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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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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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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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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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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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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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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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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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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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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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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單
元 

 

先
　
秦

2


漢
代
傳
詩
有
四
家
，
今
僅
存
韓
詩
外
傳
和
毛
詩
。
毛
詩
為
魯 

毛

亨
傳
，
獨
傳
於
世
，
今
十
三
經
中
之
詩
經
即
毛
詩
。


價
值


最
早
之
詩
歌
總
集
，
四
庫
全
書
列
入
經
部
。


韻
文
之
祖
。


純
文
學
之
祖
。


北
方
文
學
之
代
表
，
以
黃
河
流
域
為
主
。

楚 

辭


性
質
：
戰
國
時
代
南
方
楚
國
的
詩
歌
。


內
容


楚
辭
由
詩
經
蛻
變
而
來
，
形
式
長
短
自
由
，
句
法
參
差
，
多

六
言
、
七
言
。


文
中
所
用
多
楚
語
、
楚
聲
、
楚
地
、
楚
物
，
故
名
楚
辭
。


文
字
鋪
張
美
化
，
描
寫
個
人
情
志
與
幻
想
，
有
浪
漫
神
祕
氣

息
。
屬
貴
族
文
學
。


作
者


楚
辭
的
產
生
，
起
於
屈
原
。
屈
原
賢
而
被
讒
流
放
，
因
而
作

離
騷
自
悼
。
其
後
有
宋
玉
、
唐
勒
等
人
，
仿
屈
原
文
體
而

作
。


西
漢 

劉
向
取
屈
原
、
宋
玉
、
景
差
、
東
方
朔
、
王
褒
、
賈

誼
、
淮
南
小
山
等
人
之
賦
及
自
作
九
歎
，
集
成
一
書
，
定
名

為
「
楚
辭
」
，
以
屈
原
的
作
品
為
主
。
楚
辭
之
有
專
書
，
從

劉
向
開
始
。


價
值


戰
國
時
代
南
方
文
學
代
表
，
以
長
江
流
域
為
主
。

第
一
單
元
　
先
　
秦

壹	

韻
文

詩 

經


時
代
：
網
羅
春
秋
中
葉
以
前
五
、
六
百
年
間
的
作
品
。


作
者
：
非
一
時
一
地
一
人
之
作
（
作
者
多
不
可
考
）
。


篇
數
：
凡
三
百
十
一
篇
，
其
中
六
篇
有
目
無
辭
，
今
本
實
三
百
零

五
篇
，
統
稱
「
三
百
篇
」
。


篇
名
：
各
篇
初
無
篇
名
，
後
人
取
首
句
一
至
數
字
作
為
篇
名
，
與

全
篇
詩
義
無
關
。


內
容


形
式
多
短
句
疊
字
，
句
法
整
齊
，
多
四
言
。


取
材
於
社
會
生
活
，
質
樸
寫
實
。
屬
平
民
文
學
。


詩
的
六
義


體
裁



風
：
各
國
民
間
歌
謠
。
包
括
十
五
國
風
。



雅
：
朝
廷
朝
會
宴
饗
之
樂
章
。
包
括
大
雅
、
小
雅
。



頌
：
祭
祀
時
頌
讚
之
樂
歌
。
包
括
周
頌
、
魯
頌
、
商
頌
。


作
法



賦
：
鋪
陳
直
敘
（
直
述
法
）
。



比
：
託
物
擬
況
（
比
喻
法
）
。



興
：
託
物
起
興
（
聯
想
法
）
。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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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先
　
秦

7

一
　
燭
之
武
退
秦
師

.

作
者

　
春
秋 

左
丘
明

.

出
處

　
左
傳

.

體
裁

　
記
敘
文

燭
之
武
退
秦
師

一

一�

敘
述
晉�

秦
圍
鄭

的
原
因
及
駐
軍

方
位
。
秦�

晉
分

軍
二
地
，
予
鄭

勸
說
契
機
。

二�

燭
之
武
先
推
辭

後
受
命
，
委
婉

抱
怨
之
語
，
能

證
明
其
口
才
。

「
許
之
」
則
為

其
以
國
家
為
重

之
度
量
。

三�

「
夜
縋
而
出
」

一
句
，
刻
劃
出

任
務
的
危
險
，

燭
之
武
以
利
害

游
說
秦
伯
，
其

辭
緊
抓
兩
點
：


亡
鄭
無
益
於

秦
；

存
鄭
有

益
於
秦
。
全
段

八
提
秦
穆
公
，

顯
示
其
處
處
為

　
　
一
九
月
甲
午
，
晉
侯
、
秦
伯
圍
鄭
，
以
其
無
禮
於
晉
，
且
貳
於
楚


也
。
晉
軍


函
陵
，

秦
軍
氾
南
。

九
月
十
日
，
晉
文
公
與
秦
穆
公
聯
合
去
攻
打
鄭
國
，
因
為
鄭
文
公
曾
經
對
晉
文
公
無
禮
，
而
且
鄭
文
公
又
私
下
親
近
楚
國
而
不
利
中
原
士

族
。
當
時
晉
國
駐
營
在
函
陵
，
秦
國
駐
軍
於
氾
南
。

　
　
二
佚
之
狐
言
於
鄭
伯
曰
：
「
國
危
矣
！
若
使
燭
之
武
見
秦
君
，
師
必
退
。
」
公
從
之
。

　
　
　

鄭
臣
佚
之
狐
對
鄭
文
公
說
：
「
國
家
的
情
勢
已
經
很
危
險
了
！
如
果
可
以
派
燭
之
武
去
遊
說
秦
王
，
那
麼
秦
軍
一
定
會
撤
兵

的
。
」
鄭
文
公
聽
從
佚
之
狐
的
建
議
，
去
見
了
燭
之
武
。

辭


曰
：
「
臣
之
壯
也
，
猶
不
如
人
，
今
老
矣
！
無
能
為
也
已
。
」
公
曰
：
「
吾
不
能
早
用
子
，

燭
之
武
推
辭
說
：
「
當
我
年
輕
時
，
尚
且
比
不
上
別
人
，
而
今
已
垂
垂
老
矣
！
已
經
不
會
有

任
何
作
為
了
。
」

 

鄭
文
公
回
答
說
：
「
是
我
沒
有
能
及
早

重
用
您
，

今
急
而
求
子
，
是
寡
人
之
過
也
。
然
鄭
亡
，
子
亦
有
不
利
焉
！
」
許
之
。

如
今
國
家
危
急
了
才
來
找
您
，
這
是
我
的
過
錯
啊
！
但
是
如
果
鄭
國
滅
亡
了
，
對
您
也
沒
什
麼
好
處
啊
！
」
於
是
燭
之
武
就
答
應
了
。

　
　
三
夜
縋
𤒈

而
出
。
見
秦
伯
，
曰
：
「
秦
、
晉
圍
鄭
，
鄭
既
知
亡
矣
！
若
亡
鄭
而
有
益
於
君
，

　
　
　  

於
是
趁
著
夜
裡
，
燭
之
武
用
繩
索
將
身
子
綁
住
，
垂
下
城
出
去
。
到
了
秦
軍
陣
營
見
到

秦
穆
公
便
說
：
「
秦
國
、
晉
國
聯
合
圍
攻
鄭
國
，
鄭
國
明
白
滅
亡
是
遲
早
的
事
！

 

如
果
滅
掉
鄭
國
對
秦
國
國
君
您

是
有
利
的
事
，

敢
以
煩
執
事


。
越
國
以
鄙
遠


，
君
知
其
難
也
。
焉
用
亡
鄭
以
陪
鄰
𨧼

？
鄰
之
厚
，
君
之
薄

那
就
勞
煩
您
儘
速
來
攻
打
吧
！
但
是
要
越
過
別
人
國
境
（
晉
）
才
能
取
得

這
遙
遠
又
偏
僻
的
鄭
國
為
邊
邑
，
您
也
知
道
這
是
很
困
難
的
。

何
必
要
滅
了
鄭
國
來
增
加
鄰
國
的
實
力
呢
？
如
果
真
滅
了
鄭

國
，
就
形
勢
而
言
鄰
國
的
國
勢
增
加
了
，
無
形
中
秦
國
的
實

力
也
就
相
形
薄
弱
了
。

也
。
若
舍
鄭
以
為
東
道
主


，
行
李


之
往
來
，
共
其
乏
困
𡣖

，
君
亦
無
所
害
。
且
君
嘗
為
晉

如
果
秦
國
此
次
放
過
了
鄭
國
，
把
鄭
國
當
成
日
後
東
征
道
路
上
的
休
息
補
給
站
，
鄭
國
供
給
（
秦
國
）
使
節

往
來
諸
侯
間
所
需
的
一
切
物
資
，
對
秦
國
也
沒
有
害
處
。

況
且
您
曾
對
晉

惠
公
有
恩
，



2 一 燭之武退秦師

燭之武退秦師一

選擇題（～題為多重選擇題）

	下列「　」內注音符號所表示的字，字形相同的是：

䕷金榜「ㄊㄧ ˊ」名／文不對「ㄊㄧ ˊ」

沉「ㄇㄛ ˋ」寡言／「ㄇㄛ ˋ」不關心

「ㄇㄠ ˋ」合神離／國際「ㄇㄠ ˋ」易

夜「ㄓㄨㄟ ˋ」而出／搖搖欲「ㄓㄨㄟ ˋ」

	「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第一個「封」字是動詞，第二個「封」字是名詞。下

列文句，使用相同手法的是：

䕷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

	關於〈燭之武退秦師〉一文，下列敘述錯誤的是：

䕷文中「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一語最能打動秦君而終使退兵

文中八提「君」字，其用意乃在巧設處處為秦而不為鄭謀之關切

敘秦、晉合兵圍鄭，鄭國情勢危急，大夫燭之武自薦往說秦君一事

燭之武巧其辭令，剖析利害，終使秦君退兵，打破弱國無外交的歷史定論

	燭之武遊說秦君的過程中，以過往歷史經驗挑起秦、晉二國嫌隙的是：

䕷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

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

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

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下列「　」中之借代格，具敬稱作用的是：

䕷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

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

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不明說本意，而婉轉表明的修辭手法稱「婉曲格」，下列文句中有運用「婉曲」修辭

的是：

䕷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

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

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

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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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之武退秦師一

䕷　蚒　蚒　蚒　虲　蚲　蚲　虲

䕷　䕷　蚲蛯　蚒蚲蛯　䕷虲蛯

蚒蚲蛯　虲蚒蚲

 䕷皆作「題」
虲默／漠
蚒貌／貿
蚲縋／墜。

 䕷 名詞，酒杯／動詞，罰酒
虲 名詞，君王／動詞，盡君道
蚲 名詞，任務／動詞，達到功效。

 蚒大夫佚之狐推薦，非燭之武自薦。
 䕷虲皆言滅鄭無益於秦，有益於晉
蚒舉晉惠公曾背信忘義以抗秦為例，挑起嫌隙
蚲言晉國有攻秦的野心。

 䕷鄭君之自謙詞
虲 「執事」表示不敢直接與秦君說話，必須通
過左右侍從傳話，有尊敬之意
蚒指東行道路上的主人
蚲那個人，指秦穆公。

 䕷虲無婉曲修辭
蚒謙詞用法，無婉曲修辭。

 䕷比喻天下平定之後便遺棄功臣
虲比喻為人真誠篤實，自然能感召人心
蚒比喻極為珍惜自己的事物
蚲比喻事物互相依附存在。

 䕷因果句
蚒誇飾
蚲推測語氣。

 䕷皆音ㄅㄧˋ

虲ㄓˋ ／ㄐㄧˇ

蚒ㄘㄨㄢˊ ／ㄗㄨㄢ

蚲ㄨㄢ／ㄨㄢˋ。
 䕷 中國冬天吹西北風，這是普遍的認知，曹操

沒料到當天竟吹了東南風，這超越了普遍的
觀察或經驗，使舊有的認知失效，此事例最
接近黑天鵝事件
虲 胡屠戶認為范進不可能中舉，但結果出乎意
料，此事件受內心情感影響，與知識無關
蚒 鄭伯是根據形勢做一合理判斷，後來鄭國幸
運躲過一劫，是為鄭伯錯判，與知識無關
蚲 孟嘗君未料受過他恩惠的人會如此感恩，此
亦屬人情的範疇，與知識無關。

 䕷損害／欠缺
虲取代／和順周到

蚒無／暗中的
蚲皆作「憑藉」
蛯皆作「親近、結交」。

 䕷「西席」指家庭教師
虲「追亡逐北」指追逐敗逃的敵人。

 蚒分別駐紮在鄭之南與鄭之北
蚲說明晉乃貪得無厭之流，對秦不利。

 䕷先聖著作曰「經」，後賢解經曰「傳」
虲 「雅」為宴饗樂章，「頌」為祭祀頌贊樂歌
，「風」為民間歌謠，三者皆是《詩經》的
內容。

 䕷為設問之後有答案的「提問」修辭
虲 為「激問」修辭。判讀關鍵「安」，即「豈
」、「難道」之意
蚒 為「激問」修辭。判讀關鍵「其」，即「豈
」、「難道」之意
蚲 為「激問」修辭。判讀關鍵「何厭之有」，
倒裝還原後是「有何厭」，即沒有滿足的時
候
蛯 為沒有答案或答案不確定的「懸問」修辭，
判讀關鍵「耶」。

大同與小康二

䕷　蚒　䕷　䕷　虲　蚲　蚲　蚲

蚲　蚒　蚒蛯　䕷虲蚲蛯　䕷虲蚲蛯　

虲蚒蛯　虲蚲

 䕷皆音ㄈㄣˋ

虲ㄨˋ ／ㄜˋ

蚒ㄍㄨㄢ／ㄐㄧㄣ

蚲ㄍㄨㄢˋ ／ㄍㄨㄢ。
 䕷皆作「修明」
虲皆作「是」
蚒厭惡／不好、壞的
蚲皆作「和」。

 由「陰陽消息」可知第一個缺空為《易經》，由
「歌詠性情」可知第二個缺空為《詩經》，由「
條理節文」可知第三個缺空為《禮經》，由「欣
喜和平」可知最後一個缺空為《樂經》。

 䕷本文係孔子答言偃，暢言大同與小康之論。
 䕷指帝王之位的繼承方式
虲指在位者
蚒乃在說明小康之治。

 蚲屬於小康之治。
 䕷「天下為公」應為「天下是眾人所共有」
虲「外戶不閉」應為「大門不必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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