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大學 112 學年度學士後中醫學系招生考試 

國文科試題 

考試開始鈴響前，不得翻閱本試題！ 

※考試開始鈴響前，請注意： 

一、請確認手機、電子計算機、手提袋、背包與飲料等，一律置於試場外之臨時

置物區。傳統型手錶或一般的鬧鈴功能必須關閉。不得戴智慧型手錶、運動

手環等穿戴式電子裝置入場。 

二、就座後，不可以擅自離開座位。考試開始鈴響前，不得書寫、畫記、翻閱試

題卷或作答。 

三、坐定後，雙手離開桌面，檢查並確認座位桌貼、電腦答案卡與答案卷之准考

證號碼是否相同。 

四、請確認抽屜中、桌椅下或座位旁均無非考試必需用品。如有任何問題請立即

舉手反映。 

※作答說明： 

一、本試題(含封面)共 9 頁，如有缺頁或毁損，應立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補發。 

二、選擇題答案請依題號順序劃記於電腦答案卡，在本試題紙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電腦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若未按規定劃記，致電腦無法讀取者，考生自

行負責。 

三、選擇題為單選題，共 50 題，請選擇最合適的答案。 

四、本試題必須與電腦答案卡及答案卷一併繳回，不得攜出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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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下列為單選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答錯 1 題倒扣 0.7 分，倒扣至本大題

零分為止，未作答者，不給分亦不扣分，請選擇最合適的答案） 

 

1.  下列文句中，完全沒有錯字的選項是： 

(A) 周醫師每年號召醫護人員到偏鄉義診，風雨無阻。 

(B) 小李今年尾牙活動抽中高額禮卷，羨煞其他同事。 

(C) 老張最近穿金戴玉，一身行頭儼然爆發戶的模樣。 

(D) 小時後總盼著快快長大，長大才知道童年最珍貴。 

2.  下列哪個選項沒有錯別字？ 

 (A)走頭無路 (B) 峰擁而至 (C) 色麗內荏 (D) 運籌帷幄 

3. 「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

數為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三國志・華佗傳》）下列哪個選項最不適當？ 

 (A)「之」廁：去、前往(B)「蠆」：蠍子 (C)「無賴」：耍賴 (D)「湯」：熱水 

4. 以下選項「被」的字義，哪個選項與其它選項不同？ 

(A) 翡翠珠「被」，爛齊光些。 (B)「被」褐懷玉。 

(C)「被」石蘭兮帶杜衡。 (D)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5. 下列「重」字的讀音，哪個選項與其他不同？ 

(A) 鐵衣霜露「重」，戰馬歲年深。 (B)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 

(C)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D) 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6. 下列各組成語中，哪個選項前後文意相同？ 

(A) 前倨後恭／玩世不恭 (B) 三人成虎／眾口鑠金 

(C) 尾生抱柱／信口雌黃 (D) 笑裡藏刀／表裡如一 

7. 《大醫精誠》：「夫為醫之法，不多語調笑，談謔諠譁，道說是非，議論人物，衒燿聲名，

訾毀諸醫，自矜己德；偶然治差一病，則昂頭戴面，而有自許之貌，謂天下無雙。此醫人

之膏肓。」下列哪個選項最適當？ 

(A)「調」表示挑逗。 (B)「訾」表示疾病。 

(C)「差」表示病癒。 (D)「戴」表示充滿。 

8.  下列與中藥有關的「謎面—謎底」，哪個選項最不適當？ 

(A) 故鄉—熟地  (B) 冰川—寒水石 

(C) 窈窕淑女—使君子 (D) 枯木逢春—天花粉 

9.  下列詞語哪個選項不是外來語的音譯？ 

 (A) 邏輯 (B) 猶豫 (C) 幽默 (D) 浪漫 

10.  下列哪個選項不含外來語？ 

(A) 小李在尾牙晚宴表演脫口秀，獲得同事好評。 

(B) 計程車、巴士是鄉間小鎮常見的大眾交通工具。 

(C) 蚵仔麵線、甜不辣、雞排是夜市極受歡迎的小吃。 

(D) 久旱不雨造成嚴重水荒，各地已陸續啟動限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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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據上文，下列哪個選項的解說最適當？ 

(A) 山野之夫不該讀周、秦、兩漢之書。 

(B)「大小篆而隸書而真書」，意指古代書法技藝有別。 

(C)「自竹簡而縑素而紙」，意指古書採用的載體材質有別。 

(D)「聞人言筍可食，歸而煎其簀」，原意是誤將筍殼當竹筍。 

12.  「上品藥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勢力和厚不為倉猝之效然而歲月常服必獲大益病既愈矣命亦

兼申天道仁育故云應天」，對於上文的斷句，下列哪個選項最適當？ 

(A) 上品藥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勢力和厚，不為倉猝之，效然而歲月常服，必獲大益病，

既愈矣，命亦兼申天，道仁育，故云應天。 

(B) 上品藥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勢力和，厚不為，倉猝之效然，而歲月常服，必獲大益，

病既愈矣命，亦兼申天道，仁育故云應天。 

(C) 上品藥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勢力和厚，不為倉猝之效，然而歲月常服，必獲大益，

病既愈矣命，亦兼申天道，仁育故云應天。 

(D) 上品藥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勢力和厚，不為倉猝之效，然而歲月常服，必獲大益，

病既愈矣，命亦兼申。天道仁育，故云應天。 

13.   

 
 

 
  

上文包括哪些感官摹寫？ 

 (A) 味覺、嗅覺 (B) 視覺、聽覺 (C) 觸覺、視覺 (D) 聽覺、味覺 

14.  趙翼《簷曝雜記》卷六「桑葉洗眼方」條：「治喘方：麻黃三兩，不去根節，湯浴過；訶

子二兩，去核用肉。共二味為粗末。每服三大匙，水二盞，煎減半，入臘茶一錢，再煎作

八分，熱服，無不驗。」此條藥方包含幾種藥用材料？ 

 (A) 二種 (B) 三種 (C) 四種 (D) 五種 

15.   

 

 

 
 

依據上文，下列哪個選項最不適當？ 

(A)上述生活情景應出於傳統農村社會。 (B)上述情景之消失可能起因於戰亂或瘟疫。 

(C)作者下筆含蓄，並未明顯流露歎惋之情。 (D)作者重視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便利性。 

  

揚州最著名的是茶館，早上去下午去都是滿滿的。吃的花樣最多。坐定了沏上茶，便有賣
零碎的來兜攬，手臂上挽著一個黯病的柳條筐，筐子裡擺滿了一些小蒲包分放著瓜子花生
炒鹽豆之類。又有炒白果的，在擔子上鐵鍋爆著白果，一片鏟子的聲音。（朱自清〈說揚
州〉） 

夫周、秦、兩漢，至於今遠矣。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譬猶
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也。夫自大小篆而隸書而真書，自竹簡而縑素而紙，
其為變也屢矣。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為是古人之真本，譬如聞人言筍可食，歸而煎其簀
也。嗟乎！此古書疑義所以日滋也歟！（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序》） 

機織聲、舂碓聲、雞鳴聲、犬吠聲，非異聲也，予行四百里無所聞，吟其一。沽酒店、牧

牛兒何所不有，畫家之常筆也，亦無所見，吟其二。向來店家迓客，一弛擔，即湯茶瓶盞
捷出，今則無之，吟其三。婦人淘洗、採掇，田里之常，而闃不一遇，吟其四。晝則屋屋
有煙，夜則家家有燈；井之所在，具汲器聽人自飲，亦常理也，而又不然，至於煙、燈皆
無，吟其五。（方回〈雖然吟五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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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以上三首詩描述舊時澎湖風土民情，下列哪個選項的說明最不適當？ 

(A) 舊時澎湖人曬番薯籤充當主食。 (B) 舊時澎湖人食米依賴臺灣供給。 

(C) 舊時澎湖人曬乾草料飼養牛隻。 (D) 舊時澎湖人曬乾牛糞當做燃料。 

17.   

 

 

 
 

 

依據上文，下列哪個選項的說明最不適當？ 

(A) 醫家主張百損一益的食材不能用作醫療用途。 

(B) 五穀只有益處，沒有害處。 

(C) 作者認為，煙草和酒是人們常食之物。   

(D) 作者對鴉片煙持反對態度。 

18.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世說新語．任

誕》）依文意，下列哪個選項的解說最適當？ 

(A) 嫂子還家，要求阮籍依禮送行。阮籍譏刺嫂子拘泥禮法。 

(B) 嫂子還家，阮籍送行。別人譏刺阮籍不合禮法。 

(C) 嫂子還家，阮籍不要與她見面。嫂子譏刺阮籍不合禮法。 

(D) 嫂子還家，阮籍與她見面，譏刺其還家敗壞了阮氏家族對禮法的重視。 

19.  「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

涉險而不傷。」（蘇軾〈教戰守策〉）「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的解釋，哪個選項最適當？ 

 (A) 使四時有寒暑的變化。 (B) 使四時的變化有規律。 

 (C) 使人習慣於寒暑的變化。 (D) 運用智慧來改變氣候。 
     

20.  

 

 

 
 

依據上文，下列哪個選項的敘述最適當？ 

 (A) 庾信對外公開自己的作品以樹立名聲。 

 (B) 庾信頗為肯定韓陵山寺的石刻藝術。 

 (C) 庾信批評薛道衡、盧思道不諳文章技巧。 

 (D) 庾信嘲諷一般俗眾妄議是非，猶如驢狗鳴叫。 

  

醫家謂棗百益一損，梨百損一益，韭與茶亦然。余謂人所常食之物，凡和平之品，如參苓、

蓮子、龍眼等，皆百益一損也；凡峻削之品，如檳榔、豆蔻仁、煙草、酒等，皆百損一益

也；有益無損者惟五穀。至於鴉片煙之有損無益，人皆知之；而嗜之者日眾，亦可憫矣！

（陸以湉《冷廬雜識》卷五） 

天生甘薯海中餐，細切銀絲日炙乾。但祝千箱居積滿，不勞引領望臺灣。 

待雨憑天插地瓜，不知秧稻可開花。若非戍米源源濟，萬竈幾無粒食家。 

一束生芻未肯燒，只緣黃犢腹猶枵。更從牛後傳薪火，曝向斜陽勝採樵。（陳廷憲〈澎湖

竹枝詞〉）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
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
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犬吠，聒耳而已。」（張鷟《朝野僉載》
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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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上文的主旨，下列哪個選項最適當？ 

 (A) 李白向韓荊州自我推薦，希望得到入仕的機會。 

 (B) 李白譴責韓荊州無知人之明，使豪俊之士無以展其長才。 

 (C) 李白建議韓荊州尊賢使能，不應用人唯親。 

 (D) 李白勸說韓荊州急流勇退，讓有才能的後進出人頭地。 

22.   

  

  

  

作者認為編修臺灣歷史難度很高有諸多原因，下列哪個選項的敘述最不適當？ 

 (A) 參考文獻殘斷不完整，難以窺其全貌。 (B) 改朝換代之際，戰爭頻仍，文獻散佚。 

 (C) 私人收藏之文獻檔案，大多付之一炬。 (D) 耆老逐漸失去記憶，故無法接受採訪。 

23.  《荀子•性惡》云：「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下列哪個選項與本段

文意最不相近？ 

 (A)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B)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C) 觀人於微，識人以明。 (D)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24.  「暗淡輕黃體性柔，情疏跡遠只香留。何須淺碧輕紅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梅定妒，

菊應羞。畫闌開處冠中秋。騷人可煞無情思，何事當年不見收。 」（李清照〈鷓鴣天〉）

詞中吟詠之物，下列哪個選項最適當？ 

 (A) 桂花 (B) 丁香花 (C) 芍藥 (D) 菊花 

25.  「只有翅翼／而無身軀的鳥  在哭和笑之間／不斷飛翔」，這首詩吟詠的對象，下列哪個

選項最適當？ 

 (A) 耳朵 (B) 臉頰 (C) 眉毛 (D) 手臂 

26.  「隻或雙，成行或不成行╱在江心，在天末╱秋風起時：╱秋風有多瘦多長╱你的背影就

有多瘦多長  是你在空中寫字，抑╱字在空中寫你？」（節錄周夢蝶作品）詩中吟詠的

對象，下列哪個選項最適當？ 

 (A) 燕子 (B) 雁鳥 (C) 鷗鷺 (D) 鷹鷂 

27.  「把我粉碎吧／我純白的身軀交付給你／在剝落的黑色裡／長出了智慧的花朵」，席慕容

這首詩在吟詠什麼事物？ 

(A) 白茉莉花 (B) 粉筆 (C) 香菸 (D) 紙張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

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

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

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李白〈與韓荊州書〉） 

顧修史固難，修臺之史更難，以今日而修之尤難。何也？斷簡殘編，蒐羅匪易，郭公夏五，

疑信相參，則徵文難；老成凋謝，莫可諮詢，巷議街譚，事多不實，則考獻難。重以改隸

之際，兵馬倥傯，檔案俱失，私家收拾，半付祝融，則欲取金匱石室之書，以成風雨名山

之業，而有所不可。然及今為之，尚非甚難。若再經十年、二十年而後修之，則真有難為

者。是臺灣三百年來之史，將無以昭示後人，又豈非今日我輩之罪乎？（《臺灣通史‧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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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列哪個選項最切合本文主旨？ 

 (A) 子路悲憂謀生不易，年命苦短。 (B) 子路感慨人生際遇無常，貧富貴賤難料。 

 (C) 子路嚮往粗茶淡飯，厭棄錦衣玉食。  (D) 子路傷歎父母謝世不存，無由恪盡孝道。 

29.  「何處人事少，西峰舊草堂。曬書秋日晚，洗藥石泉香。後嶺有微雨，北窗生曉涼。徒勞

問歸路，峰疊繞家鄉。」（杜牧〈西山草堂〉）下列哪個選項的解說最適當？ 

 (A) 作者感歎隱居草堂，難以排遣孤寂。 (B) 作者抱怨曬書洗藥，終日勞煩不休。 

 (C) 作者憂心天氣變化，風雨寒涼生疾。 (D) 作者牽掛遠處家鄉，路遙不得回返。 

30.  「從儒林，將詩書講習。參道教，了性命根基。杏林中作生涯，橘井畔為活計。煉玄元，

象帝幽微。有一日，紫府丹臺將名姓題，不弱似你那一官半職。」（〈新水令〉）」依曲

文，下列哪個選項最不符合作者的志趣？ 

(A) 仕宦為官 (B) 習醫行醫 (C) 修道求仙 (D) 讀書治學 

31.  

 

 

 

依據上文，下列哪個選項的解說最不適當？ 

 (A) 本詩描寫年末辭歲送舊迎新。  

 (B) 老翁把盃茫然，是因為酒量短淺，不勝酒力。 

 (C) 由於荊釵祝願開導，老翁得以寬心釋懷。 

 (D) 新年喝屠蘇酒，有祈祝健康長壽的意思。 

32.   

 

 

 

 

依據上文，下列哪個選項最切近意旨？ 

 (A) 彼一時，此一時也。 (B)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C)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D)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 

33.  

 

 

依據上文，下列哪個選項的解說最不適當？ 

 (A) 醫生遇到病人危難時感到害怕，是人之常情。 

 (B) 醫生處理病人問題時，要能克服心理上的憂懼。 

 (C)「其中素定」是指平日就養成內心定見和定力。 

 (D) 良醫治病，猶如津人與巨浪搏鬥終能脫險，須仰賴不計死生的勇氣。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
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殁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
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王肅《孔子家語》卷二） 

質明奉祠今古同，吳儂用昏蓋土風。禮成廢徹夜未艾，飲福之餘即分歲。地爐火軟蒼朮香，
飣盤果餌如蜂房。就中脆餳專節物，四座齒頰鏘冰霜。小兒但喜新年至，頭角長成添意氣。
老翁把盃心茫然，増年翻是減吾年。荆釵勸酒仍祝願：「但願尊前且強健。君看今歲舊交
親，大有人無此盃分。」老翁飲罷笑撚鬚，明朝重來醉屠蘇。（范成大〈分歲詞〉） 

譬如夏月苦炎，明知為室廬卑小所致，偏向驕暘之下來往片時，然後步入室中，則覺暑氣
漸消，不似從前酷烈。若畏其湫隘，而投寬處納涼，及至歸來，炎蒸又加十倍矣。冬月苦
冷，明知為牆垣單薄所致，故向風雪之中行走一次，然後歸廬返舍，則覺寒威頓減，不復
凜冽如初。若避此荒涼，而向深居就燠，及其再入，戰慄又作何狀矣。（李漁〈貧賤行樂
之法〉） 

夫醫者，死生之寄也，於人之危疾宜懼矣，而獨能不懼者，非輕人之生死也，其中素定也。
譬之千斛之舟凌不測之淵，波濤卒起，而蛟鯨怒戰，眾皆為之膽墮，而津人獨以無懼出其
險者，亦其中之素定爾。（梁寅〈贈儒醫羅誠之序〉） 



 

慈濟大學 112 學年度學士後中醫學系招生考試 
國文科試題                             本試題（含封面）共 9 頁：第 7 頁

（如有缺頁或毀損，應立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補發） 

 
34. 《世說新語・容止》：「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

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下列哪個選項的解說最不適

當？ 

 (A) 王右軍讚賞杜弘治容貌出眾。 (B) 杜弘治肌膚白晳、眼睛烏黑明亮。 

 (C) 當時人普遍認為王長史的外形出色。 (D) 蔡公感嘆杜弘治的外貌不如王長史。 

35.  

 

    

下列哪個選項的解說最不適當？ 

 (A) 文火指小火，武火指大火。 

 (B) 「冷飯身骨」是指冷飯的軟硬度。 

 (C) 蛋炒飯是簡單的料理，人人都可做得好。 

 (D) 煨與燉是類似的烹飪方式，煨的火力通常更小些。 

請閱讀下文，回答 36-37 題 

 

 

 

36. 「京師朝貴出郡者，遠相餉餽，踰于千里」，下列哪個選項的語譯最適當？ 

 (A) 京師朝廷顯貴出京赴職，不遠千里攜帶劉白墮釀的酒去送人。 

 (B) 京師的貴族去郊野訪問，贈禮豐厚，可送到千里之外的地方。 

 (C) 有人從都郡到京師朝見天子，不遠千里帶劉白墮釀的酒來進獻。 

 (D) 有人離開都郡到京師拜見貴冑，老遠帶著禮物來，超過千里路。 

37.  關於劉白墮所釀之酒，下列哪個選項的敘述最不適當？ 

 (A) 盛夏時節，此酒即使在正午曝曬十天也不變味。 

 (B) 此酒名叫「鶴觴」，因為它的酒香可以傳播千里。 

 (C) 此酒易引人醉，盜賊飲後被捕，故又名「擒奸酒」。 

 (D) 此酒又名「騎驢酒」，因為可長途跋涉餽贈他人。 

38. 蘇洵〈六國論〉：「以□秦之地，□天下之謀臣，以□秦之心，□天下之奇才，並力西向，

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文中□內用字，依序填入哪個選項最適當？ 

(A) 事／賂／禮／封  (B) 賂／封／事／禮 

(C) 禮／封／賂／事  (D) 賂／禮／封／事 

    

  

河東人劉白墮者善于釀酒。六月中時暑赫，劉以甖貯酒，曝于日中。經一旬，酒味不動，

飲之香美，醉而不易醒。京師朝貴出郡者，遠相餉餽，踰于千里。以其可至遠，號曰「鶴

觴」，亦名「騎驢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帶酒之任，路中夜逢刼盜，盜飲之皆醉，

遂備擒獲，因此復名「擒奸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太平廣

記・卷第二百三十三・酒》） 

不下廚的人常說：「我只會做蛋炒飯。」我聽了肅然起敬，這可是大功夫呢。唐魯孫的文

章說，以前他們家考廚師，首先要師傅煨個雞湯試文火，其次來個青椒炒肉絲看武火功夫；

最後就是考蛋炒飯，「大手筆的廚師，要先瞧瞧冷飯身骨如何，然後再炒，炒好了要潤而

不膩，透不浮油，雞蛋老嫩適中，蔥花也得煸去生蔥氣味。」（蔡珠兒《饕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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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下列甲詩、乙詞，回答 39~42 題 

★甲詩 

 

 

 

 

 

 

 

★乙詞 

 

  
  

39.  依詩意，依序填入甲詩□□□□的文字，下列哪個選項最適當？ 

 (A) 百發百中／鬢髮皆白。 (B) 意氣風發／老驥伏櫪。 

 (C) 閱人無數／老當益壯。 (D) 謙沖自牧／歷盡滄桑。 

40.  關於甲詩的解說，下列哪個選項最不適當？ 

 (A) 年少時的「無的放矢」是因為過於驕傲自負。 

 (B) 中年「無箭可射」是因為再也找不到對手了。 

 (C) 「只惆悵地看一群拙劣的射手」，是因為看到似曾相似的自己。 

 (D) 「撿一根乾枯木棒／夢想削成青春之箭」，足見作者仍追懷青春的夢想。 

41.  關於乙詞的解說，下列哪個選項最不適當？ 

 (A) 作者以「聽雨」為線索，貫串了作者少年、壯年和老年三個不同時期的情境。 

 (B) 作者以「歌樓」、「紅燭」、「羅帳」等意象，表達出年少時恣意風流的情狀。 

 (C) 作者以「江闊」、「雲低」、「斷雁」、「西風」等意象，表達出壯年奔走經營、旅

途孤寂的心境。 

 (D)「悲歡離合總無情」，表達人情冷漠、世事無常的感慨。 

42. 比較甲詩、乙詞，下列哪個選項最不適當？ 

 (A) 甲詩的「自負有千萬枝箭」及乙詞的「紅燭昏羅帳」都表現了年少輕狂的情懷。 

 (B) 甲詩以射箭作為比喻，乙詞則以聽雨為意象，都對自己的一生作了三階段的回顧。 

 (C) 甲詩和乙詞的老年都抱有懊悔的心情。 

 (D) 甲詩以箭的數量多寡變化，乙詞以聽雨地點的不同，表達人生階段的不同。 

43. 「近年教育部特別強調大學生的社會責任，勉勵大學生不固守於知識的象牙塔中，而應該

以一種□□的態度，積極承擔改造社會的責任。」下列哪個選項最適合填入□□中？ 

 (A) 朝聞道，夕死可矣 (B)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C) 知其不可而為之  (D)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44. 「日子過去，□□永存，／寄魂於離離的野草。／像那些可憐的靈魂，／長得和我一般高。   

我今不復到園中去，／□□已如我一般高；／我夜坐聽風，晝眠聽雨，／悟得月如何缺，

天如何老。」（節錄戴望舒作品），兩處□□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A) 夢想 (B) 情傷 (C) 鄉愁 (D) 寂寞 

青春時／我是盲目的射手／自負有千萬枝箭／就無的放矢／自以為豪放／終於／射盡了
囊中之箭 

中年時／我已□□□□／更發現無數更好的目標／可惜我已無箭可射／只惆悵地看一群
拙劣的射手／……浪費力氣！ 

當我老邁時／啊！／我看見我□□□□／正以老花的眼／顫抖的手／撿一根乾枯木棒／ 
夢想削成青春之箭……（梁雲坡〈射手〉）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而今聽雨
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蔣捷〈虞美人・聽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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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扁鵲醫如□□□□，妍媸不隱。又如奕秋遇敵，著著可法，觀者不能察其神機。倉公醫

如□□□□，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醫如□□□□，無非王道，其攻守奇

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呂復〈諸醫論〉）以上□□□□依序填入的文字，下列

哪個選項最適當？ 

 (A) 秦鑑燭物／輪扁斵輪／湯武之師 (B) 輪扁斵輪／庖丁解牛／老吏斷案 

 (C) 老吏斷案／湯武之師／康成註書 (D) 康成註書／秦鑑燭物／湯武之師 

46.  

 

 

 
   

以上□□依序填入的詞語，下列哪個選項最適當？ 

 (A) 不可勝數╱滔滔的江河 (B) 五花八門╱滾滾的浪潮 

 (C) 各有千秋╱涓涓的細流 (D) 爭奇鬥豔╱汩汩的湧泉 

47. 「誰想有了年紀的人，外面受了這一向的辛苦勞碌，心裏又加上這一番的煩惱憂思，次日

便覺得有些鼻塞聲重，胸悶頭暈，□□的就成了一箇□□□□的病。」（文康《兒女英雄

傳》第一回）以上□□依序填入的詞語，下列哪個選項最適當？ 

 (A) 懨懨／外感內傷  (B) 悒悒／外強中乾 

(C) 惴惴／裏急後重  (D) 悄悄／裏勾外連 

48. 甲、你卻臥聽著海濤閒話 

乙、我等待著，長夜漫漫 

丙、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 

丁、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戴望舒〈肅紅墓畔口占〉） 

上列詩句，依詩意排序，下列哪個選項最適當？ 

 (A) 丙丁乙甲 (B) 乙丙甲丁 (C) 甲乙丙丁 (D) 丁甲丙乙 

49. 甲、沒藥醫治盡白頭 

乙、腸肝續斷更剛留 

丙、遙知母老相思子 

丁、獨活他鄉已九秋（洪皓〈集藥名次韻〉） 

上列詩句，依詩意排序，下列哪個選項最適當？  

(A) 丙甲丁乙 (B) 丁乙丙甲 (C) 丁甲丙乙 (D) 丙乙丁甲 

50.  以下五個文句，可排列成一短文。下列哪個選項的排序最適當？ 

甲、而以心裁輕重 

乙、君舍法 

丙、怨之所由生也 

丁、則同功殊賞 

戊、同罪殊罰矣（慎到《慎子‧君人》） 

(A) 丙丁戊乙甲 (B) 乙甲丁戊丙 (C) 乙丙甲戊丁 (D) 丙乙戊甲丁 

櫥下傳出唧唧蟲鳴，那是竈雞，通常聚在竈邊積柴下，入夜即鳴，鳴聲很美，和外邊草中

的鈴蟲聲，構成最美妙的音樂。聽貓頭鷹是一種味兒，聽竈雞是另一種味兒，而外邊草中

的鈴蟲聲，又是另一種味兒，□□□□，可都同是夜裏的美音，田園之夜雖說是靜謐的，

卻穿插著一些細微的美音，就像森林中暗穿著□□□□□一般。（陳冠學《田園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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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A D C A A B C D B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D B B D C A B C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D C A C B B D D A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 C D D C A B B A B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D C C D A C A A B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