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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8分，共 64分） 

( A ) 1. 下列「 」中的字，音、義皆正確的選項是： 

(甲)驅蛇龍而放之「菹」：音ㄐㄩ，多草的水澤 

(乙)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隅，音ㄩˊ，邊遠的地方 

(丙)野有餓「莩」：音ㄈㄨˊ，野草 

(丁)「閑」先聖之道：音ㄒㄧㄢˊ，護衛、捍衛 

(戊)距「詖」行：音ㄆ一ˊ，偏邪不正 

(己)夫子若有不「豫」色然：音ㄩˋ，猶豫不決 

(A)甲乙丁 (B)甲丙己 (C)乙戊己 (D)丙丁戊。 

解析 (丙)音ㄆㄧㄠˇ，餓死之人 (戊)音ㄅㄧˋ (己)愉悅。 

( B ) 2. 下列「 」中通同字的解說，敘述錯誤的選項是： 

(A)邪說暴行「有」作：通「又」，再度 

(B)「兼」夷狄：通「殲」，消滅 

(C)「距」楊墨，放淫辭：通「拒」，抗拒 

(D)「舍」我其誰：通「捨」，捨棄。 

解析 (B)「兼」夷狄：摒絕，「殲」非通同字。 

( D ) 3. 下列文句的含義，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率獸食人：指君王放任所蓄養的禽獸吃百姓的食物，破壞農地 

(B)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包容文化落後的戎、狄，懲戒侵略中國的荊、舒 

(C)莫我敢承：除了我之外，沒有人可以承受這般的重責大任 

(D)其間必有名世者：這五百年間，必定出現德業聲望有名於當世，能輔佐聖王的賢人。 

解析 (A)對人民橫征暴斂，以畜養禽獸作為寵物，致使人民因困窮而餓死，等於是率領禽獸吃人 (B)打擊了

凶暴的戎、狄，也懲治了野蠻的荊、舒兩國 (C)沒有人敢抵擋我。 

( C ) 4.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有關此句的說明，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孔子懼，作《春秋》」是說孔子因擔心沒有著作傳世，無法留名千古，故作《春秋》 

(B)「《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指孔子在魯國國君的授命下作《春秋》 

(C)「知我者，其惟《春秋》乎」是因了解孔子的人認為《春秋》一書可以遏阻人欲，存續天理 

(D)「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因《春秋》的敘述簡略隱晦，孔子自知後人將難以理解其寓

託之意。 

解析 (A)孔子是懼天下無道，想藉《春秋》撥亂反正 (B)孔子作《春秋》，以寄託王法，期許能撥亂反正，

這些皆是天子之事，但孔子並未得到魯國國君的授命 (D)世人怪罪孔子逾越職權，替天子行褒貶賞罰

之事。 

孟子選讀：孟子的抱負 11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全)隨堂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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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5. 閱讀下列文句，選出依序最適合填入□□內的選項： 

孟子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是□□也；墨氏□□，是□□也。」 

(A)兼愛／無君／為我／無父 (B)為我／無君／兼愛／無父 

(C)兼愛／無父／為我／無君 (D)為我／無父／兼愛／無君。 

( A ) 6. 孟子對自有生民以來的歷史進程中，歸納出「一治一亂」的概略評述。下列亂世、治世的搭配，

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 

 治：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 

(B)亂：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棄田以為園囿⋯⋯而禽獸至 

 治：水由地中行⋯⋯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C)亂：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治：孔子懼，作《春秋》 

(D)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治：（孟子）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解析 (B)治：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C)治：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

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D)治：孔子懼，作《春秋》。 

( C ) 7.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關於此段文句的說明，敘述正確的

選項是： 

(A)孟子為了扭轉一般人對自己「好辯」之印象，因此要極力地「正人心」 

(B)孟子認為武王伐紂一事乃是臣弒君的不當行為，故要「距詖行」 

(C)因「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的不良風氣，所以必須「息邪說、

放淫辭」 

(D)孟子自言欲「承三聖者」，句中之「三聖」乃是指堯、舜、禹三聖人。 

解析 (A)孟子有感於道德衰微，因此極力地「正人心」 (B)孟子憂慮當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亂象，故要

「距詖行」。且由「周公相武王，誅紂⋯⋯天下大悅」可知孟子認為武王伐紂是「一治」，《孟子‧

梁惠王下》也提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D)「三聖」指禹、周公、孔子。 

( D ) 8.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此段文句，孟子所要表

達的含義是： 

(A)周朝的命數已盡，以當時的情勢來看，國家將趨近滅亡 

(B)周朝聖王輩出，國家的命數因此能長久不衰，綿延七百多年 

(C)周朝統治了七百多年，已到了禪讓給新王朝的時機 

(D)周朝開國至今，以其年數、時勢考察，該有王者、聖賢之人出來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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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 9-10題。 

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

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

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孟子˙離婁下》） 

語譯 孟子曰：「假使有個人在這裡，他以蠻橫無理的態度對待我，那麼君子一定會自我省察：『我必定有

不仁的地方，必定有無禮的地方，不然這件事為什麼會發生到我身上呢？』他自我反省已經是仁了，

自我反省已經有禮了，而這蠻橫無理的態度還是那樣子，君子一定再自我省察：『我一定還有不忠誠

的地方。』自我省察已經忠誠了，這蠻橫無理的態度還是那樣子，君子才感嘆說：『這只是一個不明

事理、狂妄無知的人罷了。像這樣的人跟禽獸有什麼分別呢？對於禽獸又有什麼好計較的呢？』」 

( C ) 9.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此句說明了如果有人以強橫無理的態度對待君

子，君子會： 

(A)反擊爭理 (B)置之不理 (C)自我反省 (D)昭告天下。 

( C ) 10.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

何難焉？』」有關此段文句的說明，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自反而忠」意謂反過來忠於自我的本心 

(B)「其橫逆由是也」意謂狂妄者順著本性蠻橫無理 

(C)「與禽獸奚擇哉」意謂跟禽獸有什麼分別呢 

(D)「於禽獸又何難焉」意謂對於禽獸又有什麼難以理解的。 

解析 (A)意謂自我省察已經忠誠了 (B)意謂這蠻橫無理的態度還是那樣子。由是，還是如此。由，通「猶」 

(D)此句意謂對於禽獸又有什麼好計較的呢。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10分，共 20分） 

( BDE ) 1. 下列文句，屬於「孟子的抱負」的選項是： 

(A)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B)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 

(C)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D)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 

(E)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解析 (A)周武王抱負 (C)周公抱負。 

( CD ) 2. 有關《孟子》一書，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孟子》的編纂者以「孟子自己編纂成書」的說法較為可信 

(B)內容共二十篇，起自〈學而〉，終於〈堯曰〉 

(C)篇名取自首章開頭的幾個字，與篇章的主旨、內容無關 

(D)南宋朱熹取《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為《四子書》，又稱《四書》 

(E)明代將《孟子》列為十三經之一，規定八股文題目需由十三經中命題。 

解析 (A)以孟子弟子與再傳弟子共同編纂的說法較為可信 (B)此為《論語》的內容。《孟子》共七篇，起自

〈梁惠王〉，終於〈盡心〉 (E)南宋將《孟子》列為十三經之一。明、清兩代，規定科舉考試中八股

文題目需由四書中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