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請依序將答案填入答案卡中 ★  
1. 下列「」中成語的應用，何者正確？ 

(A)曹操的軍隊「旌旗蔽空」，軍容相當壯盛。               (B)等戰爭結束後，我們就「秣馬厲兵」，好好與民休息。 

(C)美國「窮兵黷武」的策略，原諒了發動攻擊的恐怖分子。 (D)他們「鳴金收兵」展開宣傳，一點進展都沒有。 

 

2. 下列「」中成語的應用，何者正確？ 

(A)每次一感冒，他打起噴嚏都是「感激涕零」的模樣。 (B)自從發現蛀牙後，他感受到「沒齒難忘」的威脅。 

(C)都市更新計畫推行後，新社區已是「恩同再造」。    (D)每年四月五日的清明節，是國人「慎終追遠」的日子。 

 

3. 有多少人能看破世間的榮華富貴，隱居山林，過著「          」的生活，想必是少之又少吧？ 

上述「」中的成語不能填入下列何者？ (A)枕流漱石 (B)閒雲野鶴 (C)爭名奪利 (D)梅妻鶴子 

 

4. 下列選項中的諺語，何者具有「飲水思源」的涵義？ 

(A)吃果子拜樹頭 (B) 牛牽到北京還是牛 (C) 一根草，一點露 (D)大隻雞晚啼 

 

5. 下列何組成語意思前後不同？ 

(A)十面埋伏／四面楚歌 (B)所向披靡／攻無不克 (C)肝膽相照／爾虞我詐 (D)淪肌浹髓／沒齒難忘 

 

6. 祝賀人生兒子除了「弄璋之喜」外，還能使用哪一個賀詞？ (A)弄瓦之喜  (B)夢熊之喜  (C)永垂不朽 (D)明珠入掌 

 

7. 「周人皋魚喪母後，悲泣訴說未能在慈母生前盡孝道，感動了孔子並鼓勵門生孝養父母須及時，以免像皋魚一樣的悲泣，

徒留悔恨。」下列何者是皋魚的悔恨？ (A)喪明之痛 (B)椿萱並茂 (C)風木之思  (D)流芳百世 

 

8. 下列何組成語均表示貧窮？ 

(A)饔飧不繼／暴殄天物  (B)寅吃卯糧／食前方丈  (C)簞瓢屢空／食無求飽  (D) 短褐穿結／捉襟見肘 

 

9. 王先生是成功的企業家，不幸病故，在其喪禮中最可能見到哪句輓辭？  

(A)月缺花殘 (B)端木遺風 (C)高山安仰 (D)人琴俱亡 

 

10. 下列文句「  」中的形似字，何組讀音完全相同？ 

(A)「糟」糠之妻／「嘈」雜 

(B)一「塌」糊塗／病「榻」纏綿   

(C)家無「恆」產／「亙」古未有   

(D)雨中「邂」逅／無「懈」可擊 

 

11. 下列文句「  」中的字，何組讀音不同？ 

(A)努力「掙」錢／苦苦「掙」扎 

(B)環「ㄉㄨˇ」蕭然／「ㄉㄨˇ」塞 

(C)百思不「解」／冰消瓦「解」 

(D)「遭」糕／頭一「遭」 

 

12. 下列各「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不同？ 

(A)英俊「ㄊ一ㄥˇ」拔／抬頭「ㄊ一ㄥˇ」胸 

(B)「ㄇㄧㄠˇ」茫不清／貢獻「ㄇㄧㄠˇ」小 

(C)藻荇交「ㄏㄥˊ」／縱「ㄏㄥˊ」交錯 

(D)遭「ㄊㄚˋ」／床「ㄊㄚˋ」  

 

13. 下列各「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不同？ 

(A)「ㄉㄨˇ」物思人／有目共「ㄉㄨˇ」 

(B) 茲若人之「ㄔㄡˊ」乎／「ㄔㄡˊ」躇不前 

(C) 門「ㄊㄧㄥˊ」若市／法「ㄊㄧㄥˊ」 

(D)「ㄐ一ˊ ㄐ一ˊ」營營／水井「ㄐ一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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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下列「」中的字，何者意義前後相同？ 

(A)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或置酒而招「之」 

(B)「好」讀書，不求甚解／花「好」月圓 

(C)「蓋」竹柏影也／「蓋」一癩蝦蟆也 

(D)晏「如」也／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15. 「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句中的「於」，字義與下列何者相同？ 

(A)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B)愛因斯坦之「於」相對論，我祖母之「於」我家 

(C)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 

(D)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16. 下列選項中的字，何者音義完全正確? 

(A)造飲「輒」盡：音ㄗㄜˊ，往往、總是 

(B)酣「觴」賦詩：音ㄕㄤ，酒杯 

(C)「亙」古：音ㄍㄥˋ，延續不斷 

(D)「曾」不吝情去留；音ㄘㄥˊ，曾經 

 

17. 下列選項何者注釋完全正確？ 

(A)不「汲汲」於富貴：憂慮的樣子 

(B)庭下「如積水空明」：庭中積水清澈透明 

(C)短「褐」穿結：衣服破爛 

(D)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助詞，罷了、而已 

 

18. 五柳先生傳中提到：「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句中的「忘懷」在此只取「忘」的意思，稱為「偏義複詞」。 

下列選項「 」中的詞語，何者不是偏義複詞？ 

(A)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B)職業無「貴賤」，行行出狀元。 

(C)領導者要賞罰分明，不宜因個人的好惡，而有所「異同」。 

(D)你負責偵查敵情，只要前方一有「動靜」就立刻回報。 

 

19. 下列詞意，哪一項是相同的？ 

(A)「青春」做伴好還鄉／「青春」不為少年留 

(B) 他整天病懨懨的，缺乏「生氣」／「生氣」既傷神又傷身 

(C) 月色入戶，「欣然」起行／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D) 這棟大樓年久失修，早已失去昔日豪華的「氣象」／最近「氣象」變化多端，難以捉摸 

 

20. 設問修辭總共有三種，分別是：激問、懸問、提問。請問下列哪個選項中的設問修辭和其他不同？ 

(A)他們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撿起田中的麥穗，而為什麼要謝天？        

(B)大家都這樣懶散隨便，怎能夠把戲演好呢?  

(C)天下哪有個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畫他幾枝？  

(D)何夜無月？何夜無竹柏? 

 

21. 下列何者並未使用「映襯」修辭？ 

(A)我總在最深的絕望裡，遇見最美麗的驚喜。 

(B)他們看起來木訥，其實活潑；你以為他們是靜止的，其實他們忙碌不堪。 

(C)渡口旁找不到一朵可以相送的花，就把祝福別在襟上吧！。 

(D)我忽然覺得我平靜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來。 

 

22. 「尷尬」兩字的聲母都為「ㄍ」，這種情形稱為「雙聲複詞」。下列哪個選項皆為雙聲複詞？ 

(A)躊躇／蹣跚   (B)傀儡／呢喃  (C)琵琶／徘徊  (D)玲瓏／澎湃 

 

23. 下列關於五柳先生傳一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本文屬於傳記體裁，主要介紹五柳先生的豐功偉業。 

(B)「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與「不慕榮利」、「忘懷得失」相互呼應。 

(C)文中的「贊」，引用黔婁的話暗喻五柳先生的志向。 

(D)五柳先生是陶淵明筆下憑空捏造的人物。 

 

24. 下列選項中，古人稱號的配對何者正確？ 

(A)陶潛：和靖先生 (B)蘇軾：靖節先生 (C)歐陽脩：六一居士 (D)李白：梅逸居士。 



3 
 

25. 下列「 」中的成語，哪一個使用錯誤？  

(A)他是一個「彬彬有禮」的人，無論心情如何不好，也都能謹守禮儀，表現良好的風度。 

(B)林同學為人謙遜，品學兼優又熱心助人，優點多到「罄竹難書」。 

(C)李先生一向「嫉惡如仇」，遇到社會上不公不義的事情，總是第一個跳出來批評。 

(D)王里長為人「古道熱腸」，鄰居們如果遇到困難或需要幫忙，他一定會挺身而出。 

 

26. 關於記承天夜遊一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以「遊」字涵蓋全文旨趣，說明要有遊興，才能玩得盡興。 

(B)從文章的布局來看，全文的描寫方式依序是「敘事→寫景→抒情」。 

(C)「庭下如積水空明」是因為池中水波蕩漾，映照著月光。 

(D)「解衣欲睡」的蘇軾，是因為張懷民的盛情邀約，才「欣然起行」的。 

 

27. 下列何句描寫的的季節，與記承天夜遊一文的寫作季節相同？ 

(A)風吹雪片似花落，月照冰紋如鏡破。     

(B)接天蓮葉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C)煙水初銷見萬家，東風吹柳萬條斜。 

(D)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28. 「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這兩句話的用意為何？  

(A)諷刺當時國君不如無懷氏與葛天氏。   

(B)感嘆五柳先生遭時不遇，來不及趕上古代的太平盛世。  

(C)暗喻五柳先生逍遙自適，一如上古淳樸社會中的人。 

(D)敬佩無懷氏與葛天氏具有仁民愛物的胸襟。 

 

29. 依據五柳先生傳所述，何者是陶淵明心中真正的志向？ 

(A)不求名利，安貧樂道 (B)讀書寫詩，陶醉其中 (C)優遊山水，不事生產 (D)訪親聚友，共飲共醉 

 

30. 記承天夜遊中，蘇軾夜遊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A)懷民亦未寢  (B)月色入戶  (C)積水空明  (D)藻荇交橫 

 

31. 下列何者最能表現陶淵明安於貧窮的生活態度？ 

(A)好讀書，不求甚解 

(B)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 

(C)造飲輒盡，期在必醉 

(D)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32.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這句話主要涵義為何？ 

(A)美景當前，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B)心情閒適自在，才能欣賞景物之美 

(C)抒發懷才不遇，知音難尋的落寞 

(D)感嘆時光易逝，應及時行樂 

 

33. 「無論什麼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遺愛與遺產，即是需要眾人的支持與合作。」 下列哪個選項含義與這段話最不接近？ 

(A)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B)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 

(C)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D)受人點水之恩，須當湧泉以報。 

 

34. 關於謝天一文何者錯誤？ 

(A)「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撿起田中的麥穗」說明「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 

(B) 作者將愛因斯坦與祖母的精神相提並論，因為他們都「功成不居」。 

(C)「祖父每年在風裡雨裡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裡飯裡的自苦。」說明祖父母的勤儉刻苦，應該感謝他們。 

(D)「越是真正做過一點事，越是感覺自己的貢獻之渺小」說明「這是我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 

 

35. 「蘇文生，喫菜根；蘇文熟，喫羊肉。」（喫：吃）以上這段話是在描述「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的古文成就。 

從文句中可以得知： 

(A)世人認為，家中子弟只要熟讀三蘇古文，就保證能享有榮華富貴。 

(B)三蘇的古文不僅極富禪意，且有知名的「東坡」肉傳世。 

(C)三蘇的古文備受推崇，當時讀書人對其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D)三蘇的古文大受讚賞之後，蘇家的生活也獲得改善，脫離了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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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摘不到的星星，總是最閃亮的。溜掉的小魚，總是最美麗的。錯過的電影，總是最好看的。失去的情人，總是最懂我

的。我始終不明白，這究竟是什麼道理。」 （幾米 摘星星） 

下列何者所述，最符合以上這段話的涵義？  

(A) 錯過的人、事、物，永遠能給我們最寬廣的想像空間。      

(B) 懂得精挑細選，謹慎行事，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C) 人往往在失敗中悔恨，慨嘆自己的時運不濟。  

(D) 要樂天知命，隨遇而安，勇敢面對人生的缺憾。 

 

37. 「                      。例如：螢光幕上的偶像，為了迎合「大眾」，用浮濫的口語自以為雅俗共賞。以報紙標題

為例，形容詞用「爆」，用「不行」……，某個東西好吃，說法是「好吃到不行」，還有「好看到不行」、「好聽到不

行」，一個「不行」，囊括了所有的感覺。當人們不再用準確的文字描述世界時，有一天，世界的細緻之處會不會也消

失不見？」                        

這段文字開頭畫線處點出段落要旨。 

據此判斷，應填入下列何者最恰當？ 

(A)偶像總能帶動風潮，使青少年趨之若鶩 

(B)媒體已注意到語言對生活的益處 

(C)文字的奧妙之處，在於能兼顧小眾與大眾的品味 

(D)文字的口語化與粗俗化，正壞蝕我所理解的世界                                        (107會考) 

 

38. 蘇軾因罪被貶後，寫道：「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則自喜漸

不為人識。」 (草履：草鞋)                                                                   

根據這段文字，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A)因罪人身分為人所不齒，屢受責罵。  

(B)擺脫聲名之累，心情趨向瀟灑豁達。  

(C)獲罪之後，心情憂懼，經常閉門不出。  

(D)對仕途絕望，決意與漁樵雜處，隱逸終老。                                         (103會考)        

 

  心靈上真正的荒涼來自太多的快感，就是你不斷地在口味上刺激自己吃到飽，在衣物上滿足，在居住條件上買更昂貴

的房子，不斷地投資賺錢，其實這種爽快的感覺未必是美感，而是快感。所以在康德的美學中，提醒我們快感無論怎麼刺

激、感官怎麼刺激，都不等於美感。 

  那麼美感是什麼？有時候，美感，反而是在大家都快的時候，你慢下來了。我相信這是兩面的情況，就是我今天可以

吃到很多的東西，可是我最後選擇是吃得很少，這時美的經驗才會產生，因為我們是自己的主人，而非物質的奴隸。 

  我覺得臺灣這個島嶼下一步急切要做的，也是這方面美學的思考，就是我們不一定要永遠往前衝，可能可以稍微慢一

點點──緩慢也許是美學品質建立的開始。大家不妨給自己一個機會，去體會不同的速度感，調適自己心理的節奏，也許

「悠閒」兩個字變得非常值得我們去重新反省的一個美學品質。 

  我們不要忘記「悠閒」這兩個漢字，「悠」的底下是指心靈的狀況，是一個跟自己心靈的對話過程。「閒」這個字更

明顯，你有多久沒有靠在門框上看月亮了？「悠閒」兩個字都在提醒我們，不一定要跑得很遠，可能就在你家門口就能有

所感受，但重要的是心境上的悠閒。悠閒，是先把自己心靈上的急躁感、焦慮感，能夠轉換成比較緩慢的節奏。   

節錄自蔣勳《天地有大美》 

 

39. 作者蔣勳認為的「生活美學」最符合下列哪一選項？  

(A)在周末好好放鬆，吃頓大餐享受佳餚。         

(B)交通工具可以多加變化，享受不同速度的樂趣。 

(C)整天無所事事，不要給自己太多壓力。 

(D)生活再忙，也要放慢腳步，瀏覽身邊的風景。 

 

40. 根據本文，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為了適應現代的忙碌生活，一定要有能力跑得快又遠。  

(B)世上不缺少美，只缺少悠閒的心境。  

(C)競爭激烈，我們一定要永遠往前衝，才能出類拔萃。 

(D)現代人科技發達，一定能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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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陶淵明＜飲酒詩之五＞ 

41. 詩中所寫陶家為什麼沒有「車馬喧」？ (A)住所地處偏僻  (B)當時車馬很少  (C)心意不受拘束  (D)終日足不出戶 

 

42. 「欲辯已忘言」的意思為何？  

(A)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B)只有一人，無人可說  (C)意境太高，無法了解  (D)快樂得無話可說。 

 

43. 下列何者最符合這首詩的主旨？ 

(A)對於官場文化的唾棄  (B)悔恨在官場不諳世故 (C)遠離塵囂後緬懷舊情  (D)超脫世俗的自在心境 

 

    然而，自至美國，情感突然變了。在夜裡的夢中，常常是家裡的小屋在風雨中坍塌了，或是母親的頭髮一根一根的白

了。在白天的生活中，常常是不愛看與故鄉不同的東西，而又不敢看與故鄉相同的東西。我這時才恍然悟到，我所謂的到

處可以為家，是因為蠶未離開那片桑葉，等到離開國土一步，即到處均不可以為家了。  陳之藩＜失根的蘭花＞ 

44. 「常常是不愛看與故鄉不同的東西，而又不敢看與故鄉相同的東西。」這句話主要描寫作者的何種心情？ 

(A)入境隨俗   (B)心猿意馬  (C)思鄉情濃  (D)反璞歸真 

 

45. 陳之藩早年在國內到處可以為家，為什到了美國就到處均不可以為家？ 

(A)年紀漸長後，無法適應國外生活。           (B)離開故鄉後才體會「月是故鄉明」的道理。  

(C)事過境遷，時間會改變人的想法。           (D)繁華的美國容易讓人迷失方向。 

 

蘇軾貶官黃州，生命有了極大的轉變與領悟。元豐五年三月七日，蘇軾和友人出遊，在沙湖半路上遇到下雨，雨具

已經先行被僕人帶走了，同行友人都覺得狼狽不堪，只有蘇軾不覺得。不久，天氣又放晴了，所以寫了這作品。 

 

莫聽穿林打葉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軾＜定風波＞ 

 

註釋 何妨：有什麼妨礙，反詰語氣，表示沒有關係。    吟嘯：吟詩與呼嘯。 

煙雨：如煙霧般的細雨。              蕭瑟：風雨吹打樹林的聲音。 

46. 關於＜定風波＞的說明，何者敘述錯誤？ 

(A)莫聽穿林打葉聲，何妨吟嘯且徐行。──不要管那穿過樹林的雨聲，何不一面唱歌，一面慢慢散步。說明悠閒自在

面對人生。 

(B)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竹杖草鞋比騎馬還要輕快，穿著蓑衣在煙雨中依然來去自如。說明

嚮往遊戲人間、放蕩不羈。 

(C)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春天依舊寒冷，但風雨過後落日帶來溫暖。說明超越外在環

境，忘懷榮辱得失。 

(D)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風雨晴天都沒了，回家吧！說明世事難料，人生無常，泰然處之。 

 

47. 下列哪句話最接近＜定風波＞的主旨？ 

(A)杜甫：「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B)三毛：「再做一次小孩吧！唯有他們，進的了智慧的殿堂。」 

(C)楊絳：「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後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 

(D)蔣勳：「我一直希望在生活美學裡，我們要強調的美，並不是匆忙地趕藝術的集會，而是能夠給自己一個靜下來 

     反省自我感受的空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8%98%87%e8%bb%be.html


6 
 

 

   

公元前278年初夏，洞庭湖畔，風和日暖，林木蓊鬱，一派生機。屈原行走於湖邊，披頭散髮，步伐沉重，身心憔悴，

滿面愁容。他一邊走，一邊低吟詩句，洞庭湖的美好景色，絲毫引不起他的興趣。這時，遇見一名漁夫，漁夫問說：「您

不就是那三閭大夫屈原嗎？為什麼到湖畔來？」 

  屈原深深嘆了一口氣說：「舉世混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所以我被流放出來了。」漁夫回答說:「常言道：識時

務者為俊傑。聰明的人處世之道，該是善於順應時變。舉世混濁，您為何不隨波逐流，為什麼要堅持清醒，使自己遭受流

放之難呢？」漁夫不解的問道。屈原盯著漁夫看了好一會，慢慢說到：「剛剛洗過頭的人總要把帽子彈彈才戴上，新洗過

澡的人不免要抖抖衣服才穿上。誰願意將自己乾淨的身軀弄髒呢？我堂堂清白之人，寧願在流放中葬身魚腹，豈能讓世俗

的塵垢玷汙呢？」屈原說完，拖著遲緩的腳步，繼續朝前走去。漁夫微微一笑，搖著船槳離去，一邊唱著：「如果這水波

清澈，就可以用來洗我的帽帶；如果這水混濁，就可以清洗我的腳。」 

  這年農曆五月五日，屈原漂泊到湘江支流汨羅江邊，聽說秦國派大將已攻克楚國郢都，頃襄王已棄城而逃，不禁悲痛

欲絕。他不願看到自己的楚國慘遭淪亡，感嘆世事，滿懷悲憤，抱起一塊大石頭，縱身跳入汨羅江中。當地百姓聽說屈原

投江自盡，紛紛划著船來救他。沒有救起屈原，又趕緊用粽葉裹著米投進水裡餵魚，以便魚吃飽了不再去吃屈原的屍體。

據說，划龍船比賽表示救屈原的意思，而吃粽子也是為了祭祀屈原。這兩種風俗流傳開來，形成了中國一個重要傳統節日

──端午節。                                    改寫自錢念孫＜中國文學史演義＞ 

 

 

48. 根據上文，屈原自稱「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意謂他被放逐是因為： 

(A) 自視甚高，對楚國君臣十分鄙夷。 

(B) 遺世獨立，想隱居山林。 

(C) 潔身自愛，不願同流合污。 

(D) 喝酒適可而止，不肯與眾人一起狂歡。 

 

49. 最後一格圖畫中，漁父說：「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漁父有何言外之意？ 

(A) 漁父想說：清流難得，值得讚賞。 

(B) 漁父勸屈原要懂得了解當世的局勢，改變作法。 

(C) 漁父想告誡屈原要未雨綢繆、防患未然。 

(D) 漁父想勸屈原隨遇而安，不用管世俗變化。 

 

50. 下列詩句中的節慶，何者與上述文章相同？  

(A)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 

(B)玉輪光滿大千界，銀漢秋澄三五宵。 

(C)艾葉吐幽芳香溢四海，龍舟掀巨浪氣吞八荒。 

(D)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 國中的第一年即將結束，謝謝你們的努力，相信必定滿載而歸！祝福 假期充實愉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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