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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精粹

1. 《春秋》簡介：

(1) 作者：孔子據魯史書而作《春秋》。據說孔子編寫《春秋》時，不直接對人物和事

件表示意見，透過材料的篩選、詞彙的選取、細節的描寫和修辭的運用，在記述歷

史時，暗含褒貶，委婉而巧妙地表達自己的主觀看法。

(2) 時間：上起魯隱公元年，下迄魯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間事。

(3) 體例：編年體。

(4) 定名：古代朝廷大事在春秋兩季進行，史官記載一年的國家大事，因此就將國史稱

為「春秋」。

(5) 風格：史文質約，紀事簡略，稱為「春秋筆法」，又稱「微言大義」，主要正名

分，寓褒貶，別善惡，寄寓微言大義。

(6) 評論：

1  孟子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2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

《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

『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7) 地位：為漢朝五經《易》、《書》、《詩》、《禮》、《春秋》之一。

2. 《春秋》三傳簡介：

書名 《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作者
相傳為春秋時，魯國太

史左丘明

戰國 齊 公羊高 戰國 魯 榖梁赤

起迄

起於魯隱公元年，迄於

魯哀公二十七年

起於魯隱公元年，迄於

魯哀公十四年，與《春

秋》同

起於魯隱公元年，迄於

魯哀公十四年，與《春

秋》同

內容
長於敘事，以記載史事

為主，屬古文經

長於解經，多釋義例，

屬今文經

長於解經，多釋義例，

屬今文經

整體評價

1. 鄭玄：「《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趁），《穀梁》善於

經。」

2. 范寧：「《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
《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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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課　師說

文章結構

師說

開門見山說明老師的責任與重要性。點明主旨

闡述只要有「道」，所有人皆可以是老師，並強調拜師的

重要，呼應前段。
加強補述

舉世人、士大夫之族為「不恥相師」的反面例證，舉巫、

醫、樂師、百工之人及聖人為「不恥相師」的正面例證。
舉例說明

文末交代為文緣由。撰文原因

作 者

1. 作者：唐 韓愈。

2. 字號：字退之，卒諡文，世稱韓文公，亦稱韓昌黎。昌黎（今河北省 徐水縣西）是韓愈

的郡望，故撰文常自稱昌黎 韓愈。

3. 籍貫：唐 河南 河陽人。

4. 生卒：生於代宗 大曆三年，卒於穆宗 長慶四年，年五十七。

5. 生平要略：

(1) 三歲而孤，由兄嫂撫養長大。早年刻苦勤學，盡通六經百家之書。

(2) 德宗 貞元二∼五年（西元七八六∼七八九年）數度赴舉不第，至八年方中進士。

(3) 累官國子監祭酒、京兆尹、吏部侍郎、兵部侍郎等職。因個性耿介，直言不諱，曾

兩度被貶，一次是為關中災民請命；一次是反對唐憲宗迎佛骨入宮。

(4) 宋神宗時追封昌黎伯。

6. 文學主張：

(1) 發揚儒家學說，排斥佛、老思想，在文學上倡導古文運動。

(2) 主張以先秦、兩漢內容充實、形式自由的散文，來取代六朝以後空疏無本、華而不

實的駢文。

(3) 在摯友柳宗元與韓門弟子李翱、李漢、皇甫湜（時）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古文終於蔚

為一時風氣，直至宋 歐陽脩力尊韓文，蘇洵、曾鞏、王安石、蘇軾、蘇轍繼起，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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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遂成文章之正宗。韓愈的古文運動影響深遠，所以蘇軾稱讚他為：「文起八代之

衰，道濟天下之溺」。

7. 文學成就：

(1) 散文以「載道」為主，氣魄雄渾，語言精練，備受後人推崇。

(2) 明 茅坤收錄韓、柳、歐、曾、王、三蘇等人的作品，作為後世習文楷模，並尊韓愈

為「唐 宋古文八大家」之首。

(2) 詩作以文為詩，帶有散文筆法，求新求奇，風格奇譎，在唐詩分派中屬於奇險派，

對宋詩影響很深。

8. 著作：著有《昌黎先生集》。

篇 旨

1. 文體：論說文（贈序）。

2. 出處：本文選自《昌黎先生集》。

3. 篇旨：

(1) 篇中所謂的「師」不是指「童蒙之師」，而是指「士大夫之師」；「說」為解釋義

理、申述己見的寫作文體。

(2) 唐代士大夫恥於相師，韓愈慨嘆師道淪喪，所以藉著李蟠請學的機會，力陳當時士

大夫恥於相師的弊端，並闡述從師問學及尊師重道之理。

(3)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

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

狂名。」《新唐書‧韓愈傳》：「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

子。」可見韓愈作育英才，轉移風氣之不遺餘力，蘇軾譽其「匹夫而為百世師」

者，絕非偶然。

(4) 孔子嘗學古官制於郯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學鼓瑟於師襄，是以聖人無

常師。

(5) 全文篇幅簡短，含義深長，處處展現作者的真知灼見，在結構謹嚴、脈絡通貫中，

又有錯綜變化之妙，可謂論說文中的典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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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文

第一段

古之學者 1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 2、

受業 3、解惑 4也。人非生而知之 5者，孰能

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 6終不解矣！

翻 譯
古時候求學的人一定有老師。老師是傳習學術

思想、教授學業、解答疑惑的人。人不是生下來就

明白事理的，誰能沒有疑惑呢？有疑惑卻不跟從老

師學習，那麼疑惑就永遠得不到解答了！

第二段

生乎吾前，其聞 7道也，固先乎吾，吾從

而師之 8；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

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福庸知 9其年之先後

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

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翻 譯
年紀比我大的人，他了解道理本來就比我早，

所以我跟從他學習；年紀比我小的人，他了解道理

也比我早的話，我也要跟從他學習。我所要學習的

是道理，難道還需要知道他的年紀比我大還是比我

小嗎？因此不論地位貴賤、不論年紀大小，只要是

道理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老師所在的地方。

【注釋】

7  聞—聽到，引申為懂得。
8  從而師之—跟著他學習。師，動詞，
學習、從師。

9  夫庸知—哪裡計較。夫，音 符，發

語詞，無義。庸，豈，表反詰語氣。

【注釋】

1  學者—在這裡指求學的人。
2  傳道—傳授儒家修己治人的思想。
3  受業—講授學業。受，通「授」。
4  解惑—在這裡指解決傳道、受業中產
生的疑惑。

5  之—代名詞，指上文的「道」和
「業」。

6  其為惑也—那些成為疑難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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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課　項脊軒志

學習之鑰

1. 本文以記敘文的形式呈現，而其內容則將抒情、狀景、敘事融為一體。雖然通篇
用語平淡自然，然筆觸真摯感人，抒發歸有光對親人哀惋動人的思念之情，讀來

相當具有感染力，亦能引起讀者強烈的共鳴。

2. 歸有光在科考與仕宦的途中，雖然不甚得意，但也因為如此，其畢生的精力得以
投注在文學創作方面，因而成為明代第一散文大家。他大膽拋開中國傳統文章

「文以載道」的原則，而將身邊的瑣事和家庭細節一一收入，成為創作的題材，

帶來嶄新的氣象，成就遠遠超出當代的文人。

學習精粹

1. 在古文當中，當兩個數詞連用時的解釋：
(1) 表約略之數：當兩個數字差距為一時，通常指「一些」。

1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約有五或六位冠者，六或七位童子。
（《論語‧先進》）

2  只嫌「六七」茅竹舍，也有「兩三」雞犬聲→約有六或七間茅草屋，兩或
三聲雞犬吠。（楊萬里〈至節宿翁源縣與葉景小酌〉）

(2) 表兩數相乘：若前數小，後數大，且差距在二以上，通常為相乘，亦有兩數相
同的狀況。

1  「三五」之夜，明月半牆→表示每月十五日月圓的晚上。（歸有光〈項脊
軒志〉）

2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表示為十六歲。（陶淵明〈責子詩〉）
3  「五五」之喪→指守二十五個月的喪期，意即「三年之喪」。

(3) 表兩數相除：若前數為十（什）、百、千、萬，後數為個位數時，通常前數為
分母，後數為分子。

1  使老祖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加鞭箠焉
→表示十分之一。（劉基《郁離子‧狙公》）

2  「什一」，去關市之徵，今茲未能→表示十分之一。（《孟子‧滕文公》
下）

3  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表示百分之二。（《史記‧高祖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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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課　勸和論

成語集錦

1. 曉以大義—告訴他人正義的道理，藉此啟發他人。

同義  說之以理。

2. 玉石俱焚—不論好壞、善惡、賢愚皆受害，全部毀滅。

同義  玉石同焚、玉石同燼、玉石俱碎、玉石俱摧。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小事能夠釀成巨大的災害。

同義  星火燎原、燎原之火。

4. 拂然而怒—因憤怒而改變臉色。

同義  怫然而怒、怫然變色、怫然作色。

5. 同室操戈—因為兄弟相爭或國家、族群間的鬥爭而產生災禍。

同義  釁起鬩牆、禍起蕭牆、尺布斗粟、煮荳燃萁。

反義  同氣連枝、手足情深。

字詞摘釋

1. 其禍「倡」於匪徒—發生。

2. 後遂燎原莫「遏」，玉石俱焚—禁絕、阻止。

3. 臺為「五」方雜處—眾多。

4. 遊斯土者，「嘖嘖」羨之—狀聲詞，表達讚嘆或驚奇的咂嘴聲。

5. 「滋」愧實甚—更加。

異義精析

揆
1. 揣測、揣度、判斷—「揆」諸出入相友之義。（鄭用錫〈勸和論〉）

2. 道理—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孟子‧離婁》下）

3. 統合處理國政的官員—閣「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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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下列各組「　」內的文字，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是：（多選）

 【105北模學測二】

(A) 抱以「適」市，貴人過而見之／子「適」衛，冉有僕

(B)「去」國懷鄉，憂讒畏譏／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眾矣

(C) 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

(D)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夫臺灣「固」海上之荒島爾

(E) 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 　 ）5. 韓愈〈師說〉：「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相傳孔子曾問「禮」於

老聃。閱讀下列有關老子、孔子論「禮」以及後學的相關討論，選出解釋適當

的敘述：（多選）

 【108學測】

(A) 依老子的看法，人間若有「道」，便無須用「禮」

(B) 孔子「玉帛云乎哉」的看法，即憂心「禮」僅「尚其意不尚其文」

(C) 吳子良認為：「禮」的形式與內在應為一體，老子有矯枉過正之弊

(D) 吳子良和朱熹都認為：老子對「禮」缺乏深度認知，故評論有失偏頗

(E) 朱熹認為：〈禮運〉所云：「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與老子對「禮」的

看法相似



47

趨勢考題

解答  
1. (A)　2. (D)　3. (A)　4. (A)(B)(D)　5. (A)(C)(E)

解析  
1. 題幹翻譯：

 甲、 古代求學者一定都有老師。老師，就是傳授儒道思想、講授學業、解除學生疑惑的人。人不可能

出生就明白所有道理，誰能沒有疑問呢？有了疑問而不向老師學習，那麼疑問將一輩子無法獲得

解答。年紀比我大的人，他領會道理的時間原本就比我早，我本來就應該向他學習；年紀比我小

的人，若是他領會道理的時間比我早，我也是應該向他學習。我要學習的是道理，哪裡需要在乎

老師是比我年長還是年幼呢？因此，不論他人的身分貴賤、年紀長幼為何，只要誰懂得道理，誰

就是我的老師。

 乙、 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子曾向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等人請教，郯子這一類人，他們的才智

是無法與孔子相較的。孔子說：「只要有三人同行一起，其中就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師的人。」因

此，學生不一定就不如老師，老師也不一定比學生高明。領會道理有時間早晚的區別，技術、學

業有各自專門的研究，師生間不過如此而已。

 (A)「人不可能出生就明白所有道理，誰能沒有疑問呢」，與選項的意思相同；(B)「請教道理的對

象，不須在意對方的年齡大小」，與選項意思不同；(C)「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與選項意思不同；

(D)「郯子這一類的人，其才智不如孔子」，與選項意思不同，故答案選 (A)。

2. 甲段提到「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

所存也」，道理在哪，老師就在哪。乙段也提到「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因此可知韓愈認為學

習與身分或年齡無關，關鍵在於是否夠專業，故答案選 (D)。

3. (A)語出《荀子‧勸學》，語譯為「君子的天資並非是異於一般人，而是他們能夠善用後天所學習的

知識」，與題幹詢問的內容相同；(B)語出《孟子‧盡心》下，語譯為「木匠和專製車輪、車箱的工

匠，只能教導人規則法度，卻無法傳授技術中的奧妙」，說明高深的技巧是要靠自己去領會；(C)語

出《荀子‧勸學》，語譯為「君子只要多面學習並且每天自我反省，自然就能心思明確而言行沒有過

錯了」，說明自我反省的重要性；(D)語出《論語‧子張》，語譯為「每天求取我所不知道的新知，

每個月時常溫習，讓學習的內容不忘記，這樣就可以稱得上是好學了」，說明溫故知新的重要性，故

答案選 (A)。

4. (A)去、往；(B)離開；(C)因為、由於／坐下；(D)本來；(E)志業／記載。

5. 題幹翻譯：

 　　老子：「失去大道之後，只好試圖求德；做不到德，就求做到仁；做不到仁，就求做到義；做不

到義，就求做到禮。禮是最低標準，是忠信之類的美德之中最少的，因此這也是亂象的開始。」（道

才是一切純樸原理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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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課　赤壁賦

閱讀下文，回答 1∼ 2題。

在發現澳洲之前，舊世界的人相信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這個

想法其實沒有錯，因為它和實證現象完全吻合。但只要一隻黑天鵝，

便足以讓一個基於白天鵝被看到千萬次所形成的認知失效。

出乎意料的黑天鵝事件，說明了人們從觀察或經驗所學到的事物

往往有其侷限。人們無力預測黑天鵝事件，也顯示了人們無從預測歷史發展。但黑天鵝事

件發生後，人們又會設法賦予它合理的解釋，好讓它成為是可預測的。因此，許多學說總

在黑天鵝事件後出現。

雖然令人難以置信的黑天鵝事件經常衝擊現有的局勢，但我們如果願意反知識操作，

或許可以從中僥倖獲利。事實上，在某些領域—例如科學發現和創業投資，來自未知事

件的報酬非常大。發明家和企業家往往注意雞毛蒜皮的小事，並在機會出現時認出機會。

（改寫自 Nassim Nicholas Taleb《黑天鵝效應‧前言》） 【107學測】

（ 　 ）1. 下列敘述，符合作者看法的是：

(A) 黑天鵝事件向來離奇，人類的經驗難以理解

(B) 留意細微徵兆，有助於防範黑天鵝事件發生

(C) 投資致富的關鍵，便是懂得避開黑天鵝事件

(D) 科學研究若出現黑天鵝事件，可能翻轉知識

（ 　 ）2. 下列作品中人物始料未及之事，最接近黑天鵝事件的是：

(A)《三國演義》：曹操沒料到，赤壁在冬天會吹東南風

(B)《儒林外史》：胡屠戶沒料到，女婿范進能鄉試中舉

(C)〈燭之武退秦師〉：鄭伯沒料到，鄭國能倖免於秦 晉聯軍

(D)〈馮諼客孟嘗君〉：孟嘗君沒料到，薛地百姓會夾道相迎

（ 　 ）3. 寫作時提到某一事物，常運用與該事物密切相關的物件來代替，以求行文的生

動變化。如蘇軾〈前赤壁賦〉：「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

里，旌旗蔽空」，以船尾「舳」和船首「艫」代替「船」。下列詩文也運用此

種表現方式的選項是：（多選） 【103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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