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北市立高中職 100 學年度教師聯合甄選 

歷史科試題 

壹、選擇題：20％，每題 2分 
（C）1. 同治十三年（1874）清朝將領吳光亮奉命至臺灣中路籌畫開山事宜，因而在今集集 
      鎮濁水溪畔留下「開闢鴻荒」題字（如圖）。 

 
      請問：清廷派吳光亮至中部開山，主要是受到那個事件的影響？ 

（A）林爽文事件 
（B）戴潮春事件 
（C）牡丹社事件 
（D）林杞埔事件 

（A）2.詩人左思〈詠史〉寫到當時的一個社會現象：「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僚。地勢使之

然，由來非一朝。」造成這樣的社會現象的原因是什麼？ 
（A）九品中正制 
（B）徵辟制 
（C）察舉制 
（D）科舉制 

（A）3.清朝一本文獻說：「夷貨非衣食所需，可謂中國不缺耶！絕之則內外隔而構之釁無由

生矣！夷雖欲窺伺我也，何可得哉！」這則史料反映出什麼樣的統治心態？ 

（A）小農自給自足的鎖國心態 
（B）大國自我滿足的炫耀心態 
（C）強國自我優越的敵視心態 
（D）富國自我驕傲的輕蔑心態 

（B）4.《漢書‧景帝紀》記載漢景帝頒佈詔書：「黃金珠玉，饑不可食，寒不可衣，以為幣

用，不識其終始。」以上詔書內容反映了什麼思維？ 

（A）中央集權專制 
（B）以農為本傳統 
（C）貨幣流通思想 
（D）注重生民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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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十七世紀英國控有美洲大陸，但現今紐約的曼哈頓原是荷蘭人的領地。曼哈頓後 
之所以變成英國領土，是因為以下哪個事件？ 

（A）為建立太平洋海上霸權基地，荷蘭以曼哈頓交換亞洲英屬殖民地 
（B）為壟斷遠東地區的香料，荷蘭以曼哈頓交換東印度群島內的嵐嶼 
（C） 爭取英國結盟對抗西班牙海上霸權，荷蘭以曼哈頓作為交換條件 

( D) 荷英發生海上爭霸戰爭，荷蘭戰敗後簽約，並割讓曼哈頓以求和 
（D）6.有學生研究中國災荒史，引證一項資料說：「甘藷所在，居人便有半年之糧，民間漸

次推廣。」這項引證的資料應該是： 

(A)《齊民要術》    

(B)《夢溪筆談》   

(C)《本草綱目》    

(D)《農政全書》 

（A）7.一位思想家愷切的指出：「社會秩序是為其它一切權利提供基礎的神聖權利。然而這

項權利絕非出於自然，而是建立在約定之上。」這位思想家是指何人？ 

(A)盧梭     

(B)伏爾泰     

(C)孟德斯鳩     

(D)格勞秀斯 

（D）8. 19 世紀中葉，歐洲有一句流行的話說：「Steam(蒸汽機)是英國人」。這句話應如何正

確的理解？ 

  甲、以蒸汽為動力的機器都是英國人所造 

  乙、當時能夠使用蒸汽機的人都是英國人 

  丙、當時英國人已廣泛使用蒸汽機為動力 

  丁、蒸汽機的使用是英國工業革命的象徵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C）9.南京某官報曾刊登一則台灣最新報導：「本省教育普及率高，識字者已達 71%，遠比

內地各省為高。這是因為日據時期，台籍適齡童子均受小學教育之故。」這則報導的

來源最可能是： 

(A)1920 年代的台灣作家       

(B)1930 年代的外國記者 

(C)1940 年代的中國記者       

(D)1950 年代的外國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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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政府推動自由化、制度化和國際化的「三化」策略，使台灣的經濟發展又邁向了新

的高峰。哪些現象即是台灣經濟發展走向三化的象徵？ 

  甲、參加 APEC 的會議      乙、加入 WTO 的組織 

  丙、進行大型公共建設      丁、推動進口替代產業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乙丁 

貳、簡答題：30％，每一小題各有配分 

一、西元前 42 年，布魯特斯(M.J.Brutus)的名言：「我愛凱撒，我更愛羅馬。」請問： 

1. 布魯特斯既愛凱撒，何以又刺殺凱撒？（3 分） 

2. 布魯特斯所愛的羅馬具有何種特色？（3 分） 

參考答案: 1.懷疑凱薩專制獨斷，將危及羅馬共和 

2.共和體制 

二、十九世紀的墨西哥人曾哀怨的說：「上帝啊！可憐的墨西哥離您越來越遠，而離美國越  

    來越近了。」後來，果真有哪三個原屬墨西哥的地方成為美國國旗上的星星？（各 3 分） 

    參考答案: 德克薩斯、新墨西哥、加利福尼亞 

三、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規定：「為制止各製糖工廠間的原料爭奪，避免擾亂蔗價，各蔗區  

    畫定為一定範圍的區域。此區域內的甘蔗未經許可，不得運出區域之外，或供做砂糖以   

    外之製作原料。」請問： 

1. 總督府制訂此項規定的目的為何？（3 分） 

2. 在此項政策下民間產生了哪一句流行諺語？（3 分） 

參考答案: 1.維護日本財閥的利益及新式糖廠的發展 

2.第一憨替人選舉做運動，第二憨是種甘蔗乎會社磅 

四、顏之推《顏氏家訓》引述南朝梁俗諺云：「上車不落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如何理  

    解這句話的意思？（3 分）又這句話反映什麼樣的時代課題？（3 分） 

參考答案：1.這句話的主要意思是：只要上車不掉下來，就能夠開始擔任著作郎；只 

會寫一點問候語，就可以擔任秘書郎。 

2.諷刺南朝九品官人法的弊端與士族門第壟斷仕途的腐敗現象。 

五、梁啟超在〈五十年中國進化概論〉說：「古語說得好：『學然後知不足。』近五十年來， 

    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不足了。這點子覺悟，一面算是學問進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學  

    問進步的結果。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不足。……第二期，是從制度上感覺不足。……  

    第三期新運動的種子，也可以說是從這一期播殖下來。……革命成功將近十年，所希望 

    的件件都落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理運用新制度， 

    決計不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恰值歐洲大戰告終，全世界思潮都添許多活氣， 

    新近回國的留學生，又很出了幾位人物，鼓起勇氣做全部解放的運動。所以最近兩三年 

    間，算是划出一個新時期來了。」試回答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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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梁啟超所說第一期「器物上感覺不足」和第二期「制度上感覺不足」，當時國家與士

大夫的集體回應分別是什麼？（2分） 

2. 革命失敗後的第三期，所謂「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鼓起勇氣做全部解放的運

動」指的是什麼運動？主要內涵為何？（4分） 

參考答案：1.第一期：洋務運動；第二期：變法維新運動。 

2.新文化運動；主要內涵是：提出「民主」與「科學」作為救中國的藥方。

並因而展開反傳統與引進新思想的行動。 

叁、申論題：50％，每題 25 分 

一、清代台灣社會經濟的發展，逐漸形成「移民社會」的具體內涵。有學者分別採取「土著

化」和「內地化」的不同觀察角度，來形容清代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他們都試圖

描繪清代台灣「移民社會」的面貌。請簡要說明並評述：提出「土著化」和「內地化」

二種說法的代表性學者及其看法。（25 分） 

參考答案： 

歷史學家李國祁與人類學家陳其南，兩位學者分別提出「內地化」與「土著化」的歷史解釋，

以闡述清代臺灣社會發展的特徵。李的觀點，完全是從傳統的歷史學出發，也就是中原史觀

為本位，考察台灣社會如何成為中國內地的一部份。陳的解釋，則是以人類學的理論為基礎，

從生活習慣、行為模式與價值觀念來觀察台灣社會本土化的過程。 

李國祁的「內地化」理論，具體表現在他的研究〈清代台灣社會的轉型〉。他的解釋，基本

上是把台灣社會看成中國本土的一個附庸。他從文物制度在台灣建立的史實，闡釋台灣其實

是中國內地的延長。陳其南的「土著化」理論，總結於他的專著《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

他認為漢人移民最初是以中國的固有文化為價值取向，到了後期才由中國本土社會逐漸疏離

而變成以台灣本地為認同的中心。 

兩位學者都藉分類械鬥為指標來解釋台灣社會發展的階段論。陳將二百餘年來漢人的社會變

遷，由「移民社會」、「土著化社會」的轉變來掌握。最終目的則是說明移民社會經土著化

的結果，在台灣建立類似中國華南的宗族社會。土著化以前，心態上仍認同於內地祖籍，而

為內地社會的延伸。分類械鬥也以祖籍為界線。土著化以後，台灣「本籍」意識取代祖籍意

識，分類械鬥也變成和華南相似的宗族械鬥。李則以「移民社會」、「內地化社會」著手，

認為早期的台灣是「豪強稱雄，文化落後」，社會上男女比例懸殊，家族制度未普遍建立，

地緣成分重於血緣，流浪漢充斥，械鬥叛亂時起。一八六○年代以後，台灣社會已轉型，台灣

開墾由地緣關係為主，轉為向有文化基礎的社會發展。士紳掌握社會，人口移動由地緣結合

觀念轉為文明社會的行徑，台灣內地化成為中華文化的文治社會。因此，以地緣觀念而引起

的械鬥也以一八六○年代以後絕跡。 

兩位學者立論的角度，陳氏認為台灣漢人社會經土著化之後，在台灣建立傳統的漢人社會；

李氏認為台灣已轉變成為與內地中華文化完全相同的文治社會。陳芳明認為李國祁是站在傳

統帝王史觀的立場來剖析台灣社會，陳其南則是從台灣移民者的立場來解釋社會塑造的過

程。他們研究的對象都是以清朝的台灣為中心。然而，以李國祁的理論來檢驗日治時期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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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社會就顯得扞格不入。因為這種「內地延長論」的歷史解釋之所以能夠成立，完全是以統

治者的意志作為推動歷史的力量。不過，「內地化」的史觀往往需要隨著不同統治者的轉移

而有所調整，相形之下，「土著化」是一種較為穩定的史觀。這種理論不僅可以用來解釋荷

蘭、明鄭時代，往下推移，也可以分析日據與民國時代。 
二、學者針對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國際外交評論說：「雅爾達實際上是另一個慕尼黑。」這  

   種評論根據為何？試就兩次會議召開的原因與結果分析說明之。 

 參考答案： 
(一)會議原因 ── 都是對野心家侵略者的妥協、姑息與安撫 

1.慕尼黑會議：希特勒奪權後，廢除凡爾賽和約，重整軍備，進佔萊茵河非武裝區，兼併

奧國，更擬吞併捷克蘇德台區。英法等國因畏戰，認為應不計一切代價求取和平，因

而召開慕尼黑會議，以安撫希特勒。 

2.雅爾達會議：1945 年 2 月，時義大利已投降，對德戰爭勝利在望，但對日戰爭仍在艱

苦奮鬥。美英為促使俄國早日對日宣戰，盡速結束戰爭，因而邀請史達林參加雅爾達

會議。 

   (二)會議結果 ── 慷他人之慨，以鄰為壑，後患無窮 

1.慕尼黑會議：1938 年，英首相張伯倫、法總理達拉第，協同希特勒、墨索里尼在慕尼

黑舉行會議，竟不顧捷克反對，允許納粹吞併蘇德台區，藉以換取和平保證。不意未

及半年，希特勒即毀約吞併捷克，接著侵略目標指向波蘭，開啟了第二次世界大戰歐

洲戰場的序幕。 

2.雅爾達會議：美英同意俄國收回日俄戰爭中喪失給日本的權利，包括旅順、大連的租

借、中東與南滿鐵路的經營權，在滿州的優先利益等，以換取俄國對日宣戰，結果不

僅造成中國權益被斷送在這些祕密協定中，而且也造成共產勢力的擴張，使東歐、中

國、北韓、越南、高棉等地淪陷鐵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