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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 25 題，每題 4 分 

1.  一部影集描寫：某一時期，外國船隻在恆春半島發生船難，案發

當地居民的背景複雜，包括福佬人、客家人，還有被統治者稱為

「生番」、「熟番」的原住民族，互有往來。該國領事交涉處理船

難時，與政府溝通並不順利。依據史實，從上述內容判斷，該劇

的時代背景最可能是：  

(A)難與恆春人溝通，應是十六世紀明朝尚未治理臺灣時  

(B)有福佬、客家人，當為十七世紀荷人招徠漢人開墾時  

(C)區分「生番」、「熟番」，可知為十八世紀興築土牛溝時  

(D)有外國領事溝通船難，應是十九世紀後期清朝統治時  

 

2.  學者指出：某一朝代最高行政官員的出身，早期是列侯，大多由

開國功臣及其子孫出任首長；中期，在列侯之外，又有外戚與宗

室，同時開始提拔基層文官，升任行政首長；晚期，除少數外戚

外，大多由通曉儒家經書的知識分子擔任中央及地方首長。這個

朝代最可能是：  

(A)漢代：武帝特重儒術，改變任官資格  

(B)唐代：融合胡漢，軍人多能出將入相  

(C)北宋：杜絕軍人兵變，實施科舉取士  

(D)元代：初用色目人，中期漸拔擢漢臣  

 

3.  以下甲、乙、丙三則資料反映歷代外銷的主要商品。  

資料甲：大船有船員數百人，以大商人為負責人，由市舶司發給官

府憑證。船身可達數十丈，貨物以瓷器為多，交互疊放，

沒有多餘空間。  

資料乙：某帝國貴婦們愛用來自東方的絲綢裝扮自己，由於路途

遙遠，陸路運費昂貴，人們須用許多黃金、琥珀和羊毛

來交易絲綢，學者憂心此一風氣不變，恐將使帝國黃金大

量流向東方。  

資料丙：官員認為夷人購買大量茶葉，是因為吃的食物不易消化，

加上千里而來，水土不服，每天必須飲用茶葉等物。我國

只需禁賣茶葉，便能對付夷人。  

以上資料依時代先後排列，應是：  

(A)甲、丙、乙  

(B)乙、甲、丙  

(C)丙、甲、乙  

(D)丙、乙、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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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者指出：臺灣某時期的統治特點是：一、繼續征服原住民，對

恭順者予以招撫，有不歸順者則征討消滅；二、採用屯田制度，

下令士兵在駐紮地，從事土地開墾；三、派遣商船赴琉球、呂宋、

暹羅、巴達維亞等地貿易。學者描述的應是：  

(A)殖民貿易的荷蘭時期  

(B)反清復明的鄭氏時期  

(C)消極治臺的清領時期  

(D)總督統治的日治時期  

 

5.  某展覽說明如下：這個時期的藝術風格，仍是以傳統基督教聖經

故事為表現主題；但是希臘羅馬神話故事，以及用裸體方式表現

眾神與人類之美，再度受到藝術家的重視，而且採用透視法呈現

立體效果。上述的藝術風格最可能屬於哪一時期？  

(A)古典希臘時期  

(B)羅馬帝國時期  

(C)文藝復興時期  

(D)浪漫主義時期  

 

6.  一本簡介基督教會歷史的手冊寫道：「自從這件事情發生後，羅馬

教會這邊稱為『公教』，主要勢力範圍在西歐；東方教會那邊稱為

『正教』，以拜占庭帝國為首；之後，雙方各自拓展了信仰版圖。」

上文中「這件事情」最可能是指：  

(A)四世紀末期羅馬帝國確立基督教為國教  

(B)十一世紀中期東、西方基督教會大分裂  

(C)十三世紀基督教十字軍攻打君士坦丁堡  

(D)十七世紀因信仰衝突爆發「三十年戰爭」  

 

7.  歷史上，東北亞的朝鮮、日本，都曾自許本國文化為「華」，而互

相貶抑對方為「夷」。東南亞的安南亦曾自認是「華夏」，而視鄰

國占城（今越南中部）、盆蠻（今寮國北部）、哀牢（今雲南西部）

等為「蠻夷」。上述此種評價本國與他國文化差異的論述模式，最

可能源自：  

(A)各國命運糾葛交錯，思考方式也類似  

(B)近代歐洲殖民亞洲，帶來人類學理論  

(C)西方宗教傳布亞洲，引進文化高下論  

(D)地處中華文化圈，長期接受儒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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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代臺灣移墾社會開拓日久，家族繁衍，規模擴大，社會上逐漸

出現一種以開臺祖為起點，純粹基於血緣關係的宗族組織。由於

成員均為同一渡臺始祖的後代，彼此有清楚的譜系世代，學者稱

這種宗族組織形成的過程是：  

(A)行郊化  

(B)內地化  

(C)多元化  

(D)在地化  

 

9.  某一時期，美國政府曾將國內部分文化界人士如作家、學者、影視

工作者等列入「黑名單」，甚至懷疑他們是共產黨間諜而加以逮捕

與監禁，嚴重傷害了美國重視自由與人權的國際形象。這個時期

最可能是：  

(A)192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  

(B)1940年代日本偷襲珍珠港  

(C)1950年代美、蘇冷戰對峙  

(D)1970年代越戰後接收難民  

 

10. 某一時期，有一群知識分子，反對盲目相信傳統基督教神學的解

釋，而深信理性思辨才是追求真理、理解世界真相的途徑。他們

希望知識能普及大眾，因此編列知識條目，以大眾可以理解的文

字，撰寫各類知識領域的文章，集結出版成數十卷書冊，成為重

要的參考工具書。這群知識分子最可能是：  

(A)義大利文藝復興時的人文學者  

(B)宗教改革時的喀爾文教派信徒  

(C)科學革命時提出日心說的學者  

(D)啟蒙時期在沙龍聚會的哲士們  

 

11.  學者辜鴻銘出生於英屬馬來亞檳榔嶼，父親是福建人，母親是葡

萄牙人。他幼年旅居歐洲，留學英、德、法，精通多國語言，曾

在中國任官，執教北京大學。一生經歷可用「生在南洋，學在西

洋，娶妻東洋，仕在北洋」形容。當時像辜家這樣到南洋發展的

華人很多，其移居他鄉的時代背景最可能是：  

(A)清中葉起，閩粵地區生活困難，人民移往海外  

(B)英國東印度公司偷渡大量華人到馬來亞種鴉片  

(C)光緒帝百日維新失敗後，保皇黨人往南洋發展  

(D)二十世紀初，北洋政府同意派遣華工支援歐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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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學者指出：因日本對山地及高山原住民的治理政策，日治時期山

區土地獲得「自由」。……於是，資本家開始投入林業、製腦等事

業，導致資本征服了臺灣全土。文中所謂的「自由」最可能是指：  

(A)原住民族可以自由活動   

(B)山區土地歸公及國有化   

(C)國家將土地還給原住民   

(D)資本家自由買賣山林地   

 

13. 一位歐洲人初抵香港，驚艷於城市的繁榮，決定在此發展。之後，

他到臺灣旅行，在某地見到歐洲某國建設的遺跡，想起兩百年前

左右，該國曾與中國人的軍隊在附近海岸作戰，因敗戰而離開此

地。這人最可能是：  

(A)十八世紀中，往噶瑪蘭的法國人  

(B)十八世紀晚期，遊雞籠的荷蘭人  

(C)十九世紀初，在滬尾的西班牙人  

(D)十九世紀下半，到府城的英國人  

 

14. 史料記載：「當地統治者高高在上，擁有八萬大軍，我們先派修士

去說服他，希望他臣服於耶穌基督，他卻勃然大怒，把聖經丟在

地上；我們隱藏在旁邊的騎兵與步兵立刻衝出來，他們從來沒看

過馬匹和槍枝，我們很輕易俘虜了統治者，真是上帝的神蹟。」

史料記載的內容最可能是：  

(A)十一世紀十字軍運動對付穆斯林  

(B)十六世紀西班牙人入侵印加帝國  

(C)十七世紀荷蘭人侵略臺灣原住民  

(D)十九世紀美國要求日本開港通商  

 

15. 某一時期，中國申請恢復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的地位，

尚未有結果。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取代GATT後，中國改申請

加入WTO，當時參與談判的中方代表擔心西方各國不願放棄對中

國的「制裁」，以致進展有限。那時西方對中國制裁的主要原因為

何？  

(A)中國派兵前往朝鮮半島，協助北韓  

(B)文化大革命時期，攻擊外國領事館  

(C)中國發動懲越戰爭，派兵攻打越南  

(D)天安門事件時，武力鎮壓抗爭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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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921年，蔣渭水、林獻堂、蔡培火等人發起組織「臺灣文化協會」，

協會以《臺灣民報》做為宣傳工具，並成立書局和劇團，也舉辦

各種歷史、法律、經濟、衛生等講習會。以下哪些最能表現臺灣

文化協會的歷史意義？  

甲：該協會是臺灣人「非武裝抗日運動」的一種形式  

乙：一開始即接受共產國際支持，推動臺灣獨立革命  

丙：強調臺灣文化的提升，不具臺灣民族主義的意涵  

丁：對臺灣人進行思想啟蒙，以促進民眾的政治覺醒  

戊：協助推動在臺灣設置自治議會，制衡總督府權力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丁戊  

(D)丙丁戊  

 

17. 學者分析「這個時期」的時代特色：從農業發展來看，出現梯田、

新稻種等，是「綠色革命」；從便利大眾的商業網絡來看，形成「商

業革命」；從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來看，出現了「貨幣革命」；從都

市形態、休閒生活的改變來看，又有「城市革命」；從書籍生產、

傳播知識來看，這個時期發生了「資訊革命」；還有所謂火藥、航

海技術完善帶來的「科技革命」。「這個時期」最可能是：  

(A)漢  

(B)唐  

(C)宋  

(D)明  

 

18. 十七世紀，滿清攻下效忠明朝的某地，在其城市樹立一塊紀念石

碑，以頌揚清朝皇帝的功德，此舉令該地人民深感受辱。十九世

紀末，此石碑被追求主權獨立的團體推倒，以表達抗清之意。幾

年後，該地被他國併吞，直至二十世紀中葉才脫離殖民統治，官

員遂將象徵恥辱的石碑沉埋地下。二十一世紀初，該國政府將石

碑列為歷史文物加以保管，以提醒人民勿忘國恥。該地最可能是

歷史上的：  

(A)朝鮮  

(B)臺灣  

(C)琉球  

(D)安南  

 
 

safari-reader://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B0%91%E5%A0%B1


111 年身障生 

大學組歷史 

 

第 6 頁，共 7頁 

19. 某人表示，為提高人民生活水準，解決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

必須控制貨幣發行，不能無限制用於不具生產力的軍隊。因此，

有必要提醒臺灣政府不可以隨意花用印製的鈔票，除非將一定比

例的鈔票用於生產事業。當時設定是百分之五十，也就是必須將

一半以上的鈔票用於生產。此人最可能是：  

(A)1930年代的日本國會議員  

(B)1940年代中國國民黨總裁  

(C)1950年代執行美援的顧問  

(D)1960年代世界銀行調查員  

 

20. 某一時期，西德城市街上群聚許多年輕人，他們遊行並高舉著列

寧、胡志明、切格瓦拉的巨幅照片，大聲抗議西德政府是假民主與

獨裁，也責罵警察是「納粹」。促使這些年輕人上街抗議的原因最

可能是：  

(A)二戰結束之後，德國領土被占領  

(B)受左派思想影響，反戰與反權威  

(C)西德總理在波蘭華沙下跪並道歉  

(D)東德政府建立圍牆，以分隔柏林  

 

21. 東南亞出產的紅木是歐洲紅色染料的主要原料，這項原料貿易長

期由阿拉伯商人掌控。十五世紀中期開始，歐、亞政治局勢劇烈

轉變，導致既有貿易路線受阻。後來葡萄牙人在美洲屬地發現大

片紅木林地，大量砍伐，得以提供歐洲原料。請問「歐、亞政治

局勢劇烈轉變」所指為何？  

(A)基督教十字軍收復耶路撒冷  

(B)跨越歐、亞的蒙古帝國崛起  

(C)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  

(D)鄭成功與荷蘭軍隊武裝衝突  

 

22. 同學撰寫「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專題報告，於結論提出

以下幾項特點，包括：移動是配合殖民地經營政策、主動或被動

介於中日之間、取代華工和華商的角色、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有被

送到澳洲或印度集中營的經歷、在當地留有事業或家產等。根據

上述特點，此專題探究的地區應是：  

(A)南洋  

(B)日本  

(C)滿洲國  

(D)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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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記者到某國採訪時，聽到當地人抱怨說：「哼！小錢可以累積成資

本的道理人人皆知，但是人人都有小錢可以累積嗎？當我們這些

農人、工人被剝削，哪裡還有小錢呢？」另一人說：「拜託趕快停

止跟西方的戰爭！給我土地、給我麵包，我要和平！」這位記者

採訪的時代與地點最可能是：  

(A)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俄國  

(B)1922年法西斯黨革命的義大利  

(C)1950年發生韓戰的北朝鮮地區  

(D)1967年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  

 

24. 一部根據史實改編的歷史戲劇，演員甲一直呼籲周遭的人思考，

說道：「真理是什麼？道德是什麼？誰最適合當統治者？」演員乙

則不斷批評城邦民主制度，台詞甚至有：「治國不應該依照城邦多

數公民的意見，民主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兩位演員不斷對話，

彼此都肯定理性思考的重要性。根據上述，兩位演員扮演的歷史

人物角色最可能是：  

(A)古典希臘時代的哲學家蘇格拉底與柏拉圖  

(B)斯多噶學派的信徒與伊比鳩魯學派的信徒  

(C)啟蒙時期的思想家伏爾泰與學者孟德斯鳩  

(D)法國大革命時的王室成員與國民會議成員  

 

25. 推展臺灣城市文化之旅的團隊，計畫將「城市知名畫家」與「城

市重要歷史事件」相結合，設計參訪的歷史地點。團隊選擇了一

位與某城市密切關連的畫家，依照他的生平經歷，首先安排訪客

參觀畫家在城中的故居；接著散步到公園，探訪畫作中的公園景

象；最後走到火車站前，憑弔畫家因政治事件而在此處被槍決的

人生終點。這個文化之旅選定的畫家及參訪的城市分別是：  

(A)李梅樹；三峽  

(B)黃土水；艋舺  

(C)張大千；臺北  

(D)陳澄波；嘉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