懋舉在潁州擔任太守，有次家中請木工來修繕時，他正好在彈琴，木工

就站在外面，抬頭探看、用手指比畫，像是在評論好壞。詹懋舉便把木工叫來問說：「你很擅

長彈琴嗎？」木工說：「是。」詹懋舉讓他彈琴，木工就彈了一次詹懋舉剛剛彈奏的曲子，彈

得不錯。詹懋舉很吃驚，問他是怎麼學來的。木工說：「我住在西邊的城牆外，曾經看過一位

老人背著木柴進城，擔頭上總是掛著一個裝琴的袋子，所以我請求看看那把琴，聽他彈奏，

心裡覺得很好、很動聽，就向他學琴。」詹懋舉給他金錢，木工不願意收，說道：「我，只是

個木工而已，只接受木工的酬勞。」又說：「您的琴都是不好的琴，我有一把琴，就是那位老

人送的，現在將它獻給您。」這把琴果然是好琴。於是詹懋舉跟著木工學琴，當時沒有一位

琴師能比得上他。（王士禎《池北偶談‧工人善琴》） 

 
35. (A)「前倨後恭」比喻待人勢利，態度轉變迅速，而木工並無以此種態度對待詹懋舉；(B)

木工並無主動獻藝，而是應詹懋舉要求；(C)木工並無自慚形穢，大方表現，應對自然；

(D)詹懋舉虛心請教，木工也頃囊相授，並未恃才傲物，故答案選(D)。 
 
36. (A)詹懋舉的琴藝並不比木工好，木工並非受詹懋舉琴藝所吸引；(C)老人並無教導詹懋

舉學琴；(D)贈琴給詹懋舉的是木工，而非老人。 
 
◎第 37～38 題翻譯： 
  季文子擔任魯宣公和魯成公的國相時，他的妾不穿絲帛，他的馬不吃好的穀物。 

  仲孫它勸諫說：「您是魯國的上卿，擔任兩朝國君的國相，小妾不穿絲帛，馬匹不吃精料，

人們恐怕會以為您吝嗇，而且也使國家有失體面！」季文子說：「我也願意過得體面一些。但

我看國中百姓，許多人的父兄都吃粗糙的食物，穿不好的衣服，所以我不敢。別人的父兄吃

穿粗劣，而我卻讓小妾和馬過好日子，這是輔佐國君的人該做的嗎？再說，我只知道好的品

德可以為國增光，沒聽說過可以靠小妾和馬匹來使國家體面。」 

  季文子把這件事告訴孟獻子（仲孫它的父親），孟獻子遂將仲孫它囚禁了七天。從此以後，

仲孫它的小妾穿的是不好的布，馬糧只提供雜草。季文子聽說了，就說：「有過失而能改正，

這是人上人啊。」於是推薦仲孫它做上大夫。（《國語‧魯語》） 

 
37. (D)根據季文子說明，自己因見百姓過的是吃穿粗劣的生活，所以不敢太優待自己的小妾

和馬匹，意即要體察百姓的艱苦，感受人民的困苦。 
 
38. (A)季文子並非因私怨而告狀，也未被孟獻子囚禁，被囚禁的是仲孫它；(B)知過能改的

是仲孫它，非季文子；(D)仲孫它並非奉孟獻子之命，而是自己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