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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 
高點建國名師 許清龍老師編授 

價值篇與集大成者： 

孔子：據魯史修春秋，漢儒稱孔子為「素王」 

屈原：我國第一位偉大詩人 

李斯：諫逐客書為秦代奏疏之代表作 

司馬遷：後世推為文史之宗師 

司馬遷：「史記」本為史書通稱，後世成為司馬遷史著的專稱 

司馬相如：王世貞譽之為賦聖 

賈誼：上承屈原、宋玉；下開枚乘、司馬相如 

晁錯：漢文、景二帝，親信任事，法令多所更定，號為「智囊」 

曹植：謝靈運譽為「才高八斗」 

曹植：有七步成詩之才 

王粲：文心雕龍譽為七子之冠冕 

諸葛亮：昔人謂：「讀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 

張芝：世稱草聖 

王羲之：後人尊為書聖，蘭亭集序。被稱為行書之王。 

李密：師事譙周，門人比之子游、子夏 

李密：讀陳情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孝。(安子順語) 

陶淵明：蘇軾謂陶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 

陶淵明：鍾嶸譽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丘遲：與陳伯之書為駢文之雋品 

魏徵：魏徵沒，太宗以亡人鏡為喻，足見倚重 

王維：蘇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王維：曾繪輞川圖，魏徵譽為古今第一 

崔顥：＜黃鶴樓詩＞李白嘆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崔顥：嚴羽滄浪詩話：「唐人七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詩為第一」 

李白：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 

李白、杜甫：韓愈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韓愈：蘇軾謂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 

韓愈：茅坤尊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 

韓愈：讀祭十二郎文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慈 

韓愈：曾國藩謂：古文雄奇昌黎第一 

柳宗元：韓愈稱其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司馬遷) 

柳宗元：前人稱段太尉逸事狀一文「學史、漢而能成自然」 

柳宗元：山水遊記文筆清麗，有強烈感染力，為後世遊記的楷模 

孟郊、賈島：蘇軾評孟郊、賈島之詩「郊寒島瘦」 

元稹、白居易：蘇軾評元稹、白居易之詩「元輕白俗」 

白居易：唐宣宗云「童子解吟長恨歌，胡兒能唱琵琶曲」 

杜牧：所作阿房宮賦，駢散並用，歷來膾炙人口 

李煜：國亡後，感慨既深，詞作哀怨淒絕，所謂以血書者也，為古今第一詞人 

范仲淹：後人譽為「天下第一流人物」 

范仲淹：西夏人曰「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 

范仲淹：羌人呼為「龍圖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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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為北宋文壇的領袖，詩文革新運動的主將 

歐陽修：陳師道稱其善敘事，不甩故事陳言，而文益高 

歐陽修：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 

歐陽修：吳楚材評：「醉翁亭記，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創調也」 

蘇轍：蘇軾云「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 

錢公輔：蘇軾言其「帶規矩而蹈繩墨，佩芝蘭而服明月」 

蘇洵：歐陽修得蘇洵所著權書、衡論等二十二篇，以為賈誼、劉向不能過 

柳永：時人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 

陸游：有南宋第一詩人之譽，有愛國詩人之稱 

李清照：古今第一女詞家，閨秀第一詞人 

馬致遠：所著漢宮秋被推為元劇冠軍 

張可久：有曲壇宗匠之譽 

關漢卿：為元劇之開山大師 

關漢卿：王國維評關漢卿雜劇：「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為元人第一」 

三國演義：李漁譽為天下第一才子書 

高明：明太祖謂其琵琶記，為山珍海錯，富貴家不可無 

高明：王國維謂琵琶記自鑄偉詞，其佳處殆兼南北之勝 

宋濂：明太祖譽宋濂為「開國文臣之首」 

宋濂：劉基推之為「當今文章第一」 

劉基：明太祖譽劉基為「吾之子房」 

劉基：未能方駕唐宋八大家，可與魏徵比美 

袁宏道：張岱評袁宏道遊記小品文，堪繼酈道元、柳宗元之後的第三大家 

歸有光：深受清代方苞、姚鼐(謂有光直接唐宋八大家之後)、曾國藩等人的推崇 

張爾岐：顧炎武推崇其精於三禮 

宋應星：天工開物一書為三百年前講求農工科學空前創作 

全祖望：阮元謂其兼長經學、史才、詞章之學 

方苞：姚鼐云：「望溪先生之古文，為我朝文章之冠」 

孫星衍：袁枚品其詩，譽為天下奇才 

曾國藩：道德、文章、事功皆受後人推崇 

曾國藩：成之湘軍，平定太平軍，為中興第一功臣。 

紅樓夢：是我國通行小說少數出於原創，而且成就非凡的作品 

紅樓夢：躋身世界文學之林，中外學者紛紛研究，形成所謂「紅學」 

徐志摩：語體詩文為一代宗匠 

梁實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享譽海內外 

余光中：為台灣詩壇最勇悍之健將，對台灣新詩發展貢獻卓著 

鄭愁予：楊牧稱為中國的中國詩人 

孔子→集我國文化之大成 

孔子→集古代聖人之大成 

韓非→集法家之大成 

呂氏春秋→集先秦各家思想之大成 

鄭玄→集漢代經學之大成 

庾信→集六朝駢文之大成 

酈道元→集當時地理學之大成 

杜甫→集古今詩學之大成 

朱熹→集宋代經學之大成 

高明→集南曲(傳奇)之大成 

戴震→集清代學術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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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齋志異→集志怪小說之大成 

中國之最篇： 
尚書→我國最早之史料、散文之祖 

尚書、禹貢→開後世地理之學 

周易→我國最早之哲學書 

詩經→為我國韻文之祖、純文學之祖 

詩經→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北方文學的代表 

六書→中國文字的創造方法 

甲骨文→目前所見最早的中國文字 

春秋→為編年史之祖 

爾雅→我國最早的訓詁之書(字義分類的字書) 

論語→語錄體之祖 

孟子→南宋光宗刻十三經，將孟子列入經部 

荀子→著有賦篇，為後世賦體之祖 

國語→國別史之祖 

莊子天運篇→最早把儒家傳道之書稱為經 

孫武兵法→為我國現存最早之兵書 

竹書紀年→四庫總目，列為編年之首 

屈原→楚辭之祖 

楚辭→辭賦之祖，南方文學的代表 

楚辭→四庫全書列為集部之首 

李斯→駢文初祖，漢賦先驅 

李斯→倉頡篇為小篆之始 

樂府→漢武帝時設立 

司馬遷、史記→通史之祖、紀傳體之祖 

司馬遷、史記→第一部正史 

賈誼、治安策(一名陳政事書)→萬言書之祖 

劉向、別錄(劉歆、七略)→我國目錄學之祖 

劉向→始為戰國策定名 

劉向→始為楚辭定名 

考據之學→始於漢章帝時考定之白虎通義 

班固、漢書→斷代史之祖 

班固、詠史詩→五言詩正式成立 

漢書藝文志→為現存最早之書目 

許慎、說文解字→我國現存最早之字典 

說文解字→我國最早講字形結構(小篆)之字書 

曹丕、典論論文→強調文章的價值，始予文學以獨立的生命 

曹丕、典論論文→我國文學批評之祖(專篇) 

曹丕、典論論文→建安七子之稱始見於此 

曹丕、燕歌行→七言詩正式形成 

陶淵明→田園詩人之宗 

謝靈運→開創山水詩派 

皇甫謐、甲乙經→我國鍼灸醫術最早之書 

昭明文選→我國最早詩文總集 

劉勰、文心雕龍→我國現存最早以駢文寫作的文學批評專書 

劉義慶、世說新語→開後世說部之先河 

鍾嶸、詩品→為我國詩評最早之專著，將詩人分為上中下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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酈道元→後世言寫景之文，必以水經注為宗 

宋之問、沈佺期→完成五言律詩之格律 

杜審言→完成七言律詩之格律 

韓愈→祭十二郎文用口語散文行之，為祭文之創格，被推為千古絕調 

白居易、元稹→新樂府運動的提倡者 

陳子昂、李華→唐早期寫古文者(比韓、柳要早)，為古文運動之先驅 

房喬奉敕撰晉書→我國官修史書之始 

劉知幾、史通→第一部評史專書 

杜佑、通典→最早專論典章制度之書 

李商隱→自定其所為駢文曰樊南四六甲乙集，四六之名乃告確立 

趙崇祚、花間集→詞集的濫觴(始祖) 

袁樞、通鑑紀事本未→紀事本未體之祖 

歐陽修、集古錄→金石學之祖 

蘇洵→「贈序」稱「引」或「說」之始；(蘇洵之父名序，故蘇氏諱稱序) 

張先→開長調慢詞之先 

周敦頤→宋明理學之祖 

黃庭堅→創立江西詩派 

朱熹→作詩集傳，乃廢詩序，多有新義，為明清以降的通行本 

水滸傳→我國通行最早的白話章回小說 

三國演義→我國最通行的章回小說(淺近文言)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八大家之名始此 

顧炎武→清代樸學之導師 

方苞→桐城派之祖 

劉鶚《鐵雲藏龜》→最早整理甲骨文者 

梁啟超→新民叢報體，融合俗語、駢語、韻語及外國語法 

胡適→提倡白話文學運動，造成劃時代的「五四文學革命」 

徐志摩→創設新月社、新月詩派、推動新詩格律化 

先生篇： 
臥龍先生→諸葛亮 

靖節先生、五柳先生、羲皇上人→陶潛 

昌黎先生→唐朝、韓愈，人稱「韓昌黎」 

醉吟先生→唐朝、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與元稹相酬詠，號為「元白」，又與劉禹錫齊名稱

為「劉白」 

廣成先生→杜光庭，號東瀛子 

涑水先生→司馬光，字君實 

南豐先生→曾鞏，字子固 

濂溪先生→周敦頤，字茂叔 

明道先生→北宋、程顥 

伊川先生→北宋、程頤 

橫渠先生→北宋、張載 

紫陽先生→南宋、朱熹 

考亭先生→南宋、朱熹 

象山先生→南宋、陸九淵 

誠齋先生→南宋、楊萬里 

潛溪先生→明朝、宋濂 

正學先生→明朝、方孝孺 

陽明先生→明朝、王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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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川先生→明朝、歸有光 

亭林先生→清朝、顧炎武 

梨洲先生→清朝、黃宗羲 

南雷先生→清朝、黃宗羲 

船山先生→清朝、王夫之 

謝山先生→清朝、全祖望 

望溪先生→清朝、方苞 

聊齋先生→清朝、蒲松齡 

隨園先生→清朝、袁枚 

惜抱先生→清朝、姚鼐 

中山先生→民國、孫文 

居士篇： 

青蓮居士→唐朝、李白 

香山居士→唐朝、白居易 

蓮峰居士→南唐、李煜 

六一居士→北宋、歐陽修 

東坡居士→北宋、蘇軾 

后山居士→北宋、陳師道 

清真居士→北宋、周邦彥 

稼軒居士→南宋、辛棄疾 

易安居士→南宋、李清照 

石湖居士→南宋、范成大 

柳泉居士→清朝、蒲松齡 

更生居士→清朝、洪亮吉 

人物並稱： 

孔孟→孔子、孟子孟荀→孟軻、荀況 

楊墨→楊朱、墨翟老莊→老子、莊子 

屈宋→屈原、宋玉馬班→司馬遷、班固 

枚馬→枚乘、司馬相如曹王→曹植、王粲 

徐庾→徐陵、庾信李杜→李白、杜甫 

王孟→王維、孟浩然高岑→高適、岑參 

元白→元稹、白居易劉白→劉禹鍚、白居易 

劉柳→劉禹錫、柳宗元韓柳→韓愈、柳宗元 

韓歐→韓愈、歐陽修沈宋→沈佺期、宋之問 

溫李→溫庭筠、李商隱歐曾→歐陽修、曾鞏 

蘇辛→蘇軾、辛棄疾蘇陸→蘇軾、陸游 

蘇黃→蘇軾、黃庭堅張柳→張先、柳永 

程朱→二程、朱熹陸王→陸九淵、王陽明 

源流篇： 

荀子→源出孔子，傳六經 

五絕→來自五言古詩 

七絕→來自樂府歌行 

賦→導源於詩，興於楚辭 

司馬遷、班固、韓愈、柳宗元→受左傳沾溉 

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 

世說新語→係東漢以後品評人物，好尚清談風氣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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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山水遊記→脫胎酈道元《水經注》 

司馬光→思想源出六經 

三蘇→其文出於戰國策、莊子、史記、縱橫家 

王安石→文學孟子、韓愈，詩學杜甫。 

曾鞏→為文原本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 

姜夔、史達祖→受周邦彥影響 

文天祥→服膺程、朱之學 

水滸傳→改編自大宋宣和遺事 

三國演義→改編自三國志平話 

西遊記→改編自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王守仁→直承宋、陸九淵「心即理」的觀念，提出「致良知」與「知行合一」 

學說： 

張爾歧→學行一主程、朱 

紅拂記(明、張鳳翼)、虯髯翁(明、凌初成)、女丈夫(明、馮夢龍)→虯髯客傳 

全祖望→服膺黃宗羲，致力於史傳 

汪中→治古文不法韓、歐，而以漢、魏、六朝為則 

方苞→思想推本於六經、論、孟，文步左傳、史記及唐宋八大家 

方苞→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 

姚鼐、曾國藩→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並重 

曾國藩→學宗程朱，治軍與居官皆有儒者之風 

長生殿→梧桐雨→長恨歌傳→長恨歌 

林紓→以桐城派自居 

梁啟超→為文初學桐城，後學魏晉 

徐志摩→於文好史記與莊子，於詩好李白與李商隱 

人物判別： 

項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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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 襄王不用直臣籌，放逐南來澤國秋。自向波間葬魚腹，楚人徒倚濟川舟。 

賈誼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諸葛亮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花木蘭 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楊貴妃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諸葛亮 
陶淵明 

南陽少，北窗老，兩臥千秋同矯矯，南陽慶遭逢，北窗終潦倒。 

楊貴妃 華清恩寵古無倫，猶恐娥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 

李白 
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從開元到

天寶，從洛陽到咸陽，冠蓋滿途車騎的喧鬧，不及千年後你的一首，水晶絕句輕扣我

額頭，噹地一彈挑起的回音。 

孔子 道若江河，隨地可成洙泗。聖如日月，普天皆有春秋。 

子路 
允哉聖人之徒，聞善則行，聞過則喜。 
大哉夫子之勇，見危必拯，見義必為。 

孟子 尊王言，必稱堯舜。憂世心，同切孔顏。 

屈原 何處招魂，香草還生三戶地。當年呵壁，湘流應識九歌心。 

張良 壯士奮揮椎，報韓以落秦王膽。大王煩借箸，榮漢終函項羽頭。 

諸葛亮 兩表酬三顧，一對足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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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 顧曲有閒情，不礙破曹真事業。飲醇原雅量，偏嫌生亮並英雄。 

杜甫 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韓愈 佛骨謫來，嶺海因而生色。鱷魚徙去，江湖自此澄清。 

韓愈 百世之師，匹夫有志公可法。三書猶存，宰相無名鬼不靈。 

范仲淹 兵甲富於胸中，一代功名高宋室。憂樂關乎天下，千秋俎豆重蘇臺。 

蘇軾 
明月浩無邊，安排鐵板銅琶，我歌唱大江東去。 
春風睡正美，迢遞珠崖瓊島，更誰憐孤鶴南飛。 

岳飛 報國精忠，三字冤獄千古白。壯志激懷，一篇詞著滿江紅。 

文天祥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古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 
敢問何謂浩然正氣，鎮地為河嶽，麗天為日星。 

方孝孺 血染雨花臺，為痛忠靈埋十族。聲淒雲影勁，常留正氣炳千秋。 

史可法 
殉祉稷只江北孤臣，賸水殘山，尚留得風中勁草。 
葬衣冠有淮南坯土，冰心鐵骨，好伴取嶺上梅花。 

伯夷 
叔齊 

首陽山枕黃河水，上有兩人曾餓死。不同天下人為非，兄弟相看自為是。 
遂令萬古識君心，為臣貴義不貴身。精靈長在白雲裡，應笑隨時飽死人。 

秦始皇 
眷言君失德，驪邑想秦餘。政煩方改篆，愚俗乃焚書。 
阿房久已滅，閣道遂成墟。欲厭東南氣，翻傷掩鮑軍。 

孟姜女 一叫長城萬仞摧，杞梁遺骨逐妻回。南鄰北里皆孀婦，誰解堅心繼此來。 

張旭 
書道入神明，落纸雲烟，今古竟傳八法。 
酒狂稱聖草，滿堂風雨，歲時宜奠三杯。 

張巡 
立心忠義撼南雷，嚼齒穿齦，歷四百戰誓吞安史。 
浴血功名高郭李，羅雀掘鼠，率三千人力彰江淮。 

荊軻 反刃相酬是匹夫，安知突騎駕群胡。有心為報懷權略，可在於期與地圖。 

劉邦 布衣空手取中原，勁卒雄師不足論。楚國八千秦百萬，豁開胸臆一時吞。 

韓信 鳥盡良弓勢必藏，千秋青史費評章。區區一飯猶圖報，爭肯為臣負漢王。 

王昭君 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為黃金不為人。馬上琵琶行萬里，漢宮長有隔生春。 

周瑜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昋深鎖二喬。 

陶淵明 英傑那堪屈下僚，便栽門柳事蕭條。鳳皇不共雞爭食，莫怪先生懶折腰。 

李陵 北入單于萬里疆，五千兵敗滯窮荒。英雄不伏蠻夷死，更築高臺望故鄉。 

稽康 
血色的風，吹落你的名字，從樂譜，至史冊，此後寧願啞了嗓子，任聲帶生出霉斑，

失去絃的音符，怎能歌唱？ 

項羽 
他被雷聲風聲雨聲，追趕至垓下，糧絕，兵盡，狂飆折斷纛旗，烏騎赫然咆哮，時不

利兮可奈何。 

屈原 
青史上你留下一片潔白，朝朝暮暮你行吟在楚澤，江魚吞食了二千多年，吞不下你的

一根傲骨。 

孟姜女 
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

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飢魄相逐歸，陌

上少年莫相非。 

孟姜女 秦皇安在哉，萬里長城恐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銘貞。 

 

http://www.chinapage.com/big5/prose/so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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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大考驗： 

近年來成語的文意、成語的運用及成語的改錯等，一直為聯考的重要題型之一今年更是加重此

項目的配分。除扣掉課本的成語外，還考了四題：分就成語運用、錯別字判別、及文意判斷等三部

分出題，其中錯別字便考了兩題，佔分相當重，同學不可不加以重視。尤其許多成語別字如：「美

輪美奐」一般容易寫錯為「美侖美奐」；「道聽塗說」一般也會寫成「道聽途說」等。若不經由別人

的提醒，可能一輩子都會一直寫錯，這樣的例子相當的多。為讓讀者能多分辨這些容易寫錯的別字，

以下筆者特別設計幾組常用而易錯的成語，讀者可以做個自我考驗，看看自己是否也常犯同樣的錯

誤。 

1.( )一場大地震造成了許多房屋快要傾倒，真是急急可危。 

2.( )江別鶴雖號稱江南大俠，其實只是個估名釣譽的偽君子。 

3.( )活潑的小甜甜是個天真瀾漫的女孩。 

4.( )建商偷工減料，造成樓房倒塌，簡直是草管人命。 

5.( )對於交友，一定要審慎選擇，寧缺勿爛。 

6.( )您的大駕光臨，真是令小店蓬壁生輝。 

7.( )失敗了不要氣餒，要再接再勵，繼續努力才有成功的來臨。 

8.( )他做事按步就班循序漸進深得朋友的信任。 

9.( )證嚴法師的作為，足以令她留芳百世。 

10.( )處在變遷快速的時代，要隨時吸收新知，不可固步自封。 

11.( )新官上任三把火，甫上任，他馬上大刀闊斧，改絃易輒，執行行政革新。 

12.( )他做事小心謹慎，競競業業，頗得長官的喜愛。 

13.( )台灣的經濟所得水準，位居全球第十三名，國人其實不必妄自匪薄，對國家沒信心。 

14.( )聽到校長要來查堂，同學們個個正經危坐，不敢嘻鬧。 

15.( )說起他所作過的壞事，實在是磬竹難書，真該打入十八層地獄。 

16.( )面對中共的文攻武嚇，我們必須同仇敵慨，戮力同心。 

17.( )街旁的小狗，正虎視耽耽地看這我的熱狗，令我不知所措。 

18.( )明知他是個老奸巨滑的人，我卻不得不和他交涉。 

19.( )看過大衛魔術師的表演，讓我覺得嘆為觀止，不可明狀。 

20.( )今天正好恭逢其盛，能參加這場宴會。 

《答案》 

1.(岌)  2.(沽)  3.(爛)  4.(菅)  5.(`濫)  6.(蓽)  7.(厲)  8.(部)  

9.(流)  10.(故)  11.(弦、轍)   12.(兢)  13.(菲)  14.(襟)  15.(罄) 

16.(愾)  17.(眈)  18.(猾)  19.(名)  20.(躬) 

 

以上的題目你對了幾題呢？下面就由筆者來為你仔細分析： 

1.(急、岌)急，指時間緊湊。岌岌︰危險的樣子。岌岌可危︰形容非常危險。 

同義詞如：間不容髮、千鈞一髮、危如累卵。 

反義詞如：固若金湯、穩如泰山。 

2.(估、沽)沽名釣譽︰故意做作，用手段謀取名聲和讚譽。 

同義詞︰矯俗干名。反義詞︰實至名歸。 

3.(瀾、爛)天真爛漫：指性情率真，毫不假飾。瀾︰波浪。爛︰燦爛。 

反義詞︰矯揉造作。 

4.(管、菅)菅，一種野草。草菅人命，比喻輕視人命，濫殺無辜。 

反義詞︰人命關天。 

5.(爛、濫)天真爛漫，指個性天真，沒有心機。 

爛，腐敗。濫，過多。所以應以「濫」相對於「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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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壁、蓽)蓬蓽，窮人住的房子，亦謙稱自己的住宅。蓬蓽生輝形容貴客來訪令主人感到增光不少。 

7.(勵、厲)再接再厲：勇往奮進而不頓挫。厲，奮起、振奮。 

8.(步、部)按部就班，做事依照一定的層次、條理。 

同義詞︰循規蹈矩、循序漸進。 

反義詞︰躐等躁進。 

9.(留、流)流芳百世，美名流傳後世而不朽。 

同義詞︰千古留名。 

反義詞︰遺臭萬年。 

10.(固、故)故步自封，比喻墨守成規，安於現狀，不求進取。 

同義詞︰抱殘守缺､墨守成規。 

反義詞︰標新立異。 

11.(絃、弦)(輒、轍)改弦易轍︰改換樂弦，更改車行道路。比喻改變制度、做法或態度。 

同義詞︰革故鼎新、改弦更張。 

反義詞︰舊調重彈、因常襲故。 

12.(競、兢)兢兢業業︰形容謹肅恐懼，認真小心。競，比賽。 

13.(匪、菲)妄自菲薄︰過於自卑而不知自重。菲薄，輕視。 

同義詞︰自暴自棄。反義詞︰不可一世、妄自尊大。 

14.(經、襟)正襟危坐︰整理服裝儀容，端正的坐好。形容莊重嚴肅的樣子。 

15.(磬、罄)罄竹難書︰即使把所有竹子做成竹簡，也難以寫盡。本於呂氏春秋，後遂用罄竹難書比 

喻罪狀之多，難以書寫。罄，盡也。 

16.(慨、愾)同仇，一致對付仇敵。敵愾，抵禦所惱恨的人。同仇敵愾指共同抱著憤恨心情，齊心同 

力抵抗敵人。 

17.(耽、眈)眈眈︰眼睛向下注視的樣子。 

虎視眈眈︰比喻心懷不軌，伺機掠奪。 

18.(滑、猾)老奸巨猾︰深歷世情而極奸詐狡猾的人。猾，狡猾。 

19.(明、名)不可名狀︰無法形容。名，形容。 

20.(恭、躬)躬逢其盛：親自參加這個盛會。躬，親自。 

 

公文： 

類別：公文分為「令」、「呈」、「咨」、「函」、「公告」、「其他公文」六種。  

1.令：發布行政規章，發表人事任免、遷調、獎懲時使用。  

2.呈：機關對總統有所呈請或報告時使用。  

3.咨：立法院、監察院、總統府公文往來。 

4.函：各機關處理公務有左列情形之一時使用：  

(1)上級機關對所屬下級機關有所指示、交辦、批復時。  

(2)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有所請求或報告時。  

(3)同級機關或不相隸屬機關間行文時。  

(4)民眾與機關間的申請與答復時。  

5.公告：向公眾或特定對象宣佈時使用。 

寫作程式：主旨、說明、辦法三段。三段之中，只有主旨不能省略。能用主旨一段完成時，就用 

一段。能用兩段完成時，就用兩段。 

公文要求：簡、淺、明、確。 

公文夾區分，各機關並得視實際需要自行訂定：  

1.最速件用紅色。2.速件用藍色。 

3.普通件用白色。4.機密件用黃色或特製之密件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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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用語： 

類別 用語 適用範圍 備註 

查、謹查、有關、關於、茲 通用  

制定、訂定、修正、廢止 公布法律、發布命令用  

起首語 

（ 指 公 文 起

首 所 用 之 發

語詞） 
特任、特派、任命、派 

茲派、茲聘、茲敦聘、僱 
任用人員用  

鈞府、鈞長、鈞座 有隸屬關係之下級對上級用 

大院、大部、大局、大處 

對無隸屬關係之上級機關用（例

如：對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

監察院用） 

貴局、貴處、貴公司 
對下級、平行（無隸屬關係者）

及對人民團體用 

臺端、先生、女士 對屬員、或人民 

本 自稱 

直接稱謂時用。 

書寫本類別之稱

謂 語 時 ， 對 上

級、平行及人民

團體均應於其左

空一格（挪抬）

以示互重 

稱謂語 

（ 指 對 受 文

者 稱 呼 或 自

稱用語） 

該、職稱 

機 關 名 稱 如 一 再 提 及 可 稱

「該」，例如「該局」；對職員則

稱「該員」或「職稱」 

間接稱謂時用 

依、奉 引敘上級機關或首長公文時用 

依據 
引敘平行、下級機關、屬員或人

民來文時用 

……奉悉 
回 復 上 級 機 關 來 文 或 首 長 公

文，於引敘完畢時用 

……敬悉 
回復平行機關來文，於引敘完畢

時用 

……已悉 
回復下級機關公文，於引敘完畢

時用 

復（稱謂）……函 於復文時用 

依（依據）（稱謂）……辦理 於告知辦理之依據時用 

（ 發 文 年 月 日 字 號 及 文

別）……諒蒙 鈞察 
對上級機關發文後續函時用 

（ 發 文 年 月 日 字 號 及 文

別）……諒達 
對平行機關發文後續函時用 

引述語 

（ 引 據 其 他

機 關 或 受 文

者 來 文 時 之

用語） 

（ 發 文 年 月 日 字 號 及 文

別）……計達 
對下級機關發文後續函時用 

 

遵經、遵即 對上級機關或首長用  經辦語 

（ 案 情 處 理

過 程 之 聯 繫

用語） 

業經、經已、均經、迭經、

旋經、嗣經 
通用  

准駁語 

（ 於 審 核 或

答 復 受 文 者

請 求 時 之 用

語） 

應予照准、准予照辦、准予

備查 

應予不准、應予駁回、未便

照准 

礙難照准、應從緩議 

對下級機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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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用語 適用範圍 備註 

如擬、如擬辦理 

可照准、准如所請、應從緩

議 

決行人員批核公文用  
准駁語 

（ 於 審 核 或

答 復 受 文 者

請 求 時 之 用

語） 

敬表同意、同意照辦 

不能同意辦理、無法照辦 

礙難同意、歉難同意 

對平行機關或人民團體時用  

除外語 

（ 處 理 案 件

之除外用語） 

 

除……外 

除……及……外 
通用  

請示語 

（請問、請教

之衡量用語） 

是否可行 

是否有當 

可否之處 

通用  

請 鑒核 

請 核示 

請 鑒查 

請 核備 

請 備查 

請上級機關或首長查核、指示使

用 

鑒核－報核案件 

核示－請示案件 

鑒查－僅供瞭解 

核備－核備案件 

請 查照 

請 辦理惠復 

請 查明惠復 

請 查照轉知 

請平行機關知悉辦理時用  

期 望 及 目 的

語 

（ 對 受 文 者

表 達 行 文 之

期 望 或 目 的

之用語） 請查照 

請照辦 

請辦理見復 

請查明見復 

請查照轉知 

請下級機關知悉辦理時用  

抄送語 

 

抄陳 

抄送 

抄發 

對上級機關用 

對平行機關用 

對下級機關用 

有副本或抄件時

用 

附陳、檢陳 對上級附送附件時用 亦可當成起首語 附送語 

（ 致 送 資

料、文件之用

語） 檢送、檢附、附送、附 
對平行或下級機關附送附件時

用 
 

結束語（全文

之總結用語） 

謹呈 

謹陳、敬陳 

此致 

對總統簽之文末用 

於簽之文末用 

於便箋之文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