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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考試別：高考三級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別：文化行政 

科 目：本國文學概論 

一、中國傳統文人因文學觀念或寫作風格接近，群聚形成風潮，遂為文學史中的「流派」，其中有

以時代命名者，也有以地域命名者。請從兩種流派中各舉一例，說明其發展背景、文學理念與

重要作家。(25 分) 

【解題關鍵】 

1.《考題難易》★★ 

2.《破題關鍵》 

 「時代」是時間概念，「地域」是空間概念，只要熟讀文學史上常見的流派類型，就能加以二分。

例如：建安、正始、太康、永嘉等文學流派，屬於時間區分；敦煌、花間、常州、江西等，是地域

區分。此題考基本功。 

【擬答】(樂府老師解題) 

中國傳統文人因文學觀念或寫作風格接近，群聚形成風潮，遂為文學史中的「流派」，其中有以時代命名者，

也有以地域命名者。茲從「建安文學」與「花間詞人」兩者，說明其發展背景、文學理念與重要作家。 
建安文學與建安七子 
發展背景與文學理念 
  漢末政治動蕩，戚宦爭權，黨錮之禍，州牧割據，連年戰爭，社會動亂，民生困苦，給文人提供

了創作題材，藉文學作品發出慨嘆，反映社會實況及個人遭遇，故所謂「建安文學」可說是源自時代

環境的刺激。建安文學受漢樂府民歌「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影響，寫成大量反映社會民生的作品。

此外，建安文學也受詩經、楚辭及古詩十九首等文學傳統的影響，繼承漢末以天下為己任的文士風骨，

發展出一種建功立業而昂揚奮發的精神。  
建安七子與建安風骨 
  建安末年，曹氏父子掌握政治大權，他們雅好文學，於是形成以曹氏為中心的文學集團，以及盛

極一時的「鄴下文風」。建安的五言詩在文學史上評價非常高，建安詩歌從樂府出來逐漸文人化，到曹

植手中就明顯具有文人詩的面目。內容主要有遊仙以及反映當時社會現狀兩大類，後一類特多優異之

作，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七哀詩》等。  
  建安七子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應瑒、劉楨、阮瑀，曹丕《典論·論文》對其有所點評：「王

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 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徵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

橘賦，雖張，蔡不過也. 然於他文，未能稱是. 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

而不密. 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疇也。」 
  總體而談，建安文學內容具現實性，反映漢末社會動亂的實況，作品內容充實，表現慷慨悲涼的

特色，如王粲著有《七哀詩》、《登樓賦》，劉勰曾譽之為「七子之冠冕」。建安文學內容亦具抒情性，

表達作者個人理想，及其拯物濟世的抱負，言辭懇切，有剛健明朗的特色，後人稱之為「建安風骨」。 
花間詞派與花間詞人 
發展背景與文學理念 
  填詞風氣，在晚唐五代已十分普遍。唐代文人為避亂紛紛入蜀，填詞風氣也由中原帶入後蜀。《花

間集》，可以稱得上晚唐四川地區文人的重要詞作品集，亦為中國第一本文人詞總集。其中有 18 位詞

人除溫庭筠、皇甫松、和凝三位與蜀無涉外，其餘 15 位皆活躍於五代十國的後蜀。或生於蜀中，或宦

旅蜀中，他們是韋莊、薛昭蘊、牛嶠等人。這批後蜀詞人刻意模仿溫庭筠艷麗香軟的詞風，以描繪閨

中婦女日常生活情態為特點，互相唱和，形成了花間詞派。歐陽炯在〈花間詞序〉中言：「綺筵公子，

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嬌嬈之態。子

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唱風。」可知此詞派的「綺豔」特色。 
花間詞人與花間詞風 
  花間詞有 18 位詞人，分別是溫庭筠、皇甫松、韋莊、薛昭蘊、牛嶠、張泌、毛文錫、牛希濟、歐

陽炯、和凝、顧敻、孫光憲、魏承班、鹿虔扆、閻選、尹鶚、毛熙震、李珣。當中被王國維稱之「句

秀」的溫庭筠與「骨秀」的韋莊是花間派代表人物。花間詞的題材多是兒女艷情，離思別緒，綺情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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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體制上，花間詞限於小令，不過五六十字，沒有題目，僅有詞調名。風格上，花間詞溫柔婉轉，

婉約含蓄，濃艷華美為主，具縟採輕豔，綺靡温馥之詞風。在文學史上不僅上承南朝宮體餘風，下開

北宋婉約詞風，具重要的文學價值與意義。 
 

 

二、現代語詞「斜槓」意味擁有多重職業和身分，生活多元。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中，擅長兩種文體

以上的作家已為數不少，請舉出兩位宋代寫作專長超過四種（含）以上的作家，說明其代表作

品與文學成就。(25 分) 

【解題關鍵】 

1.《考題難易》★★★ 

2.《破題關鍵》 

  宋代是文人跨領域、斜槓發展的精華時代，自國高中課本能熟知的文人，大都具有斜槓能力，

故不難發揮。例如：蘇東坡、歐陽脩、柳永、周邦彥、李清照等，都是能夠入題的例子。但要能知

道其斜槓何種領域，確實需要對其有一定的了解，但無論如何，蘇軾是一定知道的吧。 

【擬答】(樂府老師解題) 
宋朝中國文化歷史中的豐盛時期，文人不只在文學領域沉潛，對藝術、音樂、文學、哲學等各方面領域多所

涉獵者亦不少，很符合當今「斜槓」的多元專長理念。茲以北宋著名全才文學家「蘇軾」與蘇門四學士之黃庭堅

分述於下： 
文學藝術史上的通才──蘇軾 

蘇軾在散文、詩、詞、賦均有成就，並且跨足藝術領域，書法與繪畫均有卓越的成就，是文學藝術史上

的通才。 
以散文論，蘇軾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也與宋代文壇領袖歐陽修並稱「歐蘇」，更與中唐的古文運

動領袖韓愈並稱為「韓潮蘇海」，同列唐宋八大家，其文章特色行雲流水，汪洋宏肆，明白暢達，令人心

服！以詩而論，蘇軾詩善用誇張比喻，清新豪健，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為「宋詩四大家」之一。 
以詞而論，蘇軾「以詩入詞」，首開詞壇「豪放」一派，與辛棄疾並稱「蘇辛」，一掃婉約詞風。在藝術

方面，書法名列「蘇、黃、米、蔡「宋四家」之首，書法用筆、墨色也隨著詩句語境的變化而變化，跌

宕起伏，氣勢不凡而又一氣呵成，不拘小節，率意為之，其代表作〈黃州寒食詩帖〉，二十世紀末被譽為

「天下第三行書」；其畫喜作枯木怪石，開創了湖州畫派，且在題畫文學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例如

〈自題金山畫像詩〉便是著名作品。 
蘇門四學士──黃庭堅 
  黃庭堅作為蘇軾的得意門生，其文學成就自不容小覷，其詩、書、畫號稱「三絕」，與當時蘇東坡齊

名，人稱「蘇黃」；其詞與秦觀齊名，著有《山谷詞》。 
  以詩而論，黃庭堅為江西詩派之祖，朱弁《曲洧舊聞》評其：「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唯

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在詩歌上主張襲用古人章句，以創新其意義，其手法多側重在「點鐵成金」與

「奪胎換骨」等形式，影響後世深遠。以詞而論，黃庭堅把自己在詩學方面的體會融入詞的創作，以江

西詩法入詞，故有「化詩為詞」的作品特色，例如其〈水調歌頭〉「紅露濕人衣」從王維〈山中〉：「山路

元無雨，空翠濕人衣」脫化而來，而「我為靈芝仙草，不為朱唇丹臉」則從蘇軾〈詠黃州定惠院海棠詩〉

「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化出。其語言上的創新，正是北宋後期詞壇充滿活力的表現，故

可說他的詞與宋詞轉變的節奏表現出高度的一致。以書法論，黃庭堅書法別樹一格，擅行書、草書，尤

善草書，被後人評為突破方正均勻的體例，縱橫奇倔，波瀾老成，且收放自如，其作品有〈松風閣詩帖〉、

〈寒山子龐居士詩〉、〈贈張大同卷跋尾〉等，與蘇軾、米芾、蔡襄並稱宋四家。 
     

    上述所舉蘇軾與黃庭堅兩人為例，兩人皆為文學成就與藝術成就卓然的文學家，都符合現

今所謂「斜槓」的定義，在文學史上寫下自身多元多才不凡的成就與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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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於晚清時期開始寫作《中國文學史》，請列舉二部，說明其寫作源由、主要內容，以及在

文學史編寫的時代意義。(25 分) 

【解題關鍵】 

1.《考題難易》★★★★★ 

2.《破題關鍵》 

  此題是滿具難度的題目，一般來說，學校或是補教等文學史課程，皆較少會專門去談晚清時代寫作而

成的中國文學史，若非對晚清史有一定熟知度，此題基本上難以作答，更不用談更深細節。但題目已經定

義「晚清」，故對其內憂外患的亡國氛圍，與文人政治、社會責任意識去著手，亦能多少寫出一些內容，切

忌留白。 
【擬答】(樂府老師解題) 

清朝統治的晚期（1840年—1912年），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年）開啟了晚清時期，

清朝統治力量開始衰落，西方列強迫使清廷簽訂不平等條約，以武力獲得在華利益。第二次鴉片戰爭使得清朝統

治危機進一步加深。晚清時期，清朝在抵抗外患與內憂的同時，也一直處於改革派與守舊派拉鋸的局面。面臨國

內外的雙重壓力，亦讓晚清時期的文化發生了轉變，開始衝破封建主義的束縛，向西方學習並探索。文人意識到

此時局現狀，故思及文學的經世濟用的功用與責任，將文筆化為史筆，除了記錄文化、文學發展，更是傳承民族

性於其中。茲以竇士鏞《歷朝文學史》與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論述其寫作源由、主要內容，以及在文學史編寫

的時代意義： 
竇警凡《歷朝文學史》 
  竇警凡認為文學發展史就是文明發展史，延續著傳統的廣義的文學觀念，經、史、子、集無所不包，

主要側重於評論歷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風格，有意識地比較不同時代文風的異同，其論述對象、篇章布

局也很不同於當代的文學史專著，可謂是一部最早由國人自著的《中國文學史》。最具時代意義的是，此

書具有一定「史學意識」，從描述創作風格的演化過程與梳理古今文學流程，都具有不凡的貢獻與價值。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是中國較早的文學史著述，１９０４年其被管學大臣張百熙聘為京師大學堂

文科教授，主講歷代文章源流，對其著作《中國文學史》有一定助益。林傳甲編撰的《中國文學史》是

依照《京師大學堂章程》的規限寫成的「標準教科書」, 但此書眼界拓寬,不局限於中國，更不忘參照國

外的經驗為,貫徹維新派的務實致用精神在其中。 
上述兩本為晚清時代文人所創作的兩部文學史著作，無論是具「史學意識」的竇警凡《歷朝文學史》，或是

貫徹維新派務實致用精神的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都在文學史上有重大的意義與影響。 

 
四、在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時期，出現了兩個重要的文學流派，一為文學研究會，一為創造社。

試說明這兩個社群的成員、文學主張之差異，以及對文學創作發展的影響。(25 分) 
【解題關鍵】 

1.《考題難易》★★ 

2.《破題關鍵》 

  此題亦考基本功。只要對五四時期的文學社群有所認識，自然不會對寫實主義的「文學研究社」與浪

漫主義的「創造社」陌生，故是好發揮的題目 
【擬答】(樂府老師解題) 

  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時期，出現了「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兩個重要的文學流派，茲於下說明這

兩個社群的成員、文學主張之差異，以及對文學創作發展的影響。 
「文學為人生」的文學研究會 

  周作人、沈雁冰等人在 1921 年 1 月 4 日，於成立北京文學研究會，社員尚有有鄭振鐸、葉紹鈞、耿

濟之、王統照、許地山等多人。研究會宗旨：「本會以研究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

旨。」，亦有「聯絡感情」、「增進知識」和「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的創會主張。提倡寫實主義的文學，

主張為人生而藝術，「文學為人生」，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象，是一種切要的工作，不再是高興時的遊

戲或失意時的消遣，表現並討論有關人生的問題；反對無病呻吟的名士詩文，攻擊當時用文言寫的舊詩

詞、以文學為遊戲的鴛鴦蝴蝶派，也攻擊後起打著浪漫主義旗幟的創造社。文學研究會這種現實主義主

張，對現代文學的發展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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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至上」的創造社 
  由當時留學日本的青年郭沫若、郁達夫等人，於 1921 年在日本東京成立「創造社」，成員尚有  鄭

伯奇、田漢和張資平等。初期的主要傾向是浪漫主義，主張為藝術而藝術，在文藝思想上崇自我、重個

性、抒發內心，反對封建思想、主張個性解放，強調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在文藝創作上追求「藝術至

上」。創造社成員各有不同的獨特色彩，例如郭沫若，崇拜自然，尊重自我和提倡反抗，受德國浪漫派影

響至深；郁達夫則有「世紀末」的頹廢色彩。值得一提的是，創造社前期與文學研究社風格與主張迥異，

故受到文學研究社抨擊；後期轉向馬克思主義，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提倡無產階級文學，拋棄

了浪漫主義轉向寫實主義，影響亦較為深遠。 
  上述為新文化運動時期「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兩個文學流派的文學差異與特色，對後世 

文人創作手法與理念皆有深刻的影響，具深度的文學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