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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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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天或許都會和許多人相處，相處的對象或是父母師長，或是兄弟姐妹，

或是子女晚輩，或是同事朋友。和各種不同身分的人相處，怎樣才能彼此尊重，

一團和氣呢？請以「論與人相處之道」為題，作文一篇，加以論述。 
二、公文：（20 分） 

試擬○○市政府教育局致所屬各國民中、小學函，要求各校於 104 學年度

加強珍惜水資源教育，並限期回報教學成果。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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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詞語的解釋，正確的是： 
騎牆：喻指立場堅定 桑梓：喻指故鄉  
杜康：佳餚的代稱  高堂：指位居要職 

下列各文句與詞語的配對，意義最相近的是： 
自能成羽翼，何必仰雲梯—自致青雲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光可鑑人  
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錙銖必較  
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江郎才盡 

下列各組題辭，不可於同一場合使用的是： 
萱堂日永∕母儀足式 五世卜昌∕宜室宜家  
懸壺濟世∕扁鵲復生 棟宇連雲∕堂構更新 

「古人說商尚鬼，周尚文。商人信仰鬼神與上帝，帶有濃重的宗教氣。這一層，只看商

湯的種種故事與傳說，便可推想了。和此相關的，是商人好玄理，他們往往重理想勝過

於人生之實際。如春秋時的宋襄公，他守定了『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

幾句話，不管當面現實，給楚國打敗了。春秋晚期，宋向戌出頭發起弭兵會，這還是宋

人好騖於高遠理想之一證。」根據本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不禽二毛」是指不貪取任何戰利品  
商湯的相關傳說並未帶有任何宗教氣氛  
宋襄公的命令呈顯出他重視理想的精神  
向戌的弭兵之會是周人注重實際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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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

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段文字之內涵，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外在的閱歷對文章風格足以形成巨大影響  
廣涉千山萬水方知曉民情風俗以利於治國  
增廣自己的見聞才能與天下奇士並駕齊驅  
與人交往經常反映了自己的個性與人生觀 

《史記‧項羽本紀》云：「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

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

罪也』，豈不謬哉！」根據上文，項羽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是： 
以戰功自傲  臨事猶豫不決  
天不假年而早逝  不知善用古代兵法 

《潛書‧五形》：「昔者秦王好獵而擾民，下令獵於北郊。前日，民皆徙避之。有韓生

者止之曰：『王之愛子病三日矣，王心憂之，必不出。』已而果然。或問之曰：『吾宿

衛王宮，且不知王之愛子病也，子何以知之？』韓生曰：『吾聞王之愛子好紙鳶，吾登

而望王宮之上，三日不見紙鳶矣，是以知之。』」根據本文，韓生得知秦王打獵與否的

關鍵原因是： 
他人給予密報 自己細心觀察 結識王之愛子 擔任王宮護衛 

「那位老太太不知何時種了滿園子紅玫瑰與白玫瑰，她傴僂著腰，提著蓮蓬噴壺澆

著花，我替她接過噴壺也想澆一澆，這才突然發現一園子好花全是假的，也有塑膠花，

也有緞帶花。我看看她，細瞇著眼一臉的以假當真。多麼自由的舞台。」（戴文采〈歲

月詩〉）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作者對老太太的看法？ 
欣賞遊戲人間 欣賞老於世故 同情真偽莫辨 同情老朽無能 

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

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

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

『無有』，如出一口矣。」（《戰國策》）文中江乙前兩段話語的表達策略是： 
故作無知好讓楚王表現，兩度提問以請教對方  
表現他對楚國風俗以及歷史的熟悉以符合外交禮儀  
先稱讚楚國民風以取悅楚王，再以叛亂史事誘發危機感  
稱讚楚國以解除對方戒備心理，並尋求兩國軍事合作機會 

依據前文，江乙此番發言的目的是： 
讓楚王了解人民真正的心聲 向楚王灌輸州侯專斷的印象  
向楚王證實州侯受到民眾愛戴 代表州侯向楚王輸誠宣誓效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