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七年大專程度義務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考試試題 
科目：國    文 （共二頁，第一頁） 

 考生注意事項：（一）本科目配分 100 分，共 40 題，每題配分 2.5 分，答錯不倒扣。

（二）每題均為單選題，填註答案時，請注意科目及題號。  

A 1. 有關書信發信人自稱之署名，下列何者為非？ 
A 對尊長自稱「愚」  B 對長官自稱「職」  C 對平輩自稱「弟」  D 對老師自稱「生」 

C 2. 有關書信「啟封詞」之用法，下列何者為非？ 
A 對直系親屬長輩，可用「安啟」 B 對政界長輩，可用「勛啟」 C 對晚輩下屬，可用「鈞啟」 D 對居喪者，可用「禮啟」 

3. 有關名片之款式及用法，下列何者有誤？ D 
A 姓名、住址、電話、職銜，印於名片正面。      B 事簡，寫於正面；事繁，寫於背面。 
C 名片正面若加自稱詞，宜側書，並寫於姓的右上方。  D 背面下款，對長輩宜書「名正具」，對晚輩宜書「名正肅」。 

B 4. 下列何者不符合對聯「仄收平結」的作法？ 
A 一元復始，萬象更新。    B 法古今完人，養天地正氣。   
C 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  D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立萬仞，無欲則剛。 

D 5. 公文用語中，何者非機關對人民所通用的稱謂？A 先生、女士  B 君  C 台端  D 貴 
6. 下列題辭，何者不適用於新婚？A 麟趾呈祥  B 鴻案相莊  C 明月重圓  D 鐘鼓樂之 C 

B 7. 若你已入營服役，需寫信向父母報平安，下列書信用語，何者為是？ 
A 信封上的啟封詞用「敬啟」    B 箋文開頭寫「雙親大人膝下」   
C 箋文的問候語用「敬請 大安」  D 箋文中稱自己單位的連長為「貴連長」 

C 8. 有關柬帖用語，下列何者為非？ 
A 「弄璋」指生男  B 「于歸」指嫁女  C 對他人稱自己已逝的父親為「亡父」  D 父母俱歿，子稱「孤哀子」。 

A 9. 下列小說，何者屬於英雄傳奇類？A 水滸傳  B 聊齋誌異  C 西遊記  D 儒林外史 
10. 下列對於《莊子．養生主》之敘述，何者為非？ B 

A 本文藉由庖丁解牛、單腳右師、澤雉不蓄樊籠、秦失哭老子之死、薪盡火傳，闡述養生之道。  
B 「為善無近刑，為惡無近名」，故需緣督以為經，方能養生全性。   

C 「新硎初試」、「遊刃有餘」、「躊躇滿志」皆屬「庖丁解牛」寓言中之成語。 
D 「安時處順，哀樂不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D 11. 下列作品與文類的對照，何者為非？ 
A 《牡丹亭》(湯顯祖) ─ 傳奇  B 《竇娥冤》(關漢卿) ─ 雜劇  C 〈漁父〉(屈原) ─ 騷賦  D 〈滕王閣序〉(王勃) ─ 散文 

12. 右列配對正確者，共有幾組？李斯 ─ 論佛骨表   韓愈 ─ 出師表   蘇軾 ─ 赤壁賦   鼂錯 ─ 論貴粟疏 B 
A 一組  B 二組  C 三組  D 四組 

A 13. 《孟子･滕文公篇》所謂的「大丈夫」須做到： 
A 富貴不能淫、貧賤不能移、威武不能屈。  B 一怒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  C 言必信，行必果。  D 持其志，暴其氣。 

14. 下列有關崔顥〈黃鶴樓〉、李白〈登金陵鳳凰臺〉之敘述，何者為非？    B 
A 〈黃鶴樓〉首句為：「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樓」；〈登金陵鳳凰臺〉首句為：「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流」。 
B 「晴川歷歷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乃使用修辭學上「層遞」之用法。   
C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邱」為李白深感盛衰榮枯之歎。   
D 二首詩之「詩眼」皆是：愁。 

15. 下列元雜劇，何者非取材於《史記》？A 單刀會  B 澠池會  C 馬陵道  D 趙氏孤兒 A 
16. 下列有關《詩經》之敘述，何者為非？ C 

A 《詩經》共三百零五篇，另有六篇笙詩，有目無辭。   
B 《詩經》為五經之一，乃中國古代詩歌總集。   
C 《詩經》之六義為水、火、金、木、土、玄；孔子刪定後，始綴以經。 
D 《詩經》的文學特色，在於通過高度的藝術形式，反映了現實生活和人們的思想感情。 

17. 下列詩句，何者呈顯出對生死之感慨？   C 
A 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里流。（左思〈詠史〉）  
B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高祖〈大風歌〉）  
C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露，去日苦多。（曹操〈短歌行〉）  
D 河漢清且淺，相去復幾許。盈盈一水間，默默不得語。（〈古詩十九首〉） 

A 18. 有關《史記．管晏列傳》之敍述，下列何者為是？     

A 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後小白立為桓公，管仲佐之以霸。   
B 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深以為侈。   
C 《晏子春秋》：「倉廩實而知禮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四維不張，國乃滅亡。」   
D 越石父請絕晏子，乃因君子應當「信於不知己，而詘於知己」。 

19. 下列何者非「勤學」態度？A 口不絕吟於六藝之文  B 手不停披於百家之編  C 焚膏油以繼晷  D 矯首而遐觀 
B 
D 

20. 1逐□中原 2□佔鵲巢 3聲譽□起 4□盡弓藏 5瓦釜□鳴。 前述成語，空白處為鳥獸的有： 

A 12345  B 1234  C 2345  D 124 
【翻背面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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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右列配對正確者，共有幾組？ (1)李白 ─ 抽刀斷水水更流，舉杯消愁愁更愁。 (2)李清照 ─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流。 B 
(3)蘇軾 ─ 但願人長久，千里共嬋娟。   (4)杜甫 ─ 不識廬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A 一組   B 二組  C 三組  D 四組 

A 22. 選出下列文意相近的成語配對：A 頭角崢嶸∕出類拔萃 B 口若懸河∕信口雌黃 C 大相逕庭∕相得益彰 D 涇渭分明∕無分軒輊 
B 23. 下列有關諸葛亮之論述，何者為非？ 

A 諸葛亮〈誡子書〉：「非澹泊無以明志，非寧靜無以致遠」，此語深為劉備所激賞。   
B 陳壽《三國志･諸葛亮傳》：「可謂識治之良材，管、蕭之亞匹矣。然連年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略，非其所長歟？」意乃全面

肯定諸葛亮之雄才韜略。   
C 杜甫〈蜀相〉：「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淚滿襟。」道出後人心中對諸葛亮的慨嘆與悵惘。   
D 蘇軾〈諸葛亮論〉：「仁義詐力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直指其取天下失敗之因。 

C 24. 唐宣宗有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行人耳，一度思卿一愴然。」讚賞弔念的名人為： 

A 李白  B 杜甫  C 白居易  D 柳宗元 
B 25. 依孫子之見，下列何者為「危將」？ 

A 〈始計篇〉的「智、信、仁、勇、嚴」之將   B 〈九變篇〉的「必死、廉潔、愛民」之將 
C 〈謀攻篇〉的「將能而君不御者」之將     D 〈用間篇〉的「能以上智為間者」之將 

A 26. 《左傳･秦晉殽之戰》中，「若舍鄭以為東道主，行李之往來，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這是燭之武利用兵法上何種詭道遊說秦穆公？ 
A 利而誘之  B 亂而取之  C 怒而撓之  D 親而離之 

C 27. 淝水之戰，苻堅百萬大軍不敵謝玄八千軍士。主因乃秦兵逼淝水而陣；晉雖欲速戰，然不得渡。謝玄乃遣使說秦，苻融納之，遂移陣

少卻，使晉兵得渡。未料秦軍一退，勢不可止，秦軍遂潰。根據上述，下列《孫子兵法》的論點，何者未被運用？     

A 兵以詐立，以利動，以分合為變者也。(〈軍爭篇〉)   
B 卒離而不集，兵合而不齊。(〈九地篇〉)   
C 取用于國，因糧于敵。(〈作戰篇〉)   
D 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力料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易敵者，必擒于人。(〈行軍篇〉) 

28. 孫子於〈作戰篇〉首揭用兵之害在「日費千金」，下列何者非減少軍費開支之道？ D 
A 速戰速決  B 務食于敵  C 取敵之利  D 兵久遠輸 

29. 由《孫子兵法･軍形篇》：「昔之善戰者，先為不可勝，以待敵之可勝；不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不可勝，不能使敵必可

勝。」的觀點，可推衍出何種結論： 
A 

A 知彼知己，百戰不殆。  B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C 勝兵先戰而後求勝  D 凡戰者，必以奇勝。 
30. 《孫子兵法･軍形篇》：「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是因為：   A 

A 所措必勝，勝已敗者。  B 以寡擊眾  C 陷之死地然後生  D 入險而脫，又不能謀。 
D 31. 《老子》：「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下列何者合於兵家之「奇」？ 

A 主有道，將有能。  B 士卒練，賞罰明。  C 以眾擊寡  D 始如處女，後如脫兔。 
32. 下列有關《孫子兵法》所述，何者無誤？ B 

A 善守者，動于九天之上；善攻者，藏於九地之下。(〈軍形篇〉) 
B 吳人與越人相惡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九地篇〉) 
C 可勝者，守也；不可勝者，攻也。(〈軍形篇〉) 
D 兵形象水，水之形，趨高而避下；兵之形，避虛而擊實。(〈虛實篇〉) 

33. 有關《孫子兵法．軍爭篇》中文句之詮釋，何者有誤？ B 
A 「以迂為直」：變迂曲為近直。 

B 五十里而爭利，則「蹶上將軍」：以搶奪敵軍主將為優先。 

C 「難知如陰」：隱蔽我方企圖，使敵軍無法探知，如同烏雲蔽天，難以窺見。 

D  避其銳氣，「擊其惰歸」：利用敵軍怠惰或思歸時機，發動攻擊。 
A 34. 下列何者非《孫子兵法》所認為良將應有之作為？    

A 責之于人，不求于勢(〈兵勢篇〉)     B 致人而不致于人(〈虛實篇〉) 
C 視卒如愛子，然不驕子。(〈地形篇〉)  D 歸師勿遏，圍師必闕。(〈軍爭篇〉) 

35. 《孫子兵法》中有關「地形」之論述，下列何者為是？ C 
A 地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始計篇〉)   
B 凡軍好高而惡下，貴陰而賤陽，養生處虛，軍無百疾，是謂必勝。(〈行軍篇〉)   
C 知己知彼，勝乃不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地形篇〉)   
D 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圍地則戰，死地則謀。(〈九地篇〉) 

36. 唐杜牧〈赤壁〉詩：「東風不與周郎便，銅雀春深鎖二喬。」此言關涉候風的學問，在赤壁之戰中的影響。欲了解「風」在戰爭中的重

要性，可參考《孫子兵法》中的：A 作戰篇  B  軍形篇  C 地形篇   D 火攻篇  
D 

37. 《孫子兵法･九變篇》：「圮地無舍，衢地合交」，其中「圮地」之意為何？ C 
A 富庶之地  B 廣袤之地  C 沮澤難行之地  D 可居住之地 

38. 《孫子兵法･軍爭篇》談到用兵之法，下列何者為是？A 餌兵速食  B 銳卒猛攻  C 窮寇必迫  D 背丘勿逆 D 
39. 《孫子兵法･用間篇》：「非聖智不能用間，非仁義不能使間，非微妙不能得間之實。」是因「間」： B 

A 簡單易行  B 隱而難知  C 賞莫薄於間  D 得求諸鬼神，驗於卜象，方能成功。 
40. 《孫子兵法･軍形篇》：「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此處之「道」乃指：A 官道  B  詭道  C 戰道  D 政道 D 

【試題隨答案繳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