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80 分） 

（    ）1. 古人所謂的「社稷」一詞，意指為何？ (A)稷是中國最早產生的榖類

作物，故而將之當成農作物的象徵 (B)中國以農立國，農業生產決定國家

命運，所以當成國家政權的代名詞 (C)中國重農抑商，因此意指農人主導

商業發展 (D)中國人重視土地，此為土地神化之名詞。 

(     )2. 諸如「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等濃厚的敬天及天命的思想，當自何時期開始產生？ (A)商代 (B)西周 

(C)春秋戰國 (D)秦代。 

(     )3. 中國哪位信仰佛教的君主定下了影響後世佛教徒的「吃素」制度？ 

(A)梁武帝 (B)北魏太武帝 (C)北周武帝 (D)唐武宗。 

(     )4. 清代道教重要代表人物為全真教王常月，著有《龍門心法》，其所融

入的佛教思想，尤以哪一宗最為明顯？ (A)禪宗 (B)天台宗 (C)律宗 

(D)華嚴宗。 

(     )5. 港星張衛健拍了電視劇「少年張三豐」，描寫的是武當道，但其年代

錯了，請問張三豐的生存年代應為下列何者？ (A)北宋 (B)南宋 (C)元

初 (D)明初。 

(     )6. 某段文字記載：「有回回醫官用刀割開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

尚能活動……。」請問：此資料當是描寫何時代？ (A)唐 (B)宋 (C)元 (D)

明。 

(     )7. 在魏晉時期，黃河流域的農民發展出一套「深耕疾耰」的耕種技術，

下列哪一書籍就有清楚的記載？ (A)《農政全書》 (B)《農書》 (C)《齊

民要術》 (D)《管子》。 

(     )8. 曹魏時代何人改良織布機，造翻車？ (A)蘇頌 (B)張機 (C)祖沖之 

(D)馬鈞。 

(     )9. 明清社會中的軍籍、匠籍、灶籍屬於哪一種身分？ (A)良民 (B)賤

民 (C)奴婢 (D)官宦。 

(     )10. 士庶之分的根據是什麼？ (A)家產多寡 (B)家族門第 (C)職業貴

賤 (D)科舉功名。 

(     )11. 古代先民對日神崇拜較為衰減的原因是 (A)為雨神崇拜所取代 (B)

祖祭已為宗教儀式的重要儀式，日神崇拜已不受重視 (C)天或天帝已被塑

造出來，日神地位降低 (D)社稷崇拜重於日神崇拜。 

(     )12.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其義理與中國儒道思想的關係演變如何？ (A)

西晉時期，學者常借道家經典解釋佛教義理 (B)隋唐皇室扶持道教，佛教

思想發展停頓 (C)宋代理學家批評佛教以性為空，佛學影響理學不大 (D)

清末始有僧侶提倡儒道三教調和論，以共抗洋教。 

(     )13. 道教入元以後，分布於南北的道教流派主要是哪兩支？ (A)武當道、

茅山道 (B)正一教、全真教 (C)正一教、真大教 (D)太一教、真大教。 



 

(     )14. 近世以後，道教的發展，何者為是？ (A)宋代的全真教為當時道教

的主流，無其他派別的流行 (B)元代宗教政策開放，道教有長足進步，尤

其道藏的修成，意義最大 (C)明代的正一教，以房中術取悅君主 (D)清代

君主因崇尚儒術，對道教大加打擊。 

(     )15. 基督教傳入中國初期遭到國人排斥的原因為何？ (A)禁止信徒吃素、

裹小腳 (B)禁止信徒學習西方知識與技術 (C)禁止信徒學習漢文及禮儀 

(D)禁止信徒固有的多神信仰及祖先崇拜。 

（  ）16.黃宗羲究心經史，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曾云：「明

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更滋流弊。」

請問他批評的是明朝哪一種學術風氣？  (A)經學  (B)玄學  (C)佛學  (D)心

學。 

（  ）17.「  (甲)個性較強，據記載，他在少年時便不滿於程頤的言論。他十幾歲

寫讀書筆記時，就寫道：『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這也就是後

來他的哲學宗旨。……從不著書，他基本上是通過講學對他的學生產生影

響力。……  (甲)學術活動的時期基本上與朱熹相同，但他的學說與朱熹學說

之間有極大的分歧。」文中的  (甲)應是  (A)張載  (B)陸九淵  (C)邵雍  (D)王

陽明。 

（  ）18.曉華作歷史人物報告時，引述某位學者的評論：「他將濂溪、康節、

橫渠、二程的理念都加以融會貫通，而且又統整孔孟先秦儒者，組織成為

一個思想系統，然思想上還是主承二程，特別是伊川先生的最多。」請問曉

華撰寫的是下列哪位歷史人物？  (A)陸九淵  (B)朱熹  (C)韓愈  (D)王陽

明。 

（  ）19.下列有關《五經正義》的描述，何者正確？  (A)漢代獨尊儒術時由皇

帝所欽訂的書籍  (B)北宋時期受到儒家學者的質疑  (C)元朝時編成考試用

書  (D)五經的重要性被取代，是因為陸九淵編選四書。 

（  ）20.孟子敘說一個故事：「古代一個武士，他在戰場上敵對一方的無人地

帶，遇到自己以前的老師，陷於兩難。出於對老師的感激，他應該對敵人

表示敬意。出於武士忠君的義務，他應殺死以前的老師。最後他以折斷箭

頭的箭，射向老師，然後問心無愧的迅速離開。」依據此故事可知，孟子

的倫理觀念中以何者最為重要？  (A)誓死忠君  (B)抵死敬師  (C)無愧良心 

 (D)箭法精熟。 

（  ）21.十七世紀明朝萬曆年間，明內閣首輔顧憲成因「忤帝意」被貶，回

鄉無錫，遂於  1604 年在地方士紳高攀龍及官吏資助下重修某書院，占地 6 

畝，園地 10 畝，建有石坊、院門、麗澤堂，依庸堂、燕居和中和堂。該書

院有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表達了顧憲成為學治世的精神。自此該書院成為明末清初的輿論中心，在

該地講學的顧憲成、高攀龍、顧允成、安希範、劉元珍、葉茂才、錢一本、

薛敷教，人稱「八君子」。試問這是哪一所書院？  (A)嶽麓書院  (B)白鹿



 
洞書院  (C)象山書院  (D)東林書院。 

（  ）22.書院是民間教育系統之一，書院創建的方式有三種：一是官方建造；二

是官民合建；三是民間建造。它是一種公益事業團體，類似於今日的財團

法人，須向政府註冊，受政府監督。各書院都設有□□，由地方捐助，以

□□的收入來作為辦學的經費。試問□□應填入哪一專有名詞？  (A)學田 

 (B)學租  (C)學海  (D)學費。 

（  ）23.朱熹創辦書院，強調要免於政府干涉的教育理想，在中國書院發展

的歷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提倡不以科舉為學問中心的運動，所以南宋

的書院盛行，對傳播學術、保存士風有很大的貢獻。請問下列有關南宋書

院的發展，何者正確？  (A)南宋理學受禁抑使理學家紛紛自立書院  (B)貴

族流落民間只好利用書院傳授知識  (C)門第士族集資廣設書院培養後進 

 (D)因政府偏重科舉考試致使書院消失。 

（  ）24.「西漢之時，經學始萌芽於世。漢武表彰經術，然宣帝即位，重法輕

儒，說經之儒猶抱遺經拳拳勿失，故今、古文之爭未起，自劉歆移書太常

為古文竟勝今文之始。王莽篡漢，崇尚古文。東漢嗣興，廢黜莽制，五經

博士仍沿西漢之規；而在野巨儒多明古學，故今、古文學之爭，亦以東漢

為最著。」試問本文的主旨有關下列哪一主題？  (A)學術與政治  (B)宗教

與政治  (C)學術與宗教  (D)學術與社會。 

（  ）25.錢穆曾評述：「大江南北，遍立講臺，男女老幼，樵子陶匠，販夫走卒，

不識字人，按期集會，一樣聽講。一席話可以點鐵成金，人人是聖人。他

們不向上傾，走政治路線，卻向下傾，走社會路線，專講正心誠意。」錢

穆所指為  (A)春秋戰國的私人講學  (B)宋代的書院講學  (C)明代的講會 

 (D)民初的平民教育。 

（  ）26.兩漢法律儒家化最顯著的表現，在於士大夫以經義決獄，也就是經常

引用哪一本經典的微言大義，而非正式法條，來審判案件？  (A)《春秋》 

 (B)《詩經》  (C)《易經》  (D)《書經》。 

（  ）27.元朝政府補助書院財務，使書院具有半官方性質，明清兩代官方更屢

次積極將書院官學化。請問此現象顯示的主要意義為何？  (A)顯示政府愈

來愈重視中央官學的地位  (B)顯示政府愈來愈重視地方官學的功能  (C)顯

示政府企圖將書院納入官方掌控，甚至限制其議政功能  (D)顯示書院已淪為

準備科舉考試的機構。 

（  ）28.戰國諸子百家學說興起，其中黃老、法家、儒家更為秦漢的政治思想

重點，試排序秦—漢初—漢武帝這段期間統治者的思想主流為何？  (A)

儒—黃老—法  (B)法—黃老—儒  (C)黃老—法—儒  (D)儒—法—黃老。 

（  ）29.解說員正在解說一幅畫：「畫中人物騎著一頭牛，他本為道家的宗師，

道教成立之後，為了吸引人民的注意與信仰，因此遵奉畫中人物為『太上

老君』，尊其為教主。」請問上述「畫中人物」指的是哪位歷史人物？  (A)

老子  (B)莊子  (C)張果老  (D)葛洪。 



 

（  ）30.老師：「早期道教常以政治預言宣傳教義，這與漢朝時期假託神仙聖人、

預決吉凶、政治預言的□□學說有密切關係。」上課不認真的小明沒聽清

楚。請問老師所講的□□應填入下列何者？  (A)陰陽五行  (B)符籙  (C)讖

緯  (D)清淨無為。 

（  ）31.這部經書內容非常龐雜，主要是講怎樣「去亂世，致太平」。書中假

托神人降世，提出許多改良與挽救社會危機的主張。除此之外，書中還有

許多關於養生成仙、使皇帝多生子嗣的方術，以及符咒治病的巫術。請問這

是哪一部經書？  (A)《道德經》  (B)《太平經》  (C)《春秋繁露》  (D)《老

子想爾注》。 

（  ）32.有關道士陶弘景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陶弘景是北魏太武帝的

道士，深受皇帝信任，被奉為國師  (B)吸收儒、佛思想，充實道教的內容 

 (C)是太平道的創立者，對道教影響頗大  (D)著有《肘後備急方》，是道家重

要的典籍。 

（  ）33.下列哪一本道書是完成於宋徽宗年間，並首次使用雕版印刷？  (A)《通

玄真經》  (B)《沖虛真經》  (C)《開元道藏》  (D)《政和萬壽道藏》。 

（  ）34.寇謙之是北方道教發展的重要人物，史書上提及他曾「清整道教」，

並受到北魏太武帝的崇信，試問下列對他生平事蹟的描述，何者有「誤」？ 

 (A)他的活動時期約當十六國後期至北魏初期，是戰爭頻繁、紛亂的年代  (B)

創制神仙譜系  (C)依儒家倫理規範，制定道教戒律  (D)得到皇帝的信任，

使道教成為北魏的國教。 

（  ）35.小新在文獻記載中見到一段文字：「應素行陰德，仁慈悲憫，忠孝信誠，

正心誠意，全於人道，仙道自然不遠也。」請依上述文字判斷，此為歷史

上哪一宗教的特色？  (A)禪宗  (B)淨土宗  (C)全真道  (D)正一道。 

第 36.、37.題為題組 

資料一：《郭店楚簡》中載有六德：「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

「夫智、婦信、父聖、子仁、君義、臣忠」。 

資料二：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資料三：《春秋繁露．順命》：「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臣不奉君命，

雖善，以叛言」。 

請問： 

（  ）36.以上三段資料的年代先後順序為何？  (A)資料一→資料二→資料三 

 (B)資料二→資料三→資料一  (C)資料三→資料一→資料二  (D)資料二→資

料一→資料三。 

（  ）37.以上這三段資料共同的主旨為何？  (A)自然秩序  (B)人文秩序  (C)個

人主義  (D)家庭倫理。 

第 38.～40.題為題組 

有一個案例為：「甲的丈夫乙乘船，遇到海上刮風，船毀人亡，無法安葬。四個

月後，甲的母親便把甲另行改嫁。」關於此案例，有兩個論斷如下： 



 

資料一：甲的丈夫死而未葬，依法不能嫁人，否則要算私為人妻，應當棄市。 

資料二：按《春秋》之義，夫死無男可以另外再嫁。又根據「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

聽從為順」，甲既遵從尊長，聽從父母之命改嫁，不能算做「私為人妻」。

甲並不應當判罪。 

請問： 

（  ）38.資料一所謂的「依法」，是指依據下列何者？  (A)經義  (B)律令  (C)民

俗  (D)族規。 

（  ）39.資料二主要的法理依據為何？  (A)經義  (B)律令  (C)民俗  (D)族規。 

（  ）40.若依據現代法律的個人主義精神，本案例該如何判決為是？  (A)如資

料一所言，私為人妻，當棄市  (B)如資料二所言，不應判罪，且新婚約有

效成立  (C)如資料二所言，不應判罪，但新婚約效力未定，除非該女子本

人同意  (D)如資料一所言，應該判罪，但新婚約依舊有效成立。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5 分，共 10 分） 

（  ）41.臺灣西南沿海一帶對王爺的信仰是非常盛行的，下列有關王爺信仰 

的由來，請問哪些是正確的？  (A)與中國古代城市多有城牆與護城河的防 

衛與保護有關，是城市的守護神  (B)最受臺灣百姓崇祀的王爺實與鄭成功 

有關  (C)臺灣民眾信仰的王爺大多數與瘟神系統有關  (D)移墾社會的臺 

灣，許多人喪生異地，民眾不忍，於是將其安葬，並希望因此保平安  (E) 

明末時 360 位進士不願仕清而自盡，被玉帝敕封為王。 

（  ）42.「各行各業祖師爺」都是古代有名望的、或直接間接開創扶持過本行

業的歷史人物，在傳統社會中，對祖師爺的崇拜是民間文化的分支，各行

各業都很重視本業的保護神。請問下列哪一個行業與祖師爺的配對是正確

的？  (A)商人—關公  (B)酒店—孫悟空  (C)屠宰業—神農氏  (D)漁業—

媽祖  (E)建築業—魯班。 

三、非選擇題（共 10 分） 

根據下列敘述，選出正確的代號： 

 (A)媽祖    (B)恩主公  (C)太上老君 (D)王重陽  (E)玉皇大帝               

 (1)正月初九是天公生日，請問天公是哪一位神祇？ 

 (2)因為《三國演義》的關係，有助提高哪位神祇的民間地位？ 

 (3)道德天尊指的是哪一位神祇？ 

 (4)倡導信眾誦讀《孝經》、《般若心經》、《道德經》等三教經典的是何人？ 

   ( 5 )哪一位神祇原為中國東南沿海一代信仰的女神，在北宋徽宗時納入道教神  

祇中，成為航海的保護神？ 

 

 



 

 

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B A C D C C C A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A B C D D B B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A A A C A C B A 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 B D B C D B B A C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BCE ADE         

三、非選擇題  

1.(E) 2.(B) 3.(C) 4.(D) 5.(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