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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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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楓老師解題 
 
一、中唐、北宋古文運動可以說是一場文體革命，請論述兩者所改革的文體弊端有何不同？以及

他們所達到的成就與影響。（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容易發揮，唐宋兩代文學思潮所針對之對象須明確回答，同時，略述古文運動之文學理

念與總體藝術風格，並強調其地位與影響。 
【擬答】 

唐宋古文運動為中國古典散文發展之重要關鍵，其雖以復古為號召，然其本質上卻蘊含文

學改革者企圖匡矯時弊的高遠理想，為當時文風注入不同的審美理念。其標榜「古文」並非一

味模擬，而是效法古人寫作精神，故能為文學發展尋找新的方向。 
唐代古文運動意欲掃除六朝以來偏重唯美主義、形式主義的駢儷文風。韓愈、柳宗元等人

普遍重視散文的社會性和實用性的功能，強調「載道」、「致用」，使散文與儒家政教之道和

現實生活融會，讓作品能於現實社會與生活中發揮更大的價值。他們廣泛地學習古代文學經典，

如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的「五本六參」之説，展現其為文之道取法儒家經典，也參

考道家的老莊，以及國語、史記、離騷等史學和文學的著作。然而這種學習並非生吞活剝，字

模句擬，如韓愈明確指出「陳言去務，辭必己出」之重要，凡是前人已經用過的詞句成語都不

能再用，寫文章要樹立自己風格，而非一味因循前人，「師其意不師其辭」。 
古文運動雖於中唐取得成功，卻因後繼無力而告衰，晚唐五代駢麗之風又起，宋初承唐末

遺緒，文有「太學體」、詩有「西崑體」，均講求雕章麗句，文風浮靡。直至歐陽修出，倡導

師法韓愈、柳宗元，力掃雕琢堆砌之弊，才使文風丕變。歐陽修主張「明道致用」、「尊韓重

散」，其文風不沿襲韓愈奇險的作風，而是長於創新，轉為平易樸實的清新風格。歐陽修除個

人致力推動外，更樂於獎掖後進，使古文的提倡形成一股強而有力的風潮，從而達到較中唐更

成熟、更普遍的成就。 
唐宋古文運動廓清浮靡的文風，秉持充實而實用的文學觀點，以清新流暢之散文取代六朝

以來流行之駢體。唐宋散文多半注重文章的組織結構，強調氣勢文理，講求古文義法，這種新

興的散文體更適於創作者表現各類文學題材，無論說理議論、傳記詠物、抒情敘事、寫景書信

或雜著，皆能曲盡其妙。經唐宋諸家的努力，古文成為中國古典散文的主流，有「文章正宗」

之稱，至明、清仍流衍不衰，秦漢派、唐宋派、桐城派等均受其霑溉。此外，中唐傳奇之興盛，

諸多論者均認為脫離不了古文運動之影響；宋代詩歌與賦體文學亦呈現明顯的散文化現象，此

均可體現古文運動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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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的說話人底本（話本），逐漸演變為明清案頭閱讀的擬話本、章回小說，請舉例說明宋

代話本與明清小說的連結，以及在文學史上的意義。（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答須具體說明宋代話本之歷史地位及對明清小說之啟發。注意短篇、長篇須各別舉例，以

廓清其對明清「擬話本」、「章回小說」之影響。素材方面可由「三言」、「二拍」、「四

大奇書」等向上溯源，列舉出與之相關的宋代話本，說明其演變脈絡。 
【擬答】 

宋代小說可謂傳統小說發展的重要轉捩點，具承先啟後之地位。其中將說書人表演底稿改

編成可閱讀的「話本」，對後代之影響尤為深遠，為後來明清小說的發展開拓了新的道路。 
宋代「話本」，可分短篇與長篇兩種。短篇者以《清平山堂話本》、《京本通俗小說》等

較著名；長篇則有《大宋宣和遺事》、《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五代史平話殘本》等。有鑑

於宋元短篇話本之風行，明代出現由文人模擬「話本」形式而編成的大量作品，這些作品，一

般稱為「擬話本」。這種「擬話本」的出現，標誌著白話短篇小說已逐漸脫離口頭創作階段，

而成為書面文學，其中以「三言」、「二拍」最具代表性。「三言」、「二拍」大量改編宋元

話本故事，如將宋話本《碾玉觀音》改編成《警世通言‧崔待詔生死冤家》，《錯斬崔甯》改

編成《醒世恆言‧十五貫戲言成巧禍》等，可見明代短篇小說對於前代話本故事之繼承。而在

表現手法方面，明代「擬話本」也繼承了「話本」創作上的特點，如故事曲折生動，形象鮮明，

語言樸素精煉，也多見串場詩詞等等。此外，還創造性地發展了細節描寫和人物內心的刻劃。 
至於長篇小說方面，自元代以後由宋代之長篇話本開始發展成章回小說，無疑是中國小

說發展史的重要里程碑。施耐庵《水滸傳》、羅貫中《三國演義》皆為元明之際產物。至明

代小說創作大盛，除《水滸傳》、《三國演義》外，神魔題材的《西遊記》、世情小說《金

瓶梅》等「四大奇書」的問世，象徵中國長篇小說的創作已臻高峰。茲以《西遊記》為例，全

書 100 回，敘述唐僧師徒冒險犯難，往西天取經之故事。《西遊記》追溯源頭為記載玄奘法師

西行取經之《大唐西域記》，至宋代長篇話本《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詩話》已可見整體故事雛型。

又如《水滸傳》亦脫胎自宋代話本《大宋宣和遺事》，其實，章回小說四大奇書，多半出於市

井間勾欄瓦舍說書人底本，透過一次次實際展演，留其精華而去其糟粕，最後由口頭文學轉為

書面。因此，小說最初並無固定文本，連故事也各有源頭，只是在最後編纂過程重新融會、組

裝而成。由於源自話本，因此章回小說仍保留「預知後事，請待下回分解」等套語。文字部分

也充斥口語風格，大量出現的串場詩詞，更是當初說書痕跡的遺存。 
宋代話本源於市井，難免含有庸俗、迷信思想。但重要的是，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

生活和百姓意識，具有社會意義，其生動俚俗且貼近生活的文學風格，亦是宋代文學的重大成

就。後代小說無論短篇或長篇章回者，均大量自宋話本取材，為後代小說創作提供寶貴資材；

章回小說與短篇「擬話本」亦多仿效說書者之口吻為之。無論從內容或形式角度觀察，都可見

宋代話本對明清小說的深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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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治時期臺灣出現「報告文學」的主張和創作，1980 年代之後又有「報導文學」的寫作風潮，

2000 年後則有「非虛構寫作」的文類出現。請略述這三種指稱的異同，並舉三個時期任一位

作家及其作品說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難度較高，三者各有異同，又似一脈相承，務須將觀點確實釐清。舉例方面，建議鎖定

單一文本，才可使相關評論有著力點，避免空泛論述。可參看楊傑銘〈從報導文學到非虛構

寫作的文化演繹史〉，國立臺灣文學館：《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三十四期，2022 年 4 月，

頁 119-162。 
【擬答】 

日治時期「報告文學」可由楊逵談起，1935 年 4 月 21 日台中新竹大地震後，作家楊逵深

入災區寫下第一手報導〈台灣地震災區勘察慰問記〉，開啟台灣報導文學先聲。楊逵從 1937 年

2 月開始，連續在報刊發表了三篇文章：〈談報告文學〉、〈何謂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問

答〉。其對所謂「報告文學」之看法大致可概括如下：以事實的報導為基礎，但並非僅單純、

平板地羅列事實，而是講究寫作者必須有效整理素材，使作品具有完整的結構，能系統性且清

楚地將內容與思想傳達給讀者。在寫作中可對事實做適度的處理與取捨，但絕對不允許憑空捏

造，目的在於透過文學手法對事實或事件作「動態的、強而有力」的描寫，同時也呈現寫作者

對事實「主觀的見解」。 
80 年代後風行的「報導文學」，其寫作精神與風格，應是前述「報告文學」的延續與發展。

「報導文學」英文為 reportage，這個字有重回現場的意思，這是 1985 年陳映真創立《人間》

所開闢出來的新概念。與「報告文學」類似的是，「報導文學」也是一種具有新聞特點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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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學。相較於楊逵的觀點，此時期的「報導文學」更重視對事實的收集與深入的採訪，也更

強調現實性與人道關懷精神。「報導文學」具新聞及文學雙重價值，以現實生活中具有典型意

義的人事為題材，運用文藝寫作的手法，反應現實生活中真人真事，其通常的目的是透過文學

書寫喚醒大眾關注某一社會或環境、人文等議題，高信疆即直言報導文學是「一種服務於現實

人生的良心作業」。代表作有古蒙仁《黑色部落》、林元輝《黑熊悲血滿雙天》、官鴻志《不

孝兒英伸》、廖嘉展《月亮的小孩》等。茲以《月亮的小孩》為例，「月亮的小孩」是印地安

人對於「白化症」者的稱呼，廖嘉展以敏銳的社會觀察力，寫出幾位白化症者的故事。作品建

立在醫學知識與相關主角的深入訪談的基礎上，傳達正確而真實的內容；也藉由巧妙的布局，

採用先悲後喜的方式，先說幾個被歧視、欺負的案例，點出「白化症」者一出生，就可能遭到

嫌惡、嘲諷等種種歧視的問題。再轉入「優秀白化症者」之介紹，以凸顯作者「同情？不需要！

而是要公平的機會」的核心理念，強調白化症的人生幸與不幸，端看自己的人生態度與家庭、

社會所給的環境。透過報導文學的寫作，呼籲社會大眾關注相對弱勢的族群，給予他們應有的

尊重與合宜的對待。 
近代「非虛構寫作」則是以紀實為基底，將「真實的故事好好講」，運用文學技巧與風格

創造真確的敘事。與前述「報告文學」、「報導文學」較不相同的是，前兩者多半採旁觀敘事

的角度，而「非虛構寫作」則更著重於作品中角色的描寫。「非虛構寫作」猶如基於事實書寫

的小說故事一般，將寫作視角聚焦於作品中的角色身上，藉由個別人物的生命敘事，由這些角

色的眼睛呈現其所經歷的真相。當代此類寫作題材甚廣，有歷史文獻的調查寫作，也有自然生

態的踏查記錄，或議題採訪的深度報導等。如蘇碩斌《終戰那一天》透過九則以真實人物、真

實情節構成的故事，分從前線、後方、外圍三個視角，訴說臺灣戰爭世代身處二戰陰影下的生

命遭遇，特寫他們的身心狀態與情感邏輯。站在渺小個人的角度刻劃戰爭帶來的苦痛離散、機

會夢想，深刻書寫在大時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真實遭遇及感受。 
由以上三者的發展可見，創作者們不間斷地嘗試在文學敘事手法與事實呈現之間找尋更佳

的切入角度與平衡點，透過文學的技巧，讓所欲呈現的事實有更深刻的感染力，以帶給讀者更

強烈的震撼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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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後，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均已明定為國家語言，

國民使用國家語言應不受歧視或限制，這提供給臺灣母語文學發展的寬廣空間。請就你所知，

舉出一位以母語寫作的作家，並說明他的作品特色。（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可鎖定以台語或客語、原住民語等方言創作之作家為素材，因題目僅要求舉出一位作家

為例，因此對答題深度之要求必隨之提高。對文本之分析與評述須力求具體詳明，考驗考生

對該創作者作品之熟悉程度，並注意論述該創作者對文壇或該方言創作領域之影響與代表

性。 
【擬答】 

在台灣較為主流的方言為台語，台語亦是許多作家的母語。綜觀「台語文學」的發展，初

期歷經二戰、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及國民黨反共政策的高壓統治，致使本土文學受到壓抑；

但在 70 年代以後，本土意識逐漸抬頭，鄉土文學躍登舞台，台語文學遂得到萌芽成長的養分。

第一位主張用母語寫詩的是林宗源，1976 年向陽也開始以台語寫詩，80 年代開始則有宋澤萊、

林央敏、黃勁連、陳明仁、胡民祥、陳雷、李勤岸、莊柏林、路寒袖、方耀乾等人加入。解嚴

後，台語文學作品開始大量出現，文類與主題轉趨多元。 
茲以路寒袖為例，其任編輯近二十年，並歷任高雄市、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局長。1982 年創

辦「漢廣詩社」出刊《漢廣詩刊》，為台灣文學界之中積極推廣鄉土語文者，部分作品是以其

母語台語寫成，並有音樂作品六十餘首。曾獲賴和文學獎、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金鼎獎最佳

作詞獎等。路寒袖堅持高雅清澈的理念及維繫細緻優美的旋律，因此清澈、真實、深邃、毫不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2 地方特考） 

共6頁 第6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妥協地寫出經過洗煉的人生，就成為他作品的主要風格。以其創作之台語歌詞〈思念的歌〉為

例，「我的名，是孤單，風霜永遠跟阮走。雲作伴，風唱歌，飄浪的心無時定」藉由風、雲的

意象，映襯出遊子漂泊不定的處境，如影隨形的風霜，則更顯遊子的艱辛悽楚，比喻貼切而生

動自然；「天地闊，路無名，濛濛浮出一個形影」以漫漫的無盡長路與天寬地闊的情境，映照

孑然一身的遊子，更凸顯其孤寂；「思念親像山連山，一山盤過又一山，故鄉，故鄉啊！你等

我，等我唱出思念的歌！」伴隨遊子的低吟與呼喚，傾訴對故鄉之思念。節奏和婉而親切動人，

以綿延相連之無盡山路，曲折地展現濃厚的愁思。近年來，他更致力於台語歌詩集的創作，為

台語文學詩的形象塑造典範。 
此外如宋澤萊，相當關注台灣本土意識及福佬語文學的母語書寫方式，著有母語詩集《一

枝煎匙》等作品，並創辦《台灣新文化》、《台灣新文學》等刊物。其他母語創作如客語亦頗

值得注意，如苗栗客家詩人黃恆秋，其《擔竿人生》詩集，是全球第一本客語現代文學作品集。

近年除致力於「客語詩」的創作，其推動客家文學活動、客家文學及作品的研究，亦不遺餘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