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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測國文（選擇題）考科試題或答案之反映意見回覆 

 

題號：5 

題目： 

5.  關於下文意象，說明最適當的是：  

  在每一個烈陽如漿的白日裡，祖母在田畝中佝僂耕種。在每一節翻土、播種、

除草、施肥的動作間，揮汗如雨。強大的日光，攫取祖母髮中的黑色素與汗水蘸

成墨汁下嚥，經過時間的消化後排泄出來，叫做黑夜。  

  濃稠的黑夜在暗中默默的成長，流淌於小溪庭院、穀倉柴坊、豬舍雞寮，並

不斷的擴張向田畝間的菜圃和水塘。夜色如墨，團團緊緊的包圍村莊，但它卻鎭

不住祖母的雙腳，她背負著浩大的夜色，如同白日頂著烈陽，仍不斷的在田畝間

穿梭，在豬舍雞寮間忙碌著。（葉國居〈髻鬃花〉）  

(A)烈陽如漿：形容祖母對子孫們的深厚關愛，彷如陽光般溫暖  

(B)髮中的黑色素與汗水蘸成墨汁：暗喻祖母勞動且漸老的身影  

(C)濃稠的黑夜：凸顯祖母農務負擔沉重，不敢寄望光明的未來  

(D)背負著浩大的夜色：對比祖母日夜忙碌，卻收成有限的辛酸  

 

意見內容： 

排除(A)選項，考生會在(B)、(C)、(D)之間游移，因這三選項分析的前半都是正確的，

但程度好的考生會讀懂「強大的日光，攫取祖母髮中的黑色素與汗水蘸成」所含深意，攫

取黑色素意謂祖母髮白，暗合(B)選項的敘述，是鑑別度高的試題設計。 

意見回覆： 

本題以一段細緻描摹的現代散文，引導考生體會文學意象的經營，測驗考生文意理解

與文學鑑賞的能力。引文主要描摹祖母不分日夜，穿梭奔忙，因而日漸老去的身影。考生

若能掌握文中塑造的祖母形象，自能辨別各選項敘述的適切性，因而判斷選項(B)為正確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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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7 

題目： 

7.  關於下列新詩，解讀最不適當的是：  

  孤獨的小舟都是歪斜地擱著／全世界的沙灘都是如此的／而如同歪斜的頭

／裡面充盈著悲哀（方旗〈小舟〉）  

(A)以「舟」喻人，凸顯生命被擱淺的悲哀  

(B)用「沙灘」的單調，暗喻生活千篇一律  

(C)「都是如此的」強調人舟孤獨的普遍性  

(D)兩次「歪斜」描寫人舟頹然無力的姿態  

 

意見內容： 

方旗是擅寫小詩的詩人之一，此首四行詩主題寫孤獨。第一句已將整首詩的旨意定錨。

題幹考解讀最不適當（新詩有歧義性，解讀空間大，多數都是此種問法），個人認為多數考

生會在(B)、(C)之間游移。(B)選項考「沙灘」的寓意，若從「都是如此的」來推敲，說生

活千篇一律，好像也沒有不妥。千篇一律的生活強化了人類內心的孤寂感，這種解法並非

不合理。而(D)選項考「歪斜」，因為末句寫著「充盈著悲哀」是個解讀上的引導，選項解

為「頹然無力」是否真的貼切，「頹然無力」的姿態，是不是一定代表心境上的悲哀？值得

商榷。個人建議大考中心開放(B)、(D)為答案。 

意見回覆： 

詩中「全世界的沙灘都是如此的」指的是沙灘上都有「孤獨的小舟歪斜地擱著」，以「舟」

喻人，強調人舟孤獨的普遍性，而這種孤獨感是很多生命都會遇到的狀況。其次，選項(B)

中「生活千篇一律」的主詞是人。本詩以舟喻人，「沙灘」為小舟擱淺之處，應是比喻人所

處之外在空間，不能比喻為人的「生活千篇一律」。換言之，本詩重在抒發「生命狀態」，

和具體的「生活內容」不盡相同。因此，解讀最不適當的是選項(B)。此外，「小舟」的「歪

斜」呼應「頭」的「歪斜」，在「孤獨」、「悲哀」的情感籠罩下，以「頹然無力」形容人舟

之姿態並無不妥，故選項(D)的解讀貼近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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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18 

題目： 

18-19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18-19題。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  

 

「幾希」，言幾於無也，乃一線之象，非一點之象，凡事俱異。凡事之異無

多，稍一差錯，則墮入彼中。如禽獸亦未嘗不知「庶物」，只是不「明」；亦未

嘗不有「倫類」，只是不「察」；未嘗不有所愛，而不能「行仁」；未嘗不求所

宜，而不能「行義」。舉凡日用飲食，俱有異處，而俱差不遠，此其所以必戰兢

惕厲，無念無事不思求其所以「異」也。「存之」，謂存其所以異者，以要言之，

謂之人道。（《四書箋解》）  

18.  下列敘述，最符合乙文對甲文「人禽之辨」詮釋的是：  

(A)人禽在道德意識和日用飲食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差異  

(B)禽獸亦具對外在事物的認知能力，且擁有情感和好惡  

(C)人只要稍有過錯，在價值層次上，即墮入禽獸的範疇  

(D)禽獸未嘗無仁義之心，但缺乏追求仁義的意志和智力  

 

意見內容： 

1. 筆者認為(B)、(C)均應給分。由甲文：「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乙文：「『幾希』，

言幾於無也，乃一線之象，非一點之象，凡事俱異。凡事之異無多，稍一差錯，則墮入

彼中。」可見乙文認為若行事上一有差池，及墮入與禽獸相同境地，故(C)選項也應給分。 

2. B選項：禽獸亦具對外在事物的認知能力，且擁有情感和好惡。甲乙文中唯一與「對外

在事物的認知能力」有關連的，是「明於庶物」與「如禽獸亦未嘗不知『庶物』，只是不

『明』」。其中認知能力是「明」嗎？並沒有更進一步的線索可佐證；若「認知能力」是

「知」也無不可。C選項：人只要稍有過錯，在價值層次上，及墜入禽獸的範疇。此句

可以「凡事之異無多，稍一差錯，則墜入彼中」來佐證。因為文本中的「差錯」沒有更

明確的其他線索能證明是（或不是）人的「過錯」，亦可能是偏差不至於過錯的程度。因

此我認為，(B)、(C)選項皆可為正答。 

3. 題目問的是「人禽之辨」，但(B)選項所述並非辨析人禽之間的差異，而是人禽的相同處。

答案和題幹所問無法連結，所以(B)選項並不合理。而(C)選項則可從乙文的「稍一差錯，

則墮入彼中」，對應選項所述「人只要稍有過錯，便墮入禽獸的範疇」，具體點出「人禽

之辨」，清楚回應題幹的提問，故最正確的選項應以(C)為宜。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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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甲文：「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乙文：「『幾希』，言幾於無也，乃一線之象，

非一點之象，凡事俱異。凡事之異無多，稍一差錯，則墮入彼中。」故(C)選項為正確且

相較(B)更符合對「人禽之辨」的詮釋。 

5. 第 18題考乙文對甲文「人禽之辨」的詮釋。排除(A)選項，多數考生會在(B)、(C)、(D)

游移。選(B)的考生，答題線索是如禽獸亦未嘗不知「庶物」，只是不「明」；亦未嘗不有

「倫類」，只是不「察」；未嘗不有所愛，而不能「行仁」；未嘗不求所宜，而不能「行

義」。選(C)的考生，答題線索是凡事之異無多，稍一差錯，則墮入彼中。選(D)的考生，

答題線索是未嘗不有所愛，而不能「行仁」；未嘗不求所宜，而不能「行義」。筆者建請

大考中心說明之。 

意見回覆： 

1. 本題甲文出自《孟子》，乙文出自《四書箋解》。乙文箋解的行文內容，是對於甲文（《孟

子》）思想內容的解釋，換言之，甲文為中國哲學經典，乙文則為詮釋經典的文章。甲

文《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為文旨，乙文發揮亦扣緊「人禽之辨」而論，

因此，第 18題題幹的設問，可謂扣合兩段文字共同主題。  

2. 就選項(B)而言，疑義者並不否認其內容正確性（詳參「意見內容」第 2點），而質疑(B)

選項所述並非辨析人禽之間的差異，與題幹設問無法連結（詳參「意見內容」第 3點）。

前文已說明本題題幹設問扣合甲乙二文共同主題，甲文孟子解釋「人禽之辨」的方式為

比較異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箋解亦承此方式詮解，指出人禽之相同處

與相異處。(B)選項敘述乃就人禽的相同處切入，仍符合題幹「人禽之辨」的主題。 

3. 選項(C)，乙文中「稍一差錯，則墮入彼中」一句乃承接上文的「凡事之異無多」；而「凡

事之異無多」又是在說明甲文的「幾希」。因此，此處「稍一差錯」的內容是鎖定於「凡

事之異無多」，不可無限擴大為所有過錯。「無多之異」（幾希）即孟子原文「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之處，亦即「是否以仁義存心」。若未於用心、存心處有高度自覺，將會落

入禽獸範疇而不自知。換言之，「凡事之異無多，稍一差錯，則墮入彼中」，此處的不能

有所差錯，是指君子不能在「存心」上有所閃失、操持錯誤；須對人禽之異有高度自覺，

戰戰兢兢，戒慎恐懼，以人道（仁義）存心。選項中的「只要稍有過錯」，語意太寬；

即使以仁義存心者，仍可能犯錯，如寫錯字、說錯話、判斷錯誤、舉止失當等等，並非

所有錯誤都會使「人」淪為「禽獸」，故非正確選項。 

4. 選項(D)，依據「未嘗不有所愛，而不能『行仁』；未嘗不求所宜，而不能『行義』」，可

知甲、乙二文皆主張禽獸無仁義之心。禽獸的「有所愛」和「求所宜」只是本能式的情

感，例如只知愛其母子或個別團體，只能專注於物質生命的安適合宜；而無法拓展為「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仁」，亦無法擁有捍衛是非價值的自覺和意志，更無法懷

抱護持世界秩序的責任感。「義者，宜也」，人禽各有所「宜」，但「宜」的本質，實有

生物學和倫理學的差異。因此(D)選項敘述不恰當。 

5. 綜上所述，(B)選項應為本題最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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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22 

題目： 

22-23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22-23題。  

臺北是我出生、成長，居住了三十年的地方，卻不是我的家。因為，比起臺

北人，他們更喜歡叫我原住民。  

「 107-2-8號。」監考人員盯著我的族語准考證，「請坐到那邊第三臺電腦。」

捏著准考證，我逐步邁向祖靈的召喚。這是一間新穎的電腦教室，日光燈照亮了

每一個本該陰暗的角落。側身越過喃喃背誦族語的考生，他們大部分是孩子，稚

嫩的臉龐，埋藏著對繁華都市的無限想像。其中少數幾位，是看起來不大適應電

腦設備的長輩，眼神中透露出一絲溫柔的倔強。雖然只是在七樓，             ，

在這之前，我不曾在臺北遇過這麼多族人齊聚一堂，更從未在他們臉上看見如此

戒慎恐懼的模樣。按監考人員指示，我坐入指定位置，左右張望，這所歷史悠久

的女校，此刻被賦予傳承臺灣千年傳統文化的神聖使命，而呆坐在試場中心，戶

籍設在臺北市的我，卻是整個歷史洪流中的盲點。  

「請檢查桌上貼紙，確認是你的位置。」我是否在正確的位置？成長過程中，

常有人問我「妳從哪裡來？」若誠實回答臺北，總不免換來「我指的是妳──真

正──從哪裡來？」配上自認與我心有靈犀的挑眉。無奈的是，這類拒絕接受真

相的提問總以千變萬化的形式反覆出現──「妳什麼時候過年？我指的是──真

正──的豐年祭。」或是「妳叫什麼名字？我指的是妳──真正──的名字。」  

「請戴上耳機測試麥克風，確認音量。」監考人員喚回我紛亂的思緒。  

「Ciwas lalu mu.」我小心翼翼托著麥克風，謹慎地咬字。Ciwas是我「真正」

的名字──真正沒人稱呼的名字。（改寫自游以德〈族語認證〉）  

22.  依據文意脈絡，文中              內最適合填入的文句是：  

(A)教室裡彷彿散發著遼闊原野的綠草香味  

(B)試場中似乎吹拂著來自海洋的湛藍氣息  

(C)闈場內依稀湧動著一縷篝火的熾焰氣味  

(D)考場中隱約瀰漫著一股高海拔的芬多精  

 

意見內容： 

通常考缺空的文句，前後文句是答題上的引導。不過這題的引導只落在前面的「雖然

只是在七樓」。後面的「在這之前」，文意另起。文意截斷後，要讓考生選出文句，實在是

強人所難。性急的考生一看到「雖然只是在七樓」，立馬選了正解答案(D)；筆者要為細心

的考生叫屈，排除(C)選項「闈場」的不合理（因為文章內容已提及是族語認證的考試），

因為文意被截斷，細心的考生納入整個文本去思索，(A)(B)都有可能是答案，因為遼闊原

野與海洋都是原住民的自然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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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回覆： 

依據文意，劃線處前句「雖然只是在七樓」，可推斷對作者而言，此位置（七樓）並不

算高，所以作者才會強調「雖然只是」四字；而就敘述邏輯、文意發展和書寫技巧觀之，

「雖然只是在七樓」應是為後文（畫線文字）進行鋪陳，故畫線處文字當和「高度」有關。

此外，下文「在這之前，我不曾在臺北遇過這麼多族人齊聚一堂，更從未在他們臉上看見

如此戒慎恐懼的模樣。」畫線處文意應和作者的族人或部族有關。綜合以上線索，唯有選

項(C)「考場中隱約瀰漫著一股高海拔的芬多精」，文意發展和敘述邏輯皆甚為密合，意象

運用亦十分出色，巧妙透露族人來自高山，是最適合填入畫線處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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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31 

題目： 

31-32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31-32題。  

夫足下之書，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質者則辭也，無乃務其淺，忘其深，

當急者反徐之歟！夫道之大歸非他，欲其得諸心，充諸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

已，非汲汲乎辭也。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孟子曰：「           」

此其所以為孟子也。今足下其自謂已得諸心、充諸身歟？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有

不得已歟？不然，何遽急於辭也？（曾鞏〈答李沿書〉）  

31.  上文           內最適合填入的文句是：  

(A)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B)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C)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D)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意見內容： 

同 22題的考點。通常考缺空的文句，前後文句是答題上的引導，不過這題的引導只落

在前面的「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重點是這裡是句點，這意已完全）後面的「此

其所以為孟子也」，起不了任何引導的作用。文意架空後，要讓考生選出文句，實在是強人

所難。性急的考生一看到「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立馬選了答案(A)；筆者又要

為細心的考生叫屈，排除(B)、(D)選項，程度好的考生，可能會在(C)選項著墨很久，原因

在於，這篇文章整體來看，是作者要李沿把握儒家為學的重心，儒學派的古文，自韓愈以

來，「文」一向為「道」服務，道是修己治人，文不能僅止於辭要入於道，這也是這篇文章

的重點所在。所以當程度好的考生，把握了這篇文章的重心，選對了第 32題的正解答案(D)

為學不宜捨本逐末，就極有可能在 31題選(C)選項「不以辭害志」（多數考生不會知道孟子

「以意逆志」的典故的）。 

意見回覆： 

依據引文，曾鞏在答覆李沿的書信中，針對李沿想達到「道」的境界，卻反而執著於

文辭的情形，認為是「務淺忘深」、「當急反徐」之舉，言下之意，「道」才是該「深」、該

「急」的首要之務。換句話說，曾鞏主張「先道而後文」。因此他指出要能「得諸心、充諸

身」的感受正道，進而能將正道「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非汲汲於文辭。如果不得已汲汲

於文辭，那也是如同孟子面臨的「不得已」的情境一般，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講究文辭，

故而文中才有「此其所以為孟子也」之語。曾鞏最後也反問李沿是否能「得諸心、充諸身」

的感受正道？是否能「擴而被之國家天下」？如果還做不到，就不必急於言辭的表現。綜

上所述，最適合填入的孟子之語即為選項(A)「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至於選項(C)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意為「不拘泥於字詞的解釋，而影響對全文（全句）之理解。」

若以此文句置入劃線處，則難以銜接上下文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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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32 

題目： 

31-32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31-32題。  

夫足下之書，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質者則辭也，無乃務其淺，忘其深，

當急者反徐之歟！夫道之大歸非他，欲其得諸心，充諸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

已，非汲汲乎辭也。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孟子曰：「           」

此其所以為孟子也。今足下其自謂已得諸心、充諸身歟？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有

不得已歟？不然，何遽急於辭也？（曾鞏〈答李沿書〉）  

32.  依據上文，曾鞏主要是想提醒李沿：  

(A)治天下應恤民重諾  (B)寫文章應深入淺出  

(C)讀書不宜欲速躁進  (D)為學不宜捨本逐末  

 

意見內容： 

此題爭議點在於：若從「無乃務其淺，望其深，當急者反徐之歟」一句來判斷，可認

知為：「無非是工於小學（淺）而忽略大道（深），就像想快的人反而慢走一樣。」所以，

「快」與「慢走」是種相悖的選項(有主動性)，意味著專精錯方向，適合選「捨本逐末」的

(D)選項。但此句亦可認知為：「無非是工於小學（淺）而忽略大道（深），就像是想快的人

反而走不快。」這種解釋則是說，辭是到達道的必經途徑，只是過於專精（快）反而混淆

（徐之）了往道的方向（為被動放慢速度）。那較適合「欲速躁進」的(C)選項。因為在文

本中無法判斷出作者認為辭與道是否為順序關係還是屬於不同方向。作者使用「淺」與「深」、

「急」與「徐」為形容詞，可推測作者將辭與道歸類為同質性概念（因為是同一物才能比

較出深淺差別）但作者可能也只是純為譬喻，並未想這麼多深層意義。因此我認為(C)、(D)

選項皆可做為正答。 

意見回覆： 

依據引文，曾鞏在答覆李沿的書信中，針對李沿想達到「道」的境界，卻反而執著於

文辭的情形，認為是「務淺忘深」、「當急反徐」之舉，言下之意，「道」才是該「深」、該

「急」的首要之務。換句話說，曾鞏主張「先道而後文」。因此他指出要能「得諸心、充諸

身」的感受正道，進而能將正道「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非汲汲於文辭。曾鞏也才會反問

李沿是否能「得諸心、充諸身」的感受正道？是否能「擴而被之國家天下」？如果還做不

到，就不必急於言辭的表現。綜上所述，曾鞏主要是想提醒李沿為學不宜捨本逐末，故正

確答案是選項(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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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34 

題目： 

33-34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33-34題。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

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

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

『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

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

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戰

國策》）  

34.  下列敘述，最符合上文所欲表達觀點的是：  

(A)前車之鑑，可以為師  (B)欲速不達，弄巧成拙  

(C)緣木求魚，徒勞無功  (D)駑馬十駕，功在不舍  

意見內容： 

1. 此題考生在「南轅北轍」。答案正解(C)本無疑義。筆者要為(B)選項請命。文中提到「此

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馬良、御者善，讓前往目的地的路程顯得更快速，而當事者

其實也想「欲速」，未想目標不對，欲速或實速其實只是離目標更遠，弄巧心反而成了拙

果。假設考生不知道這是「南轅北轍」的典源出處，只是針對文本來解讀，這樣的解法

很能鑑別出「高素養」的學生，可惜了(B)選項並非正解答案。建議開放答案為(B)、(C)。 

2. 首先，此篇文章內容雖然是「南轅北轍」的典故出處，但閱讀素養題型並非考驗學生背

誦解釋的能力，故答題與解題時應從文章內容著手。依據《教育部成語典》，「南轅北轍」

的語義為「比喻行動和想要達到的目的相反。」其近義成語為「背道而馳」，兩者皆有

「相反」的意思。然而根據文章內容，文章內除了強調「方向相反外」，也多次提到會

「離目標更遠」之意思，故此篇文章並非只有提及在「方法」層面使用了錯誤的方法，

也有說明在「結果」層面會出現反效果。而「緣木求魚」之釋義為「比喻用錯方法，徒

勞無功。」「徒勞無功」之釋義為「白白浪費精力，沒有任何效益。」此兩者在「結果」

層面皆只是無效果、並無反效果之詞義。然「弄巧成拙」的釋義為「本想賣弄才能、聰

明，卻反而做了蠢事。」其近義成語為畫蛇添足，其也有「比喻多此一舉，反將事情弄

糟」的意思；「欲速不達」的釋義為「想要求快反而不能達到目的。」而其典故出處的說

明中也提到，但「若以快為唯一目的，就難免馬虎隨便，忽略許多應有的細節，甚至可

能因而出錯。如此，就必須花更多時間去補救錯誤」，其近義成語為「揠苗助長」，也有

「比喻使用不當的手段以求速成，結果不但無益，反而有害」的意思。故由此可知，此

題在「過程」中與弄巧成拙、欲速不達的釋義可能有所出入，但從「結果」的層面來說

是與其相同的。且並非沒有用這二個成語解釋的空間，魏王自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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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攻打各處成就霸王之業，此非魏王賣弄其具有成就霸業的才能？魏王憑藉國大兵精，

便欲出兵攻打邯鄲，然此事被季梁勸阻，此亦非表示僅憑此二者準備仍有所不足，提示

魏王時候未到，切勿操之過急？退一步來說，弄巧、欲速此兩者，儘管未明說，但亦可

被詮釋成使用錯誤的方法，故與題幹相同。……故請大考中心考量開放此題(B)選項給

分。 

意見回覆： 

1. 依據引文，季梁以某人欲往南行，卻依仗自己馬匹、錢財、駕車技術等條件優良，反而

向北方行進的故事為喻，勸阻魏王不要依仗「國大兵精」等條件貿然攻打邯鄲。據此，

本文強調如果選擇錯誤的方向，即使條件再優異亦無益於事。再者，文中並未提到魏王

想要快速成就霸業，故「欲速不達」並不符合引文所欲表達觀點。 

2. 「欲速不達」、「弄巧成拙」成語之側重點為「方法」的不當；「緣木求魚」則為「根本方

向」的錯誤，是故「徒勞無功」。因此，符合引文所欲表達觀點的是選項(C)「緣木求魚，

徒勞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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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36 

題目： 

36.  對偶有「正對」、「反對」之別。「正對」的特徵是事異義同，上下句意思雷同，

例如「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反對」的特徵是藉由異質或相反事物的並列

對照，凸顯意旨，例如「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下列對偶的歸類，完

全符合上述定義的是：  

 正對  反對  

(A) 日星隱耀，山岳潛形  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  

(B) 物窮必變，慘極知悔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C) 塞客衣單，孀閨淚盡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D) 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  麝蘭芳靄斜陽院，杜若香飄明月洲  

(E) 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  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  

 

意見內容： 

選項(A)不應該選，因為雖然「幽」和「顯」是反對，但「演易」與「制禮」是正對，

分別是顯達與困苦情況下「同樣有所作為」，一個句子裡面有正對有反對，不能「完全符合

上述定義」，所以不能選。題幹的「棄」與「慕」，「燕雀」對「鴻鵠」，「小志」對「高翔」，

是很完整皆為反對的例子。 

意見回覆： 

「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兩句中，西伯處於被幽囚的處境，周旦的處境則是

顯達，符合「反對」條件：「藉由異質或相反事物的並列對照，凸顯意旨」的特徵；「日星

隱耀」和「山岳潛形」指在霪雨霏霏的天氣中，「日星」和「山岳」都很難被看見，符合「正

對」條件：「事異義同，上下句意思雷同」的特徵。故選項(A)是正確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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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39 

題目： 

39.  關於下列小說中文句的解讀，適當的是：  

鄭大全覺得一腔內臟都餓得亂拱，發出很醜惡的聲響。他想，把這樁推銷做

成，馬上去吃個九角九的漢堡。  

茉莉並沒察覺鄭大全的笑與搭腔都是在為他下一次進攻做準備。她只認為這

推銷員的笑十分友善體貼。已經很久沒有這麼一張臉如此近地對著她，容她盡興

地東拉西扯。  

鄭大全急得盜了汗，卻怎樣也插不上嘴。老婦人的話似乎是堵在肚中的棉花

絮，此刻全從嘴紡出線來。有的紡呢。妻子這時一定邊做活邊看天色，一分一秒

地在巴望他。妻子七月身孕就那麼墜在大腿上，拼裝出上百件塑料玩具，直到腿

腫得如兩截橡皮筒。他非讓這老洋婆子買下一張床，她已經耗掉他四小時了！（嚴

歌苓〈茉莉的最後一日〉）  

(A)「發出很醜惡的聲響」表現鄭大全對茉莉的不耐和厭惡，覺得她聲音難聽刺耳  

(B)「為下一次進攻做準備」描寫鄭大全雖滿臉堆笑，其實只在盤算如何打動茉莉  

(C)「堵在肚中的棉花絮」敘寫茉莉心中積累許多話語，也表現她期待傾吐的心情  

(D)「此刻全從嘴紡出線來」形容茉莉口才便給，可以將尋常事物描繪得引人入勝  

(E)「拼裝出上百件塑料玩具」描繪鄭大全妻想像孩子出世後，和孩子玩耍的情景  

 

意見內容： 

(C)選項根據題幹「堵在肚中的棉花絮」應是指老婦人，而由短文中無法判斷老婦人即

茉利（資訊不多充份證明）。 

意見回覆： 

引文第二段寫到「茉莉」面對鄭大全時「盡興地東拉西扯」，可知第三段中的「老婦人」

即是「茉莉」。而「堵在肚中的棉花絮」正是敘寫老婦人茉莉心中積累許多話語，也表現她

期待傾吐的心情，故選項(C)敘述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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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42 

題目： 

42.  下列甲、乙二詩都以「考試」為寫作題材，關於二詩的解讀，敘述適當的是：  

 

然則作為一個籃框／就是要被命中的／我們都曾經來到其下／等待過一次

／最美的跳投  

  高高地／它懸在那裡／像極了一個天使的光環／發亮的手銬／像極了／所

謂的永遠（陳雋弘〈籃框──與我的學生們一起倒數，七十六天〉）  

 

填完這些空白／就要和這一類的紙張告別了／語言如蚊蚋／每一個字／都

刺痛紙上的肌膚  

我們以油墨／撫慰紙張的傷口／等到油墨吸乾文字後／我們就和今天的自

己／告別（簡政珍〈畢業考〉）  

(A)甲詩與乙詩中的「等」，皆形容考前長期準備的焦慮  

(B)甲詩以「光環」、「手銬」為喻，表達既期待又欲擺脫的複雜心情  

(C)乙詩中的「空白」既指考卷上待填的答案，也暗喻因考試留白的青春  

(D)甲詩以「籃框」暗指考生的才能難以發揮，乙詩以「油墨」暗指考生的答案

千篇一律  

(E)甲詩題目中的「倒數」和乙詩中的「告別」，皆暗指考試是進入人生下一階

段的轉折  

 

意見內容： 

1. 此題的(B)選項，無法從題幹推得「光環，手銬」必有既期待又欲擺脫之意，解讀的方式

有太多，或許是認為名校的光環遙不可及，追逐的過程中有如身陷桎梏，戴上手銬，故

此選項應予送分；(C)無法從上下文確認留白亦是青春留白，故亦予送分，我認為此類型

的題目過於主觀，學生不一定能有同樣的想法及感受，故題幹應再更明確，以確保考生

權益！ 

2. (C)選項「空白」應指因考試留白的青春，若青春留白了，無法填補更無法告別，故(C)

後半句有問題。 

3. 本題的(C)選項錯誤，「空白」應僅指考卷上待填的答案，而沒有暗喻因考試留白的青春。

首先是倘若「空白＝留白的青春」，回推至詩中第一句「填完這些空白」，那考完試，寫

上答案即意味著這些空白被填滿，青春沒有留白—所以這些「空白」究竟是有無被填

滿？「空白」暗喻考試留白的青春會使全詩自相矛盾，既是青春留白，一下子又是被考

試充實、填滿，邏輯上相當矛盾。再者根據張默《臺灣現代詩筆記》，吳當《拜訪新詩》，

兩本書對簡政珍〈畢業考〉的分析，都只有說此詩透露對學子的關懷，勉勵他們的努力，

並未提出任何暗喻青春的論述。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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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乙文中僅提及在考試之後，即將與現階段的人生告別，並無提到青春因考試留白，或

因考試有什麼遺憾，故(C)選項應不適當。 

意見回覆： 

1. 甲詩中，「籃框」有「目標」的意思，「然則作為一個籃框／就是要被命中的／我們都曾

經來到其下／等待過一次／最美的跳投」此段指目標正等待著被命中，而「我們」也同

樣期待在目標前做出最完美的表現。但目標既是「天使的光環」，讓人充滿期待，卻也同

時是「發亮的手銬」，在達成目標前，所有人都不是自由的。無奈的是，這種為了目標，

既期待展現，又受其制約的心境，不斷在生命裡重覆展現，即詩中「像極了／所謂的永

遠」。故選項(B)解讀適當。 

2. 乙詩中，詩人很巧妙的，將某些暗喻藏在文字裡。從「填完這些空白／就要和這一類的

紙張告別了」，以及詩題「畢業考」，得知情境是畢業考的場合，「空白」指的是考卷上待

填的答案，「紙張」指的是各類考卷。若將詩意延伸到人生情境裡，「畢業考」是人生的

轉捩處，自此後便告別了某階段的學生生涯，因此可以推論「這一類的紙張」暗指充滿

考卷的青春歲月，也因此，「語言如蚊蚋／每一個字／都刺痛紙上的肌膚」、「我們以油

墨／撫慰紙張的傷口」等語，暗示青春雖因考試而受傷，但也在考試的書寫中撫慰成長

的傷口，並為這同時也是人生的課題填入解答，繼而與過去的自己告別，進入下一個人

生階段。據此，考卷上的「空白」不僅是待填的答案，也暗指青春被考試填滿，而「空

白」亦可暗喻「因考試留白的青春」。故選項(C)解讀適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