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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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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平之老師 

甲、申論題部分： 
一、中國古代文人遭貶謫後，往往透過文學創作表達其心境，這類的作品表現出特有的個人經歷

及思想情懷，被稱之為「貶謫文學」。請擇取唐宋時期兩位曾遭貶謫之文人及其相關名作

（文體不拘），說明創作背景、內容並闡述作者情志。（25 分） 
【思考重點】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貶謫」幾乎是歷代士人們必經的人生關卡，是故，「貶謫文學」為中國古

典文學發展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唐宋的貶謫作家及作品極多，柳宗元、白居易、范仲淹、

歐陽脩、蘇軾……等，都是好例子。 

【擬答】 
  大陸學者余秋雨曾經指出，中國文化中極為奪目的一個部分就是「貶官文化」。這些失去寵

信、仕途乖蹇的孤單士人們，遭受貶謫之後，往往透過文學創作深刻地表達出己身曲折的心境，

如此一來，傳頌千古的詩、詞、文章遂就此產生了。以下茲以唐代柳宗元及其《永州八記》中的

首篇〈始得西山宴遊記〉與宋代歐陽脩及其名作〈醉翁亭記〉為例，加以介紹中國的「貶謫文

學」。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中唐時期的柳宗元因捲入王叔文黨禍，被貶為永州司馬，政治上的挫折失意，卻帶來文學創

作上的豐收，正如柳宗元自言：「貶官以來無事，乃得馳騁文章。」自遭貶謫之後，柳宗元

為了疏洩抑鬱苦悶的心情，就此親近山水，《永州八記》就是在這樣的心境下寫成的作品。 
柳宗元為中國山水文學的重要作家，《永州八記》即為柳文的最高文學成就，〈始得西山宴

遊記〉為《永州八記》的首篇，在他的文筆下，狀物之態與感物之情達到了和諧統一，創造

出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此文中柳宗元寫出了自己登臨西山之後，頓覺天地寬闊，進而胸懷

豁然開朗，自此之後，柳宗元的心情有了重大的改變，篇名「始得」二字，正暗示了作者心

境全新的轉折。 
歐陽脩〈醉翁亭記〉 
北宋歐陽脩因支持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因而遭受到反對派的誣陷，遂被貶為滁州太守。任滁

州太守之時，歐陽脩實政寬簡，備受百姓愛戴，且常乘公務之暇，率眾出遊，由山水中尋求

精神的慰藉。中國貶謫文學中的名篇〈醉翁亭記〉，即為歐陽脩貶爲滁州太守時之作。 
〈醉翁亭記〉生動地描寫了醉翁亭的秀麗和週遭變化多姿的自然風光，勾勒出一幅歐陽太守

親民、愛民、與民同樂的圖畫，此作抒發了作者的政治理想，以及將大自然作為精神寄託的

曲折情感。貶謫之際，歐陽脩即便仕途並不得意，但是作為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無論

「窮」、「達」都能達到「澤加於民」的境界，這或許正是〈醉翁亭記〉一文能於不同時空

中，感動歷代讀者的原因吧。 
  貶謫幾乎是歷代士人們必經的人生關卡，他們將複雜曲折的心情轉化成文字，使困頓一時的

生命成為熠熠生輝的永恆。北宋歐陽脩曾提出「文窮而後工」的概念，認為文章與作家的個人歷

練有莫大的關聯。蓋窮者見識多、體悟多，環境愈是險惡文章愈見深刻，因而文學作品「愈窮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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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工」，「貶謫文學」正可說是此一說法的最佳例證。 
 
二、唐傳奇承襲魏晉志怪小說，並吸收當時抒情文學的精華，結合了現實精神與浪漫手法，被視

為是中國小說發展成熟的重要里程碑，其故事情節、典型人物成為後代小說、戲曲汲取原料

的寶庫。請以唐傳奇〈崔鶯鶯傳〉（〈會真記〉），說明故事人物、情節，以及在宋、元、

明各代體裁、情節衍化的情形。（25 分） 
【思考重點】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鶯鶯傳〉為唐人傳奇之冠，自唐代以降，「西廂」故事即令無數文人墨客

為之傾倒，後世以其為題材的作品遂相繼出現。此題所考即為「西廂」故事的演變，尚屬

難易適中。 

【擬答】 
    中國小說發展的初起，被視為一種淺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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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為中國小說發展的醞釀期，唐傳奇上承魏晉

小說，結合了現實精神與浪漫手法，不僅令中國小說的發展宣告成熟，且其諸多精采之作的故事

情節、典型人物成為後代小說、戲曲汲取元素的寶庫。以下茲以〈鶯鶯傳〉為例，說明其故事人

物與情節，以及在宋、元、明各代體裁、情節衍化的情形。 
唐傳奇〈鶯鶯傳〉 
元稹的傳奇小說〈鶯鶯傳〉（一名〈會真記〉），內容敘寫張生私戀崔鶯鶯，其後又負心的故

事，此作文辭之贍麗，被譽為唐人傳奇之冠。崔、張故事以其強烈的現實意義而產生了廣泛的

社會反響，自唐代以降，「西廂」故事即令無數文人墨客為之傾倒，後世以其為題材的作品遂

相繼出現。這一篇以悲劇告終的小說，成功塑造了一位出身望族、長在深閨的女子，卻能夠衝

出封建禮教的樊籠，表現出追求戀愛自由的無比勇氣。 
宋、金時期對〈鶯鶯傳〉的改編 
宋代趙令畤《商調‧蝶戀花》鼓子詞，使崔、張故事由案頭文學發展為可以形諸管弦的演唱文

學。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化傳奇小說為說唱文學，在情節和主題上做了一次根本性的

改變。此作揚棄了「善於補過、尤物害人、女人禍水」等觀點，張生也一改始亂終棄的面貌，

而以對愛情矢志不渝的正面形象豋場，崔、張二人勇於向世俗挑戰，共同爭取愛情與婚姻的自

主，為後來元代王實甫的《西廂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元、明時期對〈鶯鶯傳〉的改編 
元代王實甫的戲劇傑作《西廂記》享有「元雜劇壓卷之作」的美譽。此劇較之於《西廂記諸宮

調》更加凸顯了反封建禮教以及勇於追求愛情的自由精神。此劇情節佈局巧妙而曲折，人物形

象細膩而豐潤，唱詞與道白雋永而情韻婉轉，藝術形式的精湛表現使得《西廂記》獨領風騷，

成為中國戲劇中流傳最廣的劇目。由於王實甫此劇的巨大成功，吸引明代以降諸多文人躍躍欲

試，其中以李日華採南曲寫就的《南調西廂記》流傳較廣，此作在人物與情節上多沿襲《西廂

記》，故藝術成就有限。 
  唐代的傳奇小說，無論是批判的角度或是反抗的精神，皆擴大了小說的思想基礎，其藝術成

就的優秀表現，將小說此一文類推擴到一個全新的階段，被視為是中國小說發展的里程碑，對後

世文學的影響極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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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說明《三六九小報》和《風月》這兩本刊物出現的年代，以及創刊的宗旨，並闡述兩本刊

物在臺灣文學史上的地位與重要性。（25 分） 
【思考重點】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文學雜誌在文學運動中，經常發揮引領風騷、推波助瀾的重要功能，故各式

各樣的藝文刊物與臺灣文學的發展，可說是密不可分，臺灣文學發展過程中諸多重要的

文學刊物，考生多半熟知。然而，此題的困難處在於，考了日據時期以「通俗」為導向的

刊物，《三六九小報》與《風月》雖為重要的「通俗」刊物，但在日據時期眾多的藝文刊

物中，考生不免會忽略。 

【擬答】 
    臺灣文學的發展憑藉著諸多的報刊、雜誌作為傳遞媒介，日據時期許多文學作品，幾乎普遍

憑藉報刊、雜誌與民眾見面，提供了許多文學創作者一個筆耕與表達意見的根據地，扮演著文學

與文化傳播的橋樑。然而，在 1930 年代的文壇，出現了兩份刊物——《三六九小報》與《風月》，

此兩份刊物以通俗、消閑為取向，在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壇可說是極為特別。以下茲將《三六九小

報》與《風月》介紹如下。 
《三六九小報》 
《三六九小報》創刊於 1930 年 9 月 9 日，每逢 3、6、9 日發刊，故以此命名。此份刊物以漢

文為通行語言，文言與白話兼具，一般視其為休閒消遣的刊物。 
關於小報的創刊，在〈發刊小言〉中提到此份刊物的創刊緣起「實成於談笑之間」，又說明

性質在於「一紙風行，足資談柄」、「讀我消閑文字，為君破睡工夫」等辦報基調。《三六

九小報》刻意側居「小」道，以有別於當時言論界「議論堂皇，體裁冠冕」的大報。「小」

之一字，具有重重的意義，從音義、編者意圖、讀者反應出發，以雕蟲小技、瑣屑微言，對

應言論界承擔的嚴肅論述；並且表達了無意以文化向上、立意革新為職志，而是要開發出本

土一股通俗的閱讀風氣。 
《風月》 

《風月》創刊於 1935 年，由臺北大稻埕地區傳統文人「風月俱樂部」編纂刊行。為一份以漢

文發行的通俗文藝雜誌。 
《風月》的創刊號〈發刊辭〉中言明此份刊物的宗旨為「笑談只可，世事疏備」、「雅俗同

流，是非不管」，觀諸雜誌內容，確實皆無涉政治議論、時弊針砭相關之文章，可見《風月》

是以言情、休閒作為宗旨，為傳統文人提倡雅俗共賞、鼓吹藝術、不論是非、直抒胸臆的刊

物。《風月》的刊載內容題材多元，不僅有古典漢詩、漢文的書寫，亦有當代筆記叢談、言

情小說之類的作品，更保存了大量臺灣「藝旦」、「女給」等風月名花的資料，是認識日據

時期臺灣通俗文化與文學的重要刊物。 
  《三六九小報》雖以「小」為標榜，但在詼諧語、荒唐的文字中，亦不免可以觀察到在漢文

衰頹的 1930 年代，「託意」、「諷刺」的深層意蘊。《風月》雜誌則是以「易讀」為出發點，其

面向群眾、迎合市民文化的基調，將現代都市文化消費、舊式文人琴棋書畫等雅趣，展示了現代

通俗文藝的一種嘗試。此二份刊物帶動了其後漢文綜合通俗雜誌的發展，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