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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部 分 ： 選 擇 題 （ 佔 8 0 分 ）  

一 、 單 選 題 （ 7 2 分 ）  
說明：第1至36題，每題選出一個最適當的選項，標示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每

題答對得2分，答錯或劃記多於一個選項者倒扣2/3分，倒扣到本大題之實得分數為

零為止。未作答者，不給分亦不扣分。 

1 .  1935年，墨 索 里 尼 出 兵 佔 領 衣 索 匹 亞，消 息 立 刻 傳 遍 義 大 利。當 時 民 眾 最 可 能

透 過 哪 一 種 媒 體 ， 即 時 獲 得 此 一 訊 息 ？  
(A)報 紙  (B)網 路  (C)電 視  (D)廣 播  

2 .  在 一 份 官 文 書 中 提 到「（ 本 藩 ）已 手 闢 草 昩，與 爾 文 武 各 官，及 各 鎮 大 小 將 領 ，

官 兵 家 眷 ， 盡 來 胥 宇 ， 總 必 創 建 田 宅 等 項 ， 以 遺 子 孫 計 。 但 一 勞 永 逸 ， 當 以 己

力 經 營 ， 不 准 混 侵 土 民 及 百 姓 現 耕 物 業 。 茲 將 條 開 列 於 後 ， 咸 使 遵 依 。 如 有 違

越 ， 法 在 必 究 ， 著 戶 官 刻 板 頒 行 。 」請 問 這 份 資 料 是 誰 提 出 來 的 ？ 主 要 是 實 施

哪 項 政 策 ？  
(A)鄭成功到台灣後，為了要解決軍民糧食問題所發的文書  
(B)施琅平定台灣後，為了解決駐台官兵糧食問題發的文書  
(C)沈葆楨為推動新政建設，鼓勵官兵開墾土地所發的文書  
(D)劉銘傳於台灣建省後，鼓勵開墾，並保障原住民的地權  

3 .  荷 蘭 聯 合 東 印 度 公 司 曾 於 1624到 1662年 間 占 領 台 灣， 建 立 殖 民 政 權 。 1662年 ，

鄭 成 功 才 驅 逐 荷 蘭 人，建 立 明 鄭 政 權。這 兩 個 政 權 經 營 台 灣 時，有 何 相 似 之 處 ？  
(A)為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均將土地收歸公有  
(B)均對原住民採安撫政策，不採武力征服策略  
(C)均重視對外貿易，尤其對日本、南洋之貿易  
(D)為充裕府庫，均在台灣各地開港，並抽重稅  

4 .  某 一 時 期 ， 一 群 青 年 在 全 台 各 地 舉 辦 講 習 會 ， 推 廣 法 律 、 衞 生 等 觀 念 ， 也 用 戲

劇 、 電 影 、 音 樂 會 等 方 式 傳 播 新 知 。 這 是 下 列 哪 個 時 期 的 活 動 ？  
(A)1900年代日本慶祝在台始政，組織青年服務隊，以推廣新知，改善陋習  
(B)1920年代台籍知識份子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積極從事文化的啓蒙工作  
(C)1960年代青年反共救國團，因中共文化大革命，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D)1990年代青年受天安門事件的影響，發動野百合學運從事社會改革運動  

5 .  右 圖 是 一 幅 根 據 國 際 貿 易 比 重 為 指 標 所 繪 製 的 變 形 東 亞 地 圖。這 幅 圖 反 映 的 應

為 哪 一 段 時 間 的 情 況 ？  
(A)1950年代初期  
(B)1960年代中期  
(C)1980年代初期  
(D)1990年代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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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一 位 作 家 說 ：「 這 裡 的 台 灣 人 都 是 具 有 雙 重 身 份 ， 一 邊 放 著 中 國 政 府 給 的 居 住

證 明 ， 一 邊 放 著 日 本 發 的 配 給 票 。 」 這 應 是 何 時 何 地 的 情 況 ？  
(A)1905年 的 台 北  (B)1940年 的 北 京  
(C)1965年 的 東 京  (D)1990年 的 上 海  

7 .  歐 洲 曾 有 一 位 富 有 的 公 爵 因 反 抗 壓 迫，遭 政 府 處 死，激 發 當 地 人 民 起 來 反 對 統

治 者。後 來 一 位 文 學 家 以 此 故 事 為 主 題，寫 了 一 個 劇 本，音 樂 家 也 將 之 譜 成 歌

劇 公 演， 贏 得 觀 眾 熱 烈 迴 響，視 這 位 公 爵 為 民 族 英 雄。 這 種 劇 本 與 歌 劇 創 作 及

觀 眾 的 反 應 ， 是 哪 一 種 思 潮 的 展 現 ？  
(A)寫 實 主 義  (B)保 守 主 義  (C)理 性 主 義  (D)浪 漫 主 義  

8 .  一 份 條 約 指 出 ：「 朝 鮮 國 為 自 主 之 邦 ， 保 有 與 日 本 國 平 等 之 權 。 ……兩 國 文 書

往 來，日 本 用 其 國 文，自 今 起 十 年 間，別 具 漢 譯 文 一 本，朝 鮮 用 其 本 國 文 字。」

又 說 朝 鮮 應 開 口 岸 ， 讓 日 本 商 人 貿 易 ，「 日 本 國 人 民 在 朝 鮮 國 指 定 各 口 ， 如 因

犯 罪 而 與 朝 鮮 國 人 民 發 生 糾 紛，皆 歸 日 本 官 審 斷。」這 一 份 條 約 簽 訂 的 時 機 應

當 是 ：  
(A)1876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後，向朝鮮擴張時  
(B)1895年，中日戰爭後，日本控制朝鮮半島之際  
(C)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勢力進入中國之後  
(D)1945年，日本投降，與朝鮮訂立和平條約之時  

9 .  1555年 ， 一 位 西 方 領 袖 下 令 ： 除 非 另 有 許 可 ， 僧 侶 必 須 立 刻 返 回 修 道 院 ， 所 有

隨 意 遊 蕩 的 僧 侶 都 將 遭 逮 捕；修 道 院 不 得 再 向 不 在 職 的 官 員 提 供 獻 金，教 會 所

有 部 門 必 須 減 少 開 支 ； 任 命 聖 職 時 ， 如 涉 及 買 賣 嫌 疑 ， 一 律 禁 止 。 我 們 如 何 解

釋 這 樣 的 現 象 ？  
(A)羅馬教宗受宗教分裂刺激，決心整頓教會  
(B)英國國王對羅馬教宗不滿，限制教會活動  
(C)法國國王不願受教會控制，禁止宗教發展  
(D)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要強化教會，清除異端  

10 .  1880年 代，一 位 台 灣 官 員 向 政 府 指 陳：為 達「 方 便 商 務，振 興 經 濟，貫 穿 南 北 ，

裨 於 海 防 ， 輸 送 兵 員 ， 防 止 變 亂 」 之 目 的 ， 希 望 能 進 行 此 一 重 大 建 設 。 請 問 ：

此 重 大 建 設 所 指 為 何 ？  
(A)興 建 貫 穿 南 北 的 公 路 系 統  (B)廣 建 港 口 以 建 立 環 島 航 運  
(C)疏 竣 南 北 河 川 以 開 鑿 運 河  (D)興 建 貫 穿 南 北 的 鐡 路 系 統  

11 .  一 位 學 者 介 紹 某 地 豐 富 的 文 化 資 產 時，將 該 地 從 古 以 來 的 宗 教 信 仰 比 喻 成 一 座

房 屋 。 他 說 ： 最 下 層 居 住 的 是 法 老 ， 上 一 層 是 亞 伯 拉 罕 ， 再 上 面 一 層 是 基 督 ，

最 上 面 一 層 則 是 阿 拉 。 這 是 何 地 的 情 況 ？  
(A)開 羅  (B)麥 加  (C)大 馬 士 革  (D)君 士 坦 丁 堡  

12 .  資 料 記 載 ： 元 月 十 五 日 時 ， 京 城 中 幾 個 主 要 佛 寺 競 相 舉 辦 法 會 ， 吸 引 人 群 ； 大

街 上 百 姓 提 燈 遊 行 ， 爭 奇 鬥 豔 ， 四 處 張 燈 結 綵 ， 好 不 熱 鬧 。 皇 帝 特 地 下 詔 ， 當

天 京 城 大 街 特 許 夜 行，官 府 不 加 取 締。這 段 文 字 描 述 的 景 象 最 可 能 發 生 於 何 時 ？  
(A)漢 代  (B)唐 代  (C)宋 代  (D)清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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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古 代 萊 茵 河 下 游 某 一 城 市 ， 由 於 人 口 眾 多 ， 為 解 決 居 住 問 題 ， 拆 毀 部 分 城 牆 。

但 四 世 紀 初，突 然 從 附 近 鄉 間 湧 入 大 量 人 口， 這 個 城 市 又 重 新 修 復 城 牆， 興 建

碉 樓 和 防 禦 工 事 。 導 致 這 種 情 況 發 生 的 最 可 能 原 因 為 何 ？  
(A)北 歐 維 京 人 入 侵  (B)日 耳 曼 部 落 入 侵  
(C)斯 拉 夫 民 族 入 侵  (D)阿 拉 伯 各 部 入 侵  

14 .  中 國 歷 史 上，長 城 一 向 是 防 範 游 牧 民 族 南 侵 的 屏 障，但 某 位 皇 帝 認 為 長 城 已 失

去 防 禦 功 能 ， 決 定 此 後 不 再 維 修 ， 終 其 統 治 期 間 ， 與 蒙 古 各 部 結 盟 。 這 是 哪 位

皇 帝 的 作 法 ？  
(A)宋 太 祖  (B)遼 太 宗  (C)明 成 祖  (D)清 聖 祖  

15 .  一 位 學 者 認 為 唐 宋 時 期 江 南 曾 經 實 施 稻 麥 輪 種 制，並 欲 引 用 白 居 易 任 職 蘇 州 時

寫 的 詩 句 ：「 去 年 到 郡 日 ， 麥 穗 黃 離 離 ； 今 年 去 郡 日 ， 稻 花 白 霏 霏 」 證 明 自 己

的 說 法 。 關 於 這 位 學 者 的 看 法 ， 以 下 說 明 何 者 較 為 合 理 ？  
(A)詩裡提到麥作、稻作，足以作為稻麥輪種的佐證  
(B)詩中指出稻、麥產於不同季節，足以說明輪種制  
(C)詩中並未指明稻、麥產自同一塊土地，不足為據  
(D)詩人的描述多不精確，不適合運用在歷史的討論  

16 .  小 說 裡 有 這 樣 的 情 節：幾 個 年 輕 人 被 地 方 官 員 逮 捕 後，一 名 傳 教 士 進 入 知 府 衙

門，向 知 府 表 示「 傳 教 的 人 原 本 與 地 方 公 事 無 干 涉，但 這 幾 個 人 都 是 我 們 教 會

裡 的 朋 友，立 刻 把 這 幾 個 人 交 我 帶 去。」知 府 明 知 這 幾 個 人 是 指 明 要 捉 拿 的 會

黨，不 便 交 給 教 士 帶 走，卻 又 擔 心 教 士 寫 信 託 公 使 到 總 理 衙 門 理 論，只 好 將 人

交 給 教 士 。 這 個 故 事 的 背 景 是 ：  
(A)明 朝 末 年 的 杭 州  (B)清 朝 初 年 的 北 京  
(C)清 朝 末 年 的 上 海  (D)民 國 初 年 的 南 京  

17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許 多 殖 民 地 尋 求 獨 立 時 ， 往 往 遭「 殖 民 母 國 」阻 撓 。 下 列

何 國 獨 立 時 ， 曾 與 原 殖 民 國 發 生 過 激 烈 的 武 裝 衝 突 ？  
(A)印 度  (B)越 南  (C)埃 及  (D)南 非  

18 .  某 地 舉 辦 地 方 議 會 議 員 選 舉 ， 當 時 該 地 人 口 185,594人 ， 經 登 記 而 有 選 舉 權 者

僅 有 7,195人 。 選 舉 時 ， 投 票 率 高 達 九 成 以 上 ， 順 利 完 成 。 請 問 這 場 選 舉 於 何

時 何 地 舉 行 ？  
(A)1895年 的 倫 敦  (B)1915年 的 東 京  (C)1935年 的 台 北  (D)1950年 的 開 普 敦  

19 .  近 代 以 來 華 南 虎 瀕 臨 滅 絕， 但 學 者 研 究 指 出： 長 江 以 南 地 區，宋 代 以 後 虎 患 漸

趨 頻 繁 ， 至 明 清 尤 盛 ， 且 較 集 中 發 生 在 閩 、 贛 、 粵 等 省 交 界 處 的 山 區 。 明 清 時

期 ， 上 述 地 區 虎 患 盛 行 的 可 能 原 因 是 ：  
(A)氣 候 變 遷 導 致 老 虎 出 山 覓 食  (B)以 虎 骨 等 入 藥 的 風 氣 漸 盛  
(C)人 口 增 加 導 致 山 區 過 度 開 發  (D)國 內 旅 遊 的 風 氣 逐 漸 形 成  

20 .  有 歷 史 學 家 認 為，能 夠 綜 合 國 王 制、貴 族 制 和 民 主 制 的 優 良 因 素 的 政 體 才 是 最

好 的 政 體，因 為 同 時 具 有 類 似 王 權 的 執 行 權， 貴 族 的 諮 詢 權 和 人 民 的 同 意 權 ，

最 能 確 保 政 權 的 穩 定 。 最 能 符 合 這 種 構 想 的 是 ：  
(A)西 元 前 六 世 紀 的 波 斯  (B)西 元 前 三 世 紀 的 羅 馬  
(C)十 七 世 紀 後 半 的 法 國  (D)十 八 世 紀 初 的 俄 羅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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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有 一 幅 畫 作 的 主 題 是 五 位 仕 女：她 們 的 稜 角 分 明，好 像 是 用 斧 頭 砍 出 來 的 ， 透

視 法 和 明 暗 對 比 都 為 平 面 所 代 替。這 些 平 面 表 示 一 種 空 間 感 和 實 在 感，不 使 畫

布 顯 得 空 虛。右 邊 兩 個 人 物 的 頭 部 嚴 重 變 形，其 中 一 人 的 鼻 子 在 臉 上 折 成 扁 平

的 ， 同 時 自 幾 個 不 同 的 觀 點 描 繪 對 象 。 這 幅 畫 最 可 能 是 哪 一 位 畫 家 的 作 品 ？  
(A)十 七 世 紀 中 葉 的 林 布 蘭  (B)十 九 世 紀 後 半 的 梵 谷  
(C)十 九 世 紀 末 的 雷 諾 瓦  (D)二 十 世 紀 初 的 畢 卡 索  

22 .  有 人 描 述 ： 漢 口 不 僅 為 湖 北 一 地 之 咽 喉 ， 雲 、 貴 、 川 、 桂 、 湘 諸 地 之 貨 皆 於 此

轉 輸 東 下 ， 成 為 當 時 天 下「 四 聚 」之 一 。 此 處 有 關 漢 口 的 描 述 ， 最 可 能 的 時 代

背 景 是 ：  
(A)南 朝 偏 安 江 南 局 勢 下 的 物 資 轉 輸  
(B)唐 代 的 經 濟 重 心 轉 移 至 長 江 流 域  
(C)兩 宋 時 長 江 中 游 加 速 開 發 的 結 果  
(D)明 清 長 江 中 下 游 之 間 的 經 濟 分 工  

23 .  上 課 時，老 師 希 望 同 學 對 十 九 世 紀 英 國 怡 和 洋 行 淡 水 分 行 的 歷 史 做 一 小 論 文 ，

要 求 同 學 自 行 蒐 集 材 料，以 便 閱 讀。 有 四 位 同 學 各 自 提 出 選 擇 材 料 的 構 想 。 下

列 哪 位 同 學 的 構 想 應 最 能 掌 握 怡 和 洋 行 的 歷 史 ？  
(A)甲生想以該洋行的檔案為主要材料，因為這些檔案最能說明當時公司的營運  
(B)乙生想利用該洋行職員的回憶錄，因為這是當事人留下的一手報導，最可信  
(C)丙生想訪談淡水地區的耆老，因為這些人目睹洋行營運，所做的口述最翔實  
(D)丁生想以當時各種報章雜誌為主要材料，藉以瞭解並掌握該公司的不同風貌  

24 .  中 國 學 者 使 用 出 土 文 物 研 究 歷 史 的 起 源 甚 早，但 某 一 時 期 中，不 僅 發 掘 許 多 器

物，同 時 還 有 大 量 文 書 出 土，益 發 引 起 學 者 重 視，主 張 結 合 出 土 文 物 與 文 獻 來

研 究 古 代 歷 史 。 這 種 風 氣 盛 行 於 何 時 ？  
(A)魏晉南北朝時，因許多文物出土，引發新研究風潮  
(B)宋代，學者用金石資料補正年月、官爵等相關史實  
(C)乾嘉時期，考據學家用古器物及金石資料研究歷史  
(D)清末民初，學者運用古籍文物等資料考訂中國歷史  

25 .  一 位 學 者 指 出 ， 這 場 戰 爭「 抹 煞 了 一 千 年 來 的 日 耳 曼 人 、 波 蘭 人 、 立 陶 宛 人 不

斷 征 服 與 殖 民 的 影 響，而 使 得 種 族 地 圖 又 恢 復 到 西 元 1200年 以 前 的 情 形。」他

指 的 是 一 場 造 成 約 2000萬 人 大 遷 徙 的 戰 爭 。 這 場 戰 爭 是 ：  
(A)1618到 1648年 的 三 十 年 戰 爭  (B)1802年 到 1815年 間 的 拿 破 崙 戰 爭  
(C)1870年 到 1871年 的 德 法 戰 爭  (D)1939年 到 1945年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26 .  下 表 是 某 個 地 區 的 人 口 估 計 數 字，這 樣 的 人 口 變 化 最 可 能 發 生 在 下 列 哪 個 地 區 ？  

 白人 黑人＋混血 原住民 

1490 0 0 50,000,000 
1570 138,000 共 260,000 9,700,000 
1650 725,000 815,000＋644,000 9,105,000 
1825 4,349,000 4,188,000＋6,252,000 8,211,300 

(A)拉 丁 美 洲  (B)澳 洲  (C)南 非  (D)大 洋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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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清 代 主 流 學 術 原 為 考 據 學，中 期 以 後 轉 變 為 講 求 權 宜 救 亂 的 經 世 致 用 之 學。此

轉 變 之 主 因 為 何 ？  
(A)反清復明思想復熾，學者轉趨宋明理學以替代考據學  
(B)內亂始作，外患亦接踵而至，春秋經世思想隨之代興  
(C)西方學術傳入後，學者趨之若鶩，考據學因此而衰微  
(D)取才方式轉變，科舉廢除，舊學為新時代士人所遺棄  

28 .  台 灣 曾 經 有 幾 座 戰 俘 營，監 禁 一 些 英 國、澳 洲 及 荷 蘭 的 軍 官 與 士 兵。許 多 士 兵

被 迫 在 礦 場 勞 動 ， 在 山 中 伐 木 。 這 些 戰 俘 的 來 源 應 當 是 ：  
(A)1860年 英 法 聯 軍 之 役 中 被 俘 虜 的 官 兵  
(B)1917年 日 本 與 德 國 開 戰 時 虜 獲 的 官 兵  
(C)1942年 日 本 在 東 南 亞 戰 區 俘 虜 的 戰 俘  
(D)1972年 越 戰 期 間 台 灣 收 容 的 各 國 戰 俘  

29 .  某 個 時 期 學 術 思 潮 發 生 重 大 變 化，不 僅 逐 漸 形 成 強 調 個 體、重 視 個 性 解 放 的 文

學 風 氣 ， 文 學 脫 離 了 經 學 而 獲 得 獨 立 ； 另 一 方 面 ， 史 學 也 不 再 是 經 學 之 附 庸 ，

形 成 了 後 來 正 史 經 籍 志 裡 經 史 子 集 的 圖 書 分 類 方 式 。 這 應 是 指 哪 個 時 代 ？  
(A)秦 漢  (B)魏 晉  (C)唐 宋  (D)明 清  

30 .  一 位 歷 史 學 者 指 出，有 段 時 期 中，歐 洲 某 地 工 商 業 發 展 和 都 市 化 的 程 度， 只 有

法 蘭 德 斯 可 相 提 並 論。當 地 沒 有 完 全 封 建 化，世 襲 貴 族 還 要 受 到 商 人 階 級 的 約

束 ； 富 有 冒 險 犯 難 精 神 的 商 人 遍 布 各 地 ， 與 猶 太 人 、 埃 及 人 、 波 斯 人 、 阿 拉 伯

人 ， 甚 至 印 度 人 及 中 國 人 往 來 。 某 地 是 指 ：  
(A)2世 紀 時 的 希 臘  (B)8世 紀 的 拜 占 庭  
(C)14世 紀 的 義 大 利  (D)18世 紀 的 法 國  

31 .  1938 年 以 後 ， 幾 個 歐 洲 國 家 來 的 移 民 突 然 湧 入 上 海 ， 他 們 來 自 不 同 的 社 會 階

層 ， 從 事 不 同 的 職 業 ， 使 用 不 同 的 語 言 ， 卻 有 共 同 的 宗 教 信 仰 。 他 們 在 上 海 建

立 社 區 ， 發 行 報 紙 。 戰 爭 結 束 後 ， 他 們 離 開 上 海 ， 移 往 歐 美 各 地 。 他 們 共 同 的

信 仰 是 ：  
(A)基 督 教  (B)伊 斯 蘭 教  (C)猶 太 教  (D)天 主 教  

32 .  1846年 ， 中 國 某 地 一 家 飯 店 開 業 ， 因 地 點 相 當 偏 僻 ， 交 通 不 便 ， 初 期 的 經 營 狀

況 不 佳 。 19世 紀 後 期 ， 該 飯 店 卻 成 了 中 國 最 早 接 受 現 代 事 物 的 場 所 ： 1867年 ，

該 飯 店 最 早 使 用 煤 氣 ； 1882年 安 裝 電 燈 ， 引 來 許 多 好 奇 的 人 潮 ； 1883年 ， 最 早

使 用 自 來 水 。 這 個 飯 店 應 位 於 何 處 ？  
(A)北 京  (B)上 海  (C)天 津  (D)澳 門  

33 .  一 位 哲 人 主 張 ： 人 類 應 當 擺 脫 自 身 的 不 成 熟 ， 學 習 有 效 地 運 用 自 己 的 理 解 能

力 ， 並 且 勇 於 認 知 。 哲 人 這 樣 的 主 張 最 可 能 屬 於 下 列 何 種 思 潮 ：  
(A)自 由 主 義  (B)存 在 主 義  (C)理 性 主 義  (D)浪 漫 主 義  

34 .  中 國 史 上，曾 有 西 北 邊 境 官 員 向 朝 廷 報 告 緊 急 軍 情，皇 帝 即 刻 召 集 宰 相 及 相 關

長 官 共 商 對 策。由 於 宰 相 無 權 調 動 軍 隊， 乃 由 主 管 軍 事 的 長 官 提 出 作 戰 方 案 ，

由 主 管 財 政 的 長 官 調 度 後 勤 物 資，經 皇 帝 裁 決 後，才 調 動 軍 隊 增 援 前 線。 以 上

場 景 最 可 能 發 生 於 何 時 ：  
(A)漢 代 匈 奴 侵 入 山 西  (B)唐 代 吐 蕃 入 侵 河 西  
(C)宋 代 西 夏 入 寇 陝 西  (D)明 代 蒙 古 入 侵 河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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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學 者 將 15世 紀 以 前 西 歐 「 手 抄 書 本 」 的 歷 史 分 成 「 修 院 時 代 」 與 「 俗 世 時 代 」

兩 個 時 期，認 為 書 籍 是 從 教 會 機 構 獨 佔 逐 漸 演 變 成 一 般 學 者 也 可 以 分 享 圖 書 。

這 種 變 化 的 關 鍵 為 何 ？  
(A)中 央 王 權 介 入  (B)基 督 教 會 分 裂  
(C)市 民 階 級 出 現  (D)羅 馬 帝 國 瓦 解  

36 .  學 者 指 出 ： 某 朝 代 的 士 人 強 調 天 命 ， 主 張 「 敬 天 法 古 」， 要 以 儒 家 思 想 改 造 現

實 秩 序 。 最 後 ， 竟 導 致 這 個 朝 代 的 結 束 ， 此 事 為 中 國 歷 史 上 所 僅 見 。 這 個 朝 代

是 指 ：  
(A)西 漢  (B)西 晉  (C)北 宋  (D)明 代  
 

二 、 多 選 題 （ 8 分 ）  
說明：第37至40題，每題各有5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正確的。選出正確選項，標示

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每題2分，各選項獨立計分，每答對一個選項，可

得0.4分，每答錯一個選項，倒扣0.4分，完全答對得2分，整題未作答者，不給分亦

不扣分。在備答選項以外之區域劃記，一律倒扣0.4分。倒扣到本大題之實得分數為

零為止。 

37 .  在 一 項 名 為 「 時 代 光 影 ──民 國 六 ○ 年 代 台 灣 老 照 片 攝 影 展 」 的 展 覽 中 ， 展 出

者 將 照 片 分 成 許 多 主 題 。 下 列 哪 些 主 題 最 可 能 出 現 在 這 個 展 覽 中 ？  
(A)政 府 開 放 探 親 ， 老 兵 返 鄉  (B)石 油 危 機 發 生 ， 民 眾 搶 購 物 資  
(C)高 速 公 路 完 工 ， 剪 綵 通 車  (D)加 工 出 口 區 外 ， 工 人 下 班 情 景  
(E)中 美 斷 交 ， 群 眾 抗 議 示 威  

38 .  學 者 分 析 游 牧 民 族 與 農 業 民 族 的 關 係 時，指 出：游 牧 民 族 以 漸 進 方 式 移 入 農 業

民 族 地 區 之 後，會 學 習 農 業 民 族 組 織 及 管 理 技 巧，甚 至 進 而 建 立 政 權。下 列 哪

些 屬 於 此 種 情 形 ？  
(A)兩 河 流 域 亞 述 王 朝  (B)羅 馬 帝 國 時 日 耳 曼 人  
(C)兩 晉 間 的 匈 奴 政 權  (D)隋 唐 時 期 的 突 厥 政 權  
(E)明 代 晚 期 後 金 政 權  

39 .  近 代 以 來，歐 洲 國 家 為 減 輕 國 內 人 口 及 社 會 壓 力，紛 紛 在 海 外 尋 求 殖 民 地 。 這

些 殖 民 地 除 了 作 為 國 內 人 民 移 民 之 用 ， 還 是 原 料 供 應 地 和 國 內 工 業 產 品 的 市

場 。 下 列 哪 些 屬 於 此 類 殖 民 地 ？  
(A)加 拿 大  (B)香 港  (C)澳 大 利 亞  
(D)印 度  (E)馬 來 亞  

40 .  神 話 的 情 節 看 似 荒 誕 不 經，卻 是 認 識 古 代 文 明 的 重 要 線 索。有 的 神 話 是 用 來 描

述 民 族 的 起 源 ， 下 列 哪 些 屬 於 此 類 ？  
(A)共工觸不周山而死，人們奉他為水師  
(B)姜嫄無子，踏過大腳印，居然生子，是為后稷，牛羊鳥獸護育之  
(C)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D)女媧煉製五色彩石補天，並以神龜四足將天撐起  
(E)鯀之妻吞神珠而生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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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部 分 ： 非 選 擇 題 （ 佔 2 0 分 ）  
說明：本大題共有4題，答案務必寫在「答案卷」上，並於題號欄標明題號（1、2、3、4）

與子題號（A、B、…）。請依子題號作答，未標明題號或答錯題號者均不計分。每

題配分標於題末。 

1 .  一 位 士 人 回 憶 ：「 四 月 初 ，『 逆 賊 』攻 陷 常 州 ， 省 城 南 京 中 的 富 戶 紛 紛 遷 徙 ， 我

奉 祖 母 之 命 ， 帶 全 家 遷 避 蘇 州 東 邊 的 周 庄 。 叔 叔 因 辦 理 團 練 ， 不 能 出 城 。 十 三

日 ， 我 雇 了 船 要 回 省 城 ， 逆 賊 已 經 攻 陷 省 城 ， 無 法 進 入 ， 只 好 帶 著 祖 母 ， 就 近

前 往 一 個 有 洋 槍 隊 保 護 的 城 市 避 難 。 」 請 問 ：  
A .  此處逆賊作亂是指哪一事件？（ 2分）  
B .  這位士人最有可能就近前往哪座城市避難？（ 2分）  

2 .  請 先 閱 讀 下 列 資 料 ， 再 回 答 問 題 。  
甲 批 評 ：「 洋 人 所 長 在 機 器 ， 中 國 所 貴 在 人 心 。 我 擔 心 以 後 大 家 會 認 為 國 家 就

是 主 張 禮 義 廉 恥 無 用，洋 學 最 為 可 貴。如 果 學 習 洋 學 者 皆 無 恥 之 人，洋 器 雖 精，

但 還 有 誰 願 意 為 國 家 效 力 ？ 」但 乙 指 出 ：「 法 律 要 靠 人 來 實 行 ， 事 務 也 要 考 量

時 代 背 景 ， 時 時 變 通 ， 如 果 只 擔 心 輿 論 批 評 ， 則 要 做 做 不 好 ， 做 成 了 也 不 能 持

久。只 會 讓 外 國 人 獲 得 利 益，後 患 無 窮。」後 者 並 建 議 政 府 採 取 一 些「 新 政 策 」，

以 因 應 時 局 。  

C.  請舉出兩位與乙同時代，且看法相同的歷史人物。（ 2分）  
D .  乙的主張也曾經在台灣實施，請舉出兩項具體的成果。（ 2分）  
E .  現代人如何總稱這些「新政策」？（ 2分）  

3 .  王 夫 之 評 論 丙、丁 兩 個 朝 代 統 治 策 略 的 異 同，指 出：丙 朝 代 的 君 主 不 信 任 宗 室，

採 取 削 弱 同 姓 諸 侯 的 策 略， 最 後，皇 室 因 孤 立 無 援 而 為 權 臣 所 篡。丁 朝 代 的 君

主 只 信 任 宗 室 而 不 信 大 臣， 所 以 將 兵 權 賦 予 宗 室 諸 王， 結 果 卻 為 同 姓 所 噬 ， 間

接 引 發 亡 國 之 禍 。  
F .  王夫之評論的丙朝代是指哪個朝代？（ 2分）  
G .  丁朝代是指哪一個朝代？（ 2分）  
H .  丁朝代君主的作法導致「為同姓所噬」，這是指哪個政治事件？（ 2分）  

4 .  一 位 歷 史 學 者 評 論 某 國：他 們 接 受 的 西 歐 文 化 是 模 仿、 是 移 植。 研 究 這 個 國 家

時，必 須 注 意 其 人 口 結 構：19世 紀 中 期，全 國 有 6100萬 居 民，卻 有 5000萬 農 民 。

他 們 原 受 到 拜 占 庭 文 化 的 影 響，篤 信 基 督；20世 紀 初 以 後，卻 認 為 宗 教 的 本 質

是 封 建 的 遺 留 、 阻 止 進 步 的 核 心 。  
I .  這個國家是指：（ 2分）  
J .  20世紀初，他們認為「宗教的本質為封建遺留」，是受到哪種思想影響？

（ 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