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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文化行政 
科 目：本國文學概論 李楓老師解題 
 
一、「意境」是指文學作品中描繪的生活圖景與所表現的思想情感融為一體而形成的境界。歷來

詩論、詞論、文學批評家都針對此一問題提出見解。請舉一位作家或批評家對意境的審美見

解，並舉例說明其體現。（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審題時應注意釐清：答題重點是文學批評而非文學作品特色。須採用文學批評家透過「意

境」提出審美見解或批判之例證才吻合題旨，同時對其內容應具體分析，足夠深入、充實方

可取分。古人多喜用意象概括作品文學表現，如評論關漢卿如「瓊筵醉客」，評論馬致遠如

「朝陽鳴鳳」等；或是蘇軾以「詩中有畫」評論王維詩歌具有圖像之美；或人間詞話知名的

「境界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

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

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均是考生

可以思考之答題方向。 

【擬答】 
趙崇祚《花間集》收十八人之作，稱為花間詞派，其中溫庭筠、韋莊尤為翹楚。此詞集

之編纂目的在於酒筵歌席之間聊供助興的表演文本，需要歌女現場演唱，是帶有強烈娛樂性

質的作品集。因此，內容主題多半是男女之間的互動情事或美人之言容笑貌，呈顯出的風格

與整體調性也較為旖旎柔媚。王國維對溫、韋二人分別有以下評價：「『畫屏金鷓鴣』，飛

卿語也，其詞品似之」；「『絃上黃鶯語』，端己語也；其詞品亦似之」透過二人作品中出

現之意象，概括其總體的風格特色，是典型的透過意象圖景所呈現之「意境」，體現作家藝

術特色的文學批評方式，具有生動而強烈的概括性。 
王國維的評價說明二者主要差異在於：溫詞善於描摹客觀物狀，遣詞用字較為纖巧細膩，

因此彷彿「畫屏金鷓鴣」，呈現靜態之美。溫庭筠所作內容多為旁觀閨中女性別君、思君、

待君的過程。重視修辭與意境，文辭華麗，其寫作視角多為冷靜之客觀，而無熱烈之感情及

明顯之個性。其所歌詠的是他人的情感，為女性代言，而非自抒胸臆，是「男子作閨音」之

典型。鄭騫進一步評論：「飛卿詞正像畫屏上的金鷓鴣，精麗華美，具有普天之下的鷓鴣所

共有的美麗，而沒有任何一只鷓鴣所獨有的生命。」「畫屏金鷓鴣」表現溫詞的精緻與美麗，

但它似乎是沒有生命的；韋莊作品則多主觀情感介入，以「我」之視角敘事，讀來較為親切

靈動，「弦上黃鶯語」可感受到活生生的生命力，表現黃鶯之動態與音聲。如韋莊的〈菩薩

蠻〉五首紀錄他因黃巢之亂逃離長安，雖暫時寄情歌樓酒館，但內心充滿無奈，是以多見

「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幾何」一類自我排遣之語。因為作品展現作者個人情志而較能體現其

人性格，雖不若「畫屏金鷓鴣」般精緻華麗，但黃鶯啁啾亦有一番清麗的情調。 
王國維又稱溫庭筠詞為「句秀」，韋莊詞為「骨秀」，一個美在表象，一個美在內在。

總之，王國維《人間詞話》對二人之評論，擷取溫庭筠、韋莊二人詞句中的意象，透過有形

的意象，凝鍊的概括了溫庭筠、韋莊作品意境與風格的總體特色，這也是傳統文學批評常見

之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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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對於大論述，古人的「小日子」也會被寫入文學作品當中，常民生活是文化的豐富土壤，

請就古典文學中的日常生活書寫，舉兩個例子（文體不拘）說明其文學意涵與美學價值。

（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破題關鍵在於挑選切題之素材，只要作品提及作者之生活起居或活動應該都是可用素材，對

作品本身應足夠熟悉，對內容充分賞析才能獲取高分。建議挑選可表現不同生活面向者，或

是不同文學類別之素材，方可提升答題廣度，展現答題架構層次。 

【擬答】 
常民生活是文化的豐富土壤，也是文人創作的靈感來源，古典文學中不乏歌詠或描寫日

常生活的作品。茲以王維《竹里館》與張岱〈蟹會〉為例，論之於後： 
一、王維《竹里館》：閑居自樂的生活寫照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這首《竹里館》應是作

於王維晚年隱居藍田輞川時期。王維篤信佛教，加以仕途之變，四十歲後就過着半官半

隱的生活。本詩是他隱居在竹林中，閒適生活的真實寫照。詩人獨自坐在深幽的竹林裡，

一邊彈琴，一邊高聲呼嘯。深幽的竹林裡，沒有他人相擾，唯有一輪明月為伴。詩人

「獨坐」、「彈琴」、「長嘯」的姿態，表現出其超脫塵俗而自得其樂的心境，與竹林、

明月所建構之清幽環境相互輝映，恬淡的心境和自然景物完美融合。施補華《峴傭說詩》

給予本詩「清幽絕俗」之評價，透過簡短的 20 字，將月夜幽林之美景與詩人彈琴長嘯之

安閒自得表現得淋漓盡致，體現王維「詩佛」超脫凡俗的高雅意境，也描繪其晚年隱居

山林的恬靜生活面貌，正如他自己所說：「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 
二、張岱〈蟹會〉：奢華美食的炫耀文 

明末文學家張岱。出生於官宦之家。一生未曾做官，過著落拓不羈、遊山玩水的

「風雅」生活。自稱「少為紈袴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童孌，好鮮衣，

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事，好花鳥……」，其〈蟹

會〉一文記載其每年十月份，和朋友、兄弟、長輩成立蟹會，相約下午一起吃螃蟹。文

中詳細描寫螃蟹的狀貌，牠的外殼像盤子一樣大且高高突起，還有像拳頭一樣大的蟹螯，

連蟹腳的肉也濃密而飽滿。打開外殼，澄黃油亮的蟹膏就像玉脂珀屑，堆積膩聚而不散，

生動的文字令讀者亦不禁食指大動。同時，還搭配肥臘鴨、牛乳酪、醉蚶、鴨汁煮白菜

等佳餚；謝橘、風栗、風菱、兵坑筍等蔬果和玉壺冰、蘭雪茶等飲料，文末戲謔地說道

「由今思之，真如天廚仙供，酒醉飯飽，慚愧慚愧」。令人感覺作者對奢華的蟹會念念

不忘，也讓人感覺他對自身的飲食品味有那麼點自誇的洋洋得意。晚明「小品」中，描

寫生活瑣細者甚多，即使日常言談、品茗、弈棋、遊山等，亦有詳細記錄，透過生活起

居之描述，將作者之「情」、「趣」介紹給讀者。可以說，對日常生活的描寫無疑就是

晚明小品的重要主題，藉此表現作者之個性與生活品味，張岱〈蟹會〉正可清楚呈顯此

特質。 

三、文學與各個學門多有相涉，其中「意識流」為大家所熟知，這一流派表現跨領域的文學形式，

請列舉臺灣現代主義作家意識流文學作品，闡述其創作特色及時代意義。（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命題對象清楚、明確，考生應不難掌握。要寫出合宜例證應不困難，得分關鍵仍是對作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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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熟悉程度，對內容可充分賞析方能獲取高分。亦不可忽略論述所舉作家作品在文學史上

的代表性與地位。 

【擬答】 
60 年代台灣文壇受西風東漸影響，將現代文學主義孤獨、扭曲、頹廢的美學應用於文學

領域，呈現出流亡、放逐與幻滅甚至死亡的白色美學。「意識流」文學泛指注重描繪人物意

識流動狀態的文學作品，是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分支，主要表現在小說領域，在戲劇、詩歌

與電影等藝術載體中亦屢見不鮮。 
其中白先勇無疑是關鍵人物，其小說作品《臺北人》採取大量意識流、內在獨白的現代

主義創作手法，也藉此挖掘人性與當時時代風氣。《臺北人》聚焦在自中國遷臺者的處境，

作為民國時期重要將領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從雲南到臺灣，自幼接觸的環境多半為上流階層

互動往來的情況，故無論是上海十里洋場，或是賦閒軍官，在白先勇筆下多半呈現濃厚的今

昔對比。如收錄於《臺北人》的兩則短篇：〈永遠的尹雪艷〉、〈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都

是藉昔日上海百樂門舞廳的紅牌舞女描寫異鄉者將歌舞昇平的聲色之娛視為「故土」的荒謬

感，充斥大量現實與記憶的交錯。從篇名來看，永遠與最後一夜，正好在無意間形成起訖點

的無盡循環。或〈遊園驚夢〉中讓錢夫人陷入過往的回憶中，也以此作今昔對比，今日她來

作客，卻勾起往昔她當主人宴請賓客的回憶，今昔不同，主客也易位。著力表現主角的思緒、

回憶，是典型的「意識流」創作手法。但白先勇著力較深者，依舊是〈梁父吟〉、〈國葬〉

一類以將官為對象的題材，站在抽離旁觀的立場，描摹已無用武之地的軍人，語氣形貌的掌

握不過是將日常見聞轉化為文字，帶有幾分反身自照的異鄉人意味。白先勇的《臺北人》除

了是西方文學主義與創作手法的展現，也是那段歷史時代的反映。 
除了白先勇，七等生〈我愛黑眼珠〉亦頗具特色，無論在人物、形式、情節 上都有足堪

玩味之處。此篇「意識流」短篇小說，多描述人物的內心獨白、自由聯想，突破空間與時間

的限制，尤其在「心理轉折」上圍繞著現實與虛幻的情境中，開展「追求自我」的內心對話。 
60 年代現代主義風潮乃對封閉而受限的政治體制的反動，尋找精神與心靈的出口。轉向

文學領域所產生之發展包含意識流小說、現代詩，對前此八股化的反共文學表示不滿，對殘

存於傳統文化中的懷舊抱著反抗改革的意識與反省，藉吸收西方文學元素為台灣文學注入活

水，是台灣文學發展史上別具特色的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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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治時期臺灣閱讀文化如何產生？請以圖書出版與報刊雜誌發行

為例，說明當時臺灣社會閱讀文化的發展及其意義。（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為一歷史斷代的總體文學現象觀察與統整，需融會相關資料，進一部篩選提取，難度較

高。刊物部分，考生相對容易掌握，注意觀察其總體現象，而非聚焦於少數特定刊物之介

紹；圖書出版部分，多數考生應會略感陌生，宜再多查閱資料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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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在日治時期，臺灣的圖書出版幾乎都是由一些較具規模的書店兼營，如新高堂書店、文

明堂書店、杉田書店，其他還有大木書房、盛興書店、清水書店等，其所出版與販售的圖書

都以日文書籍為主，但書店大部分書籍主要來源仍是由日本進口，書店於販售圖書外並兼營

著出版業務。 
而中文圖書的出版則相對稀少，嘉義的蘭記書店與臺中的瑞成書店是少數出版漢文讀本

的本土書店，除了部分圖書在大陸印製外，書店仍都以販售圖書為主。另外還有連雅堂創辦

的雅堂書局、蔣渭水的文化書局、莊垂勝的中央書局等，這些書店的共同特色就是不以商業

活動為主，開立書店的目的多負有傳遞思想的文化使命。書店販售的書籍，除了雅堂書局，

因為以振興漢學為目的，只出售中文圖書外；其他幾家書店，都是中、日文圖書並陳。在日

治末期，因為臺灣人的日語普及率提高，一般人多閱讀日文圖書，當時許多年輕人相信只要

懂得日文就掌握了打開世界文明的鑰匙，於是閱讀成為理解新知識的必要方式，也帶動當時

的圖書市場發展。 
台灣文學的發展與報紙副刊、文學雜誌的媒介關係密切，尤其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研究，

難以忽略文學雜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台灣日治時期的報刊雜誌，除了日本人在台灣創辦不

少俳句、和歌類雜誌外，以傳統文學為主的《臺灣文藝叢誌》、《三六九小報》、《詩報》

等，均以研究並發揚漢詩文為職志。1920 年代許多報刊成為啟蒙傳播的載體，如《臺灣文藝

叢誌》、《臺灣民報》等。自 1931 年以降，左傾社會運動與激進之民族主義運動遭全面壓制，

台灣菁英轉而投入新文學運動。30 年代文學刊物，經常是與文學結社相關，所創辦刊物左右

了文藝風潮，當時諸多重要作家也多半是雜誌創辦者、主編或是編輯群；有些則崛起自文學

雜誌。但是在皇民化運動與二戰爆發後，官方對民間報刊的管束嚴格，不少雜誌刊物也因此

遭受衝擊。可以說，此時期的台灣文學發展和這些刊物的經營息息相關，而動盪的年代和政

局，以及多元的文學觀點，也造就此時期多變的刊物生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