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01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試題 

 
 

歷史考科 
  
  
 
 

 

－作答注意事項－ 

考試時間：80分鐘 

作答方式： 
˙選擇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更正時，

應以橡皮擦擦拭，切勿使用修正液（帶）。 

˙非選擇題用筆尖較粗之黑色墨水的筆在「答案卷」

上作答；更正時，可以使用修正液（帶）。 

˙未依規定畫記答案卡，致機器掃描無法辨識答案；

或未使用黑色墨水的筆書寫答案卷，致評閱人員無

法辨認機器掃描後之答案者，其後果由考生自行承

擔。 

˙答案卷每人一張，不得要求增補。 

 

 
 
 
 

 



第 1 頁 101年指考 
共 7 頁 歷史考科  

第 壹 部 分 ： 選 擇 題 （ 占 8 0 分 ）  

一 、 單 選 題 （ 占 7 2 分 ）  

說明：第1題至第36題，每題有4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選項，請

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答對者，得2分；答錯、未作答或

畫記多於一個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1 .  臺灣人原本習於「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規律，在日本統治臺灣以後，臺人

對於時間觀念的認知較為精確，這與下列哪一項變化最有關係？  
(A)工廠與學校普及  (B)引進度量衡制度   
(C)機械力取代獸力  (D)鐘錶行普遍出現  

2 .  某一時期，歐洲各地開始出現一種團體，成員須學習古典希臘哲學、基督教神學與

人文學知識。後來，法學與醫學逐漸成為重要學習科目。這些成員學成後多擔任教

師或進入政府與教會服務。這團體是：  
(A)行會  (B)大學  (C)修道院  (D)皇家學會  

3 .  歷史教科書中描述某場戰爭：此為歐洲第一次大規模的國際戰爭，主要戰場在日耳

曼地區，因而使該地的經濟遭到極大破壞，而戰後所簽訂的和約，不但影響到國際

關係的發展，也確立國家獨立主權的原則。這場戰爭是：  
(A)三十年戰爭  (B)七年戰爭  (C)第一次世界大戰  (D)第二次世界大戰  

4 .  一位學者指出：這個佛教宗派的主張，與傳統儒學重人文的理念趨同，大幅削弱佛教

的宗教性質。這個宗派的興起與流行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重大發展。這個佛教宗派是指： 
(A)禪宗  (B)天台宗  (C)白蓮教  (D)密宗  

5 .  甲午戰爭之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成為流行用語，在新式學堂及學會均以其

作為辦學及創會的口號，然而新式學堂及學會的教學內容與發展目標，卻偏重於西

學或新學。形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最可能是因為新式學堂及學會的創辦人：  
(A)多半是接受西方新式教育的留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較為陌生  
(B)多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持否定的態度，認為它會阻礙西學的發展  
(C)多為外國人士或在華傳教士，自然會偏重於西學或新學的引介  
(D)多以「中學為體」作為對付保守勢力攻擊學堂及學會的擋箭牌  

6 .  五代時期，位於南方的楚國，曾大量種植一種盛行於唐代的商品作物，成為該國主

要的經濟來源。楚國國君曾向梁太祖請求，每年上貢 25 萬斤，換取該項作物的販賣

權，意即允許楚國將該項作物運至黃河南北，交換北方的衣料和戰馬，楚國因此獲

利甚豐。該項商品作物是：  
(A)茶葉  (B)棉花  (C)罌粟  (D)煙草  

7 .  一位史家評論：「查士丁尼可算是最後一個真正的羅馬帝王；另一方面，他又是一

個如假包換的拜占庭皇帝。」從羅馬帝王與拜占庭皇帝的差異判斷，下列哪一事項

可以呼應查士丁尼是「一個如假包換的拜占庭皇帝」？  
(A)說出「皇詔就是法律」的名言  (B)領導編成龐大的查士丁尼法典  
(C)積極恢復羅馬帝國的舊時疆域  (D)重建君士坦丁堡並使用拉丁文  

表 1      （單位：人）  

8 .  表 1 是「連續五年移入臺灣在戶口單位登記的人口數」，這最可能是哪個年代的統

計？  
(A)  1660年代  (B)  1680年代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C)  1890年代  (D)  1940年代  7,915 26,922 34,339 98,580 303,707

- 1 - 



101年指考 第 2 頁 
歷史考科  共 7 頁 

9 .  《詩經．衛風》：「瞻彼淇奧，綠竹猗猗」，可知上古中原地區產有竹子。史書記

載：隋唐時期，在現今河南、陝西等地設有管理竹園的竹監司；到了宋代，僅鳳翔

（屬陝西）設有監司；明初，黃河以北，已不見竹子大量種植。上述記載，最能印

證歷史上的哪一現象或變遷？  
(A)竹子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  (B)東周到明代初年的氣候變化   
(C)政府對管理竹子種植的重視  (D)東周到明代初年的經濟變化  

10 .  有人認為：工廠工人的薪資只要能維持其生計即可，如果工資過高，工人生活改善，

就會多生小孩，人口隨之增加；如此一來，勞動力便增加，工資隨之下降，甚至低

於先前水準。我們應如何理解這種說法？  
(A)反映出中古時期行會對工資的看法  (B)代表法國大革命前夕保守派的觀點  
(C)反映出十九世紀英國資本家的態度  (D)代表二十世紀初俄國共產黨的主張  

11 .  一位大學者的詩：「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屩去登臨。千芭萬蕊爭紅紫，誰識乾

坤造化心。」他要從春意盎然中體會「生意」的根源，也就是「天地生物之心」，

藉以「識仁」。這種把自然與人心結合加以論述的學問應是：  
(A)漢代經學  (B)唐代佛學  (C)宋代理學  (D)清代考據學  

12 .  顧炎武《日知錄》指出：唐代州縣政府，修築的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官

署也多基址弘敞。而宋代以降，州縣政府所修築的城郭、街道和官署，則相對簡陋，

且有越來越簡陋的趨勢。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種現象？  
(A)唐代國力強盛；宋代以降國力轉趨衰弱  
(B)唐代建築技術已達顛峰，後代難以超越  
(C)宋以後坊市制崩潰，無力維修城郭街道  
(D)宋代以降財政集權中央，地方經費困窘  

13 .  日本在一份文告中宣示：為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寧，我們必須對該兩國宣戰。而

一本歷史著作提到：日本為了快速跨出南進步伐，控制南太平洋，聲稱不惜與這兩

國一戰。這兩份資料中所指的兩國是：  
(A)中、美  (B)中、蘇  (C)美、英  (D)美、蘇  

14 .  臺灣某報刊譜寫宣傳歌曲，說明其宗旨，歌詞如下：「黑潮澎湃，惡氣漫天，強暴

橫行，莫敢言；賴有志，奮起當先，開筆戰，解倒懸。光榮哉，言論先鞭。」這最

可能是哪個報刊？  
(A)  1900年代的總督府公報  (B)  1920年代的臺灣日日新報  
(C)  1930年代的臺灣新民報  (D)  1950年代的中央日報  

15 .  一位學者主張：國家、民族、語言與文化應該互為一體，國家是民族的本體，每個

民族都受到召喚，建立國家。這種主張最可能出現在何時？  
(A)十五世紀初英法百年戰爭時  (B)馬丁．路德發動宗教改革時  
(C)法王路易十四廢止南特詔書  (D)十九世紀義、德建國運動時  

16 .  與洪秀全齊名的太平天國首領楊秀清，出身廣西，世代以燒炭種山為業，父母去世

後，離家流浪，與人結夥護送洋貨，交結不少兩廣江湖豪客。後來因失業回到家鄉，

仍作燒炭工人。楊秀清此時的「失業」，與某一城市的開港有關。這一城市應是：  
(A)廣州  (B)上海  (C)天津  (D)南京  

17 .  課堂上同學進行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專題報告時，討論起照片和繪畫兩種資料的

價值。以下哪位同學的觀點最合理？  
甲：照片是科技產品，不會造假，是過去的真實翻版  
乙：繪畫是畫家所作，只要不虛構，便是過去的重現  
丙：照片和繪畫若非為當時人留下的作品，都不可信  
丁：照片和繪畫都不等於過去，而是通往過去的路徑  
(A)甲  (B)乙  (C)丙  (D)丁  

- 2 - 



第 3 頁 101年指考 
共 7 頁 歷史考科  

18 .  一位外國人前往某城市旅行，搭火車要先取得通行許可證明，才能買車票；到了目

的地，看到滿城盡是腳踏車；在路邊攤買燒餅時，攤販向他要糧票。這位觀光客見

到的景象最可能在：  
(A)  1919年的上海  (B)  1936年的南京  (C)  1955年的香港  (D)  1970年的北京  

19 .  王元規是太原人，父親過世後，母親帶他回娘家。當地一位富豪，欲將女兒嫁給他。

母親考慮自己的貧困處境，有意結此親事，當時才十二歲的王元規卻哭著說：「古

人講究門當戶對，我們不能因為暫時住在這裡，就不顧身分。」母親覺得有道理，

就婉拒了這門親事。這則故事反映出什麼樣的社會觀念？  
(A)這應是發生在西漢初年，反映當時的門第觀念  
(B)當時的世家子弟年紀雖幼，卻可自己決定婚事  
(C)地方富豪有意與高門子弟聯姻，提高社會地位  
(D)當時女性地位高漲，子女的婚姻全由母親決定  

20 .  某國科學家提出一份醫學報告，指出：該國人的尿液中無尿氮含量高達 20%，而其

他人種只含 15%，這證明其人種的排泄物比其他人種潔淨，足見其種族更為進化與

優越。這種看法最可能流行於何時？  
(A)十七世紀初期  (B)十八世紀初期  (C)十九世紀初期  (D)二十世紀初期  

21 .  某時期中，道教開始盛行「神仙須下凡，歷經劫難」的想法，神仙須在人世行善立

功，造福庶民，才能修得正果，重返天庭，位列仙班。這類故事反映道教因應當時

社會變遷，因此強調參與、改善社會。這種社會變遷是指：  
(A)漢末工商瀕臨破產，故太平道要救濟生民  
(B)唐代門閥制度即將崩潰，故道教重視立功  
(C)宋代庶民社會崛起，故道教強調入世苦行  
(D)明清社會貧富不均，故道教提倡行善濟民  

22 .  圖 1 為某一西班牙著名畫家的作品。從這幅繪畫的

風格可推測出此藝術風潮產生的時期為何？  
(A)文藝復興時期  (B)浪漫主義時期  
(C)法國大革命時期  (D)戰間期  圖 1  

23 .  努爾哈赤創立八旗制度，分為滿洲、蒙古及漢軍八旗。但八旗制度亦可視個別需要

而作調整，並無嚴格劃分界限；有漢軍改滿洲八旗者，有蒙古改漢軍八旗者，亦有

蒙古改滿洲八旗者，甚至有同一家族分隸滿洲及漢軍八旗者。故入關後，一般人皆

以「旗人」來通稱滿洲人。我們應如何解讀以上敘述？  
(A)滿洲人為顯示血統之純正，故「旗人」指的是通曉滿洲語的正統八旗軍人及其家屬  
(B)滿洲人及蒙古人地緣與血緣相近，故「旗人」指的是滿洲及蒙古八旗軍人及其家屬  
(C)滿洲人為籠絡漢人，允許漢人加入八旗，故「旗人」是指滿洲及漢軍八旗及其家屬  
(D)滿洲人為了塑造族群融和，混編八旗，故「旗人」是指滿、蒙及漢軍八旗及其家屬  

24 .  牡丹社事件後，沈葆楨來臺善後，其善後某一政策的具體內容有：屯兵衛、刊林木、

焚草萊、通水道、定壤則、招墾戶、給牛種、立村塾、設隘碉、致工商、設官吏、

建城邦、設郵驛、置廨署等。此項政策應為：  
(A)開山  (B)撫番  (C)海防  (D)吏治  

25 .  有人說中國這一歷史事件，是一些知識分子聚在一起，講明聖學，闡發義理，激揚

廉恥，使天下皆能尚氣節。國家滅亡後，這些知識分子，皆知捐軀效命，但求一死

以求仁，可以說是「亡國有光」。但乾隆皇帝卻批評他們「始以正而終以亂」，是

導致國家滅亡的禍首，怎麼能說是亡國的光榮呢？並感慨說：「真所謂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這是指哪一歷史事件？  
(A)東漢的黨錮之禍  (B)唐代的牛李黨爭  
(C)宋代的新舊黨爭  (D)明代的東林黨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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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一位學者指出：有一個朝代，《史記》以〈殷本紀〉作為記載此一朝代歷史的篇章，

唯「商」字實已出現於較《史記》更早的古本《竹書紀年》中。在甲骨刻辭中，「大

邑商」也出現了不只一次，但卻從未出現過「殷」這個字。根據上述分析，這位學

者主張此一朝代的人應自稱為：  
(A)殷人  (B)商人  (C)殷人或商人  (D)中國人  

27 .  同學以某個中東國家作為報告主題，他所收集的資料重點：甲、底格里斯河和幼發

拉底河流經此處；乙、曾是數個古文明的發源地，首都在中世紀時是阿拉伯世界的

中心；丙、 1930 年代獨立，因石油礦藏豐富而享有一段和平時期；丁、 1980 年代獨

裁政權崛起，初始美國積極拉攏支持，藉此抗衡其他伊斯蘭國家。其後該政權與美

國交惡，美國出兵攻打，自此控制該國內政。這個國家是：  
(A)敘利亞  (B)埃及  (C)伊拉克  (D)土耳其  

28 .  哲學家笛卡爾因其思想不見容於當道，被迫流亡他國。他於 1630 年代旅居某個城市

時，稱讚道：「要找到世人所可能希冀的各種貨物和珍奇物品，世上還有哪個地方

比這個城市更能讓人如願？」這個城市應是：  
(A)巴黎  (B)日內瓦  (C)阿姆斯特丹  (D)佛羅倫斯  

29 .  為了參觀歷史博物館舉辦的「微笑彩俑－漢景帝的地下王國」，老師要求同學們先

閱讀相關的背景資料。同學們應參考下列哪些圖書？  
甲、《春秋左氏傳》；乙、《春秋繁露》；丙、《戰國策》；丁、《史記》；戊、《漢書》 
(A)甲乙丙  (B)乙丙丁  (C)丙丁戊  (D)乙丁戊  

30 .  史家評論某地的歷史發展，指出：這個地方因具備良好的地理條件，當地人們繼承

古代文化遺產，率先從中世紀轉變到近代，創造出新的時尚。「某地」是指：  
(A)西班牙  (B)義大利  (C)日耳曼  (D)法蘭西  

31 .  政府往往透過修築鐵路帶動本國鋼鐵工業的發展，所採取的作法之一是對進口鋼鐵

課徵較高的關稅，以保障本國鋼鐵工業的生產。民國以來，生產鋼鐵的漢冶萍公司

僅於民國 5 至 8 年，獲有盈餘，其他時間都是虧損；11 年，漢陽鐵廠不堪虧損停工；

14 年，開辦不久的大冶煉鐵廠也停工。根據上述說明及歷史背景，民國 5 至 8 年何

以會有盈餘？其長期虧損的主要原因為何？  
(A)盈：因歐戰爆發，鋼鐵價格大漲；虧：不平等條約束縛，關稅不能自主  
(B)盈：機器由國外進口，設備新穎；虧：軍閥混戰，故無法繼續修建鐵路  
(C)盈：因歐戰爆發，鋼鐵價格大漲；虧：軍閥混戰，故無法繼續修建鐵路  
(D)盈：機器由國外進口，設備新穎；虧：不平等條約束縛，關稅不能自主  

32 .  1960 到 1980 年代期間，臺灣的經濟發展深受世界矚目，甚至有「臺灣經驗」的美

稱，其特色包括：出口導向的工業、經濟高度成長、國民所得迅速上升、對國際貿

易高度依賴等。有學者認為：從經濟高度成長過程中所得分配並沒有惡化，其原因

在於資本密集的重工業聘雇力較弱；相反的，勞力密集、輸出加工導向的產業聘雇

力較強。由此可知，還有一個特色必須注意，此特色應為：  
(A)跨國公司及外資  (B)眾多的中小企業  
(C)全面的自由經濟  (D)金融開放國際化  

33 .  哥白尼寫到：「我確信，數學家們只要認真而不膚淺地研究，就會同意我的這些結

論。…如果有人利用聖經某些段落攻擊我、歪曲我的原意，我會斷然予以拒絕。數

學的真理只能由數學家來判斷。」伽利略表示：「哲學寫在宇宙這本大書裡面，為

懂得這本書，人必須首先懂得它的語言和符號。它是以數學的語言寫成的，人若不

具備這方面的知識，就無法懂得宇宙。」根據上文和你的歷史知識判斷，這兩位天

文學者共同的觀點最可能是：  
(A)宇宙是本難以理解的大書  (B)科學與宗教二者勢不兩立  
(C)聖經成為攻擊科學的利器  (D)宇宙奧秘不能由教會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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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某人認為：神的懲罰非常恐怖，為了免除世人的重罪，神先用瘟疫、飢荒、戰爭折

磨世人。我們境內的子民越來越墮落，犯下無數罪行，才會受到疫病摧殘。我們應

如何理解此一說法？  
(A)這是佛家輪迴之說，以解釋世間苦難的來源  
(B)這是十四世紀時，對黑死病發生原因的解釋  
(C)這是十七世紀的細菌學說，解釋疫病的來源  
(D)這是二十世紀蘇聯解體，共產主義者的警告  

35 .  以下為有關人和神關係的三段資料。  
資料 一：世人 因為神賜 的靈魂， 才能領略 神創造的 世界；人 的全部生 命經歷都 需通

過信仰的解釋，才能顯示意義。  
資料 二：人無 法自己掙 得拯救， 上帝自動 將拯救賜 予信仰祂 的人；人 只有直接 對上

帝負責，才能自由體驗上帝的恩寵。  
資料 三：個人 是獨特、 理性和有 創造性的 ；每個人 的特性都 是神賜， 但每個人 充分

發揮自己特長才是對神的最高尊崇。  
這三段資料分別來自不同時期的作者，他們依序是：  
(A)人文主義者、中世紀基督徒、路德教徒  
(B)中世紀基督徒、路德教徒、人文主義者  
(C)路德教徒、中世紀基督徒、人文主義者  
(D)路德教徒、人文主義者、中世紀基督徒  

36 .  東漢末年，一位生於豫州的月氏僧人支謙來到吳地，翻譯多部經書。孫權稱帝之後，

請支謙輔佐太子，西元 241 年太子死，支謙隱遁。另一位生於交阯郡的康居僧人康

僧會於西元 247 年，初抵建業，孫權為他建立建初寺，「江南大法遂興」。兩位僧

人均以譯經著稱，譯文典雅，常掇拾中華名詞與理論摻入經文。根據上文可知，江

南佛教開始於何時？支謙與康僧會譯經何以有上述特色？  
(A)建初寺設立之前；他們都是出身西域的僧人  
(B)建初寺設立之前；他們都生於中土深受華化  
(C)建初寺設立之時；他們都是出身西域的僧人  
(D)建初寺設立之時；他們都生於中土深受華化  

 

二 、 多 選 題 （ 占 8 分 ）  

說明：第37題至第40題，每題有5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正確的選項，請將正

確選項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

均答對者，得2分；答錯1個選項者，得1.2分；答錯2個選項者，得0.4分；答

錯多於2個選項或所有選項均未作答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37 .  閱讀下列兩則資料，回答問題。  

資料 一：一位 傳教士寫 信向教會 報告宣教 成果：「 某些地區 ，百分之 八十的居 民接

受了基督教教義，其中半數會閱讀並使用羅馬拼音文字。」  
資料二：一位清代人的回憶：「原來我們沒有文字，傳教士來後幫我們創造一套文字，

這套文字在傳教士離開後，我們在土地契約上，繼續使用至少一百五十年。」 
下列有關這兩則資料的解讀，哪些是正確的？  
(A)兩則資料內容和荷蘭傳教士在臺傳教有關  
(B)兩則資料所指的傳教士是指耶穌會傳教士  
(C)兩則資料所指的文字是指岸里社語和文書  
(D)「地區」和「我們」是指宜蘭的噶瑪蘭族  
(E )「地區」和「我們」是指南部的西拉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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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歐洲中世紀羅馬教宗在西歐社會中的氣勢與威望曾經盛極一時。以下哪些事件可為印證？  
(A)法蘭克王丕平於 756年征服義大利的倫巴底人，並將所獲土地贈予教宗  
(B)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鄂圖一世於 963年廢黜教宗約翰十二世，並立新教宗  
(C)教宗格里高利七世於 1076年宣告開除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的教籍  
(D)教宗烏爾本二世於 1095年發動十字軍聖戰，獲得社會各階層熱烈迴響  
(E )馬丁路德於 1517年批評教宗：「他是耶穌的敵人，他反耶穌之道而行」  

39 .  《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人逐水草而居，沒有城郭。天性嗜利，男人組成甲

騎，經常越界掠奪漢人。有一次，一位漢朝使臣訪問匈奴時，批評匈奴習俗貴壯賤

老，所有食物由青壯者先食用；若兄弟去世時，需接收兄弟之妻為妻。匈奴接待者

表示，青壯者必先吃飽，才能保護部落安全；要接收兄弟之妻，是為了避免孤兒寡

婦流離失所，這些作法有實際的社會功能。我們如何解讀這段記載？  
(A)匈奴為漢朝之敵，司馬遷對匈奴的記載都出於宣傳，故不可信  
(B)司馬遷受朝廷腐刑，他藉匈奴官員之口美化匈奴，所言不可信  
(C)司馬遷的記載雖站在漢人立場，但所記匈奴之事，有事實依據  
(D)匈奴自身無文字，《史記》記載成為了解匈奴歷史的依據之一  
(E )匈奴官員的解釋說明農業和游牧文明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差異  

40 .  以下是有關古巴危機的兩份資料。  
資料一： 1980 年出版的歷史著作提到：「甘迺迪贏了！蘇聯政府退讓，同意拆除飛

彈基 地並移回 蘇聯。危 機發生三 個月後， 美國也拆 除土耳其 和義大利 領土

的所有飛彈。」  
資料二： 1971 出版的《赫魯雪夫回憶錄》寫到：「我們告訴美國人我們同意拆除飛

彈， 前提是總 統要保證 不會入侵 古巴。最 後甘迺迪 讓步了。 這是蘇聯 外交

政策的一大勝利，無需一槍一彈的傲人成就。」  
這兩份資料對最後哪方獲勝有不同看法，我們應如何解讀？  
(A)資料一的論述較正確，因記載的內容都是歷史事實  
(B)資料二的論述較正確，因出版時間與古巴危機較近  
(C)兩份資料中都呈現了美蘇兩國同意拆除飛彈的訊息  
(D)兩份資料沒有相同的訊息，可見兩份資料均為造假  
(E )兩份資料的論點不同，但都有他們各自論述的目的  

 
第 貳 部 分 ： 非 選 擇 題 （ 占 2 0 分 ）  
說明：本部分共有四大題，每大題包含若干子題。各題應在「答案卷」所標示大題

號（一、二、……）之區域內作答，並標明子題號（1、2、……），違者將

酌予扣分。作答務必使用筆尖較粗之黑色墨水的筆書寫，且不得使用鉛筆。

每一子題配分標於題末。 

一、以下為三則與臺灣史相關的口述歷史文獻，請根據資料回答問題。  
甲：「到了山頂，她望見成列的屍首上吊在樹枝上，一共 21名親人，夫君的屍首 也

在其中，親人都穿著傳統服裝，夫君穿著羽織和服，想必他在死亡前是充滿怨

恨、矛盾、茫然和遺憾。」  
乙：「在川中島，優秀的青年都爭先恐後地赴海外出征。我們都在志願制度下 血 書

報效。這是告訴日本人，我們也是男子漢呀！不要對我們有差別待遇！」  
丙：「每逢建設，我們必定被強迫從事砍伐森林等苦工，工資比其他地方低很 多 ，

還時常領不到錢，只給我們鹽代替工資，強迫勞役的日子有增無減。」  

1 .  這三則文獻和哪個歷史事件有關？（ 2分）  
2 .  請就甲、乙、丙三則文獻內容，依時間先後，排列順序？（ 2分）  
3 .  乙文獻中的人會在川中島，是因為統治者採取了什麼措施？（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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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根據以下三則資料回答問題。  
資料一：〈范陽盧秀才墓誌〉：「（盧）……竊家駿馬，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

舍馬步行，徑入王屋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予門外廡下，始聞《孝

經》、《論語》。……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開成三年來京師，舉

進士。」  
資料二：《衡山府志》：「石鼓山，舊有尋真觀。……元和間，士人李寛結廬讀書

其上，刺史呂溫嘗訪之，有『願君此地攻文字，如煉仙家九轉丹。』」  
資料三：朱熹說：「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

以為群居講學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美之，若此山（衡山），若岳（嶽）

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  

1 .  資料一與資料二所述內容，應是哪一個朝代的現象？（ 2分）  
2 .  資料一與資料二顯示出一個現象，這個現象的重點為何？請用自己的文字說明。

（ 2分）  
3 .  資料一與資料二所述現象，與資料三之間有其關連，請說明從前者（資料一、二）

到後者（資料三）之間的演變。（ 2分）  

三、以下為兩位西方哲學家的論點：  
甲：「水是萬物生存的根本。」  
乙：「人的靈魂裡面有一個較好的部分和一個較壞的部分，而所謂『做自己的主人』

就是說較壞的部分受天性較好的部分控制。」  

1 .  這兩位哲學家身處於哪一個時代？（ 2分）  
2 .  這兩位哲學家思考的重點有何不同？（ 2分）  

四、以下是與納粹崛起相關的圖、表資料，請根據資料回答問題。  

0

1

2

3

4

5

6

1928 1930 1932.7 1932.11（年.月）

（

單

位

：

百

萬

人
）

黨派

時間 
納粹黨  共產黨  

1928 年  12 54 

1930 年  107  77  

1932 年 7 月 230  89  

1932 年 11 月 196  100  

圖 2  德國某項社會資料統計圖

表 2  德國納粹黨和共產黨在國會中的席次  

 
1 .  圖 2、表 2共同呈現的轉捩點出現於何時？（ 2分）  
2 .  圖 2應是德國哪項社會資料的統計圖？（ 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