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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組名稱 左傳、松下幸之助如是說─實現你的價值 

命題者 曾安琪 

情境範疇 

1.學術探究情境，企業管理與國語文跨領域。 

2.本混合題組設計四題，題幹引文甲是改寫自譚地洲《松下幸之助如是說─

實現你的價值》，引文乙是《左傳》。 

適用議題 

□人權    □環境    □海洋    □科技    □能源    □家庭      

□品德    □生命    □法治    □資訊    □安全    □防災   

□戶外    □原住民族    □性別平等    □多元文化 

□國際    ■閱讀素養    □生涯規劃    □媒體識讀 

題幹 

1-4題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1-4題 

甲 

    松下說：「最近，聽說有幾名職員說：『松下電器不能成為金太郎之

糖。』簡直是豈有此理，說出這樣的混帳話。為什麼成為『金太郎之糖』不

行呢？ 

    松下精神不就是要所有成員團結一致嗎？我希望你們記住這一點。」金

太郎是傳說中的英雄。金太郎之糖是一種圓棒狀的糖，無論怎樣切，斷面上

都有金太郎的臉。由松下精神塑造出來的松下人，似乎是同一個臉孔，給人

缺乏個性的印象，於是有人將松下人比作「金太郎之糖」。松下對此比喻並

無反感，反倒覺得這就是松下精神——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但是，有些高層主管人員在接受報紙等新聞傳媒採訪時竟說：『必須凸

顯個性，應該更合理些。』松下對此很惱火。換言之，這不是擺明著把松下

所倡導的精神拋諸腦後嗎？這時的松下早已退休，按理他可以完全不過問公

司的事情；但這次他之所以會發怒，是因為他覺得這樣下去很危險，松下的

精神一旦丟掉，這個龐大帝國就有崩潰之虞，不得不提醒員工們注意。所

以，當事後有記者詢問松下當時為什麼發火時，松下說：「我只是想讓大家

明白我在發脾氣。」 

    批評是對不良行為的矯正，是補救措施，最理想的狀況就是使員工不犯

錯或少犯錯。松下把公司所扮演的角色比喻為水桶外的鐵箍。如果沒有鐵

箍，木板就會脫落。他說，由於鐵箍的紀律限制，才使每塊木板有效地結合

在一起，形成水桶。作為鐵箍的公司，就是要使每個員工像木板一樣緊密結

合，去完成水桶的任務。嚴格的訓練和教育，是達到這個目標的有效手段。 

    松下公司及其附屬機構的二十多萬名員工，每個人都有過相當豐富的受

訓經驗。松下的所有專業人員，不管是工程師、會計人員或銷售人員，一開

始就要接受基本的商業訓練。每個人都要花上六個月，從事銷售工作，或直

接在一家零售店內工作。每一個人同時也要到生產線上，從事枯燥的裝配工

作。同時，在進入公司的最初幾年中，每一個新手還得學習「松下的處事方

式」，不容許有太多的錯誤。(選自譚地洲《松下幸之助如是說——實現你

的價值》) 

乙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

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觀之，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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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 

    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①之澤。大叔悔之，

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節選自《左傳》) 

 

注釋：①苻：蘆葦叢生的水澤，代指盜匪藏聚的地方。 

問題一 
1.甲文中，有人將松下人比作「金太郎之糖」，請問此一比喻有何正面與負

面意涵？(占 4 分，作答字數：40 字以內) 

答案及評分原則 

【答案】 

正面意涵指的是公司內部具有團結力。負面意涵指的是松下人缺乏個性。 

 

【評分原則】 

1.正面與負面意涵分開評閱：正面意涵 2 分，負面意涵 2 分 

2.沒標出何者是「正面意涵」、何者是「負面意涵」，各扣 1 分（「負面」

寫成「反面」，不扣分） 

3. 正面須寫到「公司內部有團結力」、負面須寫到「松下人缺乏個性」等關

鍵字。 

學習內容 Ac-V-1 文句的深層意涵與象徵意義 

學習表現 5 -V-5 主動思考與探索文本的意涵，建立終身學習的能力 

試題概念與分析 測驗目標：B1 訊息的檢索與擷取 

問題二 

2.甲文中關於松下的個性和經營松下電器的理念，說明錯誤的是： 

(A)松下退休後仍持續關注公司，並堅持公司發展延續自己的精神價值  

(B)松下不吝提出自己的批評和看法，對於不滿的表達方式亦十分直接 

(C)在員工的訓練上，松下強調必須在單一領域而專精，不能隨便踰越職權 

(D)在員工的管理措施上，松下認為預防重於治療，事先的要求勝過事後的

批評 

答案與解析 
答案：(C) 

解析： (C)松下認為須輪轉各部門學習。 

學習內容 Ac-V-1 文句的深層意涵與象徵意義 

學習表現 5 -V-5 主動思考與探索文本的意涵，建立終身學習的能力 

試題概念與分析 測驗目標：B1 訊息的檢索與擷取 

問題三 

3.關於甲、乙二文治理之道的說明，最適當的是：(單選題，占 2 分) 

(A)乙文中子產的治理之道，與甲文的松下相近，皆認為嚴格管理有其成效 

(B)乙文中孔子極力反對嚴格的治理方式，此與甲文松下的管理作風大不相同 

(C)二文均不主張寬嚴並濟的治理方式，乙文進一步引用孔子評論佐證此理念 

(D)二文皆闡明治理之道貴在以德服人，而松下和子大叔都能秉此原則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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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與解析 

答案：(A) 

解析： 

(A) 依據乙文「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

多死焉，故寬難」，子產以水火之喻，說明寬和的施政方式，其成效不

如嚴格的施政方式；根據甲文「嚴格的訓練和教育，是達到這個目標的

有效手段」可知，松下認為嚴格管理有其成效 

(B) 依據乙文「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可知，孔子並未完全反對嚴格

的治理方式，認為應採「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此一寬猛並

濟的治理方式 

(C) 僅乙文提及「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此一寬嚴並濟的治理方

式，並引用孔子評論佐證此一理念 

(D) 甲、乙二文皆未闡明治理之道貴在以德服人。 

學習內容 Ad -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評述。 

學習表現 5 -V-1 辨析文本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及寫作手法。 

試題概念與分析 測驗目標：B2 文意的理解、比較、分析、統整 

問題四 

4.甲、乙二文皆善於引喻說理，請闡明以下比喻的意涵。(各占 2

分，作答字數，各 10 字以內) 

出處 比喻主體 比喻意涵 

甲文 

木板  

鐵箍  

水桶 員工所發揮的工作成效 

乙文 
水  

火   

答案與語譯 

【參考答案】 

○1 員工╱員工們╱公司的每個員工 

○2 公司的紀律限制╱公司的紀律╱紀律限制╱使員工團結的紀律限制 

寬和的施政方式╱政策╱政令╱法令 

嚴厲的施政方式╱政策╱政令╱法令 

 

【乙文語譯】 

    鄭國的子產得了病。（他）對子大叔說：「我死（以後），您必定主

政。只有道德高尚的人能夠用寬厚（的政策）使民眾服從，其次（的政策）

沒有比剛猛更有效（的了）。比如烈火，民眾望見就害怕它，所以很少死

（在其中）的。水柔弱，民眾親近並和它嬉戲，就很多死（在其中）的，所

以寬厚（的政策）難（以實施）。」（子產）病數月後死去。 

  大叔執政，不忍心嚴厲，而施行寬柔政策。鄭國（因此）很多盜賊，

（他們）從沼澤地招集人手。大叔後悔了，說：「我早聽從（子產）夫子

的，不會到此地步。」發步兵去攻擊沼地的盜賊，將他們全部殺滅，盜賊

（才）稍微被遏止。 

  孔子說：「好啊！政策寬厚民眾就怠慢，（民眾）怠慢就用剛猛（的政

策）來糾正。（政策）剛猛民眾就受傷害，（民眾受）傷害了就施與他們寬

厚（的政策）。用寬大來調和嚴厲，用嚴厲來補救寬大，政治因此而調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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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 Ac-V-1 文句的深層意涵與象徵意義 

學習表現 5 -V-1 辨析文本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及寫作手法。 

試題概念與分析 測驗目標：B2 文意的理解、比較、分析、統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