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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人嚴羽《滄浪詩話．詩辨》：「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

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

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

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

人之詩也。」請依本段文句，說明嚴羽判析盛唐詩與宋詩之特色及其所

倡議詩學觀念，並舉例說明之。（25 分）

二、常言道：文史哲不分家。歷史，記載過去時空所發生的事件和行動，而

文學創作者則取材這些事件，藉著獨特觀點與文采，進行評述或抒發情

思，形成另一種記載歷史的方式，甚至影響後世的認知和感受。請舉出

以唐玄宗與楊貴妃史事為素材之文學作品（文體不拘）三部，並敘述其

內容與意涵。（25 分）

三、1980 年代進入臺灣新電影時代之後，改編大量臺灣文學作品，近期《他

們在島嶼寫作》系列，介紹了幾位在文壇各領風騷臺灣作家的身影。你

認為此類紀錄片反映的文學價值為何？請以楊牧、七等生的作品為例，

說明作家各具的寫作風格及其文學成就。（25 分）

四、從日治時期到當代，臺灣經歷過兩次現代主義文學風潮，請分別說明形成

的時代背景與代表作家，並舉例說明現代主義興起對文學發展的影響。

（2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