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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 40 題，每題 2.5 分 

1.  寧波商人風聞「某地」失守，糖無法運出銷售，影響寧波糖價，

日升夜漲。後來從上海等地運到蔗糖補充，糖市才逐漸恢復正常。

這種情況最可能是：  
(A) 1850年，太平軍在廣西起事  
(B) 1883年，法軍攻佔越南北圻  
(C) 1895年，日軍攻進臺南府城  
(D) 1900年，八國聯軍攻佔北京  
 

2.  中國古代設置欽天監，觀察天文、推算曆法、以利農時。清代的

欽天監任用許多外國人，例如德意志人湯若望、比利時人南懷仁

與安多等。這些西方人得以在中國欽天監任職的最主要原因是： 
(A)這些傳教士精通西方科學，對校正曆法大有助益  
(B)清朝皇帝不信任漢人，擔心漢人會破壞清代風水  
(C)西方傳教士不懂中文，不會洩漏中國的農業機密  
(D)西方人要學習中國天文曆法，極力爭取這個工作  
 

3.  甲生撰寫小論文時提到：思想家不滿意眾神故事的矛盾與無根

據，他用自然律解釋宇宙的形成與運作，用理性思考取代神祇，

來解釋世間萬物，因此確立理性思維的基礎。根據上述內容，這

篇小論文的標題最可能是：  
(A)希臘哲學的突破  
(B)中國天人感應說  
(C)印度吠陀經釋疑  
(D)波斯善惡二元論  
 

4.  學者指出，十六世紀許多君主常常食用一些特別、罕見的食物，

以顯示自己身分與眾不同，可以稱為「炫耀性消費」。根據這種理

論推想，兼任亞拉岡國王的神聖羅馬帝國皇帝查理五世，最可能

喜歡在雞湯裡加哪一種食物，來凸顯自己的身分？  
(A)糖  (B)鹽  (C)紅酒  (D)橄欖油  
 

5.  1877 年，俄國計畫打通前往地中海的道路，並「解放」巴爾幹半

島的斯拉夫兄弟，因此與某國發生衝突。戰爭持續將近一年，才

簽訂和約，結束戰事。俄國最可能是與何國作戰？  
(A)大英帝國   (B)奧匈帝國  
(C)德意志帝國   (D)鄂圖曼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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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者指出，1850 年代是現代化戰爭的開端，在戰爭中運用了許多

新科技。這些新科技應當包括：  
(A)坦克  (B)騎兵  (C)飛機  (D)火車  
 

7.  埃及是古老的文明，各種文化對「埃及」有不同的稱呼。古代希

臘人稱之為 Aigyptos，羅馬人稱之為 Aegyptus，英語寫成 Egypt。
但宋代以後中國書籍多根據 misr 之音稱之，例如宋代的《諸蕃

志》稱埃及為蜜徐籬，元代稱為密昔兒，明代稱為「米息」或「密

思兒」。中國這種稱呼最可能是根據何者的傳譯？  
(A)漢末引進佛教的中國僧侶  (B)宋代來華的阿拉伯裔商人  
(C)元朝時來華的義大利商旅  (D)明代來華傳教的耶穌會士  
 

8.  1978 年 12 月以後，中共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發展方

針，開始實施經濟改革，但因為 1989 年「六四事件」，內部出現

路線爭議。在此同時，蘇聯領袖戈巴契夫採取的改革措施引發了

蘇聯解體，中共遂猶疑不前。有位政治人物指出：「我們的領導看

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他鄭重警告：「誰

不改革，誰就下臺」。中共乃再次確定改革開放路線。這位政治人

物最可能是：  
(A)美國總統尼克森  (B)中共領導人鄧小平  
(C)中共總書記江澤民  (D)俄羅斯總統葉爾欽  
 

9.  二次大戰後，幾個國家為防止共黨擴張，共同成立一個國際組織，

但參與國家的立場和意見並不相同，例如：美國認為此組織可以

強化美國在此地區的外交政策；英國表示：共產主義是軍事問題，

也是政治問題，不能單靠軍事手段牽制共產黨人；法國則對此組

織沒有太大興趣，這使得此一組織無法對付共黨。之後，當此地

區出現幾個共黨政權後，該組織多個成員國陸續退出，最後該組

織解散。這個組織最可能是：  
(A)國際聯盟   (B)華沙公約組織  
(C)華盛頓公約組織  (D)東南亞公約組織  
 

10.某一時期，新政府緊急頒布「保護人民與國家」的命令，中止部

分公民的言論、出版、結社及公開集會、秘密通訊與居住及財產

權。這種情況最可能發生於何時何地？  
(A) 1918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  
(B) 1933年，希特勒受命組閣後的德國  
(C) 1945年，二戰後美國佔領下的日本  
(D) 1987年，解除戒嚴之後的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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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885 年，中、法兩國因越南問題，訂立條約，包括下列四款規定。

其中，何者對中國在越南的宗主權影響最大？  
(A)越南與中國邊界毗連之境，法國應弭亂安撫，禁其復聚為亂  
(B)中國在邊境設關收稅，法國得設領事，與其他通商各口無異  
(C)中國創辦鐵路時，可向法國業者商辦；但法國並非單獨受益  
(D)畫押後法軍立即退出基隆，一個月內從臺灣、澎湖全行退盡  
 

12. 明代法律規定：如果有人敢擅自建造三桅以上大船，企圖帶違禁

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或是潛通海賊，同謀結聚；或是為其

嚮導、劫掠良民者，正犯處斬，梟首示眾，全家發往邊疆充軍。

這種政策最主要目的是：  
(A)經濟封鎖朝鮮半島  
(B)對阿拉伯商人課稅  
(C)防範沿海盜賊侵擾  
(D)禁止西人貿易朝貢  
 

13. 某地最早為凱爾特人（Celts）居住地，後來許多日耳曼部落遷入

此地，凱爾特人乃另遷他處。此後，此地成為日耳曼部落與羅馬

帝國的交流地區。西元六世紀時，斯拉夫人也遷到此地，帶進斯

拉夫文化。這個地方也因此經常成為民族衝突之地。此地最可能

是：  
(A)東歐的斯洛伐克  
(B)北歐的芬蘭  
(C)南歐的義大利  
(D)南歐的葡萄牙  
 

14. 某一時期，在中國某地的英、美僑民都成了「戰俘」，被監禁在當

地的集中營中。德國與日本在該地的學校，卻經常聯合舉辦童軍

露營或運動會等交流活動。這種情況最可能出現於何時何地？  
(A) 1900年，義和團組織控制之下的北京  
(B) 1914年，日本出兵佔領山東時的青島  
(C) 1936年，日德反共同盟成立時的瀋陽  
(D) 1943年，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後的上海  
 

15. 從臺灣民間信仰發展歷程來看，漢人來臺移墾之初，常會在移居

地供奉來自原鄉信仰的特定神明，與其他地區的信仰有所區別。

下列哪一神明信仰可以反映這種現象？  
(A)土地公  (B)關聖帝君  (C)城隍爺  (D)保生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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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某地的歷史至少有 5500 年，最早為埃及人統治，希臘、波斯及羅

馬都曾統治此地。該地居於重要交通路線之上，商業發達，源源

不斷將東方商品輸入羅馬帝國。後來又為阿拉伯人統治，成為阿

拉伯文化的重鎮。但十三世紀時，遭蒙古軍隊攻破，重要建築毀

於一旦。此地最可能是：  
(A)大馬士革  (B)巴塞隆納  (C)倫敦  (D)亞歷山大港  
 

17. 十七世紀中，歐洲人要模仿一項中國工藝，卻無進展。十八世紀

初，一位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開始研究及記錄這項工藝的生產

過程，並將之傳回歐洲，歐洲人才得以突破困難，掌握這項工藝。

這項中國工藝最可能是指：  
(A)煉鐵技術  (B)製作瓷器  (C)造紙技術  (D)製作火藥  
 

18. 根據 2019 年的相關統計，某國有 11 種官方語言，其居民中大約

有 80.7%為黑人，8.8%為有色人種，7.9%為白人，及 2.6%為亞裔。

在宗教信仰上，大約有 73.2%屬於基督（新）教， 7.4%為天主教

徒，1.7%為伊斯蘭教徒，1.1%為印度教徒，1.7%屬其他信仰，還

有 14.9%無宗教信仰。該國最可能是：  
(A)南非  (B)古巴  (C)印度  (D)以色列  
 

19.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近 30 個非洲及亞洲國家在印尼的萬

隆集會，共有 300 多位代表出席，討論如何保障世界和平等共同

議題。會議中還觸及下列哪一重要議題？  
(A)呼籲工業化國家設法保護臭氧層  
(B)應爭取民族獨立，共同發展經濟  
(C)如何有效禁止某些國家濫捕鯨魚  
(D)如何建立自由的經濟與貿易體系  
 

20. 十六世紀，某帝國成立之後，政府官員以穆斯林為主，使用波斯

語，平民百姓則使用各地的方言，信奉的宗教也不相同。該帝國

維持三百多年，後來因民眾叛變，王朝勢力衰落，最終由英國取

而代之。這個帝國最可能是：  
(A)拜占庭帝國  (B)鄂圖曼帝國  (C)蒙兀兒帝國  (D)阿拉伯帝國  
 

21. 許多紀錄都可以作為研究歷史的材料，但記錄是否正確、執筆者

是否偏頗等，均可能影響到這些資料的價值。學者指出「這種史

料」經常過度美化當事人的經歷與事蹟，使用時必須小心查證。

「這種史料」最可能是指：  
(A)正史  (B)年鑑  (C)墓誌銘  (D)筆記小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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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俄國圖書館裡有一批十七世紀的法國圖書，相當珍貴。根據記載，

這些書籍原本收藏在巴黎一座修道院中，因為當地發生動亂，俄

國駐法使節特別購買，私下運回俄國。這個動亂最可能是：  
(A)英法百年戰爭  (B)歐洲爆發瘟疫  
(C)法國大革命   (D)第一次世界大戰  
 

23. 一位官員認為：臺灣移民都是丁壯力農，無妻室，無老耆幼稚，

所以一莊之內，有家室者百不得一。因此，建議政府規定：欲赴

臺耕種者，必須攜帶家眷，才可以核發渡臺許可，以便編甲、安

插、管理。如果已經到臺灣的人，在內地有家屬者，應同意他們

回家搬眷。這位官員最可能是針對清廷哪項政策而提出建議？  
(A)渡臺禁令  (B)海禁遷界  (C)劃界封山  (D)正口對渡  
 

24. 某一政治團體公布其基本任務：要保證這個由工人和農民建立的

民主專政政權在全中國勝利；要實現土地國有；要推翻與外國帝

國主義者簽訂的不平等條約；並確認蘇聯是其堅定的同盟。這個

政治團體最可能是：  
(A) 1917年由孫中山成立的軍政府  
(B) 1931年由中共成立的中華蘇維埃  
(C) 1932年由日本扶持的滿洲國  
(D) 1940年由汪兆銘主政的國民政府  
 

25. 一群貴族和騎士呼喊著宗教口號，向東前進。他們沿路忍受飢餓、

疾病，終於抵達目的地，卻在佔領城池之後，屠殺城內居民，基

督徒、伊斯蘭教徒都無法倖免。他們雖然建立國家，但終究因路

途遙遠，運補困難，無法長期防守。這最可能是何時何地的情況？  
(A)八世紀末查理大帝攻打東歐  
(B)十一世紀末十字軍攻打西亞  
(C)十三世紀英格蘭攻打法蘭西  
(D)十六世紀德意志的宗教衝突  
 

26.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軍不斷轟炸臺灣，除了港口、機場之外，

製糖廠也是重要的轟炸目標，高雄、屏東、嘉義、彰化及花蓮等

地的糖廠無一倖免。美軍轟炸糖廠的最主要目的是：  
(A)避免日本將蔗糖運銷到國際市場，賺取外匯  
(B)避免臺灣糖廠提供其在太平洋戰區部隊軍糧  
(C)摧毀日本利用甘蔗製造酒精成為戰時的燃料  
(D)摧毀日本國內蔗糖供應，打擊其戰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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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十七世紀初陳第〈東番記〉對臺灣鹿的記載是「千百成群」、「鏢

發命中，獲若丘陵」、「窮年捕鹿，鹿亦不竭」等；但到了 1639 年，

荷蘭大員長官公告日後捕鹿只能到 3 月底，因為 4、 5 月，母鹿

已生小鹿；到 1643 年更規定，除公司人員外，所有捕鹿人皆需長

官的許可證。大約三十年的光景，鹿的數量減少許多，造成鹿群

數量急遽減少最可能的原因為何？  
(A)原住民有出草獵鹿的傳統  
(B)中藥材對鹿茸的需求龐大  
(C)鹿肉是漢人主要肉食來源  
(D)荷蘭與日本進行鹿皮貿易  
 

28. 一位學者認為：「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

固不能免。然場屋（考場）之得失，顧（只是）其技與有司好惡

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他進一步指出：如果只

以此相尚，不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卻與聖賢

之道背而馳矣。這位學者最可能是：  
(A)唐代文學家，主張尊重自然  
(B)宋代理學家，強調義利高下  
(C)元代戲曲家，彰顯民族大義  
(D)清代訓詁家，講求經典考證  
 

29. 某國自十八世紀以後，採行擴張政策，勢力範圍不斷擴大。 1921
年時，其領域約佔地表 22.6%，領域內的人口約佔世界人口的

20%。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殖民帝國主義面臨挑戰，該國也

喪失許多領地，國力大幅減弱。該國最可能是：  
(A)日本  (B)美國  (C)英國  (D)德國  
 

30. 幾位臺灣的結首致力從事公益救濟，例如組織群眾，簽訂契約，

要大家共同出錢，購買土地，將這塊土地的收成用於建廟，以祭

祀無人收埋的骸骨。所建的廟最可能是：  
(A)三山國王廟  (B)天后宮  (C)開漳聖王廟  (D)萬善祠  
 

31. 某書以 1948 年的柏林危機、1950 年的韓戰、1958 年的八二三砲

戰及 1962 年的古巴飛彈危機作為主要的討論內容。這本書的主

題最可能是：  
(A)冷戰時期的對峙  (B)殖民地解放運動  
(C)東西文明的衝突  (D)國際組織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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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一位皇帝指出，歷史上，許多朝代或因封建，或因外患，或因權

臣，或因外戚，或因女主而導致滅亡，他自信，我朝自建國以來，

從沒有過這些情形。但學者認為：這位皇帝不僅頻繁用兵，也信

任佞臣，導致許多官員貪汙、腐敗，埋下禍因。這位皇帝最可能

是：  
(A)唐太宗  (B)宋太祖  (C)明神宗  (D)清高宗  
 

33. 亞洲某地區的居民原本多信奉佛教、印度教，十三世紀時改信伊

斯蘭教；十六世紀時，不僅人口稠密，經濟發達，文化也非常昌

盛；十九世紀以後，卻淪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直到 1947 年才脫

離殖民者的統治，與其他地方共同建立國家。但因其國境不相連，

問題頗多，而於 1971 年宣布獨自建立「新國家」，卻引發戰爭，

造成政治與經濟不安，直到近年才見好轉，經濟也得以迅速發展。

這個「新國家」是：  
(A)印尼  (B)孟加拉  (C)菲律賓  (D)新加坡  
 

34. 邊塞傳來鄰國入寇的消息，皇帝依例指派文官為主帥，率領臨時

任命的武將迎敵，並特別交代，主帥必須按照皇帝擬定的陣圖、

計畫作戰。此事最可能發生在：  
(A)西漢時期，匈奴入塞  (B)隋唐時期，突厥入寇  
(C)北宋時期，契丹進犯  (D)清朝初年，蒙古叛亂  
 

35. 兩位日本人討論時局，甲向乙說：「短刀比起長刀方便好用」。不

久，甲又說「現在短槍的威力大，比刀有過之」。等到乙買了短槍，

甲卻勸乙好好研究《萬國公法》 (國際法原理 )，認為槍可殺敵，

《萬國公法》卻可以救國。這兩位日本人最可能是：  
(A)十六世紀中國沿海的海盜  
(B)十七世紀主張鎖國的官員  
(C)十八世紀幕府將軍的策士  
(D)十九世紀主張尊王的武士  
 

36. 2009 年，政府指定／登錄某件作品為國寶文物，其理由如下：「本

作品為臺灣近代美術標竿之作，具重要歷史意義；浮雕畫面呈現

南方亞熱帶風情，反映當時臺灣農村美意識之藝術成就，為臺灣

美術史上難得的稀有題材；雕塑之水牛群像與蕉園背景，均是臺

灣時空之代表物象，刻劃出臺灣特質景象；此件作品充分表現臺

灣特殊風情，構圖完整，層次分明、表情生動，確屬佳作。」這

件作品的創作者應是：  
(A)陳澄波  (B)張大千  (C)李梅樹  (D)黃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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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某部文學作品滙集許多來自波斯、印度等地的民間故事，也描繪

阿拔斯王朝在巴格達等地的生活情景。故事中常出現來自各地的

華麗衣飾用品，反映當時伊斯蘭世界的富庶和多元景象。這部作

品最可能是：  
(A)十日談  
(B)伊索寓言  
(C)天方夜譚  
(D)馬可波羅遊記  
 

38. 一位官員批評當朝皇帝，表面上獎勵儒學，以儒學取士，卻連年

對北方遊牧民族發動戰爭，不顧民生疾苦，儒學只是用來包裝他

的欲望而已。這位官員批評的皇帝最可能是：  
(A)漢高祖  
(B)漢武帝  
(C)新朝王莽  
(D)漢光武帝  
 

39. 有人記載：航行前往歐洲途中，先進入紅海，再進入新近開鑿的

運河，此為法國人雷賽布斯鑿通歐羅巴、阿非利加兩洲相連處為

河，以通舟楫者也。自亞細亞至歐羅巴，省卻水程二萬餘里，厥

功偉矣。此人最可能是：  
(A)十三世紀末，離開中國返回歐洲的義大利商人  
(B)十五世紀初，隨同鄭和艦隊出海的中國翻譯官  
(C)十九世紀末，奉派出使英國與法國的中國公使  
(D)二十世紀中葉，前往俄羅斯留學的中國留學生  
 

40. 明代一本介紹西湖風土民情的書記載：宋代都城遷到杭州之後，

許多原本居住在中原的「西域夷人」也多跟著政府南移。這些人

因為飲食、信仰及婚姻的方便，多群聚而居。元代時，有許多「西

域夷人」進入中國，多選擇前往杭州等「西域夷人」聚集之處，

除了生活便利外，政府也易於管理。上述的「西域夷人」最可能

是：  
(A)來自中亞的穆斯林  
(B)南亞來的印度教徒  
(C)歐洲遷來的基督徒  
(D)西亞地區的佛教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