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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 25題。 

說明：第 1題至第 25題，每題 4分。 

1.  學者指出，東亞人群移動促進文化交流，也意外保存其他國家散

佚的史料。例如，甲國仿效中國的律令制度，進行大規模政治改

革，開始建立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因此，該國的古代法典條文

中保留了中國的律令內容。反觀中國中古時期的部分法典，歷經

後代的增刪而無法見其原貌。甲國最可能是：  

(A)安南  

(B)呂宋  

(C)日本  

(D)琉球  

 

2.  1960年代中，一位美國學者表示：即使該地的政治情況再糟糕，

我們仍需要該地。當地沒有共產黨，我們政府可以取得有關中國

的情報，了解中國軍事部署。我們的學術界還可以到當地學習語

言、認識漢文化，研究中國，當地人也傾向西方政治與文化，這

正是我們需要的盟友。這位學者所說的「該地」最可能是：  

(A)香港  

(B)南韓  

(C)澳門  

(D)臺灣  

 

3.  中亞吉爾吉斯與哈薩克地區的「東干族」自稱為「回族」。學者指

出：他們祖先於十九世紀中才遷居中亞，自認與中國回族同源，

「東干族」只是別人對他們的稱呼。移民之初，他們如果想返回

中國探訪親友，往往要提早數年開始整理辮髮，以避免回到中國

後引人注意。他們使用的語言與中文相通，保留西北地區發音特

點，其飲食和服飾也與中國西北地區類似。中亞出現東干族群的

原因最可能是：  

(A)中俄簽訂條約劃界，將其居住地劃入中亞境內  

(B)清中葉陝甘地區發生種族衝突，族人因此西遷  

(C)清廷在新疆設省，加強管理，導致該民族遷移  

(D)清末俄國圖謀外蒙古，強迫當地居民遷往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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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職方外紀》是義大利傳教士艾儒略（ 1582-1649）於 1623年編譯

而成的書籍，介紹世界歷史與地理。書中記載：甲國人自古虔奉

天主聖教，善遠遊海上，曾有繞大地一周者。又說天下萬國，領

土相連一處者，中國為最大；甲國的疆域則遍跨各地，若計算分

散於各地者，則以此國領土為最多。「甲國」最可能是：  

(A)英格蘭  

(B)法蘭西  

(C)西班牙  

(D)德意志  

 

5.  某位同學撰寫研究報告時，主要使用《大正四年（ 1915）臺灣南

部匪徒討伐警察隊記念》、《臺灣匪亂小史》（ 1920年出版）及《臺

灣匪誌》（ 1924年出版）。這位同學研究的主題最可能是：  

(A)余清芳在西來庵事件中的角色  

(B)林獻堂與臺灣文化協會的運作  

(C)莫那魯道在霧社事件後的遭遇  

(D)謝雪紅與臺共、日共間的關係  

 

6.  學者指出：清代臺灣的地方鄉紳熱心公益、救濟貧苦，頗受人民

敬重。地方官員若得鄉紳支持，有助於地方控制，鄉紳也因而擁

有一定的政策建言之權。日本統治臺灣後，雖仍拉攏鄉紳，但是

鄉紳對社會的影響力已不如從前。總督府為加強對地方控制，便

採用「某項作法」。該項作法最可能是：  

(A)推動國語運動  

(B)獎勵皇民奉公  

(C)辦理人口普查  

(D)實施保甲制度  

 

7.  某一時期中，美國政府對聯邦體系有新的規劃，引起許多人士反

對。他們指出：除了自由白人以外，我們不該將任何其他種族納

入聯邦體系。現在我們將要把墨西哥納入聯邦，必然製造先例，

以後，是不是也讓印地安人加入聯邦？我們反對這種聯邦，我們

的聯邦政府是一個白人政府。我們的使命是要廣泛傳播文明與宗

教自由，使之遍及全世界，我們相信，兼併政策是一種錯誤。根

據上文，這些人士反對的最可能是：  

(A)十八世紀中，美國計畫聯合印地安人以對抗英國  

(B)十九世紀中，美國要向外擴張，計畫併吞墨西哥  

(C)十九世紀末，美國向太平洋發展，先併吞夏威夷  

(D)十九世紀末，美國發動美西戰爭，以取得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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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某地出現一座新城市，融合古羅馬與伊斯蘭文化的特色，修築了
公共澡堂、鑄幣廠、引水道、清真寺等公共設施。這裡是行政與
軍事中心，也是許多阿拉伯工藝和技術的集中之處，吸引歐洲工
匠前往學習鑄劍、煉鐵及醫療等技術。城中居民還有猶太人，他
們對城市的發展也貢獻良多。這座城市最可能出現於何時何地？  

(A)八世紀的巴勒斯坦  

(B)九世紀的西亞地區  

(C)十世紀的伊比利半島  

(D)十二世紀的東歐地區  
 

9.  十七世紀上半葉，有人希望與中國貿易，未果，因而建議：我們
應當如何在中國開展貿易？西班牙人企圖在中國建立貿易據點，
曾侵擾中國沿海與陸地數年；葡萄牙人同樣以武力侵擾，終於與
中國達成協議，取得澳門。我們也應當參考他們的作法，先砲轟
中國沿海，然後攻城掠地，讓中國人了解我們的需求。此人的身
分最可能是：  

(A)荷蘭東印度公司官員  

(B)英國東印度公司總督  

(C)美國黑船艦隊的司令  

(D)日本德川幕府的策士  
 

10. 1828年，馬來西亞檳榔嶼的廣東、福建等地移民共同出資，建立義
塚，立碑紀念。碑文記載，此係由廣東省暨福建省汀州府、漳州府
詔安縣共同捐資購建。這批福建漳州詔安移民並未與漳州其他同
鄉合作，反而與粵東地區的移民合作，我們如何理解這種情況？  

(A)詔安與粵東移民都抱持反清復明的信念  

(B)廣東移民為了壯大聲勢，拉攏新到移民  

(C)這些人因為同姓的關係，建構同宗認同  

(D)這批詔安移民的語言、文化與粵東相近  
 

11.  學者指出，宋代士人常將夏、商、周視為政治理想時代，也熱衷於
收藏該時期的文物。北宋中期，在陝西任官的士大夫大量收集當
地出土的青銅器，對於這些陝西出土的文物，他們會以如實描繪
其外觀、製成圖錄等方式，與其他士人分享及交流，希望從而能
「觀其器，誦其言，形容髣髴（仿佛）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
矣。」此處的「以追三代之遺風」，最主要是指哪一時期的文物？  

(A)夏朝  

(B)商朝  

(C)西周  

(D)東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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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某一時期，某地一所五年制的學校規定：三年級以上學生必須學
習商事基礎、簿記、商業法規；四年級必須從泰語、馬來語、荷
蘭語、西班牙語及英語中選擇一種語言學習；五年級則學習國際
金融、貿易經營與熱帶產業等科目。這所學校最可能是：  

(A)1898年創立的京師大學堂  

(B)1937年創立的高雄商業學校  

(C)1941年改制的臺南安平國民學校  

(D)1968年改制的臺北商業專科學校  
 

13. 學者指出：文明的發展是長期演進的過程，往往歷經數百年，才
能看出其中的變化；而經由個人和社會之間的互動，才會積累出
一定的文明。以飲食文化為例，文藝復興以後，「宮廷」逐漸發展
出特定的飲食禮節；到了十八世紀以後，許多「下層階級」開始
學習這種宮廷禮節，模仿貴族或王室的生活方式，包括飲食的內
容與舉止行為。這位學者所稱的「下層階級」最可能是：  

(A)城居市民  

(B)教士階級  

(C)猶太族群  

(D)騎士階級  
 

14. 十九世紀中葉，有人寫詩抒發心情，他指出：「無人拓殖不居功，
動輒刀槍奮起戎。利益均沾天地義，強爭惡奪是歪風。」而這些
強爭惡奪的起因竟然只是「因牛、為水芝麻釁」，但是「一鬥經年
血漲河」，最後他嘆道：「起止紛爭數十年，時停時作互牽連。腥
汙血染開疆史，斲喪精英笑失筌」。這人喟嘆的原因最可能是：  

(A)西方商社來臺購買茶葉，引發中外衝突  

(B)臺灣原住民與漢人為開採樟腦而起糾紛  

(C)日本因琉球居民被殺事件發兵攻打臺灣  

(D)臺灣許多地方因爭奪利益引發族群械鬥  
 

15. 某國一向忠於明朝，多次拒絕清太祖努爾哈赤所提的結盟之議。
該國在明朝滅亡後，更準備聯合鄭成功等人，出兵攻打清王朝，
後因形勢演變而被迫放棄。該國表面降清，私下仍用明朝「崇禎」
年號，在該國國王去世後，也不使用清朝所賜的諡號。該國還收
留明朝的遺民，同意他們參加科舉考試，編修史書，祭祀明朝皇
帝。「某國」最可能是：  

(A)朝鮮  

(B)暹羅  

(C)琉球  

(D)呂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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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晚清官員針對時局，曾建言：「洋面既派兵輪分駐，即不可不設電

線以通消息。……即以目前而論，越南情形，每藉各國新聞紙以

為耳目。今年朝鮮之變，非由日本發來電信，中國尚不得知。軍

情緊急，日夕萬狀，郵傳迂緩，既恐有誤機宜，藉助外人，事體

更多窒礙，自不如招雇洋匠，自行安設之為愈。……似宜推廣各

省海口，凡兵船寄椗之處，一律開辦。廣東瓊州之線逕達越南，

奉天旅順之線逕達朝鮮，……，遇有警報，瞬息可至。」文中認

為應該在各省海口推廣的設施是：  

(A)電報系統  

(B)郵政系統  

(C)報紙新聞  

(D)鐵路系統  

 

17. 近代學者對於德意志帝國的「統一」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拿

破崙戰爭之後，德意志民族重新檢討，因而提倡民族主義， 1870

年代德意志帝國的成立，正是這種主張的「開花結果」。但也有學

者持不同看法，他們認為：所謂的「民族主義開花結果」，其實是

普魯士對原本神聖羅馬帝國境內「非普魯士」地區的不斷擴張，

並首先攻擊一個競爭對手，認為這個對手的「德意志」元素不夠

純正，必須加以排除，才能實現「德意志帝國」。這個「競爭對手」

最可能是：  

(A)法國  

(B)英國  

(C)俄國  

(D)奧地利  

 

18. 今日法國原為高盧人的居住地，後來被羅馬征服。五世紀時，法

蘭克人擊潰羅馬帝國，入主高盧，成為新統治者。十八世紀時，

許多法國貴族自認是法蘭克人的後代，而平民則是高盧人的後代，

因此，貴族應當掌握統治權。法國大革命時，支持革命者應如何

反駁這種說法？  

(A)法蘭克人是外族，應返回其老家，把法國還給本地高盧人  

(B)願意支持革命理念、接受新共和的法律者，都是法國公民  

(C)如果征服者就有權統治法國，羅馬更有統治法國的正當性  

(D)法蘭克民族人數少，早已被高盧人同化，並無法蘭克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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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十五世紀末期，一位葡萄牙艦長記載他率領四艘船艦抵達某地後

的情景，他提到：當地居民體型矮小、膚色較深。一位穆斯林為

其翻譯，帶領他拜見當地的國君，也參觀當地「教堂」，他看到「教

堂」壁畫中有許多「四至五條手臂的聖徒」，後來因穆斯林阻擾，

他未購得足夠香料就離開了。根據上文，「某地」最可能是：  

(A)地中海西邊古城  

(B)中美洲東岸城市  

(C)印度西岸的港口  

(D)中國南方的商港  

 

20. 有位將領建議：賊兵不滿數萬，戰船不過數百，領導人智勇俱無。

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咽喉，賊勢立絀；倘復負（險）固（守），則

我們用重師封鎖港口，再以奇兵分襲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賊

兵一分則力薄，要合起來仍是形勢窘迫，力量衰竭，要平定臺灣，

指日可待。這種情況最可能是：  

(A)鄭成功籌畫攻打臺灣  

(B)施琅獻計以收復臺灣  

(C)李仙得倡議日本攻臺  

(D)孤拔率法軍攻打臺灣  

 

21. 二十世紀初，西方人來到中國掠取珍貴文獻進行研究，引起世人

關注。與此同時，中國學者也發展出新的研究方向，重新認識古

代中國的歷史。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學者根據「資料」中有關天

文、曆法的記錄，完成「殷曆譜」，重建殷商年代，讓世人對殷商

時期有更多的認識。上文中，學者根據的「資料」最可能是指： 

(A)西方的天文新知  

(B)古代的儒家經典  

(C)出土的木簡帛書  

(D)出土的甲骨文字  

 

22. 有段口述訪問談到二十世紀東亞某地人民的戰地經驗：「你還是

照常過自己的生活……不過那個時候我們都很會聽砲彈的聲音，

我們只要聽見聲音，就能知道自己會不會被打中，或砲彈會飛去

哪裡。」經過持續多年的砲擊，躲防空洞已成為當地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此人最可能生活於何時何地？  

(A)1920年代的青島  

(B)1930年代的瀋陽  

(C)1940年代的東京  

(D)1960年代的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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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聯合國大會在 1980年代曾多次討論禁用核武與生化武器；當時也

提出「各國有權依據其國民之自由意志，選擇國家的經濟與社會

體系，其他國家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干擾」的議案。但是投票表決

時，遭到某個共產國家的否決，當時該國自認擁有軍事優勢，意

圖在國際上推展共產主義，甚至掌控全球。但實際上到了 1980年

代末期，該國國力衰頹之勢已難挽回。這個國家是：  

(A)蘇聯  

(B)東德  

(C)北韓  

(D)中國  

 

24. 古代中國政府針對土地兼併問題，往往從井田制度尋找改革的靈

感，例如隋唐實施的「均田制」，由官府授田，鼓勵開墾，以裁抑

兼併，增加稅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明代張居正面對土地兼

併嚴重、財政短缺的情況，其改革方向則著眼於整頓財政，致力

於「清丈田糧」，即清查隱匿或逃避的田賦，以增加國家稅收。這

種改革與「均田制」最大的不同是：  

(A)不過問種族性別，一律清查土地使用權  

(B)先清查土地，後依階級身分定不同稅率  

(C)清查應繳賦稅數目，不限土地擁有數量  

(D)由宦官負責清查全國土地及田賦的任務  

 

25. 教宗尼古拉五世（ 1397-1455）於 1447年任職起，積極支持各種文

藝活動，包括興建梵蒂岡圖書館、支持藝術與學術活動，並計畫

整理羅馬市容，修繕老教堂，起造城堡，還擴建了教宗的宮殿。

這些活動都需要大量的金錢，遠超過當時梵蒂岡的財政能力。為

此教宗想到了擴張財源的方法，順利的籌募許多款項。教宗的方

法最可能是：  

(A)呼籲各國政府認捐一定比例的援助  

(B)發售贖罪券，鼓勵民眾購買以贖罪  

(C)聯合鄂圖曼商人，以擴大商業利益  

(D)主張猶太平權以鼓勵猶太商人捐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