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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文化行政 

科 目：本國文學概要 

 

一、魏晉時期，書信寫作別開生面，劉師培曾說：「當時人士於尺牘書記之屬，詞有專攻。」後

世作者繼踵發揮，精彩迭出。請就魏晉以降書信作品中擇取二篇，析述其情、辭之美。（25

分） 

【考題難易】：二顆星（適中） 

【解題關鍵】： 

考生切勿因「書信」一詞而迷惑，其實文學發展史中有諸多名篇佳作即為「書信」

一類，只要在考場能定心思索，即可迎刃而解。 

此題平心而論，難易尚可，但是單一細項分類，考生要深入論述回答到一定字數，還是

頗為考驗功力。 

【擬答】 

書信對於古代文人雅士來說是一種相當重要的文體，這一種實用文學得以讓人們傳遞重

要訊息、聯絡彼此感情，藉此彌補空間與時間上的隔閡。魏晉時期，已有諸多別開生面的書

信之作，在中國書信文體的發展過程中，扮演著承先啟後的角色，是故，晚清學者劉師培曾

稱頌此時的尺牘書信「詞有專攻」，魏晉以降的文人們繼踵發揮，無論是駢文或是散文，精

采作品目不暇給。現以南朝丘遲〈與陳伯之書〉、唐代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二篇名

作為例，析述其中所展現的情、辭之美。 

南朝駢文盛行，章表奏章與書信等應用文書亦通行此種美文形式，其中丘遲〈與陳伯之

書〉為中國書信文學中的千古名篇。此作為一篇招降的書信，收信人陳伯之為南北朝時期的

武將，雖驍勇善戰，政治立場卻反覆不定，丘遲奉上命，寫信招降，信中責之以義、曉之以

理、動之以情，終使悍將幡然來歸，成功地化干戈為玉帛。此作雖是一封勸降書信，卻文辭

清麗秀美、音韻悅耳和諧，將駢文獨特的文體美感表露無遺，其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等名句，傳誦至今。 

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為其貶官於永州期間答覆韋中立要求拜師

的一封回信。柳宗元於這一封回信之中言及了兩個問題，一論師道，一論文學主張與寫作經

驗，尤其是後者這一部分，在中國文學理論發展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柳宗元指出文

章的功能與作用，乃在於闡明先聖先王經世致用之道；在寫作技巧上，應吸納貫通各家之長，

借鑒前人的創作經驗，且不可過分雕琢文字，須充分展現褒貶諷諭的教化功能。此文條理明

晰、論說精闢，為柳宗元文學理論的代表作。 

書信因有其特定的目的與功能，遂於書寫上有一定規範的要求。現代應用文書往往重視

實用性，幾乎全然忽視了文學性的展現，但是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書信在實用目的之外，創

作者的文學美感、性情表現與生命觀照卻一項不缺，諸多的精采篇章，為後世讀者見證了美

感與實用其實並不相互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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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遊記》與《老殘遊記》雖然都以「遊記」命名，卻有虛擬、象徵、紀實、批判、諷喻或

抒懷等不同的書寫現象。請舉書中實際內容為例，比較兩部作品之異同，並申述其書寫的文

學特點與價值體現。（25 分） 

【考題難易】：二顆星（適中） 

【解題關鍵】： 

考生切勿被「遊記」一詞考倒，或是困惑於題目中的「虛擬、象徵、紀實、批判、

諷喻、抒懷」等形容詞；應試時找對題目「關鍵詞」至為重要，只要把握住《西遊

記》與《老殘遊記》兩個重點加以發揮，最後再扣回題旨即可。 

《西遊記》與《老殘遊記》二書在小說發展史上極具代表性，考生不可不知。 

【擬答】 

中國小說發展的初起，被視為是一種淺薄的、瑣屑的的言論，此類「街談巷語、道聽塗

說」的形式，士人、儒生認為其不登大雅之堂。其後隨著文學發展的腳步，小說逐漸擺脫

「小道」評價，建構出屬於自己的藝術成就與文學地位。小說的藝術表現技巧豐繁，有虛擬、

象徵、紀實、批判、諷喻或抒懷等不同的書寫手法，內容取材亦琳瑯多元，令小說成就至為

可觀。現茲以明代《西遊記》與清末《老殘遊記》二部章回小說為例，說明同以「遊記」命

名的二作其中之異同。 

明代四大奇書之一的《西遊記》，為中國家喻戶曉、老少咸宜的神魔小說代表名作。故

事立基於唐代高僧玄奘法師遠赴天竺（今印度）取經的故事，作者吳承恩在其中穿插神怪妖

魔的幻境，加之以民間傳說、話本、戲曲的參照，在其上進行藝術性的潤色，完成了這一部

浪漫主義的傑作。玄奘法師天竺取經為真，其作《大唐西域記》亦確可視之為遊記，然《西

遊記》一書雖名之為「遊記」，卻非紀實之作，吳承恩以超現實手法寫出了豐富多彩、生動

有趣的故事，並於其中以虛實雜糅的技巧諷刺當道、揶揄世態，進而達到了娛人、誨人的藝

術效果，是故，清代張潮《幽夢影》中言「西遊記是一部悟書」，可說是一語中的。 

清末四大譴責小說之一的《老殘遊記》，作者劉鶚以此作來批判晚清的政治腐敗、抨擊

社會的黑暗、呈現百姓的民生疾苦，冀望用小說來鼓吹政治、社會的改革，進而挽救國家之

危亡。《老殘遊記》以遊記的形式，通過「老殘」這個江湖醫生行醫各地的所見、所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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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而開展，劉鶚於此書中深刻反映了時代景況，表達了己身的政治思想，以及對時局的見解

與感慨。此作最為特別之處，乃是揭露了「清官的暴政」，劉鶚筆下的「清官」雖無收賄、

貪汙等醜行，卻是些「急於要做大官而不惜殺民以邀功」的酷吏──荼毒人民、草菅人命、禍

國殃民。劉鶚不用陳腔套語，不作浮泛描寫，以簡潔流暢、清新樸實的文字成就了這一本名

作。 

皆名為「遊記」的《西遊記》與《老殘遊記》一浪漫一寫實，雖於藝術技巧的表現上極

為迥異，但是吳承恩與劉鶚二人於書中各自隱含了自身思想的寄託手法卻是一致，此二書不

但豐富了中國古典小說的面貌，亦大為啟發了人們的心靈，後世讀者不可不讀。 

 

三、「五四」新文學運動對後世文學創作影響深遠。請就詩歌、散文各舉一例，詳加說明。（25

分） 

【考題難易】：一顆星（簡單） 

【解題關鍵】： 

此題屬於民初新文學發展的基礎考題。 

考生可先就「五四運動」之背景，及其對民國初年文學現代化轉型的影響稍加說

明；其後再就詩歌、散文二類例舉代表文學家說明即可。 

【擬答】 

1919 年發生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一次圖強自新的愛國運動，也是中國

近代史上的一次空前壯舉，這個運動的產生，為民國初年的政治、經濟等方面帶來蓬勃的新

氣象，並且推動了文化與文學的現代化轉型，更啟蒙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積極進步的思想，

意義可謂極為深遠。五四運動對後世現代文學的創作與發展影響至鉅，現就詩歌、散文各舉

一例，加以說明之。 

新月派詩人聞一多為民初的重要文學家，其詩歌的藝術主張，相較於自由派的胡適有

明顯的不同。聞一多努力探求新詩的藝術表現形式，進而提出了「格律詩」的理論，試圖為

新詩開闢一條藝術發展的新途徑。聞一多指出「詩不能廢除格律」就如同棋不能廢除規矩一

般，故在新詩的藝術表現上致力追求「三美」原則。所謂「三美」指的是「音樂美」，即是

要求詩的音節；「繪畫美」，即是要求詩的辭藻；「建築美」，即是要求詩的章句。在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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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求音韻、節奏、格律，注重章句整齊、詞藻華美的「格律詩」一出，隨即風靡全國，令中

國新詩發展進入了另一個階段。 

民國初年新文學的散文家眾多，朱自清堪稱代表，其作品無論是取材或是風格，皆深深

影響其後的散文創作者。「用文學寫人生」是朱自清的寫作宗旨，真情為其散文的靈魂，其

散文多寫個人經歷和感想，無論風格是平淡素樸或是華麗婉約，皆極富特色。朱自清的寫作

題材可概分為二類，其一為家庭景況和生活描寫：此類作品為朱自清人生的側寫，例如名作

〈背影〉，朱自清以飽蘊情感的筆觸寫出東方文化下的親子之情，單純的故事背景卻有著深

長的韻味。其二為描寫風景的名文：朱自清長於寫景，無論描形、摹聲，均面面俱到，〈荷

塘月色〉一文詩意盎然，為此類題材的名篇。 

文學是一個有機體，因時變遷、隨勢進化，故一時代必有一時代之文學，自五四以來，

一系列的文學革命運動，揭開了中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嶄新的一頁。民初新文學，無論是新詩

還是散文無一不是以個人自身的生活經驗作為出發點，將文學關注的焦點放回「人」的身上，

展現出一種自由、清新的創作精神，自此告別傳統封建的桎梏。 

 

四、近年先後辭世之傑出作者，詩歌方面有余光中、洛夫、楊牧等，小說方面有李永平、鄭清文、

鍾肇政等。請自上述作者中選擇一位詩人、一位小說家，闡述其成就。（25 分） 

【考題難易】：一顆星（簡單） 

【解題關鍵】： 

此題屬於臺灣文學發展的基礎考題。 

考生作答時除了就自行選擇的兩位文學家之代表作品或是文學風格加以論述外，亦

可針對此二人的特殊性延伸敘述。此外，關於臺灣文學的一些基礎概念亦可當作背

景說明，以增加作答之深度。 

【擬答】 

一直以來，由於特定的政治、社會、文化環境，使臺灣新文學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出極

為獨特的歷史面貌。由日據時期新文學運動的開展、國民政府遷臺後反共文學的興起、西方

現代主義的激盪、在地鄉土文學的覺醒，直至解嚴後的女性文學、眷村文學、原住民文學、

網路文學、同志文學等各類文學的多元交響之下，皆要仰賴孜孜矻矻的文學創作者們，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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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演繹一幕幕精采的文學面向。在臺灣文學的長河中，小說家鍾肇政以及詩人楊牧這兩位文

壇大老的作品極為獨特，影響亦至為深遠，現將二人的文學介紹如下。 

有「臺灣文學之母」美稱的小說家鍾肇政，屬於臺灣文學發展過程中「跨越語言的一

代」，所謂「跨越語言的一代」，乃是指橫跨日據與戰後兩個世代，並且成功轉換日文、中

文兩種語言進行文學創作的作家，也就是這樣獨特的生命經驗，令鍾肇政的文學作品眼界開

闊、格局宏大。鍾肇政的歷史小說代表作《臺灣人三部曲》，被評論者譽為是其一生中最重

要的作品。此作透過一個家族發展史來印證一個時代，藉以呈現臺灣五十年淪日的真實面貌，

開啟了臺灣「大河小說」之先聲，葉石濤盛讚此書為一部臺灣人民的「民族史詩」。 

詩人楊牧的創作生涯繁複多變，詩與散文並茂，間及評論，都蔚為繁花，詩人向陽形容

楊牧有如「根植臺灣的文學巨樹」。楊牧早年詩作深受浪漫主義的影響，作品語言意象飽滿，

鎔鑄了古典與口語，具有高度的抒情性，自言要「尋覓理智和感情調和的作品」。中年以後，

作品風格在原有的浪漫抒情之外多了含蓄與冷靜，並開始關注現實社會的議題，詩作觸角既

廣且深：從情愛世界的探索到對紛亂世界的反思、從浪漫的凝望生命到圓融的回望記憶……，

楊牧將個人的情感與思維，融鑄成感性與知性兼具的一首首詩作。 

2020 年是頗不平靜的一年，在疫情嚴峻之下，全球人們的生活驟變，國際的政經情勢也

有著驚天的變化。在這一年，臺灣文壇也有多位成就斐然的作家辭世，其中小說家鍾肇政與

詩人楊牧對臺灣文壇貢獻卓著，讀者們在感傷之餘，切勿忘懷此二位的文學作品給我們帶來

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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