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1C01 初等五等‧絕配【歷屆試題精解共同科目三合一／全

類科】（初版）增補資料 

 

P39 第 20 題解析增捕 

由文末「近來文人好以史傳合之雜劇而辨其謬訛，此正是痴人前說夢也。」，痴人說夢：本作

為痴人前說夢，意思是指對傻子說夢話，多生誤會。後轉為痴人說夢，用來比喻愚者所說的不

合實際之空談。因此答案選(D)戲劇多虛構，與史傳不同。 

P39 第 25 題解析增捕 

本文出自《上疏陳審舉之義》，係為曹植給魏明帝曹叡的上疏。 

譯： 臣聽說羊雖然披上虎皮，但看見青草依然歡喜，見到豺狼時還是會發抖，而忘記了身上披

的是虎皮。如今設置的將官有名無實，與此有相似之處。因此俗語說：「擔心做事的人不

知其所以，而知其所以然的人卻不能去做。」 

(A)虎豺當道：用來比喻壞人橫行作惡。 

(B)為虎作倀：比喻助紂為虐。 

(C)疑人莫用，用人不疑：不要任用被懷疑的人，既然已經任用就不應懷疑。 

(D)尸位素餐：占著職位領取俸祿卻不做事。 

P39 第 27 題解析增捕 

此文出自於王充的《論衡．藝增》。 

譯： 「一般人容易犯的毛病，在於說事情時容易誇大事實，寫文章或是著書，容易有文辭超過

現實的情況，讚揚美好的人事物容易超過其原有的優點，批評壞的人事物也容易超過其原

有的缺點。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一般人都有好奇心，如果不夠奇特就沒有人會聽。所以稱

讚人事物時不誇大他好的地方，那麼聽的人心裡就會不痛快；誹謗人事物不加大他壞的地

方，那麼聽的人心裡就會不滿足。聽說一便要誇大成十，看見百就要增加成千。」 

(A)語不驚人，至死不休：用來比喻說出讓人吃驚的話。 

(B)模稜兩可，缺乏主見：形容意見或是態度不明確、搖擺不定。 

(C)愛賣關子，引起注意：係指故意賣弄玄虛，讓人急欲探知。 

(D)造謠生事，挑撥是非：係指興造謠言，挑起事端。 

P40 第 32 題解析增捕 

譯： 有客人問我說：「我看見有的人只憑藉著強弓長戟，就去討伐叛逆，安撫民眾，以取得公

侯之爵位；有的人只憑藉精通文史，就去救助時代，使國家富強，以取得卿相的官職。而

學貫古今，文武雙全的人，卻沒有官祿的爵位，妻子兒女饑寒交迫，像是這樣的事不勝枚

舉，學習又怎麼值得崇尚呢？」我回答說：「人的命運坎坷或是通達，就好比金玉木石；

鑽研學問，掌握本領，就好像琢磨與雕刻的手藝。琢磨過的金玉之所以光亮好看，是因為



金玉本身是美物；一截木頭，一塊石頭之所以難看，是因為尚未經過雕刻。但我們怎麼可

以說雕刻過的木石勝過尚未琢磨過的寶玉呢？相同的，我們不能將有學問的貧賤之士與沒

有學問的富貴之人相比。……我又聽說：一生下來沒學就會的人，是天才；經過學習才學

會的人，就差了一等。因而，學習是讓人增長知識，明白通達道理。只有天才能夠出類拔

萃，當將領熟悉孫子、吳起的兵法；執政者就同於管仲、子產的政治素養，像這樣的人，

即使不讀書，我也說他們已經讀過了。你們現在既然不能達到這樣的水準，如果不效仿古

人勤奮好學的榜樣，就像蓋著被子蒙頭大睡，什麼也不知道。」 

蒙被而臥：係指蒙著被子睡覺，什麼都不知道，答案選(C)言其一物無所見也。 

P40 第 34 題解析增捕 

(A)(C)(D)多種法律之制定或廢止，同時公布時，可併入同一令文處理。 

依據中華民國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十七、公文結構及作法說明如下： 

(一)令： 

1、公布法律、發布法規命令、解釋性規定與裁量基準之行政規則及人事命令。 

(1)令文可不分段，敘述時動詞一律在前，例如： 

甲、訂定「○○○施行細則」。 

乙、修正「○○○辦法」第○條條文。 

丙、廢止「○○○辦法」。 

(2)多種法律之制定或廢止，同時公布時，可併入同一令文處理；法規命令之發布，亦同。 

P41 第 43 題解析增捕 

譯： 秦吉了，出生在嶺南。頸部有彩色的羽毛青黑花的紅色，聽覺靈敏相當聰明且伶牙俐齒，

鳥的鳴聲和人的語言樣樣擅長。殘害人民的貪官污吏，昨日像是長爪鳶，今朝又像大觜烏。

就像鳶鳥撲捉小燕子而窠窩傾覆，就像烏鳥琢食母雞雙眼枯盲。雞哭號墮地而燕子驚恐離

去，然後拾取雞卵攫捕小雛。難道沒有像鵰與鶚這些御史台的官員嗎?飽食終日不肯出面

為百姓搏鬥。也有中書省、門下省和翰林院等官員，安閒旁觀遠走高飛棄之不顧。秦吉了，

人們說你是會說話的鳥，難道看不見像雞燕一樣的人民冤苦。我聽說皇帝就像鳳凰是百鳥

之王，你竟然不在皇帝之前彙報雞燕的災難，何必在背後嘀咕地嚷個沒完。 

這首詩描繪了一幅鳥類世界圖，用小燕子、母雞比喻善良弱小，投靠無門的老百姓，長爪

鳶，大嘴烏比喻巧取豪奪、魚肉百姓的貪官污吏和豪強；雕、鶚比喻執掌監察和刑獄的御

史台官員；鸞、鶴比喻中書省、門下省和翰林院等官員；秦吉了比喻諫官，鳳凰比喻皇帝。

這首詩其主要諷刺的對象是秦吉了，它們雖然能言，也看到老百姓的冤苦，卻選擇明哲保

身，旅進旅退，不敢仗義執言。 

(D)鵰與鶚：比喻執掌監察和刑獄的御史台官員。 

(E)鸞鶴：比喻中書省、門下省和翰林院等地位清高的官員。 

P55 第 15 題解析增捕 

(A)按照正常的理性判斷，大多數謠言是很容易識破的。 

(B)在特定的情勢和境遇下，心中滲透出一點小人情緒，會成為小人鬧事的幫手和起鬨者。 

(D)謠言會被智力不太低的人大規模傳播，原因只能說是傳播者對謠言有一種潛在的需要。 



P55 第 16 題解析增捕 

依題意，作者小時候，在南京，在逸仙新村附近的一個小學裡，我什麼都不會，什麼也不懂，

卻學會了一首老師教的歌：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裏?在上海，在南京，我的朋友在

這裏。……，而當作者的女兒唱起：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裏?在臺北，在新竹，我

的朋友在這裏。剎那之間，牽動了作者生命記憶裡的經歷與感受，過去種種彷彿昨日，歷歷在

目盡在眼前，因此能夠引起作者共鳴與心中的悸動。 

P55 第 17 題解析增捕 

依題意，「瓜子仁一粒粒嚥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可知作者所要表達的旨意是：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意思是人必須親身經歷，才能真切的體會事理。 

P55 第 18 題解析增捕 

譯：在蘇秦、張儀所處的時代，周室衰微，諸侯們不事朝政，各各爭權奪利，兵革相戰，兼併

爲十二國，仍不分軒輊。得到權謀之士幫助者強大，失去者滅亡，所以當時遊說之風氣相

當盛行。 

(B)由於失士者亡，因此說得以行。 

(註：諸侯不朝的原因是因為周室大懷。) 

P56 第 23 題解析增捕 

譯：自古以來建立大功業的人，不但擁有過人的才能，也必須有堅忍不拔的意志。從前夏禹治

理洪水，開鑿龍門，疏通黃河，讓洪水奔流到大海。當他的功業尚未完成時，也存在洪水

衝破堤防四處奔流泛濫的可怕災患。只有預料到災患必然會發生，事到臨頭才不會慌張，

而從容鎮定地想辦法解決，因此能獲得成功。 

(B) 由「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說明做大事者需有冒險心／而由「必有堅忍不拔之志」說

明要有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毅力，方能突破困境。 

P58 第 39 題解析增捕 

(A)點：黑色；皙：皮膚白。 

(B)固：堅固。 

(C)甫：古代對男子的美稱。 

(D)愈：更加、越。 

(E)洵：泉水的意思。 

P58 第 43 題解析增捕 

譯：東方第四列山系之首座山，叫做北號山，屹立在北海。山中有一種樹木，其外形像普通的

楊樹，開紅色花朵，它的果實和棗子相似但沒有核，味道是酸中帶甜，吃了它就能讓人不

會染上瘧疾。食水從這座山發源，然後向東北注入大海。山中有一種野獸，形狀像狼，有

著紅色的腦袋和老鼠一般的眼睛，發出的聲音如同小豬叫，名稱叫做猲狙，是會吃人的。

山中還有一種禽鳥，形狀像普通的雞卻長著白腦袋，像老鼠一樣的腳和老虎一般的爪子，

名稱是鬿雀，也是會吃人的。 



(C) 北號山有一種樹木其果實和棗子相似但沒有核，味道是酸中帶甜，吃了它就能讓人不會染

上瘧疾。 

(D) 猲狙是一種野獸，形狀像野狼，有著紅色的腦袋和老鼠一般的眼睛，發出的聲音如同小豬

叫。 

P58 第 44 題解析增捕 

(B)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比喻一方面有情，但另一方面卻無意（多半指男女戀愛），在這裡並

無此意。 

(D) 林黛玉在園子裡有個花冢，正要去畸角上的花冢埋花，半途中剛好遇到賈寶玉順便給建議。

P58 第 45 題解析增捕 

譯：孫泰是山陽人，年少時拜皇甫穎爲師，其操行品德很有古代賢者之風範。孫泰的妻子是他

的表妹。起初是姨母年紀老了，把兩個女兒託付給孫泰，說：「長女一隻眼睛瞎了，你可

以娶她的妹妹。」姨母去世了，孫泰娶了姨母的長女爲妻。有人問他的原因，孫泰說：「她

眼睛有毛病，除了嫁給我就嫁不出去了。」衆人都佩服孫泰的正義。孫泰曾經在都市裡遇

見一座鐵燈臺，把它買下來，叫人洗刷，原來是銀製品。孫泰趕忙前往歸還賣主。中和年

間，孫泰將在義興安家，購置一座別墅，花費兩百貫錢。已經交付了一半錢，孫泰就前往

吳興郡遊覽，約定回來後就到新買的別墅去。過了兩個月，孫泰回來，停船步行，又把其

餘的款項交給屋主，讓那人搬遷到別處。在這個時候，看到一個老婦人連聲痛哭。孫泰聽

了心裡驚悸，叫她來問。老婦人說：「我曾經在這裏侍奉過公婆，子孫不成材，讓別墅被

別人擁有，因此感到悲傷。」孫泰茫然了很久，就騙她說：「我剛好收到京師文書，已經

另外授職，不能住在這裏，所住的地方暫且由你的兒子掌管它。」說完，解開船繩就離去

了，不再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