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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 期末考 高一國文科 試題詳解 

一、單選題：40%（第 1 題至第 20 題，每題 2 分，答錯不倒扣） 

題號 答案 詳解 

1 D 
(A) ㄑㄩㄥˊ／ㄑㄩㄥˊ／ㄑㄩㄥ。 (B) ㄙㄨˋ／ㄙㄨˋ／ㄒㄧㄡˇ。 

(C) ㄒㄧㄚˊ／ㄐㄧㄚˇ／ㄒㄧㄚˊ。(D) ㄗㄡ／ㄗㄡ／ㄗㄡ。 

2 C (A) 遺留／遺漏、疏忽。(B) 成功／任務。(C) 盡。(D) 用來／為什麼。 

3 A 

作者先說明「丁、猶如一條細細的蠶絲」，而後連接「甲、由一團亂線中抽出」

到「丙、愈抽愈長」，可知作者將蟬聲比喻為蠶絲，而有纏綿、迴繞不休的感

受，可下接「小提琴的絃音」，故丁甲丙相連。「乙、遼遠而切近，陌生而熟悉，

那麼纖弱，又那麼清晰。」則是對「那縷蟬歌」的「飄忽」的補充形容，所以

正確順序是乙丁甲丙。 

4 D 

(A) 此處的「顏色」強調視覺的美感衝擊、美感知覺的喚醒，無藉此批判臺灣社

會戒嚴之意。(B) 是火車飛機不準時的「慢」，使作者領悟人生可以擺脫時程表，

不必急。(C) 恆河是印度人眼中的聖河，印度人相信將骨灰或屍體拋入恆河中可

幫助死者得到更好的來世或獲得解脫，印度信徒將恆河水視為聖水飲用，無視死

如歸之意。 

5 C 

(A) 探討愛情是必須堅守承諾而死，抑或可以權變而生的問題。(B) 作者並未

明確表示自身觀點，而是提供兩種不同的可能，交給讀者自行思索。(D) 形容

其面對死亡威脅，且愛人未赴約而至的孤獨空虛之情，沒有「決意殉情」之意。 

6 B 

(A) 以宜蘭人天生帶水、柔情似水的特性，說明宜蘭人重視鄉情、充滿人情味。

(C)以夏秋之際多強颱的地理氣候，呼應宜蘭人的「叛骨」精神。(D) 此句重點

在「混血工程」。作者認同自己來自噶瑪蘭族與漢人的融合。 

7 D 

甲、杜甫〈詠懷古跡五首其五〉。乙、李商隱〈籌筆驛〉。語譯參見小黃講義 70

頁。 (A)「伊呂」指伊尹、呂尚（又稱呂望、太公望，姜子牙、姜太公）。伊尹

輔佐商湯，呂尚輔佐周文王、武王，二人為商、周朝的開國名相。《三國演義》

寫徐庶向劉備推薦諸葛亮時曾說：「若得此人，無異周得呂望、漢得張良也。」

《三國志》記載諸葛亮常自比管仲、樂毅，以一代政治家、軍事家自我期許。

未有諸葛亮自比「伊呂」之說。 (B) 甲詩「蕭、曹」一句用以讚美諸葛亮的才

幹還勝過蕭何、曹參。乙詩「關、張」一句指出諸葛亮手下無良將可用的困境。

(C) 「猿鳥猶疑畏簡書」是以籌筆驛附近的猿猴飛鳥，好像仍畏懼諸葛亮的森

嚴軍令，帶出諸葛亮軍令森嚴的軍事家形象。 

8 A 

(B) 世俗所謂的有德者，願意犧牲性命以成全道德，莊子認為是不值得的行為，

並未質疑善惡有報的民間信仰。(C) 是比喻「離名輕死」者，也就是犧牲個人

生命，去追求外在的道德名聲者。(D) 並非批判他們是偽君子，而是諷刺他們

犧牲生命是不值得的行為。 

9 C 

(A) 僅偶然驚動、引發少婦的關注，二人並未有一段美麗的邂逅。(B) 並未復

返江南小鎮，而是動身前往另一座小城，尋找自己心中牽掛的人。(D) 客的心

境並未有明顯的波折，亦無法見到其焦慮或悲痛的相關描寫。 

10 B 

(A) 此二詩之詩前小序僅交代詩作發生的背景，並未有揭示詩旨的功能。(C) 

乙詩並非以流水喻時光流逝，而是將流水喻為「帶」，作為男女雙方互相牽掛

的象徵。 (D) 乙詩的銅環輕叩烘托的是「客」（浪子）的孤寂心境。（或至少是

看不出性別，無法逕指認為女性孤寂心境。） 

11 A 

(A)由「在盛陽之仲夏兮，始遊豫乎芳林」可知蟬仍有離開地底，在盛夏的枝頭

高歌的時刻，不符合「終身不仕」的特質。 

［語譯］蟬的特性清淨潔白，同類都隱居在幽暗的地底。在熾熱的仲夏季節，

才開始遊樂於芳美的樹林。實在是淡泊名利而清心寡欲，獨自怡悅而發出長鳴。

牠的聲音高亮而逐漸激烈，像有氣節的君子剛正不阿的胸懷。牠的體內懷有和

順之氣而無需進食，和萬物和諧相處而沒有索求。棲息在高高的樹枝之上仰起

頭來，飲下早晨的清涼露水。 

12 D 

(A) 甲文的「聲皦皦而彌厲兮」的「彌厲」為「更加猛烈」之意。皦，音ㄐㄧ

ㄠˇ。皦皦：潔白明淨的樣子，此指聲音的高亮。 (B) 甲文無。(C)甲文曹植

藉蟬表達個人心志；乙文無。 

13 B 

(A) 感受到大水的淹沒昭示了一種沒有階級之分的平等，誰家都會被淹，並認

分地做每件事，既不畏懼也不抱怨。(C) 文中提及領略孤寂之美時，「心內激動

卻無法言說」及「憂傷混合歡愉的情感」，可知並非靜定；且並未強調自己孑

然一身的孤獨處境。(D) 風雨沁潤作者靜定的性格，亦帶給她歸零的能量，文

中未提及「得失循環」。 

14 B 

甲、錯誤。〈水證據  給河流〉未有村人摸黑協助的內容。乙、正確。〈水證據  

給河流〉述及「風雨中藏有『毀』的成分，你一定繼承了這基因，故週期性地

向舊日告別，讓一切歸零」；〈雨神眷顧的平原〉述及「毀滅與永逝乃動人的暴

力」，又說「她用一把水刀，砍斷我那扎入母腹的雙腳……」，啟發作者必須離

開家鄉，出外奮鬥。丙、正確。由〈水證據  給河流〉「豆大雨點打響塑膠布，

竟似節慶鑼鼓」，與〈雨神眷顧的平原〉「鼓動幻想」一段可知冬山河使作者對

周遭景物產生豐富想像。另，〈水證據  給河流〉述及「日後你學會爬梳情愫、

驅遣文字，回想這一幕……」；〈雨神眷顧的平原〉述及「我才發覺自己陷溺文

字世界，……來自那一條母河長年的鞭打……」皆暗示冬山河提供作者創作的

能量。 

15 D 

從「逮於成長，終為敗德」的文意脈絡可以推知，文中以為教子須從小建立正

確的態度。此文收錄於《顏氏家訓•教子》。 

［語譯］父母威嚴又慈愛，子女自然敬畏謹慎而有孝行。我見到世上父母不管

教兒女而只有慈愛的，常常不以為然。飲食行為，任意放縱孩子，不加管制，

該訓誡時反而誇獎，該訓斥責罵時反而歡笑，到孩子懂事時，就認為這些道理

本來就是這樣。到驕傲怠慢已經成為習慣時，才又去加以制止，縱使鞭打得再

狠毒也樹立不起威嚴，憤怒得再厲害也只會增加怨恨，直到長大成人，最終成

為品德敗壞的人。孔子說：「從小養成的就像天性，習慣了的也就成為自然。」

是很有道理的。 

16 C 
(A)「吾」是顏之推。(B) 是顏之推對子孫的訓誡之語，不希望子孫媚外奉承。

(C) 「閹然媚世」：曲意迎合以博取世人歡心。乃顧炎武諷刺當時媚清之漢人。 

17 D 

(A) 樹立威嚴之外，也須有慈愛，並非無情。(B) 無此意。(C) 「飲食運為，恣

其所欲」：指父母溺兒，無論飲食或行為，皆順任子女之意欲，毫無教導。齊朝

士大夫並非放縱子女，而是教導子女錯誤的價值觀。(D) 「宜誡翻獎，應訶反

笑」意指沒有正確教導子女，導致子女易產生觀念偏差，甚至養成驕傲怠慢的

習性。齊朝一士夫之例收錄於《顏氏家訓•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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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 

（注）KPI 是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的簡稱。指衡量一個管理工作成效最

重要的指標，是一項數據化管理的工具。 

依據本文文意，作者並不認同「一代不如一代」這個大眾觀點，所以才會寫作

此文，提出不同的觀察角度，故(B) 、(D)並非正解。(B) 新課綱使學生理性、

分析思維有所進步，而感性能力持平，並未下降。(C) 作者雖不認同媒體的推

論，但本文並未提及媒體報導偏頗，導致社會大眾對學生產生偏見。(D) 作者

認為一直以來都有這樣的問題，故不能作為「一代不如一代」的證據。 

19 C 
(C) 學生可以很清楚地認知到「政治正確」的道理，只是由於不喜歡被說教，

而且還要讓渡部分利益給其他群體，所以才導致品德教育難以產生實際成效。 

20 D 

(A) 本則旨意為：孝順父母不能只有行動，還必須要有內心的敬意。(B) 本則

旨意為：品德修養必須從自己身邊切實之處開始努力，才能掌握根本要領，以

告誡學者不可好高騖遠。(C) 本則旨意為：為學的根本意義是品德修養。並非

討論理解與實踐的議題。 (D) 本則旨意為：品德修養不能只是「知而不行」，

而必須「知行合一」，才能算是「真知」。切合題幹所述。 

二、多選題：35%（第 21 題至第 34 題，每題 2.5 分，答錯不倒扣） 

題號 答案 詳解 

21 CD 
(A) 錮／痼／梏。(B) 菲／菲／菲。(C) 斂／瀲／斂。(D) 瘁／瘁／悴。(E) 究

／咎／疚。 

22 CDE 

(A) 現代詩社紀弦的主張是「橫的移植」與「情緒之逃避」，認為應效法西方

波特萊爾以降的象徵詩派，且主觀的情緒並不能作為詩的核心特質。(B) 因

創作有超現實趨向，其詩意象繁複，語言奇詭，表現手法近乎魔幻，故被稱

譽為「詩魔」。 

23 BCE 

(A) 張飛（「武聖」為關羽，「以武聖為兄」可判斷此人不可能是關羽）。(B) 汪

遵〈詠南陽〉。此詩以「三顧茅廬」的典故為題材，肯定劉備尋訪賢才的誠摯

心情，也慨嘆身逢亂世的人才報國無門的抑鬱。(D) 諸葛亮（此對聯為「武

侯祠聯」）。 

24 ACE 
(B) 以「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勸後主賞罰標準應一致，不可對宮中、府中之

人有差別待遇。(D)「庶竭駑鈍、攘除奸凶」的主語是諸葛亮，非後主。 

25 AE 

(B) 應填入「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承接「不知不覺」之意。(C) 應填入

「 沛然莫之能禦」，下接「隨時隨地流瀉出欣欣向榮的遍地生機」。(D) 苦

心孤詣：費盡心思，辛苦經營。從下文「沒想到……竟有……」的語意觀之，

此處應是「無心插柳」的意外之喜。 

26 ABD 

「冬天在我頭頂上，我心中卻有個永恆的春天」意指環境雖然險惡，心中卻

永懷希望或理想。(A) 雨果名言。(B) 幾米《希望井》。(C) 泰戈爾名言。意

指考驗或磨難是生命的禮物。(D) 雨果名言。(E) 莎士比亞名言。意指安然接

受死亡的來臨。 

27 ACE 

(A) 將抽象的「蟬聲」化為具象的繩子，可以「紮綑」。語出簡媜〈夏之絕句〉。 

(B) 將人的「手勢」擬物為「擱淺」的船。語出簡媜〈夏之絕句〉。(C) 將抽

象的「清明（的心思）」擬物，可以被「種」成一株。語出簡媜〈雨神眷顧的

平原〉。(D) 無轉化修辭。林懷民〈出走與回家〉。(E) 將抽象的「歲月」化為

具象的針線，可以「縫合」。語出胡歌〈盛開〉。 

28 BC 

(A) 美的事物須讓其自然呈現，是勉強不來的。(D) 此句純粹表現作者認為

夏季蟬聲如詩，以文學心靈傳達對蟬聲的感情。(E) 此句強調蟬聲的戛然而

止帶給作者似乎言猶未盡的感受與聯想。「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指心中

的愁思無從訴說，只能像車輪似的在腹內來回輾轉，強調愁思之深。出自漢

樂府〈悲歌〉。 

29 BCE 

(A) 「屢耀其武」是由於諸葛亮擔憂自己身亡之後，蜀國無人能承繼北伐的

大任，才會抓緊時間屢次興師北伐。本文並未提及這是造成諸葛亮無法成功

的原因。(D) 諸葛亮雖有管仲、蕭何之才，無奈並未有城父、韓信之流相佐，

憑一己才智，難以成事。 

［語譯］益州平定後，劉備任命諸葛亮為軍師將軍。劉備稱帝，拜諸葛亮為

丞相，總管尚書台政務。待劉備去世，其子劉禪繼位，年少無知，政事無論

大小，全由諸葛亮裁斷。……面對當時局勢，諸葛亮的理想是進而如蛟龍舉

首猛虎雄視，一舉而統一四海，退而割據邊疆，壯大國力而震懾天下。他還

考慮到自己去世後，蜀國無人能像自己一樣進伐中原抗衡強魏，故此年年用

兵不止，屢屢張揚武力。然而諸葛亮的才幹，長於整治訓練軍隊，奇謀制敵

方面卻有所短缺，他治理百姓之才幹，強於為將的謀略。況且與他對陣作戰

之人，不乏當代人傑，加上雙方兵馬對比懸殊，本應採取守勢的蜀國卻反而

頻頻主攻，所以雖年年興師動眾，卻未能取得成功。昔日蕭何舉薦韓信，管

仲舉薦王子城父，都是因為考慮到了自己的才能長於治國，未能兼有軍事指

揮的才幹。諸葛亮治國的政治才幹或許不亞於管仲、蕭何，可惜他當時找不

到城父、韓信那樣的名將，致使自己的功業難成，北伐的理想不能實現。可

見天命所歸，不是人的智慧能力可以抗衡的。 

30 BD 

(A) 甲文提及諸葛亮有治國之才，較不擅長奇謀將略。乙文作者說：「我們很

難想像一個謹慎的人會屢出奇兵與險計。」所以應當會認同甲文說法。(C) 甲

文未提及。(E) 甲文看不出豪邁灑脫的形象，乙文亦未給予諸葛亮負面評價，

而是客觀評論其得失之處。 

31 CD 

(A) 世界各地皆有分布，大陸棚淺水海域都可看到。(B) 主要是夜光藻大量發

光形成的，而夜光藻以浮游生物為食物來源。(E) 對於馬祖通過博弈法案抱

持悲觀的想法，認為會遮蓋藍眼淚的奇景。 

32 CDE 
(A) 本詩開頭已是分手的情境。(B) 「斷線風箏」象徵二人分手，彼此再無

牽掛；「獨木橋」象徵二人當初相互扶持，共渡難關的情誼。 

33 BE 

(A)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是指在上位者無道，導致人民無所依歸的處

境。而甲文中的教師是以不介入的方式，讓學生形成自發自治的行為，兩者

涵義不同。(C)孔子所謂「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是形容國君以德

治國，則人民便會自發地愛戴與擁護。甲文中的「自然秩序」指的是在沒有

階級、沒有權威的狀況下，學生自發自治而形成的秩序，兩者涵義不同。

(D) 閱覽室攸關所有低年級與高年級的學生權益，張員瑛是低年級班代，應

對此事表態，不符合「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語境；安俞真引用「政者，

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則貼合語境，並無不妥。 

34 BCD 
(A) 乙詩僅言及「他心事重重」，並未闡述李商隱所憂為何。(E) 乙詩亦是

針對心境加以發揮，並未詳述詩人登覽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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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合題：16% 

35 B 

由於蜀軍的弱點在於後勤能力，所以司馬懿採取堅定防守的策略，等待蜀軍

的糧草耗盡後，便會自行退兵。諸葛亮北伐屢次失敗，基本上已經證明四川

不可能成功逆襲，擊敗北方的敵人，所以四川政權僅能偏安一隅，難以作為

收復北方的基地。（「易守難攻」是以進攻者的角度出發，形容某地地勢險要，

難以進攻，不適合用在此處。） 

36 

北伐時間 

北伐路線 ［請填寫圖（一）

中的通道號碼，若直接填寫

通道名稱不予計分。］ 

遭遇敵手 諸葛亮撤軍原因 

建興六年

初 
通道［①］（請填寫號碼） 張郃 (1)缺水 

建興六年

冬 
通道［②］（請填寫號碼） (2)曹真 

糧食耗盡 

建興九年 通道［①］（請填寫號碼） (3)司馬懿 

圖（一）中的通道號碼所對應的通道名稱，依序是：①祁山道、②陳倉道、③褒斜

道、④儻駱道、⑤子午道。 

［評分原則］凡有錯別字，皆不給分。 

37 C 

本文為林懷民悼念俞大綱之作。俞大綱（1908 年 6 月 10 日—1977 年 5 月 2

日），浙江紹興人，中國戲曲專家。邱坤良（1949 年 2 月 13 日—），臺灣宜

蘭縣人，作家、舞臺劇編導、戲劇學、戲劇史學者。曾任國立藝術學院院長、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董事長、文建會主委，現為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專任教

授、風傳媒專欄作家。(A) 舞團命名者是林懷民本人。(B) 由「京劇若要沒

落，失去觀眾，要被時代淘汰，他可以接受」可知，並未希望雲門繼承傳統

京劇的表演精神。(D) 透過毛筆字去認識文字的線條與韻律，從中獲得舞蹈

的啟發，未強調「六書結構」。 

38 

［參考答案］撫平創辦舞團時的焦慮／消除對舞團事務的煩悶／不再對舞團事務鑽

牛角尖。（關鍵字：撫平焦慮、消除煩悶、不再鑽牛角尖；創辦舞團、舞團事務） 

［評分原則］未寫出焦慮的原因，而只寫「撫平焦慮」、「消除煩悶」、「不再鑽牛角

尖」，皆算半對，給 1分。 

39 

［參考答案］ 

(1) 講解李義山詩，引《三國演義》劉備敗走情形╱講解〈登樂遊原〉，引《三國演

義》劉備敗走情形（關鍵字：李義山詩或〈登樂遊原〉、《三國演義》劉備敗走）  

■補充說明：文本中已有詩人名字及作品，所以答案不能只寫「晚唐詩人」。 

            俞老師講《莊子》是為林懷民撫平心緒，與感時憂國無關。  

            對應「抗戰、內戰中黎民流亡的慘狀」，需寫出「劉備敗走情形」，  

              不能只是泛泛地說「講《三國演義》的故事」。 

(2) 關心臺灣本地豐厚的文化╱關心臺灣本地的文化╱關心臺灣的文化／關心本地

的文化／關心曲藝的傳承／關心傳統文化的傳承／鼓勵傳統文化的傳承（關鍵

字：關心或鼓勵、傳統文化、傳承） 

■補充說明：加油打氣是表面的行動，要寫出行動背後的用心，才是所呈現的「關 

            懷」。 

［評分原則］ 

(1) 「講解李義山詩」（李義山或寫李商隱），1 分。「引《三國演義》劉備敗走情形」，

1 分。只寫「講李義山」、「引《三國演義》」，或只抄錄「號泣而行，扶老攜幼，

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不給分。多寫《莊子》，扣 1 分。 

(2) 寫「關心臺灣」，半對，給 1 分。 

四、填空式默寫：9%（每格 1 分，凡錯、漏、衍一個字扣 0.5 分） 

 

(1) 苟全性命於亂世 (6) 有恥且格 

(2) 猥自枉屈 (7) 舉直錯諸枉 

(3) 遂許先帝以驅馳 (8) 舉枉錯諸直 

(4) 奉命於危難之間 (9) 則哀矜而勿喜 

(5) 民免而無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