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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 25題。 

說明：第 1題至第 25題，每題 4分。 

1.  某一時期，中國有一座城市，周圍由城牆環繞成不規則形狀。城

內商店主要分布在城南區域，有販賣國內商品與來自外國的香料、

象牙、珊瑚、靛青等商品，且有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穿梭

在街上，並隨處可見沿街叫賣的推車小販。入夜後，城內的商業

活動依然熱鬧。這座城市最可能是：  

(A)漢代洛陽   

(B)唐代長安   

(C)宋代泉州   

(D)明代寧波  

 

2.  歐洲人在亞、非地區推動殖民政策時，為節省人力，往往採用「包

稅制」，商人可競標當地的稅收權。得標者可以在該地收稅，收取

佣金。例如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推行的贌社制度，便是公開標

售各地收稅權。東印度公司邀請商人競標，以出標金較高者得標，

承包一年的收稅工作，而標金則是依據「某項物資」來計算。「某

項物資」最可能是：  

(A)鹿皮  

(B)蔗糖  

(C)稻米  

(D)樟腦  

 

3.  學者研究某時期某地區的農村生活，整理出下列幾點：農民辛勤

從事農業生產，耕種著不屬於自己的土地。地主提供耕作所需之

物品及馬匹，村中有作坊、烤爐可供租用。農民出嫁女兒時，要

支付地主補償金。農民附著於土地，沒有地主的同意，不能隨意

離開。農民生活雖然艱苦，但有一定的保障。上述情況最可能出

現於：  

(A)春秋時期的華北  

(B)羅馬時期的南歐  

(C)中世紀時的西歐  

(D)明清時期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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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810、20年代，某一地區接連出現新興國家，這些國家雖然不再

是殖民帝國的一部分，但它們的脆弱卻讓其他強權國家有可乘之

機，無須採取併吞策略也能遂行己意。直到二十世紀中期之後，

該地區的反西方「革命」浪潮才迅速發展。這個地區最可能是： 

(A)中非   

(B)東南亞   

(C)中南半島   

(D)拉丁美洲  

 

5.  在一場長期的軍事對抗中，臺灣遭受嚴重的戰爭破壞。根據統計，

全臺灣有五千多人遭空襲炸死、有四百多人失蹤、輕重傷近九千

人，而受到戰火直接波及，造成財物損失者近三十萬人。這項軍

事行動最可能是：  

(A)中法戰爭，法國出兵攻打臺灣  

(B)甲午戰後，日軍武力接收臺灣  

(C)二次大戰末期，美軍轟炸臺灣  

(D)八二三砲戰時，中共武力逼臺  

 

6.  某一地區為滿足基礎教育的需求，在各地寺廟成立學校，傳授基

礎教育，內容包括：基礎識字用的「千字文」；年紀較長的學生以

「四書五經」等儒學教材為主，還需背誦「唐詩選」。十七世紀時，

因工商發展，需要更多能讀書識字之人，因此，這種基礎教育機

構便在各地推廣。直到 1870年代初，由於政府推動新學制，這類

機構才逐漸消失。上述地區最可能是：  

(A)朝鮮  

(B)日本  

(C)香港  

(D)臺灣  

 

7.  十七世紀時，有一派財經官僚主張：天下的財富總額不變，而財

富的象徵就是金銀貴重金屬。因此，要累積國家財富，就要靠出

口貿易賺取他國金銀；或是減少進口以避免本國金銀流出。這是

哪種經濟主張？  

(A)重商主義  

(B)共產主義  

(C)自由主義  

(D)重農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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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世紀後期，西歐出現許多學術機構，研究各種天文、地理、化

學等專門知識。許多學者為了追求當時最先進的知識，必須學習

一種語言，才能了解古希臘、羅馬及印度的重要典籍。這種語言

最可能是：  

(A)古波斯語  

(B)古埃及文  

(C)希伯來文  

(D)阿拉伯文  

 

9.  某地曾經有由洋商成立的洋行，經營進出口業務。進口的商品有

火柴、煤油、棉紗與鴉片等；出口的商品包括肉品、蔗糖、香料、

皮革與茶葉等。此外，洋行還招募許多工人，運至蘇門答臘、爪

哇等地的果園與農場中工作。這最可能是何時何地的景象？  

(A)1800年代，香港  

(B)1830年代，江蘇  

(C)1850年代，臺灣  

(D)1890年代，廣東  

 

10. 某一時期，咖啡屋成為人群聚集之地，當時男士們戴著假髮喝咖

啡、社交應酬與交換訊息。例如，他們討論著：本國人民在北美

洲殖民地狀況、本國東印度公司在北美銷售茶葉的可能性、非洲

奴隸在美洲市場的價格變動，以及貿易敵國在亞洲的活動等。這

最可能是何時何地的景象？  

(A)十六世紀的海牙     

(B)十七世紀的巴黎       

(C)十八世紀的倫敦      

(D)十九世紀的紐約  

 

11.  1913年 3月，臺灣總督府官員率領一支包括原住民嚮導與漢人隘

勇近三百人的「探險隊」，前往山區，觀測立霧溪上游。因為遇上

嚴寒，導致同行八十餘人凍死、數十人失蹤，是臺灣歷史上最嚴

重的山難之一。 1914年，臺灣總督府動員軍、警數千餘人，徵調

挑夫與雜役萬餘人，開入山區。這個行動的目標最可能是：  

(A)設置隘勇線，防止各原住民族爭奪獵場，擾亂治安  

(B)攻打太魯閣地區原住民，以便於日後開發東部資源  

(C)劃定數個實驗林區，供日本大學研究發展熱帶林業  

(D)阻止英美各國商社直接前往山區採購各種農林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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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明太祖要求後人不要輕啟戰端，特別列舉「不征諸夷」。在這些不

出兵征討的國家中，明太祖認為：朝鮮國內政局不穩，二十餘年

內殺掉四位君主，必須謹慎觀察。日本國名義上雖常來朝覲，但

頗為狡詐，暗通奸臣圖謀不軌，應斷絕往來。倒是「甲國」經常

朝貢，他們的王子及大臣之子都會進入太學讀書，我國也甚為禮

遇之。「甲國」最可能是：  

(A)琉球  

(B)爪哇  

(C)呂宋  

(D)蘇門答臘  

 

13. 中國歷來重視科舉考試，考中舉人能享特殊待遇，榮耀家族。但

學者在《四川通志》有關明代舉人記載中查詢某姓時，卻查無該

姓舉人；又根據該書記載，該姓在明代並未列入四川五十個大姓

之中。然時至今日，該姓氏已占四川人口約 15%，成為四川十大

姓之一。下列有關明代查無該姓中舉記錄的推論，何者最合理？  

(A)該姓氏可能源於罪犯家屬，不得參與朝廷的科舉考試  

(B)該姓氏應當來自邊疆少數民族，故不得參加科舉考試  

(C)該姓氏應為元代遺民，拒絕參加明朝政府的科舉考試  

(D)該姓氏應當是清初才移入四川，故缺乏明代相關紀錄  

 

14. 一位政治人物主張：政府的統治權是透過合法方式獲得多數人民

授權，而人民為本身利益也願意自動合作。若政府未獲多數人民

授權，也不代表多數人民利益，甚至施行暴政，人民就不應與之

合作。不過，他呼籲參與者要以和平消極方法進行抵抗，但絕不

妥協，使暴政無計可施。這位政治人物最可能是：  

(A)列寧   

(B)華盛頓  

(C)孫中山  

(D)甘地  

 

15. 某一事件爆發時，許多人向統治當局提出一些要求，包括：縣市

長實施民選、公營事業由本省人擔任主管、撤銷專賣局與貿易局、

警備司令部應撤消以免軍權濫用、無條件釋放本省人之戰犯及漢

奸嫌疑者等。這種情況最可能發生於何時？  

(A)1936年，臺灣總督府預備實施戰時體制  

(B)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人民的政治訴求  

(C)1958年，臺海危機時政府加強社會控制  

(D)1979年，美麗島事件時黨外人士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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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某一時期，專家為調查臺灣農村樣貌，訪視了 16個鄉鎮中的 1,176

戶農家，完成一份名為「目前臺灣農村問題」報告。報告分析：

在 268名農事小組長中，有一半兼任村長，有 170人為自耕農。另

579名鄉鎮代表中，自耕農占 38%，非從事農業者占 36%，佃農占

19%，地主則占 7%。根據這項資料，我們可以判斷這份調查反映

的時代背景應當是：  

(A)1920年代，總督府推動內地延長主義時  

(B)1930年代，總督府辦理街庄協議會選舉  

(C)1950年代，政府推動土地改革政策時期  

(D)1980年代，政府取消臺灣省戒嚴令之際  

 

17. 1950、60年代，毛澤東在中國掀起一場狂熱的運動，認為只要充

分利用「中國的優勢」，就可帶領中國全速前進。他決定拋棄單純

強調工業生產的蘇聯模式，轉而採取「兩條腿走路」的方式，動

員無數農民參與，推動農、工業雙重轉型，以改變中國落後的經

濟面貌，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但最終這場運動成為中國歷史上

最大的一場浩劫，導致數千萬人死亡。文中「中國的優勢」是指：  

(A)科技的創新   

(B)充沛的人力  

(C)蘇聯的領導   

(D)儒家的傳統  

 

18. 一位美國總統在國家遭受攻擊時，於國會發表演說：無論我們需

要耗費多少時間來應對這個處心積慮的侵略行動，我們正義在手，

必會獲得全面勝利。我們不僅要確保最大程度的安全，還要確保

此類不義行徑再也不會傷害我們。我請求國會宣布，我國和他們

已經處於戰爭狀態。上述情景最可能是：  

(A)南北戰爭爆發後，林肯總統宣布與南方各州作戰  

(B)義和團事變爆發後，麥金利總統對大清帝國宣戰  

(C)珍珠港事變爆發後，羅斯福總統對日本正式宣戰  

(D)韓戰爆發之後，杜魯門總統派兵到朝鮮半島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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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某地一座廟宇建於乾隆年間，附近是泉州商人買賣茶葉的交易地

點。泉郊、北郊商人往往在廟中議事、解決糾紛。 1853年，同樣

來自泉州的同安移民與三邑移民發生衝突，是為「頂下郊拚」，三

邑移民以此廟宇為大本營，與同安移民對峙。後來，這座廟宇歷

經天災戰禍而受損，1953年，當地仕紳發動重修，至今香火仍盛。

這座廟宇最可能是：  

(A)臺南城隍廟    

(B)艋舺龍山寺  

(C)新竹義民廟    

(D)北港天后宮  

 

20. 十九世紀末葉，甲國發生動亂，乙國應甲國請求出兵代為平亂。

丙國得知乙國出兵的消息，也派兵前往甲國，但乙國認為丙國派

兵之舉並不恰當。丙國則對乙國表示：我國並未承認甲國為貴國

藩屬，派兵甲國係根據條約。亂事平定後，丙國拒絕撤兵，導致

後來丙國與乙國發生戰爭。文中甲、乙、丙分別是：  

(A)甲：日本；乙：中國；丙：英國   

(B)甲：琉球；乙：日本；丙：美國  

(C)甲：朝鮮；乙：中國；丙：日本  

(D)甲：越南；乙：日本；丙：法國  

 

21. 十三世紀初，英格蘭國王與教宗、法蘭西國王發生衝突。法蘭西

國王占領英格蘭王室在諾曼第的土地，英格蘭國王於是發兵欲奪回

領土。為支應戰費及戰爭失利的賠償金，英格蘭國王向貴族增收

各種課徵，卻遭到教會與貴族的反對。一位總主教於是起草《大

憲章》，要求英格蘭國王應遵守英國法律、不可濫用權力、應保障

教會權益、尊重司法。國王被迫接受、簽訂《大憲章》。《大憲章》

反映當時國王與貴族的關係，也說明政治權利結構。根據《大憲

章》形成的時代背景，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其條文之一？  

(A)國王除因必須繳付贖金及長子受封典禮、長女嫁妝所需外，不

得再徵收稅金或貢金  

(B)人民有權向國王請願；人民有權選舉議會議員；國王不得干涉

國會議員的言論自由  

(C)監獄管理人員須出示授權證明，才能向法庭確認其管理權。囚

犯可請求人身保護令  

(D)人人有言論自由以及保持其主張而不受干擾之自由。人人也有

接收傳播消息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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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位清代官員指出：原本大陸往臺灣船隻由廈門查驗、出入；從

臺灣返航船隻則由鹿耳門查驗、出入，不准私越偷渡，但現在許

多人由泉州的蚶江偷渡。臺灣往來大陸，南路臺灣、鳳山所屬地

區，由鹿耳門出、廈門進，相當方便；但北路諸羅、彰化所屬地

區，由鹿港出、蚶江進，較為便利。他因此建議政府在鹿港與蚶

江一帶，依照鹿耳門與廈門之先例，設立專員管轄。我們如何理

解這段記錄？  

(A)福建海盜與日本海盜勾結侵擾商業，政府嚴格管制以維持治安  

(B)臺灣人口漸增，往北發展，只開放一個對渡口岸已經不符需求  

(C)許多西方商船將糧食轉賣福建，政府須加控制，以便徵收關稅  

(D)官員擔心臺灣貨物銷往福建，影響農民生計，故採取限制進口  

 

23. 一份參訪報告書中記載：「參加活動人員看到浮在海面上的船體

比家屋大幾倍而驚訝，問著：『這艘船怎麼知道在海裡有路並往前

移動？』」一行人「從神戶不到一天就到了名古屋，參加活動人員

被火車的速度嚇到，問說：『若要用走的，要花幾天才能到？』主

辦方回答：『要花十多天。』他們聽到回答更驚訝。」這份報告書

最可能是：  

(A)1853年，美國海軍與日本幕府將軍簽訂神奈川條約的相關報導  

(B)1895年，李鴻章前往日本下關港簽訂中日和約時日本官員紀錄  

(C)1897年，臺灣總督府派人陪同臺灣原住民頭目參觀日本的日誌  

(D)1900年，日本政府報告孫中山從神戶前往臺灣，指揮惠州起義  

 

24. 學者討論明代滅亡前幾年的各種問題時，指出：軍中士兵由於飢

餓，經常在城中鼓譟；許多亡命之徒也紛紛揭竿而起；而應付北

方戰事的軍餉已耗掉大部分的財政收入。此時，各地還出現異象，

例如：西北地區冬天溫暖，樹花悉開；但江蘇大旱，赤地千里，冬

天又下大雪，淮河也結冰。平常不下雪的安徽地區則是大雪彌空，

百鳥餓死。寒冷的天氣也迫使清代開國皇帝努爾哈赤聚集東北女

真諸部族南下發展。根據上文，學者撰寫這篇論文時，他思考的

論點最可能是：  

(A)明朝的滅亡與氣候的變化有直接關係  

(B)南方與北方差異甚大，彼此並無關聯  

(C)明清時期河水結冰實有利於交通運輸  

(D)從陰陽五行學說驗證大清將代明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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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某書記載：隋代官員趙文昌，歷經了死而復生，因此向別人敘述

他在幽冥世界所見所聞。他說自己見到北周武帝，北周武帝自述：

因為推動毀佛滅法，罪孽重大，無法獲得赦免，須由後人為其建

立功德才能離開地獄。趙文昌還見到路邊一個大糞坑中，有個人

在其中沉浮。帶路者告訴他說：「此是秦代殺人如麻的大將白起，

寄禁於此，罪尤未了。」這個故事流傳頗廣，在其他書中亦有此

記載。我們如何理解這個故事的背景？  

(A)兩漢時期，六國遺民因怨恨白起殺戮同胞，編此故事以警世  

(B)魏晉時期，法家思想盛行，士人宣講法家重要人物白起故事  

(C)唐宋時期，佛法流行，民間亦流傳因果報應思想，勸人為善  

(D)元末明初，白蓮教主事者挑動民族情緒，以發展其政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