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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女中 1 1 1 學年度 第一學期高三 期末考國文科 試題詳解 

一、單選題：占 52分（第 1題至第 26題，每題 2分） 

題號 
答

案 詳                解 

1 C 
（A）ㄏㄤˋ／ㄏㄤˊ／ㄏㄤˊ（B）ㄐㄧㄢ／ㄔㄣˋ／ㄐㄧㄢ 

（C）ㄗ／ㄗˋ／ㄗˇ（D）ㄊ一ㄠˊ／一ㄠˊ／ㄊ一ㄠˊ。 

2 A （B）遼→燎（C）箭→健（D）習習→息息。 

3 D 文中無此說法。 

4 C 
蕭峯大聲道：「陛下，蕭峯是契丹人，曾與陛下義結金蘭，今日威迫陛下，成

為契丹的大罪人，既不忠，又不義，此後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 

5 C 

（A）以拼接的畫面，暗示秦得參殺死日警後自盡的情節（B）以拼接的畫面， 

對比希姆萊對妻女的關懷慈愛與對猶太人的趕盡殺絕（D）以拼接的畫面，聯

想戰爭的殘酷。 

6 B 
「項羽廟」楹聯（Ａ）（Ｃ）上下聯錯置 （Ｄ）龍門聯的寫法，上聯由右而

左，下聯由左而右。 

7 D 
（A）作者並未提及「只要有收入就好」 （B）作者並未提及「中斷學習」 （C）

文中無提「財富自由」。 

8 A 

（B）從「荀子固確有所見，而以為是子思孟軻之罪，其於十子皆曰某某，而

此獨曰是某某之罪，則詞固有所輕重矣。」可見作者認為荀子將子思、孟軻後

學的錯誤歸咎在二人身上，實則批評得太重（C）作者認為子思、孟子的門人

「大略遵法先王而不知道體統」（D）從「荀子道醇學博，固不當求之於字句，

然其文亦自巉絕可喜，諸子中亦惟荀與管兩家最多奇字。」可知作者認為其文

字之雄奇可觀亦為優點。 

【語譯】甲荀子生於戰國時期，極力推崇孔子，他和孟子的學識相差無幾。但

是他的〈非十二子〉篇因為一併批評了子思和孟子，所以就落入宋明儒者批評

的話柄……荀子恐怕是因為子思、孟子門人不善，而將門人的錯誤歸咎於老

師。他批評他們大略遵法先王而不知道體統，才智多，志高大，所聞所見非常

雜博云云，孟子門人萬章、公孫丑不免就像荀子所說的這樣。荀子的批評固然

有他的洞見，但就以此來說這是子思、孟軻的罪過，而對批評的其他十子，只

說就是那些某某人，卻只有這裡說這是某某人的罪過，這話恐怕又說得太重

了。……荀子的思想醇厚學問淵博，本來不應該太著重於他的字句，但他的文

章實在是奇偉可觀，讓人喜歡極了，諸子當中只有荀子和管子兩家的文字最為

雄奇了。 

9 D 
（A）司馬遷討論諸子思想，以孟、荀二人並列作為篇目標題（B）韓愈認為荀

子雖「大體完美而略有小缺點」，但其文章亦為經典，能與孟子相提並論（C）

荀子提出的性惡主張，受到宋儒的非議。 

【語譯】乙孔子死後，儒家的學者以孟、荀二人最純一。司馬遷依次敘論諸

子，特別將二人並列名目。韓愈對荀子的看法，雖有「大體完美而略有小缺點」

的責備，但也認為他説出話來便成為經典，德行功業足以載入聖人之行列，和

孟子並稱，二人不分上下。宋儒所批評他的，只是針對〈性惡〉一篇罷了。我

認為孟子談性善，是想讓人盡其本性而樂以為善；荀子談性惡，是想勉勵人轉

化人性而成善。立說雖不同，但教化人向善的立場卻是一致的。宋儒談人性，

雖然主張孟子的說法，但主張義理與氣質二者的分別，已經是結合孟、荀二人

的理論了。至於他們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優先，實際上暗用了荀子變化其本性的

說法，那麼《荀子》一書又哪裡是可以評論非議的呢？ 

10 D 

（A）語譯：荀子稱頌先王，並且讚揚儒學治世的功效，雖然其中有所偏失，

但大體上還是找到了太平社會的關鍵。語出〈姚鼐‧李斯論〉（B）語譯：數代

以來，講述經義的官吏，都出自荀子門下，二千多年來，學術派別多次變更，

全都周旋環繞在荀子學說之中。語出《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C）語譯：荀

子遏止人性而倡議學習，是為了強調教育的重要。司馬遷將孟、荀合於一傳，

實在是見解不凡。語出〈俞樾‧取士議〉。（D）語譯：如此便是有人類以來，

不曾有一人有善性，若無一人具有善性，那麼禮義又從何處而來呢？語出《徐

積‧節孝集》。 

11 C 
（A）此為「試試可以『跳出來』的設計」之例（B）此為「找到對方需要的連

結──我是你要的人！」之例（D）此為「量化，更有感！」之例。 

12 D 

(A)為陳伯之叛梁開脫罪責，有個台階下，以再次歸梁(B) 以事實提醒陳伯之， 

梁朝不只未虧欠他，還以德報怨保護照顧其親人、財產(C)以北魏作惡多端且

累積多年，說明北魏按理應已是滅亡危殆之時。 

13 C 

(A)以「開國稱孤」與「奔亡之虜」，對比出陳伯之的今昔境遇(B) 劉秀與曹操 

皆寬大為懷，並無寬嚴之別。在此是以朱鮪、張繡與陳伯之罪過大小的對比，

強調梁武帝的寬大為懷 (D) 並無對比，皆為勸諭陳伯之迷途知反之語。 

14 B (A)莫比迪克為抹香鯨 (C)作者是職業水手 (D)《白鯨記》屬海洋文學。 

15 B 

(A)無法判斷是否為嘆息臺灣民眾不夠關心海洋，且閱讀繪本的活動地點為澳

門(C)張卉君在接觸臺灣文學後，開始對文學扮演的角色與服務對象有了新的

想像(D)文中提及臺灣雖四面臨海，但關心海洋議題的起步慢，且並未與其他

臨海國家相比較。 

16 C 

○1填海造陸、賭場、土地開發影響了澳門的發展，但無法判斷若無填海造陸澳

門仍是漁村；○2 作者因台灣文學而對非虛構寫作產生興趣，進而接觸社會議

題，撰寫報導文學。 

17 B （A）缺乏對關中地理重要性的理解，缺乏政治眼光，有一說是缺乏政治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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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遷徙放逐義帝後弒之，有違君臣之義（D）項羽手段殘暴，所到之處盡皆

殘破而使天下百姓多怨，缺乏群眾支持。 

18 D 

乙文認為劉邦之所以強調「懷王之約」，是為了凸顯項羽的不義，使自己師出

有名，才能迴避「據秦伐楚」的荒謬，並非真正的君臣之義。 

【語譯】項王震怒厲聲咆哮時，嚇得千百人不敢稍動，但是他不能放手任用有

才能的將領，所以他的勇猛不過是匹夫之勇罷了。項王待人恭敬慈愛、言語溫

和，面對生病的人，心疼的流淚並將自己的飲食分給他，但是等到有人立下戰

功該加封進爵時，項王卻把刻好的大印把玩至失去稜角還捨不得給人，他的仁

慈就是所謂婦人的仁慈啊！項王稱霸天下使諸侯臣服，卻放棄關中的有利地

形，而建都彭城。違背與義帝的約定，將自己的親信分封為王，導致諸侯們憤

憤不平。諸侯們看到項王把義帝遷移驅逐到江南僻遠的地方，也都回去驅逐自

己的國君，占據好的地方自立為王。項王軍隊所經之地，沒有不橫遭摧殘毀滅

的，天下百姓大都心懷怨恨不願歸附，只不過迫於威勢勉強服從罷了。名義上

雖然是霸主，實際上卻失去天下的民心。所以說他的優勢很容易轉化為劣勢。 

19 B 

（A）因為玉的幾種性質矛盾卻能存乎一體，「能柔能剛，能抑能揚，能斂能彰，

而能備精麤之美，以全天下之道」 （C）無法佐證此個性從玉文化產生，但能

夠以玉文化印證 （D）玉文化的圓融溫潤、以和為貴仍有其社會意義，但忽略

勇與潔的德性，圓融的極致反成為醬缸文化。 

20 C 

上文中提及的「玉德」，包含了溫潤的「仁」，以及本來有的「勇」與「潔」。

（A）有「勇」德（B）有「仁」德（C）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此言乃是強

調「以順為正」的妾婦之道（D）兼具「仁」與「潔」。 

21 B 「漳、泉百姓」屬閩籍，「客莊居民」屬粵籍。 

22 D 

（A）鄭用錫（B）藍鼎元（C）藍鼎元未提「慚愧」之感（D）〈勸和論〉解

決之道：「父誡其子、兄告其弟，各革面、各洗心……」；理想境界：「斯內

患不生、外禍不至，……豈不休哉！」。〈諭閩粵民人〉解決之道：「或有言

語爭競，則投明鄉保耆老，據理勸息」、強力執法；理想境界：「各釋前怨，

共敦新好，為盛世之良民。……庶幾興仁興讓之風」、「使各安生樂業」。 

【語譯】詳見《國文補充講義》第 11、12頁。 

23 D 

從「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以愧吾道之不行也已」，可知曾鞏作記之目的，

在彰顯佛家勤奮努力、專心致志的行事，並對當世儒者未能在立身行事、堅守

節操上用心經營，抒發其慨嘆。 

24 C 

畫線處乃用以描述僧人辛苦勤奮，努力累積，持之以恆之功，與（C）選項

相互闡釋。（A）比喻後天的人為，可以改變先天的本性（B）比喻所求不

多，亦用以勉人知足寡慾（D）說明物以性近，事以類從的道理。 

【語譯】我看佛教徒們，凡是要做什麼事情，他們這些人都是勤奮努力，專心

致志，不肯馬虎完成，不追求做得快，所以善於由小成大，變難為易，而他們

所做的，沒有一件不如他們心願的，哪裡只是他們的說詞足以打動人呢？這其

中也有智慧使然啊。像可栖這樣辛苦經營，一點一滴詳盡細緻地選擇累積，忘

卻十年時光的漫長，而達成他的志向，他能做到的原因，難道不近似這個道理

嗎？啊！佛法原本正被天下人推重，而學習佛學的人又這樣善於耕耘。至於世

間的儒生，學習聖人的道理，他們自以為已經學到了本事，等到他們出任天下

之事，卻一點沒有勤勉的心志，堅持不懈的節操，老少聚集一起議論：「不過

圖一時的好處罷了，怎麼能希望傳世百年，達到教化的薰陶，獲得久遠的功效

呢！」用這樣的想法相互薰染，所以經過了一千多年，即使有賢者出現，也不

能在這種環境中實現志向啊。由此看來，反而比不上佛家學者堅持長久了。那

麼他們佛家興盛的原因，不正是儒家所固守的衰落了的原因嗎？為他們寫這

篇記，不只是用來彰顯他們佛家的才能，也是為我們儒家之道不再通行而慚愧

罷了。曾鞏記。 

25 A 

「滄海桑田」：指大海變為陸地，陸地淪為大海。比喻環境改變很大。「曾經滄

海」：曾經觀過浩瀚無邊的大海，河水便顯得微不足道。比喻見識廣博，經驗

豐富，眼界開闊，對平常事物便覺微渺不足為奇。「無動於衷」：心裡絲毫不受

感動或影響。「驚心動魄」：形容人內心感受極深，震撼很大。 

26 C 

(A)從「且讓餘生的我藉記憶攜妳回澳門」一句可知母親並未同行（已逝世）

(B)從「以前小孩身短，堤石及腰，如今昂藏七尺」以及前文追念祖宗（且父

母皆過世）可知，作者藉此感嘆故鄉景色依舊，而人事已非(D)從「下次讓我

們用記憶去復活母子一起生活過的另一些城市，不要遺忘」可知，作者認為遺

忘會使過往形同廢墟。 

二、多重選擇題：占 36分（第 27題至第 38題，每題 3分） 

題號 答案         詳           解 

27 BD （A）○／貽／○（C）○／碧／○（Ｅ）○／竣／○。 

28 BD 
（A）多虧／希望（B）合乎、符合（C）才德出眾的人／在位者（D）同「納」，

接納（Ｅ）本來（或「當然」）／堅決、極力。 

29 CD 
（A）紀傳體（B）陳第〈東番記〉是臺灣文學史上首篇遊記（Ｅ）〈狂人日

記〉是魯迅作品。臺灣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是賴和〈鬥鬧熱〉。 

30 ABE 

（A）「如」，如果。如果不依「禮」行事，在位者會被罷黜，民眾會把他視

為禍害（B）「使」，假使。假使內心平靜，不因外在的境遇影響心情，傷害

本性，那麼到哪裡能不感到快樂呢？（C）幸好鹿港市面的商業凋零，本來

這個地方已經不被日本當局重視，所以現在不用進行市區改正計畫（D）希

望我所畫的秋菊美麗姿態不會凋謝，香氣瀰漫，能夠像陶淵明堅貞的節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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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留存，讓眾人仰望（E）「向使」，假使。假使這四個君主拒絕而不接納

客卿，疏遠賢士而不任用，這便使國家沒有富足的實力，而秦國就沒有強

大之名了。 

31 CD 

（A）文句主旨：學習之道重在累積的功夫（B）文句主旨：說明善於學習使

人事半功倍（E）文句主旨：以蟹為反面之例，說明專一的重要性。「一齊人

傅之，眾楚人咻之」則在強調學習環境的重要。 

32 BCD 

（A）以並列方式說明地廣人眾則易強盛之理（B）重在最後人主不偏愛之

理。語譯：陰陽兩氣的相互調和，並不特別助長某一類生物：甘美的露水

和及時的雨水，也並不單獨潤澤某一事物：治理萬民的君主不能偏愛某一

個人（C）旨在最後強調累積善行成就德性之理（D）旨在最後提醒國君想要

國家長治久安，必須累積德義（E）以三組排比句強調與其尊崇上天，不如

以人力運用自然。語譯：與其尊崇天而思慕它，哪裡比得上把天當作物一

樣蓄養起來而控制著它；與其順從天而讚美它，哪裡比得上控制自然的變

化規律而利用它呢；期望時令而坐待它給人類以恩賜，還不如適應時令的

變化而使用它為人類造福。 

33 CE 

（A）「突梯滑稽」指委婉順從、圓滑而隨俗，與表現自我相衝突 （B）「衣

繡夜行」比喻榮顯不為人知，徒自埋沒湮滅 （D）「松蘿共倚」比喻夫妻相

處和睦融洽。 

34 BCD （A）正史之首為《史記》 （E）《漢書》取消「世家」，將之併入「列傳」。 

35 BDE 
(A)應為「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C)應為「朱

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 

36 AD 

（A）甲文中提及「伊斯蘭恐懼症」、「種族歧視」、「種族文化的親近感」

（B）難民在收容國寄居較長的時間，不僅會減低收容國政府及人民的容忍

度，更可能會迫使難民第二次逃難（C）若以婦女及小孩這些較弱勢的族群

為主體，較能提升收容國對難民的接受度（Ｅ）乙文並非控訴「收容國」。 

37 DＥ 

（A）張祜〈題金陵渡〉：在金陵津渡的小山樓上，行人在此住上一夜，自會

感到憂愁。當夜晚江上退潮的時候，在斜月裡，那稀疏像星光似的燈火處，

該是瓜州吧（B）李商隱〈隋宮〉: 隋煬帝爲南遊江都不顧安全，九重宮中

有誰理會勸諫書函。春遊中全國裁製的綾羅錦緞，一半作御馬障泥一半作

船帆（C）王昌齡〈從軍行七首˙其四〉：青海湖上烏雲密佈，連綿雪山一片

黯淡。邊塞古城，玉門雄關，遠隔千里，遙遙相望。守邊將士，身經百戰，

鎧甲磨穿，壯志不滅，不打敗進犯之敵，誓不返回家鄉（D）杜甫〈無家別〉

天寶以後，農村寂寞荒涼，家園只剩下蒿草蒺藜。我的鄉里百餘戶人家，因

世道亂離都各奔東西。活着的沒有消息，死了的已化爲塵土（Ｅ）劉長卿

〈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楚國的青山依然蒼翠古老，幽州的太陽發出陣陣

淒寒。城裏經歷上百次戰亂之後，還有幾家老人在世上保全。到處是殘垣

斷壁蓬蒿遍野，你定會流着眼淚邊走邊看。 

38 ABD 

(C)從後文「沒有愧疚」、「切割的不是土地，而是良心」可判斷作者並不認

為此種精神值得敬佩(E)從「切割著陸域邊界的基礎生態」、「掠奪海洋生物

的棲息地」可判斷人工海岸線不利於原有海洋生態。 

三、混合題：占 12分（第 39題至第 40題） 

題號 答  案 

39 

【答案】B 

【詳解】(A)文中未提及(C)作者認為宴席間的應酬語，屬於賣弄幽默、知識，無

味庸俗(D)從「聒噪場合中的沉默者，未必真正沉默，他們的心中大概正熱烈地自

我問答，甚至批判，甚至譏諷」可知，沉默者心情並非平靜無波。 

40 

【參考答案】 

（1） 如晚間遠處的海灣，但見漁火明暗，波濤聲全不聞。 

（2） 銅鑼灣街頭的行人、星期日茶館裡持牌等待叫號碼入座的食客。 

（3） 沉默者的知識與幽默以及其他可貴質素，不肯為庸俗之輩輕易吐露。 

關鍵字：能說明沉默者特質(有內涵或才能)2分，不輕易吐露 2分 

【評分原則】 

題號(1)、題號(2) 

       評分原則 給分 

能符合參考答案，完整摘錄原文作答者 3 

僅摘錄參考答案中部分句子，未能完整作答 1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 

 

題號(3) 

      評分原則 給分 

能符合參考答案之關鍵概念，並且句意完整者 4 

答案敘述部分錯誤或不完整 2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 

【特殊扣分】：混合題錯別字三字以上（含三字），扣1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