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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70%（每題 2 分） 

 
1.我國古籍總數量可達： 

  （A）六萬種左右 （B）八萬種左右 （C）十萬種左右 （D）十二萬種左右 
2.下列著作，何者不屬於圖書目錄？   
  （A）《別錄》 （B）《七啟》 （C）《七志》 （D）《經義考》 
3.我國古代圖書分類，開始使用四部分類者為： 
（A）《漢書‧藝文志》 （B）《中經新簿》 （C）《隋書‧經籍志》 （D）《崇文總目》 

4.近數十年大陸考古挖掘，出土簡牘頗有可觀，其中發現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著作

的是：   
（A）《雲夢睡虎地秦簡》 （B）《居延漢簡》 （C）《武威漢簡》 （D）《銀雀山漢墓竹簡》 

5.下列書籍裝幀方式，何者屬於冊葉制度時期的裝幀方式？ 
（A）經摺裝 （B）龍鱗裝 （C）蝴蝶裝（D）旋風裝 

6.下列對元刻本版本特點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元初版式上承宋本，字大行疏。中期以後，行格漸密，由左右雙欄漸趨四周單欄 
（B）刻書使用字體主要是趙體（趙孟頫）字 
（C）刻書通行用簡體字，尤以坊刻本為最多 
（D）元刻本無諱字       

7. 下列目錄著作體例為有小序有解題者是： 
（A）《漢書‧藝文志》 （B）《隋書‧經籍志》 （C）《郡齋讀書志》 （D）《新 

     唐書‧藝文志》 
8. 下列圖書部類何者不屬於《七略》所有： 
 （A）六藝略 （B）藝文略 （C）詩賦略 （D）輯略 
9. 我國古代目錄著錄圖書有所謂「互注別裁」之法，最早明白闡發其義者為： 
 （A）班固 （B）晁公武 （C）鄭樵 （D）章學誠 
10.下列對「熹平石經」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由東漢著名學者蔡邕倡議、書寫並鐫刻 
（B）共刻了《周易》、《尚書》等七部經典 
（C）所刻經書版本依據以今文經為主 
（D）石經刻成立於洛陽太學門前 

11.近代考古挖掘出土帛書最多最重要的是： 
 （A）長沙仰天湖 （B）雲夢睡虎地 （C）臨沂銀雀山 （D）長沙馬王堆 
12.我國古代雕版印書，一版就是一葉（通常寫作頁），下列何者不屬於此版葉結 
  構的成分： 
 （A）耳子 （B）象鼻 （C）牌記 （D）魚尾。 
13.下列對我國古籍寫本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寫本亦稱抄本，可以說所謂版本主要包括刻本、寫本兩大類 
（B）隋唐時期是我國寫本書的黃金時期 
（C）敦煌寫本是公元六世紀到十世紀末的遺物，大約在十一世紀初因防兵亂而封存在洞窟暗

室中 
（D）《永樂大典》是我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寫本類書 

14. 下列對《四庫全書》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有北三閣南四閣等七種不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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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實際負責編纂的是總纂官紀昀和總校官陸錫熊 
（C）《四庫全書總目》是屬於有小序又有解題的目錄書 
（D）對《四庫全書總目》的補充糾正以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為最重要 

15. 要查考趙宋時代典章制度，下列諸書何者不適用？ 
（A）《宋史》 （B）《宋會要輯稿》 （C）《文獻通考》 （D）《通典》 

16. 下列對經學歷史發展的概述，何者是錯誤的： 
（A）戰國後期才出現「六經」的名稱，西漢開始有些「傳」也被提升為「經」 
（B）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解釋名物、文字的箋注之學成了治經的主流 
（C）魏晉以後，隨著音韻學的發展，對「經」的「音」注工作發展起來 
（D）《十三經注疏》現存最早的版本，為南宋光宗紹熙年間三山黃唐合刊本。 

17. 下列對《十三經注疏》作者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尚書正義》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 
（B）《禮記正義》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C）《春秋公羊傳注疏》漢何休注，唐徐彥疏 
（D）《論語注疏》魏何晏等注，宋孫奭疏。 

18.《史記‧太史公自序》引錄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其所謂「六家」不包括： 
 （A）名家 （B）陰陽家 （C）農家 （D）法家。 
19.下列對史部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漢書‧藝文志》史書附於六藝略春秋類之下 
（B）「正史」之名，是唐代修《隋書‧經籍志》才出現的 
（C）編年體史書的優點，在於使紀傳編年貫通為一，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

了然。 
（D）專門敘述典章制度變革的史書稱為政書，開創政書體史書的是劉秩《政典》 

20. 下列典籍在體例上何者不屬於類書？ 
（A）《太平御覽》 （B）《太平廣記》 （C）《冊府元龜》 （D）《文苑英華》 

21.以下選項詞組「」的國字何者相同？ 
（A）剛「ㄅㄧˋ」自用/「ㄅㄧˋ」睨天下 
（B）分道揚「ㄅㄧㄠ」/私人保「ㄅㄧㄠ」 
（C）月色「ㄇㄥˊ」朧/細雨迷「ㄇㄥˊ」 
（D）「ㄆ一」肝瀝膽/「ㄆ一」星戴月。 

22. 以下選項「」的讀音何者與其它不同？ 
（A）君子「訒」言（B）「恁」般光景（C）色厲內「荏」（D）被髮左「衽」。 

23.以下選項「安」字的釋義，哪一個不相同？ 
（A）固一世之雄也，如今「安」在哉！ 
（B）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C）「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 
（D）「安」能辨我是雌雄？ 

24.「已矣乎！寓形宇內能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

期。」以下選項，何者非本段文字所要表達的意涵？ 
（A）感慨歲月流逝，生命短暫 
（B）對於目前的選擇，有堅定的心念 
（C）如果有機會，還是想要回到官場 
（D）無意追求富貴及神仙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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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以下詞語，何者不是形容「真誠」？ 
（A）拳拳（B）眷然（C）惓惓（D）忱悃。 

26.以下成語使用，何者正確？ 
（A）如果凡事沒有主見，則只能「仰人鼻息」，終究成不了大器。 
（B）他為人「佻達無行」，不拘小節，可謂灑脫不拘。 
（C）他凡事「輕諾寡信」，是個值得信賴的正直人士。 
（D）新市長上任，對市政沒有整體規劃，簡直「目無全牛」。 

27. 《禮記‧曲禮》載：能使人「絜淨精微」的是： 

（A）樂教（B）易教（C）禮教（D）書教。 
28. 以下成語使用，何者沒有錯別字？ 
（A）先生二林蔗農組合首創者李君應章之嚴父也，性溫和，未嘗有「急言厲色」。 
（B）年輕時代，必須有「冒險患難」的精神，才不枉費青春。 
（C）寒假時，成天「無所是事」，好不無聊。 
（D）平時到圖書館的人「屈指可數」，一到期中考試，卻又人滿為患。 

29.關於書信寫作，以下敘述何者有誤？ 
（A）行文時，若對長輩、平輩寫信，為表謙遜，應將自稱詞「側書」。 
（B）書信中對人稱呼，可用「閣下」、「女士」、「台端」等。 
（C）信封的啟封詞為表恭敬，可用「敬啟」、「恭啟」。 
（D）寫信給老師，可自稱「受業」或「學生」。 

30.本學期的讀書報告主題為「臺灣日治時期作家研究」，以下人物何者不在主題範圍內？ 
（A）楊逵（B）呂赫若（C）王文興（D）楊守愚。 

31.元代散文雙璧是指： 
（A）張可久、喬吉（B）張可久、關漢卿（C）闗漢卿、馬致遠（D）喬吉、馬致遠。 

32.這個週末打算閱讀有關志怪方面的書籍，以下選項何者不在選讀範圍內？ 
（A）聊齋誌異（B）閱微草堂筆記（C）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D）搜神記。 

33.以下選項，何者非倒裝句？ 
（A）盛以錦囊（B）其御之妻從間閒而窺其夫（C）方其係燕父子以組（D）復駕言兮焉求？

34. 以下關於文體的敘述，何者有誤？ 

（A）《老子》是一部結合韻、散寫成的文體 
（B）《韓非子》一書善用譬喻和寓言說明事理。 

（C）《墨子》文章擅長說理、論辯。 

（D）司馬遷的文章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35.以下選項何者非外來語？ 

（A）三昧（B）摩托車（C）龜毛（D）控固力。 
 
二、作文：30% 

請以「獨處時刻」為題，撰寫白話文一篇，文長不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