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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作文與公文部分：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不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分） 

清心寡欲，知足不辱 
二、公文：（20分） 

   為確保公務人員依法行政、執法公正，並建立行政中立之規範，考試院業已

擬具「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草案」於民國 94 年 10月 13日送請立法院審議中。銓

敘部及行政院人事行政局亦數度函請各機關轉知所屬機關，在上開法律完成立法

前，於公職人員選舉期間，公務人員應嚴守行政中立。其重點事項包括公務人員

不得介入黨政派系紛爭、不得於上班或勤務期間從事助選活動、不得於辦公場所

懸掛或張貼任何政黨或公職候選人之旗幟或標誌、謝絕政黨或候選人進入辦公場

所從事競選活動、應秉持公正、公平之立場處理公務等。本（96）年 12月將舉行

立法院第 7 屆立法委員選舉，請試擬行政院人事行政局致行政院各部會行處局署

人事機構函，請各該機關轉知所屬公務人員，應嚴守行政中立。 

 
乙、測驗部分：（20分） 代號： 3502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２Ｂ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禮記‧檀弓下》：「齊大饑，黔敖為食於路，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

者蒙袂輯屨，貿貿然來。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來食。』揚

其目而視之，曰：『予唯不食嗟來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

不食而死。」依據本文敘述，餓者的態度是： 
寧為雞首，不為牛後 士可死，不可辱 
餓死事大，失節事小 雖不食而心存感謝 

下列「」中詞語的運用，何者正確？ 
他做人十分慷慨，「一毛不拔」，常常買東西請客 
那是一個「虎頭蛇尾」之地，你千萬要小心 
玲玲的祖母已屆「風燭殘年」，體弱多病 
工作進度嚴重落後，我們得「一曝十寒」，才能在月底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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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男綠女」一詞的結構是「形容詞＋名詞＋形容詞＋名詞」，下列詞

語結構與此相同的是： 
花好月圓 風花雪月 投桃報李 清風明月 

要形容一個人見識淺薄，下列那一個詞語不正確？ 
以蠡測海 井蛙之見 舉一反三 以管窺天 

下列「」內的字，何者正確？ 
名聞「瑕」邇 應接不「暇」 略有「遐」疵 望天「葭」想 

「題辭」是指以最簡短的語句，表達祝頌、讚美、慶賀、哀悼之意。下

列題辭使用正確的是： 
「典型宛在」用於賀人退休 「五世其昌」用於賀人新婚 
「彤管揚芬」用於女壽 「春滿北堂」用於男壽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

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屢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

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豈復憶汝乳哺時恩耶！」帝

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戀，乃悽然愍之，即赦免罪。（劉義慶《世說新語‧

規箴》） 
依上文回答至題： 
下列有關本文之敘述，何者正確？ 
漢武帝要乳母先向東方朔求救 
漢武帝和乳母有戀情，卻全然不顧舊日情誼 
漢武帝最後以「其罪難饒，其情可憫」方式處理 
東方朔斥罵乳母，亦強烈主張要依法論處 

文中「帝欲申憲」，意謂漢武帝： 
要官府依法向乳母問罪 要官府向乳母進行索賠 
要受害者向乳母提出訴願申請 要官員呈報上級後才可偵辦此事 

文中「帝雖才雄心忍」的「心忍」，最適當的意思是： 
心懷忍讓 心性殘忍 能忍人所不能忍 極具忍耐心 

東方朔謂乳母曰：「汝癡耳！帝豈復憶汝乳哺時恩耶！」下列敘述，何

者正確？  
乳母確實是一個癡愚之人 
漢武帝已經全然忘記當年的乳哺之恩 
東方朔的說詞是在痛斥乳母之愚昧行為 
東方朔的說詞實具有諷諫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