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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一)P 45-47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講義(一)P 98例題 2 

 

 

 

 

講義(一)P 58-59（道德經節錄）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講義(二)韻文選詩經（蒹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講義(二)韻文選辭賦選（歸去來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政大轉學考國文試題命中情形 

4. 「可憐」有哀憫、惹人喜愛、令人羨慕、令人惋惜的不同解釋，下列選項中的「可憐」

何者解為「令人惋惜」？ 
(A) 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B)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C)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D) 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 秦中自古帝王州。 
詳見：國文第(一)回 P.31 李白〈清平調〉及補充 

 
 

8. 「賢賢易色」，「賢賢」二字的詞性，首字為動詞，末字為名詞，下列何者詞性與題幹

不同？ 
(A)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B)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C)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 (D) 婦撫兒「乳」，兒含「乳」啼。 
詳見：國文 B1 補資清龍國文教室：論語孟子整理 P17 

 



9. 以下為司馬談在〈 論六家要旨〉 對各家的評述：「『法家』博學而寡要，勞而少功，

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家』儉而

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儒者』嚴而少恩，然其正君

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道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陰陽

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在上文中『 』內正確者有幾個？ 
(A) 一個 (B) 二個 (C) 三個 (D) 四個。 
詳見：國文第(二)回子部概說 P.43 

 
 

  



台聯大轉學考國文試題命中情形 

1. 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編年史的史書則是以「年次」為序來編列史事。 
請問下列史書何者是「紀傳體」的體例？ 
(A) 資治通鑑 (B) 通鑑紀事本末 (C) 戰國策 (D) 漢書。 
詳見：國文第(二)回 P.28 史學概說 

 
  



5. 下列有關「」中詞語借代的意義，搭配不正確的選項是： 
(A) 絲竹→ 音樂  (B) 「黃髮」垂髻→ 老人 
(C) 將軍「松柏」不翦→ 高壽 (D) 丹青→ 書冊。 
詳見：國文第(一)回年齡篇 P.94 

 
  



台綜大轉學考國文試題命中情形 

4. 王國維《人間詞話》曾摘錄三闋詞詞句，以比喻古今成大事業、大學問者需經歷「孤

獨→ 堅持→ 水到渠成」的三種境界。以下何者是三境中的「第三境」？ 
(A) 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 
(B) 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C) 衣帶漸寛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D)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詳見：國文第(一)回 P.46 詞選及上課補充 

 
  



5. 以下歷史人物的本傳資料與所查閱的書籍，正確相關的是哪一組？ 
(A) 劉  邦：《史記》  (B) 王昭君：《三國志》 
(C) 司馬懿：《漢書》  (D) 劉  備：《後漢書》 
詳見：國文第(二)回 P.28 史學概說 

 

 
 

  



6. 以下句子所描述的節日，對應正確的是哪一個？ 
(A) 爆竹在庭，桃符在戶：端午 
(B)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元宵 
(C) 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萊萸少一人：春節 
(D)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中秋 
詳見：國文第(一)回 P.76～83 季節判斷 

 

7. 以下《論語》中的句子，何者與「孝道」無關？ 

(A)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B) 不遠遊，遊必有方 

(C) 唯其疾之憂  (D)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詳見：國文 B1 補資清龍國文教室：論語孟子整理 P10 孔子論孝 

 

  



15. 下列唐代詩人及其為世人熟知或擅長題材的組合，何者錯誤？ 
(A) 王維：山水田園  (B) 韓愈：禪境佛理 
(C) 白居易：社會寫實(D) 杜甫：以詩為史 
詳見：國文第(一)回 P.28 

 
  



17. 某位讀者的借書清單中，選借的是「賴和、葉石濟、洪醒夫、鍾肇政、黃春明」等作

家的書籍，據此可推知其所關注的是哪一類的文學主題？ 
(A) 自然生態 (B) 性別平等 (C) 飲食旅遊 (D) 鄉土懷舊 
詳見：國文第(二)回 P.99～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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