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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 109 學年度 學士後中醫學系 入學招生考試試題 

考試科目 ：國 文 

一、選擇題（單選題，共 35 題，每題 2 分，共 70 分。答錯 1 題倒扣 0.5 分，倒扣至本大題零分為止，

未作答時，不給分亦不扣分） 

1. 下列句子，何者比較適合形容白鷺鷥？ 
（A）你尋尋覓覓，一樹梧桐的棲宿。 （B）在夜裡，你雙眼明亮如鏡。 
（C）你振翅，一搏九萬里，彩翼若垂天之雲。 （D）你像一朵白蓮，立於一方寂寂的清淺。 

2. 下列何者是對句？ 
（A）結廬在人境，而無車馬喧。 （B）百川東到海，何時復西歸。 
（C）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D）聞君有他心，拉雜摧燒之。 

3. 下列使用誇飾技法的選項是： 
（A）少壯不努力，老大徒傷悲。 （B）只恐雙溪舴艋舟，載不動許多愁。 
（C）人生非金石，豈能長壽考。 （D）多情自古傷別離，更那堪，冷落清秋節。 

4. 大同國中校長寫信給教育局長的「提稱語」用： 
（A）麾下。 （B）硯右。 （C）鈞鑒。 （D）大鑒。 

5. 下列文句中，完全沒有錯字的選項是： 
（A）我不和你談論，即然你不了解我的心意，多說無益。 
（B）你不該來的，尤其是冬雪紛飛的日子。 
（C）我希望與你天常地久，永不分離。 
（D）因為閱讀，今晚我刻服了寂寞的痛苦。 

6. 下列「」中的詞語，運用最恰當的選項是： 
（A）文學獎能否入圍是憑實力，你為了女兒而「逢人說項」，評審可不吃這一套。 
（B）國恩作惡多端，他所犯下的錯已讓他「室如懸磬」，再也沒有辯解的空間了。 
（C）入秋後天氣一天涼過一天，校園裡「枝葉扶疏」，觸目所見盡是蕭瑟。 
（D）剉冰清涼解渴，在燠燥的天氣吃上一碗，令人「心凝形釋」，暑氣全消。 

7. 《莊子‧養生主》：「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不蘄畜乎樊中。神雖王，不善也。」以下選項解

釋有誤的是： 
（A）蕲，期求。 （B）畜，養也。 （C）王，旺也。 （D）樊中，市場。 

8. 「你若愛，生活哪裡都可愛。你若恨，生活哪裡都可恨。你若感恩，處處可感恩。你若成長，處處

可成長。不是世界選擇了你，是你選擇了這個世界。」以下與上文文旨一致的選項是： 
（A）為仁由己，豈由人乎？ （B）家有敝帚，享之千金。 
（C）己所不欲，勿施於人。 （D）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9. 憂鬱和懷才不遇、□□□□，可能都是怒氣的另一個名字而已。那些自以為脾氣好的發怒者，其實

是壓抑的類型，他們對某些事永遠難以釋懷，而且漸漸的□□□□，和同樣心存怨恨的人在一起，

把人生搞成惡性循環。（改寫自吳淡如《不生氣的技術》） 
請選擇正確選項，填入上文前後兩組□□□□，使文意通順合理： 
（A）神魂顛倒／見微知著 （B）破釜沉舟／東窗事發 
（C）憤世嫉俗／物以類聚 （D）錙銖必較／奇貨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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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驚悸於海風的□□，我茫然的又醒過來了。是的，秋色將一天天的深了，時光將帶著我們走入冬

天，也走入春天。」缺空的詞語，應該填入下列哪一選項，方能使文意前後一貫？（張秀亞〈秋日

小札〉） 
（A）沁涼 （B）灼熱 （C）顯眼 （D）神往 

11. 下列關於詞意之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年長色衰，委身為賈人婦」與「或窮居陋巷，委身草莽」兩句中之「委身」，皆「委託終

身」之意。 
（B）「去來江口守空船」與「歸去來兮」兩句中之「去來」，皆偏義複詞「去」之意。 
（C）「暮去朝來顏色故」與「故吾母雖以中壽告終」兩句中之「故」，皆「老」之意。 
（D）「今年歡笑復明年」與「汝時猶小，當不復記憶」兩句中之「復」，皆「再」之意。 

12. 下列四句皆有「觴」字，何者與「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之第一個「觴」字意義不同？ 
（A）一舉累十「觴」。 （B）敬舉一「觴」。 
（C）飛羽「觴」而醉月。 （D）故就酒家「觴」之。 

13. 《孟子‧離婁下》：「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不入。孔子賢之。」意謂孔子： 
（A）推崇二人治水有功。 （B）推許二人富而不驕。 
（C）讚美二人勤於公室。 （D）誇讚二人治世得太平。 

14. 以下對聯與相應行業，哪一選項最不恰當？ 
（A）「囊中都是延年藥，架上無非不老丹」：中醫師。 
（B）「從此談心有捷徑，何須握手始言歡」：電信業。 
（C）「烹雪應憑陶學士，辨泉好待陸仙人」：快炒店。 
（D）「無慮風雨多不測，何愁水火太無情」：保險業。 

15. 清朝洪亮吉〈與孫季逑書〉云：「非門外入刺，巷側過車；不知所處在京邑之內，所居介公卿之間

也」。此段文字，其意旨可與下列何者相發凡？ 
（A）花徑不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B）直須看盡洛城花，始道春風容易別。 
（C）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不見使人愁。 （D）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行處蒼苔沒。 

16. 「人在少年，神氣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之」（《顏

氏家訓‧慕賢》）。以下文義與上文相符合的選項是： 
（A）白沙在涅，與之俱黑。 （B）朝聞夕改，柳暗花明。 
（C）血氣方剛，戒之在鬥。 （D）攀附權貴，人之常情。 

 
17. 以下古文在某篇時事報導中適切的被引用：「天行有常，不為堯存，不為桀亡，應之以治則急，應

之以亂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不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不能病（《荀子‧天論》）」。請根據

文意判斷，這則時事報導與下列何者相關？ 
（A）報稅宣導。 （B）元宵燈會。 （C）端午龍舟。 （D）防澇救旱。 

18. 下列選項「  」內，詞性不同的是： 
（A）「衣」冠而見之／「衣」敝縕袍。 
（B）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尚」友古人。 
（C）心「縣」此人／或「縣」心於貴勢。 
（D）餘肉亂切送驢前「食」之／治於人者「食」人。 

19. 下列選項「  」內，詞義相同的是： 
（A）「酷」吏當道／「酷」哥上台令女士們癡迷。 
（B）表現得「當」／英文不及格被「當」。 
（C）略「遜」一籌／他的表演「遜」斃了。 
（D）「凱」旋勝利歸來／他對女友一向出手很「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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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哀公問政〉：「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這兩句文意為何？ 
（A）敏於政事是為君的職分，勤勉種樹是土地永續利用之道。 
（B）人君為政之道要能疾速猛進，土地利用之道則在於廣植樹木。 
（C）人君的施政要勤敏，並且能善用土地資源，創出最大效益。 
（D）為政得賢人之助，可加速政治的成長；種樹能得地之宜，則可加速樹木的成長。 

21. 項羽是歷代詠史詩的熱門題材，施以同情、惋惜眼光者眾，但是亦不乏批判、嘲諷之詩。下列哪一

選項全然以批判反諷陳辭，而與其他三者不同？ 
（A）百戰疲勞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迴。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為君王捲土來？（王安石〈烏江

亭〉） 
（B）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羽，不肯過江東。（李清照〈夏日絕句〉） 
（C）勝敗兵家事不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來未可知。（杜牧〈題烏江

亭〉） 
（D）蓋世英雄力拔山，豈知天意主西關。范增可用非能用，徒嘆身亡頃刻間。（朱淑真〈項羽〉） 

22. 下列四首古典詩皆與傳統民俗活動相關，出現在「一月」的民俗活動應是哪個選項？ 
（A）靈均死波後，是節常浴蘭。綵縷碧筠粽，香粳白玉團。 
（B）年年到此日，瀝酒拜街中。萬戶千門看，無人不送窮。 
（C）銀河清淺，玉露微茫。亙鵲橋於長空，渡天孫於碧落。 
（D）春城無處不飛花，寒食東風御柳斜。日暮漢宮傳蠟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23. 宋代王禹偁〈黃州新建小竹樓記〉：「夏宜急雨，有□□聲；冬宜密雪，有□□聲；宜鼓琴，琴調

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然；宜投壺，矢聲□□然；皆竹樓之所助也。」最適

合填入的詞語依序是： 
（A）錚錚／丁丁／碎玉／瀑布 （B）瀑布／碎玉／丁丁／錚錚 
（C）碎玉／瀑布／錚錚／丁丁 （D）丁丁／錚錚／瀑布／碎玉 

※ 24-28 為題組，閱讀下文後，依序回答。 

    江寧之龍幡，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蹊，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美，

正則無景；以疏為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

又不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殀梅、病梅為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

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力為也。有以文人畫士孤僻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

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烈至此哉！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療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于地，解

其椶縛，以五年為期，必復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梅之館以貯之。 
    嗚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寧、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療梅也哉！

（龔自珍〈病梅館記〉） 

24. 「或曰：『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美，正則無景；以疏為美，密則無態。』固也」中的「固」

字意指： 
（A）堅定的心志。 （B）標準的見解。 （C）明智的堅持。 （D）傳統迂腐的見解。 

25. 「未可明詔大號」中的「大號」意指： 
（A）大聲號召。 （B）以大為好。 （C）公開行情。 （D）提高行情。 

26. 「以繩天下之梅也」中的「繩」意指： 
（A）綁住。 （B）彎曲。 （C）衡量。 （D）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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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夭其稚枝」的「夭」字詞性是： 
（A）形容詞。 （B）動詞。 （C）名詞。 （D）副詞。 

28. 下列選項中不符本文文旨的是： 
（A）作者以梅自喻。 （B）藉病梅以諷刺社會。 
（C）譏評時政，表達改革社會的決心。 （D）對文人畫士提出審美的建議。 

※ 29-30 為題組，閱讀下文後，依序回答。 

    「曾經有人為了增加海龜在野地的族群量，於是想等海龜媽媽產卵後，馬上把這些蛋帶回去人工

孵化，然後直接送回海裡，以免去小海龜獨自爬回海洋的過程中，所要面臨的各種風險。然而這樣的

想法很快就被揚棄了，因為專家發現，小海龜奮力爬回海洋的那段路程，除了要努力避開天敵，還必

須努力地貼近並記住這片土地的『氣味』，這段記憶，將伴隨著牠三十多年在海洋的流浪與漂泊，等

牠長大成熟必須孕育幼生時，將重回出生的那片沙灘，無論牠在世界的任何角落，引領牠回家的線索，
正是曾經匍匐嗅過的土地氣息。這是生命最初的氣味，來自土地，來自母親。」(范欽慧《跟著節氣去

旅行‧自序》)。 

29. 以下與上文主旨不符的選項是： 
（A）生命伊始的氣味，來自母親，也造就萬物的特質。 
（B）人定勝天。自然生態的復育，必須仰賴人類的保護與干涉。 
（C）作者由海龜重返出生地，反思萬物與土地所繫連的原鄉臍帶。 
（D）流浪與漂泊，乃至於天敵的威脅，都改變不了海龜曾經匍匐嗅過的土地氣息。 

30. 以下古典詩文與上文旨趣最相呼應的選項是： 
（A）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來就菊花。 
（B）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C）少小離家老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見不相識，笑問客從何處來？ 
（D）獨在異鄉為異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 

※ 31-35 為題組，閱讀下文後，依序回答。 

    孔子論三代之盛，必歸於禮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禮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不由禮而定

其位，至以為有禮則生，無禮則死，故孔子自少至老未嘗一日不學禮而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亂臣

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為不得親見於行事，

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魯史記為《春秋》，一斷於禮，凡《春秋》之所褒者，禮之所

與也；其所貶者，禮之所否也。記曰：禮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

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不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禮也。……使天下

凡為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為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徵《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

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若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為正而不知其義已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

所以叮嚀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不脩德而疲弊其民以求諸侯，

此其心豈湯武之心也哉？獨至於戰則曰：不擒二毛、不鼓不成列，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

以欺後世。苟《春秋》不為正之，則世之為仁者相率而為偽也。……荀息之事君也，君存不能正其違，

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為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 ( 節錄自蘇軾〈《春

秋》定天下之邪正論〉) 

31. 「因魯史記為《春秋》，一斷於禮，凡《春秋》之所褒者，禮之所與也；其所貶者，禮之所否也。」

之譯句，下列選項正確的是： 
（A）「因魯史記」：因為魯國歷史。 
（B）「一斷於禮」：完全用禮作決斷。 
（C）「禮之所與」：禮進行的場合。 
（D）「其所貶者」：禮所貶斥的人。 

(C)

(B)

(B)

(B)

(D)

 

高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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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下列選項中，符合本文文旨的是： 

（A）禮義與《春秋》，邪正不同。 
（B）禮義不明，肇因於《春秋》。 
（C）《春秋》乃禮義之大宗。 
（D）《春秋》別嫌明疑，無取禮義。 

33. 「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正確的文意是： 
（A）有嫌疑的人以為宋襄公有仁德，晉荀息是忠臣。 
（B）宋襄公懷疑仁德的人，晉荀息懷疑忠心的人。 
（C）宋襄公被仁德的人懷疑，晉荀息被忠心的人懷疑。 
（D）宋襄公是不是仁者有疑義，晉荀息是不是忠臣也同樣有疑義。 

34. 「其情則邪而其迹若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為正而不知其義已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

以叮嚀反覆於其間也」，正確的文意是：  
（A）「其情則邪而其迹若正」：感情已經走偏，但外表看不出來。 
（B）「其情則邪而其迹若正」：看似正確的情緒，其實隱含著歪理。 
（C）「其情以為正而不知其義已陷於邪」：看似行為端正，卻不知已於禮不合。 
（D）「《春秋》之所以叮嚀反覆於其間」：《春秋》一再用史事叮嚀而造成禮義反覆不明。 

35. 本文對宋襄公、晉荀息二人的評價，慧眼獨具。下列選項何者為非？ 
（A）宋襄公為了躋身諸侯之列，不惜疲弊百姓，發動戰爭，不足稱為仁者。 
（B）《春秋》指出宋襄公「不擒二毛、不鼓不成列」只是竊取仁者美名，實則不符仁者素行。 
（C）晉荀息雖曾勸諫國君之失，但存亡之際阻攔國君殉國，不足稱為忠臣。 
（D）《春秋》以微言大義諷刺荀息，私暱國君而造成舉國危盪，猶如盜賊竊國。 

 

二、引導作文（共 30 分） 

    隨著 5G 數位時代來臨，網路無國界，全球化、國際村之態勢銳不可擋。豈料 2020 年新冠肺炎疫

情大爆發，世界各國不得不紛紛祭出「封城停班、暫停旅客、關閉國門」等措施，來作為防疫之因應。

數月之後，美國 NASA 航太中心公布外太空攝得之地球空拍照，出現難得一見的美麗畫面。經媒體批

露後，暖化指數、空氣汙染、工業粉塵等議題再度引起世人關切，諸如「探索地球永續解方」、「從

一張紙看到一座森林」等標題，不時出現在媒體版面。 

    請就上述內涵延伸，以「禍福相依：疫情之後的在地化與世界觀」為題，作文一篇，文長不限。 

(D)

(C)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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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文 
 

試題評析 

 

1.國文題目難度不高，但因為有倒扣，加上有作文，因此預計原始分數在70分以上，具有上榜機

會。 

2.閱讀測驗三篇，內容不難理解，考生只要有一般國文程度，應可拿下分數。 

3.義守後中作文，慣性與時事結合，如安樂死、疫情，方向不難掌握。 

4.義守後中國文加權1.2倍，投資報酬率很高，同學應善加此一利器。 

5.班內講義的內容，與考題多所吻合，見命中事實，同學可安心準備。 

6.未來，跟著老師的腳步，共同努力，實現穿上白袍的夢想，加油。 

 

試題詳解 

(D) 1. 下列句子，何者比較適合形容白鷺鷥？ 

(A) 你尋尋覓覓，一樹梧桐的棲宿。 

(B) 在夜裡，你雙眼明亮如鏡。 

(C) 你振翅，一搏九萬里，彩翼若垂天之雲。 

(D) 你像一朵白蓮，立於一方寂寂的清淺。 

 

詳解 

(D) 你像一朵白蓮，立於一方寂寂的清淺。將白鷺鷥比喻為「白蓮」，適合形容白鷺鷥。 

(C) 2. 下列何者是對句？ 

(A)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B) 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C)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D) 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 

 

詳解 

對偶三要件：一、字數相等；二、詞性相同；三、平仄相反。 

(A)、(B)、(D)詞性沒有相同，可刪。唯有(C)合於格律，故選(C)。 

(B) 3. 下列使用誇飾技法的選項是： 

(A)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B) 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C)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 (D) 多情自古傷別離，更那堪，冷落清秋節。 

 

詳解 

(B) 只恐怕雙溪的小船，承載不了我身上那麼多的愁緒。愁緒之重，小船難以負荷，為誇飾

修辭。 

(C) 4. 大同國中校長寫信給教育局長的「提稱語」用： 

(A) 麾下。 (B) 硯右。 (C) 鈞鑒。 (D) 大鑒。 

 

詳解 

(A) 麾下：對軍界 (B) 硯右：對同學  

(C) 鈞鑒：對上級長官，正解  (D) 大鑒：對平輩。 

命中：正規補充資料B5--國文筆記書p201 

簡正(簡正崇)老師提供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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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 下列文句中，完全沒有錯字的選項是： 

(A) 我不和你談論，即然你不了解我的心意，多說無益。 

(B) 你不該來的，尤其是冬雪紛飛的日子。 

(C) 我希望與你天常地久，永不分離。 

(D) 因為閱讀，今晚我刻服了寂寞的痛苦。 

 

詳解 

(A)「即」然→「既」然 (C) 天「常」地久→天「長」地久 (D) 「刻」服→「克」服。 

(A) 6. 下列「」中的詞語，運用最恰當的選項是： 

(A) 文學獎能否入圍是憑實力，你為了女兒而「逢人說項」，評審可不吃這一套。 

(B) 國恩作惡多端，他所犯下的錯已讓他「室如懸磬」，再也沒有辯解的空間了。 

(C) 入秋後天氣一天涼過一天，校園裡「枝葉扶疏」，觸目所見盡是蕭瑟。 

(D) 剉冰清涼解渴，在燠燥的天氣吃上一碗，令人「心凝形釋」，暑氣全消。 

 

詳解 

(A)逢人說項：唐人項斯未聞名前，以詩謁見國子祭酒楊敬之，敬之愛項斯之才，逢人就 

   讚揚他。比喻稱揚人善。後比喻到處替人遊說或替人講情。正解。 

(B)室如懸磬：磬，古代矩形樂器。室如懸磬指居室空無所有，比喻非常貧窮。 

(C)枝葉扶疏：枝葉繁密四布。形容樹木茂盛。 

(D)心凝形釋：精神凝聚，形體散釋。指思想極為專注，簡直忘記了自己身體的存在。 

命中：正規補充資料B5--國文筆記書p11 

(D) 7. 《莊子‧養生主》：「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以下

選項解釋有誤的是： 

(A) 蘄，期求。 (B) 畜，養也。 (C) 王，旺也。 (D) 樊中，市場。  

 

詳解 

《莊子‧養生主》：「沼澤裡的雉雞，走十步才能啄一次，走百步才能飲一次。雖然求生不

易，但是牠不期求被畜養在籠子中。神情雖然旺盛，但是牠過得並不好。」(D) 樊中，籠子

中。 

命中：國文第(一)回--大學國文選第一冊p142 

(A) 8. 「你若愛，生活哪裡都可愛。你若恨，生活哪裡都可恨。你若感恩，處處可感恩。你若成

長，處處可成長。不是世界選擇了你，是你選擇了這個世界。」以下與上文文旨一致的選項

是： 

(A) 為仁由己，豈由人乎？  (B)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 

(C)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D)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詳解 

(A) 為仁由己，豈由人乎？翻譯：為仁，是由自己決定，難道是由別人決定的嗎？符合題幹

的主旨「為與不為，在於自己」。 

(C) 9. 憂鬱和懷才不遇、□□□□，可能都是怒氣的另一個名字而已。那些自以為脾氣好的發怒

者，其實是壓抑的類型，他們對某些事永遠難以釋懷，而且漸漸的□□□□，和同樣心存怨

恨的人在一起，把人生搞成惡性循環。（改寫自吳淡如《不生氣的技術》） 

請選擇正確選項，填入上文前後兩組□□□□，使文意通順合理： 

(A) 神魂顛倒／見微知著  (B) 破釜沉舟／東窗事發 

(C) 憤世嫉俗／物以類聚  (D) 錙銖必較／奇貨可居  

 

詳解 

「懷才不遇」後面使用頓號，可知應選語意相接的「憤世嫉俗」。和同樣心存怨恨的人在一

起，可知第二格填「物以類聚」，故選(C) 憤世嫉俗／物以類聚。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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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 「驚悸於海風的□□，我茫然的又醒過來了。是的，秋色將一天天的深了，時光將帶著我們

走入冬天，也走入春天。」缺空的詞語，應該填入下列哪一選項，方能使文意前後一貫？

（張秀亞〈秋日小札〉） 

(A) 沁涼 (B) 灼熱  (C) 顯眼 (D) 神往 

 

詳解 

空格後提示「秋色」，可知選(A) 沁涼。 

(D) 11. 下列關於詞意之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 「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與「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兩句中之「委身」，皆 

    「委託終身」之意。 

(B) 「去來江口守空船」與「歸去來兮」兩句中之「去來」，皆偏義複詞「去」之意。 

(C) 「暮去朝來顏色故」與「故吾母雖以中壽告終」兩句中之「故」，皆「老」之意。 

(D) 「今年歡笑復明年」與「汝時猶小，當不復記憶」兩句中之「復」，皆「再」之意。 

 

詳解 

(A) 「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委身：委託終身，下嫁； 

   「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委身：居身。 

(B) 「去來江口守空船」去來：去去來來，指商人往來各地做生意；「歸去來兮」去來： 

   偏「去」。 

(C) 「暮去朝來顏色故」故：老；「故吾母雖以中壽告終」故：所以。 

命中：正規補充資料B3--高中三十課綱第三冊p128 

(D) 12. 下列四句皆有「觴」字，何者與「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之第一個「觴」字意義不同？ 

(A) 一舉累十「觴」。  (B) 敬舉一「觴」。 

(C) 飛羽「觴」而醉月。  (D) 故就酒家「觴」之。  

 

詳解 

「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的第一個「觴」：酒杯。 

(A)、(B)、(C)皆指酒杯，(D) 故就酒家「觴」之：請喝酒。 

命中：正規補充資料B5--國文筆記書p65 

(C) 13. 《孟子‧離婁下》：「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意謂孔子： 

(A) 推崇二人治水有功。 (B) 推許二人富而不驕。 

(C) 讚美二人勤於公室。 (D) 誇讚二人治世得太平。 

 

詳解 

夏禹和后稷處在政治承平有道的時代，一個忙著治水，一個忙著教民農事，夏禹忙到多次路

過自己的家門，卻都抽不出空進去，孔子稱讚他們的賢明。故選(C) 讚美二人勤於公室。 

(C) 14. 以下對聯與相應行業，哪一選項最不恰當？ 

(A) 「囊中都是延年藥，架上無非不老丹」：中醫師。 

(B) 「從此談心有捷徑，何須握手始言歡」：電信業。 

(C) 「烹雪應憑陶學士，辨泉好待陸仙人」：快炒店。 

(D) 「無慮風雨多不測，何愁水火太無情」：保險業。  

 

詳解 

(C) 「烹雪應憑陶學士，辨泉好待陸仙人」：茶莊，茶葉店。陶學士：陶轂，字秀實，五代

周、北宋時曾任翰林學士、尚書等職，愛茶人。陸仙人：一名疾，字鴻漸，又字季疵，唐復

州竟陵人（今湖北省天門縣）。隱居於苕溪（今浙江西北部），自稱桑苧翁，朝廷欲召其為

太常寺太祝，然終不就。性嗜茶，精於茶道，著有《茶經》三卷，言茶之原、法、具甚詳，

於是天下尚茶成風，後世遂以陸羽為茶神。 

命中：正規補充資料B5--國文筆記書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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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5. 清朝洪亮吉〈與孫季逑書〉云：「非門外入刺，巷側過車；不知所處在京邑之內，所居介公

卿之間也」。此段文字，其意旨可與下列何者相發凡？ 

(A) 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B) 直須看盡洛城花，始道春風容易別。 

(C) 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D) 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  

 

詳解 

清朝洪亮吉〈與孫季逑書〉說：「如果不是有客來訪，投進名片，或是巷子邊有軒車經過，

我根本就忘了自己是住在京城裡，也忘了自己是生活在公卿達貴群中。」(D) 閑窺石鏡清我

心，謝公行處蒼苔沒：閒時觀看石鏡使心神清淨，謝靈運足跡早被青苔掩藏。兩段文字皆傳

達雖身處京城，出入公卿，但仍保留內心清淨，不受官場塵務之干擾。 

(A) 16. 「人在少年，神氣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

之」（《顏氏家訓‧慕賢》）。以下文義與上文相符合的選項是： 

(A) 白沙在涅，與之俱黑。  (B) 朝聞夕改，柳暗花明。 

(C) 血氣方剛，戒之在鬥。  (D) 攀附權貴，人之常情。  

 

詳解 

「人在年輕時，思想尚未成熟，受到與他密切接觸的朋友薰陶感染，就是言談舉止的小事，

雖然並不是有意去學，但也會潛移默化，自然而然地相似起來。」故選(A) 白沙在涅，與之

俱黑。 

(D) 17. 以下古文在某篇時事報導中適切的被引用：「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

急，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荀子‧天

論》）」。請根據文意判斷，這則時事報導與下列何者相關？ 

(A) 報稅宣導。 (B) 元宵燈會。 (C) 端午龍舟。 (D) 防澇救旱。  

 

詳解 

「自然界的運行有自己的規律，不會因為堯的賢能而存在，也不會因為桀的殘暴而滅亡。用

合理的行為面對它就能吉利，用不合理的行為面對它就不吉利。加強農桑生產，節省花用，

天就不會使他貧窮，養生方法周備，動作配合時宜，天就不會使他生病。」故選(D) 防澇救

旱。 

命中：國文第(一)回--大學國文選第一冊p155 

(B) 18. 下列選項「」內，詞性不同的是： 

(A) 「衣」冠而見之／「衣」敝縕袍。 

(B) 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尚」友古人。 

(C) 心「縣」此人／或「縣」心於貴勢。 

(D) 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治於人者「食」人。 

 

詳解 

(A) 穿衣，動詞／穿衣，動詞。 

(B) 推崇，動詞／上與古人為友，副詞。命中：正規補充資料B1-高中三十課綱第ㄧ冊p77 

(C) 通「懸」，牽掛，動詞／通「懸」，牽掛，動詞。 

(D) 餵養，動詞／供養，動詞。 

(C) 19. 下列選項「」內，詞義相同的是： 

(A) 「酷」吏當道／「酷」哥上台令女士們癡迷。 

(B) 表現得「當」／英文不及格被「當」。 

(C) 略「遜」一籌／他的表演「遜」斃了。 

(D) 「凱」旋勝利歸來／他對女友一向出手很「凱」。  

 

詳解 

(A) 殘忍、暴虐／瀟灑中帶點冷漠。為英語cool的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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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合宜／成績不及格。或以為來源是借用橋牌術語「down」。 

(C) 比不上、不及／差勁。正解。 

(D) 獲勝歸來／俗指出手大方闊綽。 

命中：正規補充資料B4-高中三十課綱第四冊p57、p109 

(D) 20. 〈哀公問政〉：「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這兩句文意為何？ 

(A) 敏於政事是為君的職分，勤勉種樹是土地永續利用之道。 

(B) 人君為政之道要能疾速猛進，土地利用之道則在於廣植樹木。 

(C) 人君的施政要勤敏，並且能善用土地資源，創出最大效益。 

(D) 為政得賢人之助，可加速政治的成長；種樹能得地之宜，則可加速樹木的成長。 

 

詳解 

〈哀公問政〉：「對人道最敏感的莫過於政治的事情，有賢人治理國政則平治。對土地最敏

感的莫過於栽種樹木，若其地肥沃則欣欣向榮。」可知選(D) 為政得賢人之助，可加速政治

的成長；種樹能得地之宜，則可加速樹木的成長。 

(A) 21. 項羽是歷代詠史詩的熱門題材，施以同情、惋惜眼光者眾，但是亦不乏批判、嘲諷之詩。下

列哪一選項全然以批判反諷陳辭，而與其他三者不同？ 

(A)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迴。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為君王捲土來？ 

   （王安石〈烏江亭〉） 

(B)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李清照〈夏日絕句〉） 

(C)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杜牧〈題烏江亭〉） 

(D) 蓋世英雄力拔山，豈知天意主西關。范增可用非能用，徒嘆身亡頃刻間。 

   （朱淑真〈項羽〉）  

 

詳解 

(A) 經過戰爭疲勞的壯士非常悲哀，中原一敗之後大勢難以挽回。即便江東的子弟現在還

在，誰能保證他們願意為項羽而捲土重來呢？全詩充滿批判反諷陳辭，並無同情、惋惜之

意。 

命中：正規補充資料B5--國文筆記書p171 

(B) 22. 下列四首古典詩皆與傳統民俗活動相關，出現在「一月」的民俗活動應是哪個選項？ 

(A) 靈均死波後，是節常浴蘭。綵縷碧筠粽，香粳白玉團。 

(B) 年年到此日，瀝酒拜街中。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 

(C) 銀河清淺，玉露微茫。亙鵲橋於長空，渡天孫於碧落。 

(D)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詳解 

(A) 端午節 (B) 財神請進門，自然要把窮神請出去，正月初六為「送窮日」，正解 (C) 七

夕，情人節 (D) 寒食節，冬至後105日，清明節前一、二日。 

(B) 23. 宋代王禹偁〈黃州新建小竹樓記〉：「夏宜急雨，有□□聲；冬宜密雪，有□□聲；宜鼓

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然；宜投壺，矢聲□□然；皆竹樓之

所助也。」最適合填入的詞語依序是： 

(A) 錚錚／丁丁／碎玉／瀑布  (B) 瀑布／碎玉／丁丁／錚錚 

(C) 碎玉／瀑布／錚錚／丁丁  (D) 丁丁／錚錚／瀑布／碎玉 

 

詳解 

原文：「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

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 24-28為題組，閱讀下文後，依序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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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寧之龍幡，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蹊，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

美，正則無景；以疏為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

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殀梅、病梅為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

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為也。有以文人畫士孤僻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

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

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于

地，解其椶縛，以五年為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梅之館以貯之。 

嗚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

也哉！（龔自珍〈病梅館記〉） 

翻譯：江寧的龍蟠，蘇州的鄧尉山，杭州的西溪，都出產梅。有人說：「梅憑著彎曲的姿態被認

為是美麗，筆直就沒有風姿；憑著枝幹傾斜，被認為是美麗，端正就沒有景緻；憑著枝葉

稀疏，被認為是美麗，茂密就沒有姿態。」這真是傳統迂腐的見解。這些文人畫士心裡明

白它的意思，就不便公開宣告，大聲疾呼，用這個標準衡量天下的梅；又不能夠來讓天下

種梅人砍掉筆直的樹幹、除去繁密的枝條、鋤掉端正的枝條，把枝幹摧折、使梅花呈現病

態，作為職業來謀求錢財。梅枝幹的傾斜、枝葉的疏朗、枝幹的彎曲，又不是那些忙於賺

錢之人，能夠憑藉他們的智慧、能力做得到的。有的人把文人畫士這隱藏在心中的特別嗜

好，明白地告訴賣梅的人，使他們砍掉端正的枝幹，培養傾斜的側枝，除去繁密的枝幹，

摧折它的嫩枝，鋤掉筆直的枝幹，阻礙它的生機，用這樣的方法來謀求高價，於是江蘇、

浙江的梅都成病態。文人畫士所造成的禍害嚴重到這種程度。我買了三百盆梅，都是病

梅，沒有一盆完好。我已經為它們流了好幾天眼淚之後，於是發誓要治療它們：我放開它

們，使它們順其自然生長，毀掉那些盆子，把梅全部種在土地，解開捆綁它們棕繩的束

縛；把五年作為期限，一定使它們復原和保全。我本來不是文人畫士，心甘情願受到辱

罵，開設一個病梅館來貯存它們。唉！怎麼樣才能使我有很多閒暇的時間，又有很多空閒

的田地，來大量貯存江寧、杭州、蘇州的病梅，竭盡我一生的時光來治療病梅呢？ 

命中：上課用書【醫科國文解題制霸】p1-102-41 

(D) 24. 「或曰：『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美，正則無景；以疏為美，密則無態。』固也」

中的「固」字意指： 

(A) 堅定的心志。(B) 標準的見解。 (C) 明智的堅持。 (D) 傳統迂腐的見解。  

 

詳解 

有人說：「梅憑著彎曲的姿態被認為是美麗，筆直就沒有風姿；憑著枝幹傾斜，被認為是美

麗，端正就沒有景緻；憑著枝葉稀疏，被認為是美麗，茂密就沒有姿態。」這真是傳統迂腐

的見解，故選(D)。 

(A) 25. 「未可明詔大號」中的「大號」意指： 

(A) 大聲號召。 (B) 以大為好。 (C) 公開行情。 (D) 提高行情。 

 

詳解 

未可明詔大號：就不便公開宣告，大聲疾呼。故選(A) 大聲號召。 

(C) 26. 「以繩天下之梅也」中的「繩」意指： 

(A) 綁住。 (B) 彎曲。 (C) 衡量。 (D) 妨礙。 

 

詳解 

以繩天下之梅也：用這個標準衡量天下的梅，故選(C) 衡量。 

(B) 27. 「夭其稚枝」的「夭」字詞性是： 

(A) 形容詞。 (B) 動詞。 (C) 名詞。 (D) 副詞。 

 

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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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其稚枝，摧折它的嫩枝，故選(B) 動詞。 

(D) 28. 下列選項中不符本文文旨的是： 

(A) 作者以梅自喻。 (B) 藉病梅以諷刺社會。 

(C) 譏評時政，表達改革社會的決心。(D) 對文人畫士提出審美的建議。 

 

詳解 

文中並無(D) 對文人畫士提出審美的建議。 

※ 29-30為題組，閱讀下文後，依序回答。 

「曾經有人為了增加海龜在野地的族群量，於是想等海龜媽媽產卵後，馬上把這些蛋帶回去

人工孵化，然後直接送回海裡，以免去小海龜獨自爬回海洋的過程中，所要面臨的各種風險。然

而這樣的想法很快就被揚棄了，因為專家發現，小海龜奮力爬回海洋的那段路程，除了要努力避

開天敵，還必須努力地貼近並記住這片土地的『氣味』，這段記憶，將伴隨著牠三十多年在海洋

的流浪與漂泊，等牠長大成熟必須孕育幼生時，將重回出生的那片沙灘，無論牠在世界的任何角

落，引領牠回家的線索，正是曾經匍匐嗅過的土地氣息。這是生命最初的氣味，來自土地，來自

母親。」 (范欽慧《跟著節氣去旅行‧自序》)。 

(B) 29. 以下與上文主旨不符的選項是： 

(A) 生命伊始的氣味，來自母親，也造就萬物的特質。 

(B) 人定勝天。自然生態的復育，必須仰賴人類的保護與干涉。 

(C) 作者由海龜重返出生地，反思萬物與土地所繫連的原鄉臍帶。 

(D) 流浪與漂泊，乃至於天敵的威脅，都改變不了海龜曾經匍匐嗅過的土地氣息。 

 

詳解 

由「然而這樣的想法很快就被揚棄了」可知(B)人定勝天。自然生態的復育，必須仰賴人類的

保護與干涉，與主旨不合。 

(C) 30. 以下古典詩文與上文旨趣最相呼應的選項是： 

(A) 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B) 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C)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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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解 

由「無論牠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引領牠回家的線索，正是曾經匍匐嗅過的土地氣息。這是生

命最初的氣味，來自土地，來自母親。」可知選(C)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

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 31-35為題組，閱讀下文後，依序回答。 

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

而定其位，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治其他，以之出入周

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為不

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於禮，凡《春

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

《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

《春秋》，定於禮也。……使天下凡為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為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徵《春秋》，

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為正而不

知其義已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叮嚀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

疑於忠者也。襄公不脩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也哉？獨至於戰則曰：不擒二

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為正之，則世之為

仁者相率而為偽也。……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為忠，

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  (節錄自蘇軾〈《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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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孔子談論三代的盛世，必歸功於禮的大成就，而它的衰敗必定本於禮的逐漸廢弛。君臣、

父子、上下，沒有不是透過禮而後定下名位。甚至認為有禮則能生存，無禮則會死亡，所

以孔子從年少到年老不曾經一天不學習禮而去研究其他學問，用禮來出入周旋，亂臣強君

無法將禮強加在他們身上。知道天下沒有人能用禮，於是退下整理禮的紀綱條目，用來留

給後代的君子，則又認為無法親自看見他們的行事，有具備禮的內涵，卻沒有實際的措

施，設置禮的方法，於是根據魯國歷史紀錄為《春秋》，一切由禮作為決斷，凡是《春

秋》所褒獎的，就是禮所稱揚的；春秋所貶抑的，就是禮所批判的。古書上說：「禮，用

來分辨嫌與明，在猶豫不決時做決定，而《春秋》完全取其決斷；所以凡是天下的邪與

正，君子有所懷疑而不能決斷的，都到了《春秋》而定下，其實並非定於《春秋》，而是

定於禮。……假使讓天下的君子都像顏淵，凡是小人都像夏桀、盜跖，雖然透過《春秋》

證明，天下有誰敢懷疑呢？天下所懷疑的是邪與正之間。他的內在是邪惡的，但是他的行

為像是端正的，是有這種人的；他的內在以為自己是端正，但是不知道自己的以為的義已

經淪陷為邪惡，是有這種人的。這就是《春秋》在其中反覆叮嚀的原因。宋襄公是不是仁

者有疑義，晉荀息是不是忠臣也同樣有疑義。宋襄公不修養德行而使人民疲憊衰敗，而求

躋身諸侯之列，他的心難道是商湯、周武王的心嗎？獨自在戰爭的時候則說：「不要擒拿

白髮黑髮夾雜的老人，不向未擺好陣勢的軍隊挑戰。」並非他有仁德的素行，而是想要一

天竊取仁德的美名用來欺騙後代。如果《春秋》不為此以正視聽，則世間為仁德的人都彼

此互相做這種虛偽的行為。……荀息侍奉國君，國君存在時，不能端正國君違逆的行為，

國君死後，又完成國君邪惡的意志，直到自己死亡為止；荀息如果是忠心的，則凡是忠於

盜賊，為寵倖自己的國君而死都算是忠心，難道這樣可以嗎？ 

(B) 31. 「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

否也。」之譯句，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A) 「因魯史記」：因為魯國歷史。 (B) 「一斷於禮」：完全用禮作決斷。 

(C) 「禮之所與」：禮進行的場合。 (D) 「其所貶者」：禮所貶斥的人。 

 

詳解 

(A) 「因魯史記」：根據魯國史書。 (B) 「一斷於禮」：完全用禮作決斷，正解。 

(C) 「禮之所與」：禮所稱許的。 (D) 「其所貶者」：《春秋》所貶抑的人。 

(C) 32. 下列選項中，符合本文文旨的是： 

(A) 禮義與《春秋》，邪正不同。 (B) 禮義不明，肇因於《春秋》。 

(C) 《春秋》乃禮義之大宗。 (D) 《春秋》別嫌明疑，無取禮義。  

 

詳解 

(A) 禮義與《春秋》，邪正相同。 

(B) 禮義不明，並非肇因於《春秋》。 

(C) 《春秋》乃禮義之大宗，正解。 

(D) 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ㄧ取斷焉。 

(D) 33. 「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正確的文意是： 

(A) 有嫌疑的人以為宋襄公有仁德，晉荀息是忠臣。 

(B) 宋襄公懷疑仁德的人，晉荀息懷疑忠心的人。 

(C) 宋襄公被仁德的人懷疑，晉荀息被忠心的人懷疑。 

(D) 宋襄公是不是仁者有疑義，晉荀息是不是忠臣也同樣有疑義。 

 

詳解 

作者蘇軾對於宋襄公是不是仁者有疑義，晉荀息是不是忠臣也同樣有疑義。故選(D)。 

(C) 34. 「其情則邪而其.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為正而不知其義已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

之所以叮嚀反覆於其間也」，正確的文意是： 

(A) 「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感情已經走偏，但外表看不出來。 

(B) 「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看似正確的情緒，其實隱含著歪理。 

 

高 

點 

醫 

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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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情以為正而不知其義已陷於邪」：看似行為端正，卻不知已於禮不合。 

(D) 「《春秋》之所以叮嚀反覆於其間」：《春秋》一再用史事叮嚀而造成禮義反覆不明。  

 

詳解 

(A)、(B) 「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他的內在是邪惡的，但是他的行為像是端正的。 

(C) 「其情以為正而不知其義已陷於邪」：看似行為端正，卻不知已於禮不合，正解。 

(D) 「《春秋》之所以叮嚀反覆於其間」：這就是《春秋》在其中反覆叮嚀的原因。 

(C) 35. 本文對宋襄公、晉荀息二人的評價，慧眼獨具。下列選項何者為非？ 

(A) 宋襄公為了躋身諸侯之列，不惜疲弊百姓，發動戰爭，不足稱為仁者。 

(B)《春秋》指出宋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只是竊取仁者美名，實則不符仁者素行。 

(C) 晉荀息雖曾勸諫國君之失，但存亡之際阻攔國君殉國，不足稱為忠臣。 

(D)《春秋》以微言大義諷刺荀息，私暱國君而造成舉國危盪，猶如盜賊竊國。 

 

詳解 

荀息侍奉國君，國君存在時，不能端正國君違逆的行為，國君死後，又完成國君邪惡的意

志，直到自己死亡為止。故選(C) 晉荀息雖曾勸諫國君之失，但存亡之際阻攔國君殉國，不

足稱為忠臣，為錯誤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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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