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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別：普通考試 

類科：地政士 

科目：國文（作文） 

 

一、有世界最美小鎮之譽的奧地利哈爾施塔特（Hallstatt），近年來因為遊客太多，嚴重影響居民

生活品質。因此，自 2020 年起，地方政府決定採 取總量管制，每年入城巴士數量限制為 1 

萬 3000 輛，入城規定：旅客必須在城裡停留超過 2.5 小時。哈爾施塔特小鎮，海拔 511 公

尺，人口數不到一千，面積約 60 平方公里。小鎮緊鄰湖畔，群山環繞，風景秀麗，可說是

人間仙境。1997 年，哈爾施塔特被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同時入選為世界最美小鎮，是

奧地利熱門的旅遊景點。 

觀光產業可以繁榮經濟，但也連帶衝擊生態環境，影響當地居民生活品質。如果你是哈爾施

塔特鎮的居民，你會希望怎麼做？請撰文一篇，評論前述對觀光巴士入城的總量管制，以及

旅客停留城鎮的時數限制等措 施是否妥當？有無其他具體措施，可以更兼顧觀光產業發展、

居民生活品質以及生態環境等要求？（50 分） 

【擬答】 

談「發展觀光產業與保護生態環境」 

經濟開發可促進國家之繁榮進步，環境保護則是維持生活品質的基本要件。自文明進展以

來，人類活動空間及能量資源相對減少，隨即帶給人們兩大生存抉擇：一是環境保護以提昇精神

層次，一是經濟開發以富裕民生，二者皆為人類生活之所依，缺一不可，乃一體之兩面。無庸置

疑的，人們在從事經濟開發之際，必定會破壞環境，此一損失是文明進展中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如同題目所揭示之況。實則，當認知一個前提——自然環境是人類生活命脈之所繫，是國民生

計、民族生命的根本，若因遊客過多、造成公害，而變得滿目瘡痍，不啻是竭澤而漁，其破壞程

度是難以彌補的，甚而將貽害子孫。職是之故，經濟開發務求與環境保護互相協調，權衡得失利

弊，雙管齊下，才能創造最大利益。 

人類的文明，來自善用大自然所賦予的資源，其乃是創造進步的泉源，一切的建設完全拜其

所賜，而後得以享受高尚的生活。但若一味毫無計劃的開發，恣意攫取一切資源，則無異自掘墳

墓，一旦資源耗盡之時，即是公害淹沒人類之日，其嚴重後果難以計算。恣縱追求享樂的後果，

衍生成污染的氾濫，使我們成為毀滅地球文明的劊子手，此絕非人們為求經濟發展而開發資源的

本意。 

緣於題意之訴求，當今政府應參酌諸多要素，由下列方向著手，期使「發展觀光產業與保護

生態環境」達到兩全其美之境畛域： 

一、污染成本由排放者負擔：產業界開發新技術，其相關責任理當建立起來。以汽車回收法

為例，回收再利用技術要由汽車業開發，買的人支付回收費用，製造商、代理商亦有不可推諉之

職責，這是高度開發的社會所必須的條件。此外，對各個著名景點當有一定的人車限制，在以不

破壞生態的前提下，有效維護原生資源及自然美景，讓青山常在，細水常流，此當是讓生存環境

永續存在之大纛。 

二、推動替代產品：近幾年來，政府有關環境保護的工作，在法規與政策方面，包括完成環

境基本法、推動非核家園、制定國家永續發展行動計畫等；在執行與獎勵方面，包括建設與新增

國家公園、推動塑膠免洗餐具減量、台灣地區河川污染整治工程、針對購置防治污染、資源回收

及工業用水再利用之設備及技術提供租稅減免措施、推動環保標章制度與行政機關綠色採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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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今後，為追求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均衡效應，政府也應多推動深具區域特性的希望產業，

以造福後嗣子民。 

三、事實上，國內各地的風景區尚未臻於完善，特別是濫墾濫伐山坡地、製造垃圾公害、不

符合標準設施、交通不便……等情況最為嚴重，一般已開發國家均注重現代化的觀光設備，其皆

具有舒適的餐旅和便捷的交通網，擁有良好的救護措施及親切的服務，並極力保存原始風貌的古

蹟，制定法律嚴懲公害污染的製造者，以淳樸的自然景觀與濃厚的藝術氣息，吸引世界各地的遊

客前往享受心靈之旅。國內的情形，許多風景區往往地處偏僻，昂貴的飲餐和骯髒的環境經常令

人裹足不前，此外，還有停車空間狹隘與缺乏健全規劃，亦使觀光品質降低，至於連連發生的翻

車事故，更令許多觀光客如同驚弓之鳥，諸如此等狀況皆值得有關單位儘速改進。 

人類來自於大自然，其正如母親般地哺育了人類，因而人們對自然有股不可抗拒的依戀。在

繁忙喧擾、勞瘁疲敝之餘，可從賞心悅目的景致獲得心靈的撫慰。良好的生活空間、新鮮的空

氣、乾淨的大地，皆為生活品質不可或缺的條件，換言之，自然資源除提供生產以外，亦給予我

們繽紛的美景及寧靜的享受，緣此，為後代子孫著想，環境保護乃為當務之急。無論如何，兩者

都必須兼備。盱衡當前，注重生態環境保育，不僅為世界文明的潮流、社會進展之表徵，亦符合

我國傳統之「藏富養民」的作法。「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即是中國人與自然界各遂其生的崇高

理念，孟子所言：「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林木不可勝用也；數罟不入洿池，則魚鱉不可勝食

也。」更是保育生活資源的方法。在現代各國中，早已鑑於工業高度發展所產生的流弊，力求生

態環境的維護，並採取許多有效措施。就台灣而言，資源開發、環境利用均已超過合理限度，而

全體國民的各種活動，莫不依賴此有限的環境為之承載負荷。今後，對於自然環境的保育，必須

權衡輕重，多方研究，迅謀補救之道，方能為後代子孫留下一片淨土。 

 

二、團圓飯桌上父母聆聽兒女的笑語；回家一進門就看見心愛的小狗猛搖尾巴圍繞著自己打轉；

路上巧遇久未聯絡的舊時好友開心寒暄；百忙中偷閒安靜獨享深得己心的電影、書本、音

樂……。人生中存在著不少這般不經意間得來的小小歡愉。蘇軾說「人間有味是清歡」，平

淡尋常的事 物往往比跌宕起伏的大悲大喜更能帶給我們雋永深長的回憶。我們常執意於追逐

高度的歡樂，忽略了身邊日常、平淡的美好，等到時移事往、物換星移，才不免興起如李清

照般「當時只道是尋常」的惆悵。請以「當時只道是尋常」為題，作文一篇，敘寫當時自己

不以為意的平淡歡愉，以及事後追憶的心理感受。（50 分） 

【擬答】 

當時只道是尋常 

生活形態中，有澹泊與絢爛兩面。前者平淡無華，恬靜寡慾，似無樂趣；後者多彩多姿，光

燦奪目，令人著迷。是以大多數的人，都嚮往著絢爛的生活。 

諸葛亮以一介布衣，躬耕壠畝，曾以「寧靜以致遠，澹泊以明志」自勉，忽然劉皇叔偕同雲

長、翼德三顧茅廬，畀以要職，無端得到的是平步青雲，但他離家之際，仍囑乃弟諸葛鈞要好好

看守家園，待到功成名就之日，仍要回鄉歸隱，可見其視榮華富貴，猶如過眼雲煙，誠所謂「敝

屣尊榮」，唯獨對澹泊的隱居生涯，留戀不已。又如陶淵明身處改朝換代之際，目睹世事紛濁、

官場黑暗，因而不肯為五斗米折腰，歸隱田園，耕種自給，崇尚自然，融入天地，種豆採菊，饑

寒乞食，看似失意淒涼、窮愁潦倒，然在當時的環境下，卻也是最好的明哲保身之道，其轉危為

安，避免了劉宋王朝殘害異己之禍，這份閒適也讓他得以終老，在歷史上留下了「率性任真」、

「光風霽月」的美名。 

四季更迭，花開花落，萬事萬物常是變動不歇的，大自然如此，生物如此，人生際遇又何嘗

不是如此？蘇軾有兩句意味深長的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確實，人生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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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起伏，思緒的角度不同，展現出的生活風貌自有差異。處在順境時，固然值得珍惜，但遭逢

逆境才是對生命淬煉的開始；不順遂之際，才恍然覺醒原本所抱持的生活態度及價值觀應有一番

修正，此時何妨換個想法，調整心境，以退為進，韜光養晦，自可「苦中獲致悅心之趣」、「當

時只道是尋常」，在順逆相伴、苦樂同存的人生旅途中，只要把握樂觀進取、坦然愉快的心態，

相信人生終究是海闊天空、鳶飛魚躍。 

許多人經常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總為了一些蝸角小名、蠅頭微利，折騰得煩惱憂愁、悶

悶不樂，胸中不經意地填塞各種怨氣，一股腦火，滿腹牢騷；細細思量，實無必要！我自身亦曾

迷失在人生道途上，過得懵懵懂懂、渾渾噩噩，如同行屍走肉一般，為一時挫敗即氣餒不已，因

一步之誤而無盡懊喪，實則當事過境遷之後，靜心體會：美麗的朝陽是最好的晨鐘，一餐熱騰騰

的飯菜是滿足食慾的佳餚，一齣感人的影片是撫平心靈的安慰劑，一襲溫暖的被褥是進入夢鄉的

隧道，一趟知性之旅是洗滌塵慮的特效藥……，這種澹泊的況味，真是值得細細咀嚼。在漫漫的

人生旅途中，沉潛或澹泊並不可怕，一切的良窳處境乃自然規律，是生命本當領受的獻禮。落英

在秋初凋零，來年又是一片緋紅，枯葉在寒風中翻滾，明春仍吐出嫩芽，這何嘗不是一種成長、

一股灑脫、一曲情歌、一份練達？題旨楬櫫「當時只道是尋常」，乍見之下是一句毫不起眼的平

淡語，然細嚼其味，可謂「人生自是有情癡」，亦是「也無風雨也無晴」，能有此舉，是多麼豪

邁啊！ 

從澹泊攀升至絢爛，往往充滿期待，如行雲流水，心坎裏總是喜滋滋的；由崢嶸歸於澹泊，

則是萬般不捨，痛如刀割。蒿目芸芸眾生中，有幾人能自甘寂寞？當年，勾踐破吳之後，要臣范

蠡功成引退，遠離了跌宕曲折的政治生涯，因而得以善終，大夫文種則貪慕富貴，結果惹來殺身

之禍。由此可得到一個啟思：能安於澹泊，享受寧靜，才是最幸福的人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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