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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看下列記事： 

張玄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玄素曰：「臣觀自古以來，未有

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

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

繼月，乃至累年，乖繆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鑑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

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根據這段資料，從隋唐國制的變動，說明：「其君自專」與「其法日亂」的關係。

（25分） 

二、漢代詔書皆以「制詔御史」起首，原因何在？後來，御史發展成為職司監察的職

位，又是在什麼歷史脈絡下發生的？（25分） 

三、隋唐實施科舉取士之制，為其後歷代所繼承，至西元 1905 年始廢止此制。請說明

宋代科舉制度作了那些調整？發揮了什麼樣的影響？（25分） 

四、清代地方行政開始出現「廳」的行政層級，包括散廳、直隷廳，這類制度也出現在

清代臺灣漢人移墾的過程中。 

何謂「廳」，請以臺灣史上的廳說明其制。（10 分） 

說明「廳」制出現在清代的原因。（1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