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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壹、重點整理

台灣歷史的分期：

史前時代：

舊石器時代晚期：五萬年前居住【長濱文化人】。

新石器時代：代表文化為大坌坑文化、圓山文化。

金屬器時代：代表文化為十三行文化。

國際競爭時期：十七世紀初葉，台灣成為【漢人、日本人和荷蘭

人、西班牙人】等之間的競爭地。

荷、西殖民時期：一六二四年【荷蘭人】入據臺灣；一六二六年

【西班牙人】隨之而來，一六四二年被荷人驅逐。

鄭氏治台時期：一六六二年【鄭成功】驅遂荷蘭人，台灣首度出現

漢人政權。

清領時代：一六八三年【施琅】攻打台灣，鄭克塽降清。

日據時代：一八九五年台灣在【馬關條約】中被割讓給日本。

台灣光復：【一九四五年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台灣進入中華民國時代。

台灣歷史的特色：

多元文化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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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關係的密切。

國際貿易的興盛。

地理位置的優越。

冒險奮鬥的精神。

剽悍堅韌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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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測驗題庫

（ Ａ ）▲元代開始在臺灣何地設置巡檢司？（Ａ）澎湖（Ｂ）臺南（Ｃ）淡

水（Ｄ）鹿港。

（ Ｄ ）▲台灣的媽祖廟中歷史最久的是：（Ａ）鹿港天后宮（Ｂ）台南天后

宮（Ｃ）北港朝天宮（Ｄ）澎湖天后宮。

（ Ｄ ）▲下列四個臺灣古今地名的對照，何者錯誤？（Ａ）蛤仔難―宜蘭

（Ｂ）雞籠―基隆（Ｃ）滬尾―淡水（Ｄ）大員―鹿港。

【註】（Ｄ）台南市以前叫「赤崁」或「大員」。

（ Ｄ ）▲下列對於臺灣發展史上的相關敘述，何項錯誤？（Ａ）唐末已

有漢人在澎湖活動（Ｂ）元朝曾在澎湖設巡檢司（Ｃ）鄭成功於

一六六二年攻取臺灣（Ｄ）臺灣成為清朝版圖的關鍵人物是吳三

桂。

【註】（Ｄ）臺灣成為清朝版圖（1684年）的關鍵人物是施琅。

（ Ｄ ）▲臺灣何時己成閩粵地區人口大量移入的地區？（Ａ）隋唐（Ｂ）五

代（Ｃ）宋元（Ｄ）明清。

（ Ａ ）▲下列臺灣古蹟中，興建最早的是：（Ａ）淡水紅毛城（Ｂ）億載金

城（Ｃ）嘉義縣諸羅城遺址（Ｄ）恒春古城。

【註】（Ａ）淡水紅毛城：1629年；（Ｂ）億載金城：1876年；（Ｃ）嘉

義縣諸羅城遺址：1704年；（Ｄ）恒春古城：1875年。

（ Ｄ ）▲下列何者是明代以後，漢人曾用以稱呼台灣全島或部分台灣的

名稱？求東番大員小琉球（Ａ）（Ｂ）

（Ｃ）（Ｄ）。

【註】（Ａ）瑠求的名稱出現在元代。

（ Ｃ ）▲參觀一級古蹟「金廣福公館」和「姜家祠堂―天水堂」，有助於我

們了解台灣哪個地區早期的開發？（Ａ）台南（Ｂ）彰化（Ｃ）新

竹（Ｄ）宜蘭。

（ Ｂ ）▲近代臺灣的重大建設：建省開港修築鐵路，請依先後順序排

列？（Ａ）（Ｂ）（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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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開港：1860年；建省：1885年；修築鐵路：1893年（基隆→新竹）

（ Ｃ ）▲下列有關臺灣各時期與名稱的配對，何者正確？（Ａ）顏思齊―夷

州（Ｂ）鄭成功―求（Ｃ）鄭經―東寧（Ｄ）劉銘傳―東番。

【註】（Ａ）三國―夷州；（Ｄ）名代―東番。

（ Ｄ ）▲下列台灣地方行政區劃，如按其設置時代之先後排列，何者為是？

台南府台北府承天府台灣府。（Ａ）（Ｂ）

（Ｃ）（Ｄ）。

【註】承天府：1661年；台灣府：1684年；台北府：1875年；台南府：

1887年。

（ Ａ ）▲臺灣諺語：「一府、二鹿、三艋舺」，由此可知臺灣的開發是：

（Ａ）由南而北（Ｂ）由北而南（Ｃ）由東而西（Ｄ）由西而東。

（ Ｃ ）▲下列何者為我國曾在澎湖設置的職官？巡撫巡檢司安撫司

理番同知（Ａ）（Ｂ）（Ｃ）（Ｄ）。

（ Ｄ ）▲台灣今日許多地名，仍保留早年開墾的遺跡，以下各項說明，哪

一項錯誤？（Ａ）「股」指墾首合股向官方領得某地墾照、共同出

資開墾，如「七股」（Ｂ）「圍」指移民用土推成圍牆以防攻擊，

如「四圍」、「五圍」（Ｃ）「營」與當年駐軍開墾有關，如「左

營」、「新營」（Ｄ）「結」指墾民成群團結自保，如「一結」、

「二結」。

【註】（Ｄ）一結、二結表示拓荒團體結首分段數的地名。

（ Ｃ ）▲台灣民間信仰中「三山國王」是哪一族群所供奉？（Ａ）漳州人

（Ｂ）泉州人（Ｃ）客家人（Ｄ）平埔族。

（ Ｃ ）▲關於臺灣古地名稱呼之配對，下列何者正確？（Ａ）宋代―夷州

（Ｂ）元代―東番（Ｃ）明代―大員（Ｄ）荷蘭―琉球。

【註】（Ａ）三國―夷州；（Ｂ）明代―東番（明初）；（Ｄ）元代―琉

球。

（ Ｃ ）▲從歷史文獻資料顯示，中國哪個王朝首先在澎湖設官治理？（Ａ）

唐朝（Ｂ）宋朝（Ｃ）元朝（Ｄ）明朝。

（ Ｂ ）▲嘉南大圳是指現在哪個水庫的灌溉系統？（Ａ）曾文水庫（Ｂ）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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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頭水庫（Ｃ）白河水庫（Ｄ）虎頭埤水庫。

（ Ｄ ）▲下列有關台灣教育發展的敘述，何者正確？（Ａ）有「全台首學」

之稱的台南孔廟，興建於清代（Ｂ）日治時期台灣的學童只能進入

小學就讀（Ｃ）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之初，大量設立大專學校（Ｄ）

九年國教實施後，初級中學改制為國民中學。

【註】（Ａ）台南孔廟為明鄭時期陳永華所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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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國的遠古時代

【單選題】

　第一節　石器時代生活的演進　

（ Ｃ ）▲考古學家將石器時代分成舊、新石器時代，係依：（Ａ）石器發現

的先後（Ｂ）石器型式的大小（Ｃ）石器製作的精粗（Ｄ）石器種

類的多寡　來劃分。

（ Ａ ）▲人類學會使用火，實為文化生活的開啟，請問下列哪個時期人類已

經使用火？（Ａ）舊石器時代早期（Ｂ）舊石器時代晚期（Ｃ）新

石器時代（Ｄ）傳說時代。

（ Ｃ ）▲就人類文化史而言，「北京人」有何種特別值得重視的成就？

（Ａ）已有縫紉的能力（Ｂ）已有初步的社會組織（Ｃ）已知用火

（Ｄ）已知製陶。

（ Ｄ ）▲中國大陸的北京人，大約是多少萬年前的原始人類？（Ａ）五萬年

前（Ｂ）十萬年前（Ｃ）二十五萬年前（Ｄ）五十萬年前。

（ Ｂ ）▲我國在何時已有初步社會組織？（Ａ）舊石器時代初期（Ｂ）舊石

器時代末期（Ｃ）新石器時代初期（Ｄ）新石器時代末期。

（ Ａ ）▲從埋葬的習慣及殉葬品來看，下列哪一種史前人類，已有了信仰

未來的觀念？（Ａ）山頂洞人（Ｂ）元謀人（Ｃ）北京人（Ｄ）鄖西

人。

（ Ａ ）▲下列哪一項是「新石器文化」的特徵？（Ａ）陶器、磨光石器的出

現（Ｂ）已知用火（Ｃ）已經有了初步的社會組織（Ｄ）婚姻制度

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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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新石器時代人類生活產生很大的變革，其時人類已經出現何種生活

方式？（Ａ）漁獵（Ｂ）畜牧（Ｃ）農業（Ｄ）工業。

（ Ｄ ）▲我國彩陶文化以何處所發現的為代表？（Ａ）河南省安陽縣小屯村

（Ｂ）山東省歷城縣龍山鎮（Ｃ）河北省房山縣周口店（Ｄ）河南

省澠池縣仰韶村。

（ Ｃ ）▲保留有目前世界最早水稻栽培紀錄的考古文化是：（Ａ）長濱文化

（Ｂ）半坡文化（Ｃ）河姆渡文化（Ｄ）仰韶文化。

（ Ｃ ）▲台灣發現的繩紋陶文化是屬於哪一時期？（Ａ）舊石器時代早期

（Ｂ）舊石器時代晚期（Ｃ）新石器時代早期（Ｄ）新石器時代晚

期。

（ Ａ ）▲從陶製的鬲、鼎、甑、甗的發現，可以證明在新石器時代：（Ａ）

食物烹調已大為進步（Ｂ）已知注重家庭布置（Ｃ）家庭人口眾多

（Ｄ）釀酒的技術已很進步。

　第二節　文獻傳述的遠古文明　

（ Ａ ）▲若以考古學家根據先民遺物所作的史前分期而論，中國古史上有

關燧人氏傳說所代表的文化演進階段應屬於：（Ａ）舊石器代時代

（Ｂ）新石器時代（Ｃ）陶器時代（Ｄ）青銅器時代。

【註】燧人氏發明了鑽木取火，舊石器時代的猿人己知用火。

（ Ｃ ）▲根據我國古代傳說，何人始畫「八卦」？（Ａ）有巢氏（Ｂ）燧人

氏（Ｃ）伏羲氏（Ｄ）神農氏。

【註】伏羲氏觀察自然界的現象，始畫八卦，文明更為進步。

（ Ｄ ）▲下列敘述哪一項是錯誤的：（Ａ）有巢氏發明了構木為巢（Ｂ）燧

人氏發明了鑽木取火（Ｃ）伏羲氏發明捕魚打獵的網罟及家畜的飼

養（Ｄ）黃帝發明耒耜，播種五穀。

【註】炎帝神農氏發明耒耜，播種五穀。

（ Ｂ ）▲根據我國文獻的記載，焚燒山林發明耒耜，考察土宜，播種五穀，

發明農耕的是：（Ａ）伏羲氏（Ｂ）神農氏（Ｃ）燧人氏（Ｄ）有巢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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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根據我國文獻的記載，伏羲氏的重大發明，對於先民生活的改善，

有其顯著貢獻的是：（Ａ）鑽木取火（Ｂ）構木為巢（Ｃ）飼養牲

畜（Ｄ）發明農耕。

（ Ｂ ）▲根據我國文獻的記載，被尊為中華民族共同的始祖是誰？（Ａ）堯

帝（Ｂ）黃帝（Ｃ）舜帝（Ｄ）炎帝。

（ Ｂ ）▲黃帝打敗炎帝之後裔的戰役史稱：（Ａ）鉅鹿之戰（Ｂ）阪泉之戰

（Ｃ）牧野之戰（Ｄ）涿鹿之戰。

（ Ｃ ）▲黃帝曾北逐葷粥，此時之「葷粥」即漢代之：（Ａ）烏孫（Ｂ）大

月氏（Ｃ）匈奴（Ｄ）大宛。

（ Ｂ ）▲根據我國文獻的記載，教民育蠶治絲相傳始於：（Ａ）神農氏

（Ｂ）嫘祖（Ｃ）炎帝（Ｄ）倉頡。

（ Ｃ ）▲儒家的經典「尚書」的記載，開始於：（Ａ）神農氏（Ｂ）黃帝

（Ｃ）堯（Ｄ）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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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選題】

（ＢＣＤＥ）▲有關陶器的說明，下列哪些是正確的？（Ａ）為舊石器時代晚

期最具代表性的器物（Ｂ）新石器時代以彩陶和黑陶為主流

（Ｃ）商朝時以灰陶、白陶較多（Ｄ）陶器上的刻文可能是中

國文字的先驅（Ｅ）陶器的實際用途顯示中國特有之「蒸」的

技術已經形成。

【註】（Ａ）陶器為新石器時代的產物。

（ Ｃ Ｄ ）▲距今約八千年前，我國境內經歷了一次文明大變革，此即「新

石器革命」試問「新石器革命」的發生與下列哪些因素有關？

（Ａ）用火與熟食的發明（Ｂ）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的轉變

（Ｃ）農業與畜牧的經濟生活開始（Ｄ）磨製石器技術的應用

（Ｅ）新石器文化多元發展的結果。

【註】（Ａ）北京人已知用火；（Ｂ）仰韶、龍山文化皆為新石器文

化；（Ｅ）先有新石器革命，才有新石器文化的多元發展。

（ＢＣＤＥ）▲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座史前遺址，根據下列哪些遺跡遺物，可

以判定它是屬於新石器時代遺址？（Ａ）猿人的頭蓋骨（Ｂ）

石杵、石臼、石鋤（Ｃ）房屋的基址（Ｄ）稻米、小米的種籽

（Ｅ）陶器的碎片。

【註】（Ａ）舊石器時代初期。

（ＡＢＣＤ）▲北京人的體質已演進到何種階段？（Ａ）腦容量猿為大（Ｂ）

已能直立行走（Ｃ）會運用語言表達情感（Ｄ）能運用雙手製

作工具（Ｅ）已進化成真人，具有蒙古人種的特徵。

【註】（Ｅ）北京人屬猿人。

（ Ｃ Ｅ ）▲前往歷史博物館參觀北京人生活臘像館，可看到哪些情景？

（Ａ）農人正在田裡耕作（Ｂ）小孩在河邊用陶罐取水（Ｃ）

男人身披獸皮，正用石頭在獵取野獸（Ｄ）工人在磨製石器

（Ｅ）好些人正圍在火堆旁燒烤食物。

【註】（Ａ）、（Ｂ）、（Ｄ）屬新石器時代的文化。

（ＣＤＥ）▲如以考古學家根據先民遺物所作的史前史分期而論，以下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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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中哪些屬新石器時代？（Ａ）盤古氏（Ｂ）燧人氏（Ｃ）伏

羲氏（Ｄ）軒轅氏（Ｅ）神農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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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亞非古文化

【單選題】

（ Ｃ ）▲上古西亞兩河流域的文明，似乎特別重視：（Ａ）文學（Ｂ）科學

（Ｃ）法律（Ｄ）宗教。

（ Ｃ ）▲印度社會經數千年之久，卻仍然保持四大階級的區分，是與什麼

有關？（Ａ）政治體制（Ｂ）經濟型態（Ｃ）宗教信仰（Ｄ）地理環

境。

（ Ａ ）▲上古時代兩河流域的居民和政治發展雖然複雜，但在文化上大致還

可以成為一單元，這是由於下列哪一文化被該地許多民族承襲所

致？（Ａ）蘇美文化（Ｂ）波斯文化（Ｃ）敘利亞（Ｄ）巴比倫文化

（Ｅ）希臘文化。

（ Ｃ ）▲兩河流域文明中發掘大量的買賣契約，說明當時人特具何種精神？

（Ａ）重商（Ｂ）重農（Ｃ）重法（Ｄ）重諾（Ｅ）重義。

（ Ｃ ）▲兩河流域在哪一方面的成就，最足以反應當時的宗教觀？（Ａ）法

律（Ｂ）城市（Ｃ）文學（Ｄ）哲學（Ｅ）經濟。

（ Ｂ ）▲古埃及何時的文字成為一種有豐富表達力的文字，以致文藝有新的

發展？（Ａ）舊王國時代（Ｂ）中王國時代（Ｃ）新王國時代。

（ Ｄ ）▲埃及在新王國之後，何者的地位足以和國王相抗衡？（Ａ）貴族

（Ｂ）宰相（Ｃ）官僚（Ｄ）大祭司（Ｅ）執行國家建設的專門人

才。

（ Ｂ ）▲古埃及人的復活觀念來自對下列哪一神的傳說？（Ａ）太陽神

（Ｂ）奧塞利斯神（Ｃ）真理女神（Ｄ）天神（Ｅ）耶和華。

（ Ｃ ）▲古埃及工藝、美術均表現哪一信念？（Ａ）和諧（Ｂ）悲觀（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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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Ｄ）正義。

（ Ｅ ）▲持續三千年的古埃及文明逐漸消失了，但討論此古文明是失去了許

多條件之後而瓦解消失的，下列何項應是最先喪失的條件？（Ａ）

原有文字（Ｂ）原有社會結構（Ｃ）原有宗教信仰（Ｄ）原有城邦

經濟的基本模式（Ｅ）原有的政治獨立。

（ Ｃ ）▲腓尼基人在文化上的重要成就是：（Ａ）航海（Ｂ）經商（Ｃ）創

22個字母（Ｄ）製紅色布料（Ｅ）制訂法律。

（ Ｄ ）▲在阿利安人入侵前的印度河流域：（Ａ）毫無文化可言（Ｂ）已於

西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產生文明（Ｃ）婆羅門教普遍流行（Ｄ）已

進入城市文明又稱河谷文明（Ｅ）只有聚落與農業，尚未有貿易行

為。

（ Ｅ ）▲下列是印度史上的五個階段：吠陀經時代聚落文明印度教盛

行古印度河谷文明佛教盛行。試依先後排列（Ａ）

（Ｂ）（Ｃ）（Ｄ）（Ｅ）

。

（ Ｂ ）▲吠陀經內容涵蓋的時間相當於我國何時？（Ａ）三代（Ｂ）殷周

（Ｃ）夏商（Ｄ）春秋戰國（Ｅ）秦漢之間。

【註】吠陀經時代是西元前一千五百年至五百年。

（ Ｄ ）▲印度佛教與婆羅門教最大的不同是在佛教反對（Ａ）輪迴（Ｂ）苦

行（Ｃ）沉思（Ｄ）階級制度（Ｅ）殺生。

（ Ｃ ）▲下列有關印度宗教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Ａ）古印度文化以宗教

信仰最突出（Ｂ）印度的藝術大部分是宗教的附屬品（Ｃ）印度的

宗教有一項特殊的觀念，此即沉思與苦行（Ｄ）印度社會直至近代

尚能維持階級制度是與其宗教信仰有關（Ｅ）印度要教其實不是一

個單純的宗教系統。

【註】（Ｃ）只有輪迴。沉思苦行這種精神和肉體的修煉，基本上和其他

宗教無大差異。

（ Ｂ ）▲下列哪一項是波斯文化的優點，也正是其缺點？（Ａ）重武輕文

（Ｂ）尊重各地區原有的宗教文化（Ｃ）以能騎射、不說謊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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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Ｄ）採行省制度（Ｅ）鼓勵通婚姻。

（ Ｃ ）▲米提王國、新巴比倫帝國、波斯王國爭奪兩河流域，最類似中國哪

一段史實的興替？（Ａ）夏、商、周（Ｂ）魏、蜀、吳（Ｃ）遼、

金、宋（Ｄ）唐、五代、宋。

（ Ｃ ）▲波斯宗教和古西亞宗教最大不同是：（Ａ）馬茲達為擬人化的自然

神明（Ｂ）阿利曼是宇宙主宰（Ｃ）馬茲達為超自然神明（Ｄ）一

神論。

（ Ｂ ）▲今日的浮雕藝術，遠在何種民族時已有？（Ａ）古波斯人（Ｂ）亞

述人（Ｃ）巴比倫人（Ｄ）西臺人（Ｅ）腓尼基人。

（ Ｂ ）▲下列哪一項是埃及人的觀念？（Ａ）宇宙是動態的循環（Ｂ）歷史

沒有太大的義義（Ｃ）重視人與事物整體健全的發展（Ｄ）善神終

必戰敗惡神（Ｅ）世間的惡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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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選題】

（ Ｃ Ｄ ）▲肥沃月彎是古文明地區之一，下列有關地理位置的敘述，哪

些是正確的？（Ａ）肥沃月彎在亞洲東部（Ｂ）肥沃月彎的西

端，稱為兩河流域（Ｃ）肥沃月彎的南方是阿拉伯沙漠（Ｄ）

肥沃月彎的東北是山岳地帶（Ｅ）巴力斯坦的希伯來人就建國

於肥沃月彎的東面。

【註】（Ａ）肥沃月彎在亞洲西部；（Ｂ）肥沃月彎的東端，稱為兩

河流域；（Ｅ）巴力斯坦的希伯來人就建國於肥沃月彎的西

面。

（ＣＤＥ）▲以色列在大衛和所羅門兩位國王的領導下，曾經有一段繁榮的

時期，但後來為何走上亡國之路？（Ａ）因經濟問題而與鄰國

爭戰（Ｂ）因政治腐敗而使強國有機可乘（Ｃ）對於異教寬容

與否的問題而造成內部紛爭（Ｄ）因內部繼承問題而使國家分

裂（Ｅ）因亞述商國的興起。

【註】（Ｅ）亞述滅猶大王國。

（ＡＣＤＥ）▲有關兩河流域的文明，下列的敘述哪些是對的？（Ａ）農業

是主要生產方式（Ｂ）文明的重要成就是農村中發展出來的

（Ｃ）很早開始國際貿易（Ｄ）特別重視法律（Ｅ）人們相信天

地之間一切事物都各有神明在背後指揮。

（ 全 ）▲下列有關古埃及社會結構的敘述，何者正確？（Ａ）似金字塔

狀（Ｂ）最上層為國王（Ｃ）協助國王的官僚組織以宰相為首

（Ｄ）教士的身分與世俗職業相對（Ｅ）絕大多數在下層的人

民是農夫。

（ＡＤＥ）▲古埃及文化曾持續三千餘年，成就非凡，但到第七世紀竟然中

斷，學者對其原因有哪些解釋？（Ａ）淪於異族統治（Ｂ）與

異族通婚（Ｃ）瘟疫流行（Ｄ）放棄固有文字（Ｅ）放棄傳統生

活方式。

（ＡＢＥ）▲有關波斯帝國及其文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波斯是

重武輕文的社會（Ｂ）在行政組織上，帝國的領土分為很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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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Ｃ）波斯人的原始宗教是一神信仰（Ｄ）建築與藝術反映

出帝國內各民族的特色，缺乏自己的風格（Ｅ）採開明懷柔的

統治方式，尊重被征服地區原有的文化。

【註】（Ｃ）波斯人早期為多神信仰；（Ｄ）有自己的格，展現出

「萬邦和諧」的風格。

（ＢＣＥ）▲有關漢摩拉比法典之敘述，下列何者是正確的？（Ａ）漢摩拉

比法典是兩河流域最早法律文獻（Ｂ）法典中有不少關於商業

契約、貸款、負債等條例，由此可見兩河流域文明似乎特別重

視法律，且商業亦甚發達（Ｃ）其刑法部分採取「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的報復原則（Ｄ）此為西元前五世紀參考雅典法

律而訂立之最早成文法（Ｅ）漢摩拉比是古巴比倫帝國的建立

者，他將曾統一兩河流域城邦的烏爾帝國時代留傳下來的法

律，並參酌當時的風俗習慣，將之整理而成為一部有系統的法

典。

【註】（Ａ）並非最早的法律文獻，只是保存較完整；（Ｄ）為羅馬

的十二木表法。

（ＡＢＣ）▲下列關於古印度文化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Ａ）社會階級

森嚴，原則上，階級之間不相通婚，以免血統混雜破壞階級制

度（Ｂ）相信輪迴（Ｃ）注重精神與肉體的修煉，以瑜珈術為

修煉方法（Ｄ）崇尚一神，反對崇拜偶像（Ｅ）數學成就高，

首先發明「零」的觀念，並且創造了幾何學。

【註】（Ｄ）指十九世紀印度文化復興運動，不是古印度；（Ｅ）代

數學。

（ＡＢＤＥ）▲埃及新新王國之後到西元八世紀間，曾被哪些人統治？（Ａ）

波斯人（Ｂ）希腊人（Ｃ）西臺人（Ｄ）羅馬人（Ｅ）回教徒。

（ Ｃ Ｄ ）▲二十世紀有位歷史家說：「歷史是歷史家和事實之間不斷交互

作用的過程，『現在』和『過去』之間永無終止的對話。」可

見他認為歷史知識的性質是：（Ａ）絕對客觀的，史家要不斷

收集史料（Ｂ）過去發生的事情，史家可完全掌握（Ｃ）相同

的歷史現象，由於史家的點不一而有不同的解釋（Ｄ）史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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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他對現在的關懷，挑選有意義的問題來討論（Ｅ）歷史事件

的因果關係都是不證自明的。

【註】（Ａ）不可能絕對客觀；（Ｂ）直到現在為止，人類並沒有辦

法將這些曾經發生過的事都記錄下來；（Ｅ）歷史事件的因果

關係並不是不證自明的，所以有些人認為：歷史書中的某些敘

述或解釋，很可能只是史家自覺或不自覺的一隅之見，並不能

代表事情的真相。

（ＢＣＤ）▲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比較：（Ａ）其文字均在西元前三千五百年

到三千年之間開始萌芽，比中國殷商文明要晚（Ｂ）埃及人發

明象形文字，蘇美人發明楔形文字，均是表意文字，其後均有

代表聲音的符號（字母）（Ｃ）在地理位置方面，埃及較孤立

而有保障，兩河流域地形開闊平坦缺乏天然屏障，形成外族交

相入侵的歷史（Ｄ）均是農業文明，但尼羅河定期氾濫，使得

埃及農民在心理上較有安全感（Ｅ）在政治上均以統一國家的

姿態出現，其後均亡於波斯。

【註】（Ａ）早於中國殷商；（Ｅ）兩河流域蘇美人為城邦型態。

（ＡＢＣＥ）▲基督教與古代埃及、兩河流域的宗教，有關係卻又有不同。以

下關於這些宗教的敘述，何者正確？（Ａ）基督教是由一神教

的猶太教發展出來的，但兩河流域、古埃及的宗教卻有眾多

神祇（Ｂ）古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教權和政權是合一的，但基督

教卻發展出政教分離（Ｃ）兩河流域的宗教有具體的神像，但

鄰近的以色列宗教卻無神的形象（Ｄ）古代以色列民族建國時

期，便以一神信仰排斥其化教，造成民族間的對立（Ｅ）以色

列民族亡國後堅信其民族宗教，古埃及卻在以後改信回教。

【註】（Ｄ）建國之初一般人仍不免受四周其他多神信仰的民族所影

響。

（ＡＣＤＥ）▲一位婆羅門教的信徒會：（Ａ）接受輪迴（Ｂ）相信人人皆可

成為婆羅門（Ｃ）推崇苦行（Ｄ）崇拜多神（Ｅ）安於自己所屬

的階級。

（ＡＢＤ）▲現今歐洲文化中，下列何者是受古代西亞文化的影響？（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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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進位法（Ｂ）基督教的宗教思想（Ｃ）重視法律的觀念

（Ｄ）占星術（Ｅ）數學中「零」的觀念。

（ Ａ Ｂ ）▲近年來，台灣的報刊雜誌常常登載「舊照片」「某位老藝人的

自述」、「某位老鐵道工人的回憶錄」、「老歌謠」及「幾十

年前的文學作品」。這些材料可以通稱為集體記憶或人民記

憶，如果利用這些材料瞭解台灣的歷史，應持有怎樣的態度？

（Ａ）值得肯定，因失去了歷史與文化，一個民族就會瓦解

（Ｂ）值得肯定，因我們應儘可能以少數的事件，串成有意義

的故事（Ｃ）值得肯定，因為根據這些資料可以編寫一部完整

的台灣史（Ｄ）非常懷疑，因這些資料都屬於野史，沒有權威

性，難以採信（Ｅ）非常懷疑，這些材料不以政治或文化精英

為對象，沒有多大價值。

（ Ｃ Ｄ ）▲下列哪些宗教均採善惡二元論？（Ａ）基督教（Ｂ）回教（Ｃ）

祅教（Ｄ）摩尼教（Ｅ）景教。

【註】（Ｄ）主明、暗二力相戰之說，即善惡二元論。

（ Ｂ Ｄ ）▲有關腓尼基人之敘述，何者正確？（Ａ）為印歐族（Ｂ）創

二十二個字母，為希臘文祖先（Ｃ）創一神教（Ｄ）殖民地遠

遠西班牙為北非（Ｅ）有優良的冶鐵術。

【註】（Ａ）閃米族；（Ｃ）創一神教者為猶太人；（Ｅ）有優良的

冶鐵術者為西臺人。

（ＡＣＤ）▲下列各宗教，何者屬於「閃米語族」所創立？（Ａ）回教

（Ｂ）佛教（Ｃ）猶太教（Ｄ）基督教（Ｅ）祅教。

【註】（Ｂ）、（Ｅ）為印歐語系所創的宗教。

（ＢＣＤＥ）▲波斯帝國瓦解的原因很多，如：（Ａ）在宗教上遠離祅教而成

回教追隨者（Ｂ）在文化上帝國各地缺乏認同感（Ｃ）在軍事

上缺少效忠帝國之向心力（Ｄ）在內政上政權不穩，政變迭起

（Ｅ）在地方政治上原來比較尊重各地原有傳統的態度變得嚴

苛，使得被統治的人心生不滿。

（ＢＣＤ）▲有關上古時代西臺帝國的敘述，何者正確？（Ａ）為閃米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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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國家（Ｂ）興起於西元前十五世紀的國家（Ｃ）勢力強盛

時可控制小亞細亞全部及可深入巴力斯坦北部（Ｄ）最早發展

出鐵器（Ｅ）借用迦南人的文字來拼自己的語言。

【註】（Ａ）西臺人屬於印歐語系（希臘、拉丁、印度梵語、波

斯），不屬於閃米語系（亞述、巴比倫、以色列、阿拉伯、腓

尼基）；（Ｅ）借用亞述人的文字。

（ Ｃ Ｄ ）▲波斯人統治廣大的帝國達二百年之久，並且大體上維持和平

繁榮的原因何在？（Ａ）採取文化統一的政策，使帝國各地區

產生認同感（Ｂ）以波斯子弟為軍隊主力，勇猛善戰，武力強

大（Ｃ）實行行省制，兼容並蓄，保留各地區原有色彩（Ｄ）

具開明懷柔的態度，尊重被征服地區原有的文化和宗教信仰

（Ｅ）厲行中央集權，嚴密控制國每一個角落。

【註】（Ａ）採容並蓄的態度，尊重各民族原有文化；（Ｂ）由各地

人民組成的傭兵。

（ＢＣＤ）▲波斯祅教發展出哪些教義和觀念為後來的基督教所承襲？

（Ａ）朝拜聖地（Ｂ）天堂地獄說（Ｃ）復活觀念（Ｄ）最後的

審判（Ｅ）先知觀念。

（ＢＤＥ）▲下列哪些宗教是非原創性的宗教？（Ａ）祅教（Ｂ）回教（Ｃ）

猶太教（Ｄ）佛教（Ｅ）基督教。

【註】（Ｂ）受基督教影響；（Ｄ）受婆羅門教影響；（Ｅ）受猶太

教影響。

（ Ｂ Ｄ ）▲現在印度文化中，常可見到下列哪些事？（Ａ）絕對素食者

甚多（Ｂ）相信輪迴之說（Ｃ）處處均可見正立與端坐的佛像

（Ｄ）牛被視為聖物（Ｅ）佛教影響力大於原有的婆羅門教。

（ＡＢＣＥ）▲地理環境對兩河流域古文明的影響有哪些？（Ａ）複雜的民族

與多變的政治（Ｂ）常有突發性的洪水氾濫（Ｃ）政府重視水

利工程建設（Ｄ）重視法律，有各種買賣契約（Ｅ）悲觀的宗

教與文學。

（ Ｃ Ｅ ）▲一位古代的亞述國君，為了維持國家強盛，在施政時應特別注

意下列哪些事項？（Ａ）維持宗教信仰傳統（Ｂ）維護社會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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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制度（Ｃ）如何取得敘利亞及巴力斯坦（Ｄ）掌握奴隸的來

源（Ｅ）如何自西臺得到鐵。

（ Ｂ Ｅ ）▲下列關於蘇美人的敘述，何項正確？（Ａ）始終是城邦政治，

從未統一（Ｂ）最早發明文字（Ｃ）使用的語言和巴比倫人相

同（Ｄ）和亞述人是同一民族（Ｅ）蘇美城邦是以一個城市為

核心的政治體。

【註】（Ａ）曾一度統一；（Ｃ）、（Ｄ）二者均不同。

（ＢＣＥ）▲兩河流域的宗教觀：（Ａ）相信唯一的神明就是上帝（Ｂ）人

們相信天地之間一切事物都有神明在背後指揮（Ｃ）神明是城

邦的主人，因王與教土是神明在地上的代理人（Ｄ）人們認為

月是不正義的，所以人們不能了解神明的動機和行為（Ｅ）人

是神造來替神服勞役的，對自己的命運無權掌握。

【註】（Ａ）多神信仰；（Ｄ）神明是正義的。

（ Ａ Ｃ ）▲如果你是古埃及農夫，你應該有哪些生活方式？（Ａ）人生最

高的憧憬是有一個美好的來世（Ｂ）相信宇宙間最偉大的神只

有一個，就是奧塞利斯（Ｃ）崇拜國王，因為他是天神之化身

及世間秩序的維護者（Ｄ）在新王國時代被徵召建造古夫王金

字塔（Ｅ）在中王國時代因法老王積極向外擴張爭奪巴力斯坦

地區，而被徵召至軍中，與當時來自兩河的亞述人兵戎相見。

【註】（Ｂ）古埃及為多神教；（Ｄ）舊王國時代；（Ｅ）新王國時

代。

（ Ｃ Ｅ ）▲以色列人所謂的「上應許之地」―巴力斯坦，下列有關的敘

述，何者正確？（Ａ）因土地肥沃是上古時代各族所必爭之地

（Ｂ）以色列人認為其祖先即來自巴力斯坦（Ｃ）在古代是兩

河流域和埃及兩大強權的緩衝區和貿易橋梁（Ｄ）此區控制通

地中海的商路，對古代兩河流域帝國的經濟有相當的重要性

（Ｅ）以色列人在中國西周時開始在此建國。

【註】（Ａ）土地不甚肥沃；（Ｂ）來自兩河流域；（Ｄ）指敘利

亞。

（ＡＢＣＤ）▲猶太人得以在兩千年後奇蹟似的復國，得力於：（Ａ）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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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心力非常強的宗教信仰（Ｂ）極為團結（Ｃ）民族意識極強

（Ｄ）是相當成功的商人，有雄厚的經濟勢力，可支持復國運

動（Ｅ）阿拉伯人的協助。

（ＡＢＣ）▲印度宗教中的「輪迴」理論，在政治、社會方面有哪些意義？

（Ａ）使人能接受現實且努力行善（Ｂ）給低階層人士一種得

救的希望（Ｃ）予社會中不平等現象一合理解釋（Ｄ）確保統

治階級血統純淨、社會階級靜止不動（Ｅ）可以真正解決人的

問題。

【註】（Ｄ）當時印度社會並非靜止不動；（Ｅ）輪迴並不能真正解

決人的問題。

（ Ｃ Ｅ ）▲上古時代的西臺帝國與亞述帝國間有密切關係，下列哪些敘述

正確？（Ａ）種族與宗教信仰相同（Ｂ）亞述人從西臺臺人那

裡學會騎兵技術（Ｃ）西臺人借用亞述文字拼出西臺文（Ｄ）

西臺的浮雕仿亞述，技術水準相當高（Ｅ）亞述的盛衰與他們

是否能順利從西臺得到鐵有關。

【註】（Ｂ）亞述人向卡賽人學習騎兵技術；（Ｄ）西臺竹旳工藝技

巧較粗劣。

（ＡＢＤＥ）▲下列哪些文化屬首創之功？（Ａ）埃及的列柱式建築（Ｂ）兩

河流域的編纂法典（Ｃ）印度的治鐵術（Ｄ）腓尼基人的拼音

字母（Ｅ）以色列的一神教。

【註】（Ｃ）西臺較早。

（ＡＣＤ）▲大河文化中的印度文化、兩河流域、埃及文化發展的敘述，何

者正確？（Ａ）以發展的時間而言，印度文化發展最遲（Ｂ）

三者文化均是印歐語族所創造的（Ｃ）三者宗教均以多神信為

主（Ｄ）教土階級在三者社會中均具大相當的重要性（Ｅ）三

者均為波斯帝國所征服，因而文明退居幕後。

（ＡＢＣＥ）▲假設您是三千年前印度婆羅門教的信徒，則您的言行信仰會有

下列哪些情形出現？（Ａ）安於自己所屬的階級（Ｂ）崇拜多

神（Ｃ）推崇苦行（Ｄ）相信人人皆可成為婆羅門（Ｅ）接受輪

迴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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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Ｄ）奴隸階級不能。

（ＡＢＤ）▲下列哪些政權曾於同一時間於巴力斯坦地區爭雄？（Ａ）西臺

帝國（Ｂ）埃及新王國時代（Ｃ）巴比倫帝國（Ｄ）亞述帝國

（Ｅ）新巴比倫帝國。

（ 全 ）▲歷史的演變往往與地理條件，如礦產、交通位置等有密切的關

連，小亞細亞的地理條件，對於下列史實何者有直接的影響？

（Ａ）西臺帝國的興起（Ｂ）亞述帝國的盛衰（Ｃ）西元前5世
紀波斯人與希臘人的戰爭（Ｄ）二十世紀被英國積極侵略的地

方（Ｅ）11世紀以後拜占庭帝國的式微。

（ＢＣＤ）▲下列有關各民族的生活型式，敘述正確的有：（Ａ）兩河流域

與埃及的古文明均以農業耕作為主，商業貿易並不發達（Ｂ）

地中海沿岸城邦的腓尼基人，其生活型態中，貿易相當重要

（Ｃ）鐵為小亞細亞的西臺人與兩河流域的亞述帝國貿易的主

要內容（Ｄ）印度的商業亦相當發達，工商業者在各城鄉姐有

各種職業工會（GuilＤ）（Ｅ）亡國後的猶太人，腓尼基人學

得了做生意的本事，從此成為成功的商人。

【註】（Ａ）兩河流域與埃及的商業貿易均發達；（Ｅ）向巴比倫人

學習。

（ＡＢＣＥ）▲下列哪些文物經阿拉作人傳至歐洲？（Ａ）造紙術（Ｂ）羅盤

（Ｃ）代數學（Ｄ）蠶絲術（Ｅ）零的觀念。

【註】（Ｄ）經由波斯僧侶傳入君士坦丁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