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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學科能力測驗詳解  

國文考科 
 

一、單選題： 

1. (A)ㄐㄩ／ㄓㄨㄟ；(B)ㄊㄧㄠˊ／ㄧㄠˊ；(C)ㄔㄡˊ／ㄊㄧˋ；(D)均音ㄘㄨˊ。 

 

2. (B)震「憾」人心→震「撼」人心；(C)「淺」移默化→「潛」移默化；(D)再接再「勵」

→再接再「厲」。 

 

◎第 3 題翻譯： 

秦朝政治混亂的時候，陳涉首先發難反秦，一時英雄豪傑蜂擁而起，互相爭奪天下的人

多得數不清。但是項羽並沒有一尺一寸的封地（權位）可以依靠，乘勢奮起於民間，花三年

的時間，就能夠率領五國諸侯一舉滅秦，分割秦朝天下，自行封賞王侯，政令都由項羽自己

頒布，自號爲霸王。（《史記‧項羽本紀》） 

 

3. 由「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之「蜂起」可知數量眾多，故下接「丙、相與

並爭，不可勝數」；而「乙」選項之「政由羽出」可與末句之「號為霸王」組為因果句，

故答案選(C)。 

 

4. (A)總需求量最大的為航空業；(B)此表為「人才供需調查」，並非「求職者調查」，故無

法從資料中看出應徵者工作經驗；(D)無法從資料中看出科系與年資之對應關係。 

 

◎第 5 題翻譯： 

鄭板橋還是秀才的時候，曾經三度拜訪邗江，兜售他的書法與字畫，但卻沒有人賞識他

的作品，十分的落魄可憐。後來他在鄉試中舉，又中進士，因此聲名大噪。他又再次拜訪邗

江，爭相購買鄭板橋先生作品的人，常常擠滿門外。自此他的書畫如珍寶，不出高價，就買

不到。沈凡民先生代為鐫刻小印文，上面寫著「二十年前舊板橋」，為記錄他的憤發。（宣鼎

〈雅賺〉） 

 

5. 引文中，鄭板橋從前拜訪邗江，書法字畫皆無人問津，聲名大噪後爭著買他作品的人卻

塞滿門外，可判斷世人在意的只有名聲，故答案選(A)。 

 

◎第 6 題翻譯： 

甲、楊修是曹操的主簿，當時在建造相國府的大門，才剛開始做屋椽，曹操親自去察看，之

後叫人在門口寫了一個「活」字就走了。楊修看見，就叫人把門拆了。拆完之後說：「門

中間有一個『活』就是『闊』字。這正是魏王嫌門太大了。」（《世說新語‧捷悟》） 

乙、梁國的蕭琛在宮廷的酒筵上喝醉了，趴在桌上，梁武帝用紅棗丟他，於是蕭琛也用栗子

丟梁武帝，正中他的臉。梁武帝生氣了，蕭琛就說：「陛下您給予臣赤誠的一顆心，臣哪

敢不用戰戰慄慄的心情來報答陛下呢。」梁武帝聽了心情十分喜悅。（《續世說‧捷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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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楊修透過文字部件的組合方式，察覺的是曹操嫌門太大；(C)乙文中梁武帝並未有任

何言行暗示；(D)楊修善於揣摩上意，蕭琛則是急中生智，故答案選(B)。 

 

◎第 7 題翻譯： 

過去我討論畫理，認為人、鳥、宮室、器物都有固定的形態。至於山、石、竹、木、水

波、煙、雲，雖然沒有固定的形態但有神韻。若形態失準，一般人就可以發覺，但失其神韻，

就算是深諳畫理之人也難以知悉。所以那些依靠畫來欺世盜名者，絕對是製作些沒有固定形

態的東西。一般而言，形態失準，僅止於表面，並不能批評整張畫都失誤，但失其神韻，整

張畫就毀了。因為描繪的事物沒有固定形態，在神韻上才必須更加注意。現在的畫工，都有

準確畫形的能力，至於神韻，沒有才華的人是無法辨析的。（蘇軾〈淨因院畫記〉） 

 

7. 根據引文內「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可判斷高逸

者可辨析畫的神韻，但文內並沒有提到高逸者是否常畫山石竹木或水波煙雲，故答案選

(D)。 

 

8. 題幹中「馬勒教導我們，不一定要貝多芬的邏輯和意義，生活可以每一段都很愉快，不

一定死要逗成一整塊。」可判斷此為作者從馬勒的音樂中學習到的道理，與(A)無須求全

的道理較相符，故答案選(A)。 

 

9. 題幹提到當同性質的量大到一定程度，就會從量變到質變，從「類型開展」起步最終將

可躍升至「領域占有」，故答案選(D)。 

 

10. 同性質商品的商家被集中至一處，累積足夠的量便可打造成文化園區，此即為量變到質

變的概念，故答案選(B)。 

 

11. 根據引文，「陳樹菊」被命名之日期為西元 2018 年 9 月 5 日，而臺灣首顆以人名命名並

經核可的小行星應是西元 2008 年被命名的「吳大猷」，故答案選(D)。 

 

12. (A)引文提到「一顆小行星被發現且確認後，會獲得一個臨時編號：發現年分加上英文字

母」，而非發現順序；(B)引文提到「當小行星的運行軌道參數被精確測定後，便會獲得

正式命名：永久編號加上名字。永久編號，是以小行星發現的順序編號」，而非年分加英

文字母；(C)引文並未提及，故答案選(D)。 

 

◎第 13 題乙文翻譯： 

我寫了這篇記，過了五年，我的妻子嫁過來我家。她常到閣子裡，向我問古時候的事，

或在小桌上學寫字。她回娘家去，回來時轉述那些小妹妹們的話，說：「聽說姐姐家裡有閣子，

可是什麼叫做閣子呀？」六年後，我的妻子過世，閣子壞了，沒修理。又隔了兩年，我在床

上臥病很長一段時間，感到無聊極了，就叫人再修補這間南閣子，修補後的樣子和從前稍有

不同。但是從此以後，我長時間在外，不常回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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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裡有棵枇杷樹，是我的妻子死的那一年，她親手栽種的，現在已經長得高大挺拔像

一把傘了。（歸有光〈項脊軒志〉） 

 

13. (A)甲、乙二文並未提到回故居暫住；(B)甲文中之對話為作者父母之間的對話，而非作

者昔日在故居中與其父母之對話；(D)甲文未指明同住期間，六十二年為「擁有」故居的

期間，乙文中之五年為作者「寫此記後五年，其妻嫁來作者家」，所以實際和其妻子同住

只有六年。 

  

14. (A)象徵的應為父母的愛；(C)甲文中並未提及植樹；(D)兩份資料皆透過「樹在人去」表

達思念之情，而非對生死的領悟。 

 

◎第 15 題翻譯： 

文人雅士和有才之人，多半喜歡談論旅遊的事情。旅遊的事情不容易言說，……不夠有

深度的旅遊無法新奇，簡便的旅遊無法暢快盡情，和群眾同遊，時間無法持久，如果無法將

物象置之度外，拋棄一切俗事，而獨自任意旅遊，則雖然說是旅遊卻不算旅遊了。我觀覽過

往的名人遊記，然後親自去體驗他們眼睛所看到的，知道他們都用「吃鍋子裡的一塊肉，就

好像能知道這鍋的滋味」這種不完整的方式在旅遊，像是只路過庭院門口，卻鮮少看見過門

內深處。霞客在中原地區的旅遊經驗並沒有比其他人厲害；他的絕妙與不凡之處在於閩、粵、

楚、蜀、滇、黔一帶，以及蠻夷所處的荒遠區域，他都一再地來回遊歷。霞客不走官方開闢

的道路，但凡有著名的古蹟或風景優美的地方，他就來回環繞地去尋找；霞客會先詳細審察

山脈之間的山路走向，水流的分支與連結的的情況，了解大致狀況後，便逐一地在山丘與山

谷之間詳細遊覽每個細節。他登山不必走道路，即使是叢生的草木或繁密的竹林，沒有穿越

不過去的。……遊記按照日期先後的順序來編輯撰寫，直接了當地敘述其情意與景象，不曾

刻意地去修飾文字。……所以我對於霞客的遊記，佩服的地方不在於他旅遊範圍多麼廣闊與

遼遠，而在於他對旅遊途中一切的記錄是多麼精細與詳盡；在霞客的書中，沒有太多廣大深

遠的論說，而比較多的是真切寫實的敘述。……霞客為什麼這麼做？只有不為什麼目的而去

做事，才能志向專一；志向專一，才能獨自行事；獨自行事，才能任意往來，沒有什麼地方

是到不了的。猜測應是造物者不希望山水之間的奇異與奧妙長久以來都無法發揚，因此才讓

徐霞客這類的人出現，來揭露它們吧？（潘耒〈徐霞客遊記序〉） 

 

15. (D)引文內提到「記文排日編次，直敘情景，未嘗刻畫為文。」可判斷徐霞客寫遊記直述

其情感與景象，並未刻意修飾文字，故答案應選(D)。 

  

16. 不從官方開闢的道路行走、登山不必有道路，可判斷路線皆不平坦且不易行走，(C)的道

路須「砍伐叢生的雜草」與「焚燒茂密的茅草」，直到山頂才停止，可見道路艱難。(A)

道路依著山勢迴轉；(B)描述重點在人而非路；(D)只說明此地環境清幽，十分愜意，看

不出道路險阻之處。 

 

17. 「專攻高端背包客，不走常規景點」和引文中「百蠻荒徼之區，皆往返再四」、「其行不

從官道」、「登不必有徑」相符合；「壯遊千里探祕勝」和「但有名勝，輒迂迴屈曲以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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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合，故答案選(D)。(A)文內並未提及徐霞客是否有人際交流的部分；(B)文內提及「其

行不從官道」與「沿縣道公路深入風景勝地」相違背；(C)文內說明徐霞客行旅之地多為

山水、古蹟、風景、荒遠區域以及閩、粵、楚、蜀、滇、黔一帶，並未特別提及有田園

風光。 

 

18. 題幹引文內有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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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答案應選(B)。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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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判斷玉米傳入西班牙應早於法國；(C)

成為主食為西元 17 世紀後期；(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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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出口仍以小

麥為主。 

 

19. 題幹引文內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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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判斷答案應選(A)。 

 

20. 甲、玉米及馬鈴薯皆產於美洲，引文內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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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知引入歐洲很長一段時間後，才被

廣為接受，故甲推論正確；乙、根據引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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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判斷在此之前，

美洲的印地安人已有栽種此類作物，故乙推論錯誤，應選(B)。 

 

21. 題幹引文內第一段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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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一個生長季就能提供大量碳水化合物和脂肪。」而在＿＿＿＿之前文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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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判斷當地窮困農民所擁有之土地不多的情況下，應選擇單位產量較高之作

物種植，故答案應選(B)。 

 

22. 由引文第一段內容可判斷，在科學研究上，對於前輩大師已從「人與人」的關係變為「人

與物」的關係。對於拉瓦謝，我們只要知道他獲得氧的成果，至於拉瓦謝的一切資訊都

跟氧氣無關，故答案應選(C)。(A)會疏離是因為科學工作者一般都只在意前輩大師的貢

獻與成就，而非他本人；(B)搞錯方向是因為科學研究方向應為前輩大師的貢獻與成就，

而非其人生；(D)是因對於《紅樓夢》這部作品感動，才會進而想了解其作者，而非指此

書核心即在於作者。 

 

23. (A)本文未提及尊重問題，只說明通常科學工作者研究方向不在於前輩大師本身；(B)此

並非科學工作者的追求，而是在於研究方向上通常「物」重於「人」；(C)文內並未提及

文學藝術工作者對於創造物是否有客觀考證，故答案應選(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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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作者所期待的「相對論之旅」的重點為所代表的「人味和精神」，可知理念應為「創造者

的生平之旅」，以此理念判斷，較符合「與人相關」的選項為乙丙戊己，故答案選(B)。

甲、丁屬於瓦特在科學上的貢獻，與作者理念不合。 

 

25. 既然「心境」比「物境」重要，則屬於道具的「梅樹」自然不一定非要出現，故甲推論

正確；而為表達情感，依然需要演員的唱作念打以呈現「意境」，故答案選(C)。 

 

26. 中國戲曲意境比實境重要，因此若由年紀較長的演員扮演年輕的角色，可透過演員的生

命歷程使表演更有層次，故答案選(A)。(B)(C)(D)題幹引文內皆未提及。 

 

27. 題幹末段提及「看她們的表演讓人覺得驚心動魄，不是因為歲月不饒人，而是深深感念

那藏在女人身體中的女孩，從來不曾死去。在《牡丹亭》中生而復死、死而復生的，不

僅只是愛情，更是青春。」可判斷答案應選(A)。(B)並非讓觀眾去延續杜麗娘的青春，

而是透過老演員將青春呈現，突破年齡的數字，使觀眾亦感受青春並未消逝；(C)題幹並

未提及開拓新觀眾群，且開拓新觀眾群與「我們都是青少年」無關；(D)觀眾與演員皆曾

有過青春情懷，透過演員的呈現將其尋回到眾人身上。 

 

28. 文內提及李宗盛「1986 年的個人專輯《生命中的精靈》，是華語樂壇少見的『內省』之

作，深深挖掘生命內在的惶惑與悲歡，坦誠真摯。」並非羅大佑，且並未言及羅大佑有

「把整個時代挑在肩上」，故(C)選項不恰當。 

 

29. (A)僅符合文內李宗盛的部分，羅大佑的歌詞是否也有相同特性並未提及；(C)引文內形

容羅大佑「一洗『校園民歌』的學生腔、文藝腔，展示著一個深沉抑鬱的『大人世界』」，

與選項內敘述相矛盾；(D)文中並未提及李宗盛「將邏輯辯證融入詩化的語言中」，故答

案選(B)。 

 

30. (A)「黃色的臉孔」、「黑色的眼珠」、「東方」皆代表中華文化的象徵，「紅色的汙泥」、「白

色的恐懼」、「西風」象徵共產主義、白色恐怖、西方文化的衝擊等等。 

 

◎第 31-32 題翻譯： 

越巫自誇擅長驅鬼，若是有人生病，便築壇場，吹角（動物頭角所製）搖鈴，跳躍飛舞，

大吼大叫，跳起胡旋舞以此驅鬼治病。如果病人恰好痊癒，他就會向病人要求酒菜，並收取

報酬；如果病人死去，則推托責任，從不承認是自己的法術荒唐虛妄。越巫常常向別人炫耀

說：「我擅長驅鬼，沒有鬼是我的對手。」當地的不良少年，厭惡越巫荒謬的行為，趁越巫

晚上回家途中，五、六人埋伏在路旁樹上，每個人相距一里，等越巫經過就投擲砂石攻擊越

巫。越巫以為真的有鬼，立刻吹起角，邊吹邊跑，心中非常害怕，頭昏眼花，完全失去了方

向感。逃跑了一陣子，才平靜下來，發現樹上又開始落下砂石，他又繼續吹角；但已經不成

音調，便飛也似的逃離現場。再往前跑了一段，依然相當恐懼，已被嚇得雙手發軟、氣虛萎

頓而無法吹角，就連角都掉到地上；搖鈴，鈴也掉到地上，只能邊叫邊逃跑。逃跑中越巫聽

見自己的腳步聲和周遭的環境聲，都以為是鬼叫聲，淒慘的到處求救。半夜回到家中，大哭



108 年學測 國文考科 

 

6

敲門，妻子問他發生什麼事情了，越巫連舌頭都在打顫，說不出話來，只能指著床上說：「快

扶我到床上去，我遇到鬼，今天就要死了！」才攙扶到床邊，就因為膽裂而亡，皮膚發藍。

越巫一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遇上的根本不是鬼。（方孝孺〈越巫〉） 

 

31. 按文中所述，越巫為裝神弄鬼，並無靈力，故(A)「仗恃靈力，脅制鄉里」為非；文章中

中邪者並非越巫，故(B)「惡行易改，心魔難除」不可；越巫沒有召喚鬼神之能，故(C)

「設壇召魅，作法自斃」錯誤；越巫最終死於疑神疑鬼，(D)「無知自是，誤人害己」正

確，故選。 

 

32. (A)少年計畫沿途戲弄越巫，並不畏懼；(B)越巫並無法力；(D)越巫因恐懼而將所有聲音

物化為鬼的聲音，但並無鬼魂追蹤，故答案選(C)。 

 

◎第 33-34 題翻譯： 

上蔡先生（謝良佐）說：「能看透名、利兩關，不過是略有小成。而今日做官的卻都不

足稱，只是些會複誦的鸚鵡罷了。」朱熹說：「現在的秀才，教他廉，卻只會複述廉；教他

義，就只會複述義。等到實行起來，只是做些不廉不義的事。」這就是只會複誦的鸚鵡。下

位者只學習口號，上位者用口號來治理國家，這就是世道日益衰敗的原因。有些人看到這種

鸚鵡，居然說牠是鳳凰、鸑鷟（越卓），就怕牠們所住的園林不夠華美，這不是很奇怪嗎！

（羅大經〈能言鸚鵡〉） 

 

33. (B)「模仿剽竊，寡廉鮮恥」與(C)「蔽於表象，不辨虛實不務踐履」相當類似，但文章

中的鸚鵡學舌並非指人剽竊，而是指上位者以空泛的理念治國，而身為人臣者不知思考，

只亦步亦趨地跟從上位者，故答案選(C)。(A)(D)文中均未提及。 

 

34. (A)語譯：君子說話謹慎，做事勤快；(B)語譯：少亂說話可以杜絕他人的忌恨，少在衝

動下做決定則可以避免出醜；(C)語譯：一個人的言行舉止，是君子立身之本，是榮辱的

關鍵；(D)君主應當以功用為目的來聽取臣下言論，觀察其行為，若非以實際功用為目的，

言論雖然精確，行為雖然嚴謹，也是胡說之語。文中諷刺只懂空談，不懂思考而無實際

作為的人，故答案選(A)。 

 

二、多選題： 

35. (A)離開、遠離；(B)製作、製成／助詞，表示疑問；(C)叩拜／詢問；(D)端正地／危險；

(E)供養，故答案選(A)(E)。 

 

36. (A)窮形盡相：原指描寫刻畫細緻生動，今指人醜態畢露。此處應用「窮鄉僻壤」較為恰

當；(B)諱莫如深：原指隱瞞國家重大的醜聞或祕密，後多用於比喻把事情隱瞞得十分嚴

密，不輕易流出；(C)差強人意：大體上勉強使人滿意。此處應用「慘不忍睹」較為恰當；

(D)耿耿於懷：某事長存心頭，難以忘懷；(E)慘澹經營：多用以形容開創事業時的艱苦，

故選(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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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A)翻譯：天地一向有愛好生靈的美德，人心沒有不轉變的時候。此二句關係平行；(B)

翻譯：這五個人，即使不是秦國人，但秦繆公卻依然任用他們。此二句關係與題幹相同；

(C)翻譯：松樹和柏樹在歲末寒冬之際也不會凋零，報曉的雞鳴聲即使在狂風暴雨之際也

不會停止。此二句關係平行；(D)翻譯：我連橫並不聰敏，卻曾經明白地告訴神靈，我發

誓要撰寫《臺灣通史》，戰戰兢兢，不敢自我懈怠。此二句關係與題幹相同；(E)翻譯：

從前朱鮪殺了漢光武帝的兄長，漢光武帝並不因此而懷疑他，仍然真心地招他歸降。張

繡曾殺了曹操的兒子，而曹操並不記恨，對待再次投降的張繡，仍如同舊日。此二句關

係與題幹相同，故答案選(B)(D)(E)。 

 

◎第 38 題翻譯： 

甲、田登為州官，忌諱別人直呼他的名字，犯此規矩者，必然會使他大怒，官吏與兵卒們大

多因此而受到捶打與鞭刑。於是全州的人都把「燈」稱為「火」。直到了上元節放燈時，

官方允許人民在州內遊玩觀賞，官吏就寫了公告貼在市集內：「本州依照慣例，放火三天。」 

乙、現今的人都稱下賤的男人為「漢子」，大概是在五胡亂華的時候開始的。北齊時的漢人魏

愷從散騎常侍被升遷為青州長史，魏愷堅決地推辭這個官位。北齊 文宣帝很生氣，他說：

「這漢子是什麼東西，給他官位還不接受！」這就是「漢子」這名詞由來的證明。天下

承平的時候，有位皇族名為「宗漢」，他討厭別人觸犯他的名諱，就將「漢子」稱為「兵

士」，全宮的人都是這樣做。他的妻子供奉羅漢，孩子被教授學習漢書，宮裡的人說：「今

日夫人召見僧人供奉十八大阿羅兵士，請太保教孩子學習兵士書。」大家都感到好笑，

並將這件事傳為笑話。 

 

38. (D)根據引文，州民、宮人會照著做，應是因為害怕觸犯名諱會受到處罰而不得不為之，

並不一定每個人心裡都認同，故選(A)(B)(C)(E)。 

 

◎第 39 題翻譯： 

甲、六朝的皇城一代比一代豪華富麗，陳後主所建造的結綺、臨春兩座樓閣最為奢靡。而今

萬戶千門因為隋軍的攻占而變得野草叢生，只因為國都淪陷之時，陳後主還在宮中唱著

〈玉樹後庭花〉。（劉禹錫〈臺城〉） 

乙、鹿耳門潮起潮落的浪吼聲有些遲緩，是因為閱覽所有的興亡變化而感到眼睛疲乏。感到

很是惆悵，鄭成功騎乘白鯨轉世後，如今臺灣的江山又屬於誰呢。（謝鯉魚〈鹿耳門懷古〉） 

 

39. (C)乙詩並未描述景物今昔變化的部分；(E)二詩均未呈現詩人移動的蹤跡，故答案選

(A)(B)(D)。 

 

40. 題幹翻譯：五代詞僅止於吟風詠月，懷念故鄉或傷感別離，篇幅短小而節奏短促，情感

殷切，用詞纖細而用韻優美。到了宋代以後，詞由小令轉化為依慢曲格調填寫的慢詞，

由簡化繁，情感不限制於男女私情，而用詞也不再全是豔綺華麗，向上可以追尋聖賢有

名的理念與道理，擴大可以闡發忠君愛國的熱忱。(A)宋詞仍保有纖詞美韻，只是題材相

比以前來得更多元，出現一些蘊含聖賢道理或愛國情操的題材；(B)宋詞雖篇幅相較五代

詞來得更長，但填詞時依照慢曲的格調而成的慢詞，依然是可以唱的，故選(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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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題翻譯： 

老子：「失去大道之後，只好試圖求德；做不到德，就求做到仁；做不到仁，就求做到義；

做不到義，就求做到禮。禮是最低標準，是忠信之類的美德之中最少的，因此這也是亂象的

開始。」（道才是一切純樸原理的源頭） 

孔子：「禮啊禮啊，難道只是送玉帛就算禮了嗎？樂啊樂啊，難道只是撞撞鐘、打打鼓就

算樂了嗎？」（須重視的是禮的本質，而不是外在的層面） 

吳子良：「老聃對於禮的看法，崇尚的是禮的精神而不是表現形式，但若廢除了禮的外在

形式，那精神也無法單獨留存而立了。這是老子有鑑於過度遵循禮制所產生的弊害，因而發

出的矯枉過正之言論。」 

朱熹學生：「老子說禮是一切亂象的開端，孔子卻又問禮於他，這是為甚麼？」 

朱熹：「他曾經為柱下史（周朝掌管中央政府奏章、檔案、圖書，以及地方上報材料的御

史大夫），所以對於禮自然是融會貫通，才能在對孔子講禮時表現如此稱職與詳細，只是老子

又說這種平凡微小的事，不用禮也能解釋。彷彿在說聖人特地用禮來解釋反而只會使結果更

複雜難解，所以才如此回答。〈禮運〉中說：『所以陰謀詭計因此而起，戰爭與戰事也因此而

生。』自然是包含這意義在裡面。」 

 

41. (B)孔子擔心的是禮只流於外在形式，因此應該是擔心禮只尚其文不尚其意；(D)朱熹認

為老子擔任過柱下史，對禮十分了解，故答案選(A)(C)(E)。 

 

42. (A)對比之處為「起先是坐著，神情瀟灑」與「兩人都站起來了，劍拔弩張」，分別以「望

之如神仙中人」與「如鬥鵪鶉」比喻；(B)有「像巨大的蛋黃，像橘紅淋漓的一團烙鐵

漿」的比喻，但並無對比之處；(C)以「你的書齋」與「我的書齋」之間的人工雕飾與

大自然為對比，但並無比喻之處；(D)以蟬聲的溫緩與後來的急促為對比，以「溫柔如

夜」、「像那傾吐不盡的纏綿」比喻緩和，以「像一篇錦繡文章被猛然撕裂，散落一地的

鏗鏘字句，擲地如金石聲」比喻急促；(E)「比母親的還要烏」可算對比之處，然而「一

頭如雲的柔髮」、「兩鬢像蟬翼似的」、「像一隻大蝙蝠」皆是比喻姨娘，而缺少比喻母親

的部分，題目要求需有對比且各做比喻以加強對比之處，故答案選(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