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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全一張
（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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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獨」和「律己」，是美德，也是境界，向為國人重視。而在心

靈的建構中，如何抵禦「外物」的誘惑，完善道德，遵紀守法，以突
顯「吾心有主」的價值取向，更是人生的重要課題。自古以來，凡是
懂得「慎獨」和「律己」的人，都有非凡的成就。請以「知恥自律，
成就明天」為題，作文一篇。 

二、公文：（20分） 
法務部於民國 99 年 5月 10日以 99人處字第 12965號函行政院，

以監獄、看守所（以下簡稱監所）收容人犯不斷增加，現有管理人力
不足，請增監所預算員額 30人。案經行政院審核後函復略以：最近五
年監所人力共已增加 120 人，為免政府員額不斷膨脹，並兼顧目前業
務急需，同意增加 12人，不足數請該部就現有人力統籌調派，作有效
運用，並檢討改進管理措施，以達節約用人要求。試擬上述行政院核
復法務部之函，副本抄送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乙、測驗部分：（20分） 代號：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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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內的字義，解釋不正確的是：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丑上》）：正直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不可活（《孟子．公孫丑上》）：禍害 
「域」民不以封疆之界，固國不以山谿之險（《孟子．公孫丑下》）：保護 
不幸而有疾，不能「造」朝（《孟子．公孫丑下》）：來到 

唐朝詩人劉禹錫在〈陋室銘〉中提到「談笑有鴻儒，往來無白丁」，鴻儒指的是
很有學問的人，那麼「白丁」指的是那一種人？ 
皮膚白皙的家丁  俗不可耐的男子 
沒有讀書的俗人  四體不勤的書生 

閱讀下列各文後回答問題： 
   有一天，伯爵將他的家人聚到他的書房裡，告訴他們他有話要說，這些話希
望他的子子孫孫都能記得。他的話很簡單：「小小領地之上，富翁與乞丐共存，
是件羞恥的事。」 
  伯爵的子孫還算爭氣，他們在事業上成功，可是也常能照顧社會上的弱勢團
體。據店主說，英國有些照顧窮人的福利制度，就是伯爵的一位後代在議會裡力
爭通過的。 
文中伯爵說：「富翁與乞丐共存，是件羞恥的事。」這句話在訓示他的子孫： 
不能淪為乞丐 不和乞丐交往 不要與人爭利 不要只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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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宗教信仰，向來是胡適主張的賽先生的信徒。可是我看到花叢，就會想到胡
先生所說「理未易明」那句話。我相信大自然創造了花朵是為了使植物傳宗接代，
可是花朵的形貌何止千萬，只是為了吸引動物來傳播花粉，真有這個必要嗎？達
爾文可以解釋這個現象嗎？（漢寶德〈一朵花的啟示〉） 
作者在上文中最主要想表達的是： 
堅信科學可以為我們解釋不易辨明的事理 
當面對問題無法提出解答時應該信賴專家 
大自然的一切作為都只是為了傳遞可貴的生命 
許多問題只從單一角度思考必然忽略某些可能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
者偃也聞諸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易使也。』」子曰：「二三
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論語》〈陽貨〉） 
根據文意，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孔子展現他幽默的一面 孔子欣見學生以禮樂為政 
子游認真實踐孔子的教化主張 子游堅持「吾愛吾師，吾更愛真理」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
劍之似吳 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
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呂氏春秋．疑似》） 
依據上文，管理者應注意的是： 
抵制仿冒產品 謹慎培養人才 具備識人之明 尊重專業知能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年，曾無以爵位而逐
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陋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年，
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說苑．臣術》） 
根據上文，晏子辭退高繚最可能的原因是： 
高繚沒有善盡匡正晏子過失的職責 
高繚不思上進，卻希求更高的職位 
晏子認為高繚的人品不合於四維之德 
高繚結黨營私，逾越分寸，使晏子備感威脅 

請依下文回答第~題 
  唐高宗責侍臣不進賢良，眾皆莫對，李安期對曰：「天下至廣，非無英俊。但比
來公卿有所薦引，即貽囂謗，以為朋黨。沈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
競為緘默。若陛下虛己招納，務于搜訪，不忌親讎，惟能是用，讒毀亦既不入，誰敢
不竭忠誠。此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宗深然其言。（孔平仲《續世說》） 
李安期建議高宗延攬賢良人才的方法，錯誤的選項是： 
虛心招納 
努力尋找訪求 
只要能聽命的人都儘量任用 
只要有能力，不管是親人或仇敵都應任用 

公卿大臣都不向高宗推薦賢良，是因為他們： 
個性苟且，不肯積極任事 
擔心招來謾罵毀謗，被視為朋黨 
個性內向，不愛講話，所以保持緘默 
怕推薦的人躍居自己官位之上，有損自身權益 

「非無英俊」中的「英俊」，意思是： 
容貌俊秀的人  才能出眾的人 
年輕有活力的人  具有男子氣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