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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文化行政 

科  目：本國文學概要 

考試時間：1小時 30分 

殷平之老師 
  
一、旅遊除了遊山玩水，可以怡情養性，也能深入民間生活，體察各地不同的風土人情。遊記文學

由來已久，包括了求法僧的遊歷見聞、文人刻劃山水的詩文、遊記專著等。請舉唐、宋各一位

作家的遊記為例，說明其內容、特色，以及時代意涵。(25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此題所考的唐、宋「遊記文學」，屬於古典文學的基礎概念，考生不可不知。

或者換一個思考點切入，諸多的「山水文學」即可納入「遊記文學」的範疇，

如此考生可能更容易把握住題目的要點。 

《命中特區》：殷平之《本國文學概論》第肆篇、 

志光補習班殷平之《112 年度本國文學總複習講義第一冊》p 36、43 

【擬答】 

中國古典詩文中有大量的記遊題材，這一類的作品不僅是遊山玩水的紀錄，亦可以留下各地不

同風土人情的體察，甚或是藉由景物的書寫進一步呈顯作者的心靈世界。以下茲以唐代柳宗元與宋

代歐陽脩的遊記文學為例，說明其作品內容、特色與意涵。 

唐代：以柳宗元為例 

中唐時期的柳宗元為中國山水文學的代表作家，其山水遊記承襲了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精緻

細膩的描述筆法，可說是中國山水文學的瑰寶。柳宗元諸多清麗雋永的山水文章之中，《永州

八記》最為膾炙人口，此一系列的文章融寫景、敘事、議論為一爐，歷來被視為柳文最高的文

學成就。 

柳宗元因捲入王叔文黨禍，長年貶謫於外，在其多舛的人生裡，大自然成了貶謫生活中唯一可

供排遣積鬱的出口，並從中獲得精神寄託與心靈慰藉，是故，在他的文筆之下，「狀物之態」

與「感物之情」達到高度融合，創造出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讀者並能於文章之中，得見不為

世用的柳宗元憑依自然山水尋覓出人生的價值，從而超越個人的悲劇藉以安頓生命。 

宋代：以歐陽脩為例 

北宋歐陽脩的散文，說理暢達，抒情委婉，語言平易暢達，風格清新自然，情韻之美獨擅千古。

無論議論、寫景、敘事、抒情，均和婉含蓄，感染力強。其遊記名篇〈醉翁亭記〉作於歐陽脩

貶為滁州太守之時，此作正符合歐陽脩所主張的「文窮而後工」的概念，「窮者」見識多、體

悟多，文章因而愈見深刻。 

〈醉翁亭記〉生動描寫了滁州琅琊山上醉翁亭的秀麗和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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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依舊展現了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士

人，無論「窮」、「達」，都要能夠達到「澤加於民」的境界，文章至為動人。 

大陸學者余秋雨曾指出，中國文化中極為奪目的一個部分就是貶官文化，遊記書寫記錄的正是

「旅遊」這個「移動」的過程，「貶官」正是一種「移動」。這些失去寵信、仕途乖蹇的孤單文人們

就此寄託於山水之間，進而產生了諸多傳頌千古的遊記之作，並於其中展現出個人的生命情調與哲

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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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典戲曲中常見「復仇」主題，請舉一具體例子，說明其內容、意涵，及其對後世的影響。(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這些年「本國文學」常見此種「主題式」的考題，此種題目考驗的是考生對文

學史「整合」與「融通」的能力。此題以關漢卿為例，如《竇娥冤》、《救風

塵》、《蝴蝶夢》等劇中，皆有「復仇」元素。 

《命中特區》：殷平之《本國文學概論》第陸篇、 

志光補習班殷平之《112年度本國文學總複習講義第一冊》p 68 

【擬答】 

在中國文學發展的過程中，有諸多重要的文學類別萌芽於民間，這些作品充分反映著一個時代

歷史、政治、社會等廣闊的現實面貌，情感的表現坦率而熱烈，滿溢著充沛的生命力，「戲曲」正

是一個好例子。而在中國古典戲曲的多樣題材裡，「復仇」一類的主題，充分反映了時代氛圍與普

羅大眾的心理層面，有著極為獨特的意義。以下茲以元代關漢卿的公案劇作《蝴蝶夢》為例說明之。 

關漢卿 

元代雜劇象徵了中國戲劇發展的成熟，而關漢卿正是元雜劇的奠基者，鍾嗣成《錄鬼簿》所錄雜

劇以關漢卿為首。關漢卿的作品產量豐、題材廣，所編寫之劇，情節緊湊、人物性格分明、對話

流利生動，戲劇張力十足，關漢卿劇作字字為元曲本色，質樸中帶有雄奇之氣，清末王國維譽其

為「元人第一」。 

《蝴蝶夢》 

公案劇簡單說來就是描寫清官斷案。元代公案劇可分為兩類：一類主要寫權貴人物欺壓百姓，

清官懲治豪強為百姓申冤。另一類大都寫惡人謀財害命；例如家庭財產繼承引起爭端，良善之

人受欺遭誣，清官為他們開脫，從而伸張正義。 

《蝴蝶夢》描述開封府尹包拯，某日夢見兩隻小蝴蝶墜入蛛網中，被一隻大蝴蝶奮力救去，後

來又有一蝴蝶墜網，大蝴蝶雖然看見卻並不援救，夢中的包公不忍心，便出手解危，包公醒後，

覺此夢甚為奇怪。其後中平縣轉來命案一件，一王姓老人被惡霸葛彪打死，王氏的三個兒子金

和、鐵和、石和，為父報仇，也合力把葛彪打死。包拯審問時，三子及母親王氏都爭相認罪，

包拯允諾讓一人抵罪，其餘開釋，但定罪金和、鐵和時，其母親都不答應，直到對石和判刑時，

母親才同意。包拯覺此事與先前夢境極為類似，於是詳加審問，才知金和、鐵和，是王姓老人

前妻的小孩，石和才是母親王氏親生，包拯聞後至為感動，於是以另一死囚代罪，盡釋三子，

從而伸張正義。 

《蝴蝶夢》一劇透過惡霸葛彪，批判目無法紀的權豪勢要之家，揭發了當時社會的黑暗面，具

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此劇剝開「復仇」的外衣，實是闡揚了中國家庭中孝順與友愛的美德，可說是

成功地將倫理教化寓於通俗娛樂之中。 

 

三、臺灣有許多優質的藝文雜誌，透過這些雜誌，不僅帶我們領略藝術人文，也了解臺灣的美好人

事物，同時傳遞創造性的文化力量。請以當代兩本藝文雜誌為例，介紹如何認識臺灣，並闡述

影響臺灣的豐沛藝文能量。(25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109年至今，連續 4年都考了藝文刊物的相關題目(含括日據與戰後)。文學發

展與文學刊物的關係密不可分，考生切勿忽略。 

《命中特區》：志光補習班殷平之《112 年度本國文學總複習講義第二冊》p 16~17 

【擬答】 

文學發展與文學媒介的關係，是不可分割也無法分割的，作家創作和文壇活動必須通過文學媒

介來傳遞，並可進一步與文學愛好者交流、互動，是故各式各樣的藝文刊物與臺灣文學的發展，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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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密不可分。臺灣有許多優質的藝文雜誌，為文壇提供一片豐茂肥沃的文學土壤，孕育更多的文學

創作者及愛好者。以下茲以創刊逾一甲子的《創世紀》、《笠詩刊》為例，闡述其對臺灣文壇的影響

與貢獻。 

《創世紀》 

創刊於 1954 年的《創世紀》詩刊（其後更名為《創世紀詩雜誌》），創辦初期主張建構「新民

族詩型」，其後以「現代主義」為主導路線。詩刊中並刊登韓國、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等各地

當代華人的創作，兩岸開放之後亦率先開闢中國詩頁，多元面向的耕耘，大幅拓展了臺灣現代詩

的當代視野，邁入 21 世紀之後，《創世紀》仍然是詩壇的尖兵，熱切、活躍地推動著臺灣的現

代詩運動，對臺灣現代詩的發展有極大的貢獻。近 70 年來，《創世紀》停刊、復刊不止一次，

正如創社詩人之一的張默所言：《創世紀》是「不死的九命貓」。正是詩人們懷抱著不滅的熱情，

時時刻刻守護著現代詩的田園，就因著這一份執著與堅持，讓邁入暮年的詩人們，仍然固守至今。 

《笠詩刊》 

1964 年創刊的《笠詩刊》，一直穩健發行至今。《笠詩刊》除了刊登詩人詩作之外，創刊初期

即開闢「笠下影」、「詩史資料」、「文獻重刊」、「作品合評」等特色專欄，不僅使詩刊的定

位更加明確，也記錄了詩壇各個階段的重大事件，可做為臺灣現代詩發展過程的重要參照。詩人

陳千武另引進了源自於德國的「新即物主義」思潮，儼然成為了《笠詩刊》的創作指南。「新即

物主義」屬於寫實文藝的一個支派，講求實用，具諷諭性，並且傾向揭發人生的困境，這些主張

與《笠詩刊》詩人們推崇的寫實主義精神不謀而合，皆是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強調現實關懷與

批判。此外，《笠詩刊》力求讓現代詩回歸本土路線，力求以平易、明朗的詩風表達真切的感情。 

文學刊物在文學發展的過程中，經常發揮引領風騷、推波助瀾的重要功能。它讓讀者得以由其

中領略到藝術人文之美；它更能夠提供創作者一個筆耕與表達意見的根據地，進而傳遞豐沛的藝文

能量，扮演著文學與文化傳播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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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十世紀末(1987-1997)臺灣開啟了後戒嚴時期，「去中心」成為重建文化主體的重要工作，當

社會更趨多元化，文學創作就不再接受單一觀點的支配。請以這段時期的文學作品中為例，說

明創作意圖，並闡述其時代意義。(25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諸多學者視解嚴之後的臺灣文學為「後現代」與「後殖民」時期，二種思潮的

主要思維皆在「去中心（抵中心）」。由此題中的兩個要點——「後戒嚴時期」

與「去中心」來看，考生可由「後現代」與「後殖民」文學加以切入說明。 

《命中特區》：殷平之《本國文學概論》第拾篇、 

志光補習班殷平之《112 年度本國文學總複習講義第二冊》p 37~38 

【擬答】 

1980 年代以降的臺灣是政治、經濟、社會急遽變化的時代，在解嚴（1987 年）的特殊氛圍之

下，臺灣開啟了所謂的「後戒嚴時期」，社會逐步擺脫了威權政治所施加的束縛禁錮，「去中心」成

為重建文化主體的重要工作，文學創作者們亦亟欲掙脫傳統的書寫態勢，更不再接受單一觀點的支

配，進而形成了臺灣文學眾聲喧譁、多元交響的熱鬧局面。以下茲以 1987至 1997年間的作品為例，

說明作者的創作意圖與呈顯出來的時代意義。 

諸多學者視解嚴之後的臺灣文學為「後現代」與「後殖民」時期。所謂「後」指一種辯證性的

「反」，有抵抗、排斥之意，亦有延續之意。「後現代」與「後殖民」二種思潮的主要思維皆在「去

中心」，皆主張多元文化、多元身分認同，以及承認「他者」的存在。二者思潮有不謀而合之處，

然精神與內涵卻必須加以分辨清楚。「後現代」源自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歐美，表達了對現代文明

的某種抵抗，「後現代」的最終目標在解構主體，臺灣的後現代主義朝向跨國文化、身分流動、多

元性別認同、去歷史深度、澈底反傳統等議題發展。「後殖民」崛起於第三世界，表達一種殖民地

人民對殖民體制的抗爭，「後殖民」的最終目標在追求主體重構，臺灣的後殖民主義朝向本土化、

重構國家和族群身分、建立主體性、透過敘事去架構與挖掘歷史深度等議題進行追索探尋。 

臺灣後現代文學的發展中，同志文學的創作成果斐然，小說家邱妙津的代表作《鱷魚手記》一

書突顯了女同志身處傳統父權與異性戀的社會體系中，所遭受到的種種現實困境，呈現出女同志內

心的矛盾、痛苦與孤絕，並隱含對異性戀霸權的沉痛批判。臺灣後殖民文學的發展中，原住民文學

的創作成果斐然，尤其是背負原住民與女性雙重邊緣身分的排灣族女作家利格拉樂．A-Wu，更是

標誌著原住民女性創作的發聲位置，其散文集《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對於原住民處身於傳統部

落文化與現代都市文明衝突下的兩難困境，有著深刻的反思與觀照。 

解嚴之前，臺灣文學本土意識的澎湃，已經預告了新的多元主體正在浮現；解嚴之後，社會的

多元自覺與民主運動，更為「臺灣意識」的充實與拓展提供了莫大的動力。「後戒嚴時期」的臺灣

文壇，後現代也好，後殖民也罷，無論我們持何種論述來觀察臺灣當代的文學發展，勢必都將有繁

花的盛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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