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語文學科中心 112年試題研發（混合題） 

 

1 
 

題組名稱 
撰史紀實有良方： 

方苞〈書漢書霍光傳後〉、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哈佛寫作課》 

命題者 徐千惠 

情境範疇 

1、學術探究情境 

2、本題組共四題。引用的多重文本，甲文為方苞〈書漢書霍光傳後〉，作者藉

由本文提出他對良史紀傳所秉持的分寸有何觀察與見解。乙文改寫自《哈

佛寫作課》，本文則就敘事紀實體裁中的歷史敘事寫作提出看法。二文分別

就良史撰史的方法、敘事紀實的技巧加以剖析，並都提出了寫作建議。藉

由學術探究情境，引導學生逐步從理解詞義、句義與文意，進而判斷寫作

手法，比較二文異同，繼而能就延伸引文統整二文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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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8 分） 

甲 

    《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後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韓氏目《春秋》為

謹嚴，故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獨著其有關於治亂者。班史義法，視子

長少漫矣，然尚能識其體要。其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蔽以「出入禁

闥，小心謹愼」；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

焉，蓋不可勝書，故一裁以常事不書之義，而非略也。其詳焉者，則光之本

末，霍氏禍敗之所由也。 

    古之良史，於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其首尾，并所為旁見

側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裏可按，而如見其人。後人反是，

是以蒙雜暗昧，使治亂賢姦之跡，並昏微而不著也。（節選自方苞〈書漢書霍

光傳後〉） 

乙 

    我們稱為「敘事紀實」的體裁，混合了人的故事、學術理論以及所觀察

到的事實，其中歷史敘事寫作會帶來一連串特別的挑戰，最明顯的限制就是

你不可能採訪到你的描寫對象。若想找到具表現力的細節，有兩套相互對立

的技巧。首先，在蒐集資料時，你必須放棄所有取捨的打算，這樣才可能累

積事實；可是，當你在寫作時，又必須對這些事實進行嚴格的取捨。我相信

「三個深度案例勝過二十個」，也就是三個表述清楚、鞭辟入裡的案例——但

背後必須有一組精準的概念為支撐（例如：總能隨遇而安、常常意氣用事等）

——遠勝過二十個只說出問題卻無法指出解答的案例。 

joanna
創用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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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能寫的只是一個切片，雖然並不能囊括一個人的所有要素，但是我

們能得到一個人性格的一些片段，就已經足夠了。在我的人物特寫中，它能

讓我去詮釋這個人的某些方面，從而有助於寫出我真正感興趣的主題或概

念。當你在精心佈局的敘事中展現細節，它自然會帶領讀者發現意義。如果

你為我展現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在天寒地凍中，把自己的大衣送給一個流浪

漢，你就不需要告訴我她是個多麼有同情心的人，因為她的行動已經說明了

一切。（改寫自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哈佛寫作課》） 

問題一 

1、下列文句中的「蔽」，與甲文「蔽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的「蔽」意義相

同的是：（占 2 分，單選題） 

   (A) 旌「蔽」日兮敵若雲 

   (B) 項伯常以身翼「蔽」沛公 

   (C) 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 

   (D)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答案 

【答案】D 

【解答】(A)遮蔽，引自屈原〈國殤〉。指：旌旗遮蔽的日光，敵兵像雲一樣湧

上來，極言敵軍之多。(B)遮掩、保護，引自司馬遷〈項羽本紀〉。指：

項伯常常用他的身體保護沛公，阻擋項莊的攻擊。(C)受蒙蔽、被欺

騙，引自《戰國策．齊策》。指：由此可見，大王您受到的蒙蔽太嚴

重了。(D)概括，引自《論語．為政》。指：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心

念純潔真誠」。 

【甲文翻譯】 

           《春秋》的紀事體例是「不記尋常事情」，後來優秀的史學家都學

習這種原則。韓愈認為《春秋》紀事嚴謹，所以編《順宗實錄》時，

一概削去尋常事件，只記載與國家治亂有關的重大內容。班固《漢

書》的義法與司馬遷的《史記》相比，稍嫌散漫，但是他尚能清楚史

書行文應掌握的大體和綱要。他為霍光立傳，對其在漢武帝朝二十多

年的事跡，用「出入宮廷，小心謹慎」來概括；對其前後輔佐漢昭帝

十三年，則用「百姓豐衣足食，外族馴從歸順」來概括，具體事情並

未記載，因為記不勝記，所以一律用「不記尋常事情」這個體例來處

理，並非是疏忽漏記。傳中詳載的，是霍光一生的開始和結局，以及

霍家肇禍致敗的緣由。 

            古代優秀的史家，千百件事情都不去記載，對於選定的一、二件

事，則會首尾完整呈現，對於由此衍生出來的事端，也會一一詳加書

寫，所以千百年之後，這些事情原原本本都可以查核，讓人好像親眼

見到這位傳記中的人物一般。後來的史書作者則相反，所以他們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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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內容雜亂暗昧，致使有關國家治亂、人臣忠奸的史實，也顯得隱

晦不明。 

學習內容 
Ab-Ⅴ-2 文言文的詞義及語詞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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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終身學習能力。 

試題概念與分析 

1、測驗目標：A1.字形、字音、字義的辨識與應用。 

2、評量重點：本題藉由判讀「蔽」字的詞義，引導學生理解甲文文意，以掌

握作者觀點與舉例用意。學生若能明白「蔽」指「概括」，就比

較能理解「出入禁闥，小心謹愼」與「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是霍光事武帝與昭帝時普遍可見的態度與政績，屬於「常事」，

而非「特殊情況」。 

問題二 

2、依據甲文，方苞藉「比較」手法提出他對史傳寫作的觀察與評價，下列說

明最適切的是：（占 2 分，單選題） 

   (A)班固比司馬遷的敘述散漫，在義法的掌握上不及司馬遷 

   (B)與古代良史相較，後來的史傳作者多著墨於亂世的昏昧 

   (C)韓愈著《順宗實錄》時以《春秋》為榜樣，且更加嚴謹 

   (D)班固對武帝史事的敘述較詳盡，昭帝時的史事則較疏略 

答案 

【答案】A 

【解答】(A)從「班史義法，視子長少漫矣，然尚能識其體要」可知，方苞認

為班固《漢書》的義法與司馬遷的《史記》相比，稍嫌散漫，但是他

尚能清楚史書行文應掌握的大體和綱要。(B)並非著墨於亂世的昏昧，

而是批評史傳內容雜亂昏昧。方苞認為，與古代良史相較，後來的史

傳作者水準欠佳，內容寫得雜亂暗昧，重點不清，以至於對史實的評

價隱晦不明。(C)韓愈著《順宗實錄》時以《春秋》為榜樣，但方苞

並未強調《順宗實錄》更加嚴謹。(D)班固寫霍光列傳，自霍光在漢

武帝朝二十多年，又輔佐漢昭帝十三年的歷練中蒐羅可用事蹟，但方

苞並未針對班固對記載武帝、昭帝的史事孰詳孰略作出評價。 

學習內容 
Ad-Ⅴ-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評述。 

Bd-Ⅴ-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學習表現 
6-Ⅴ-4 掌握各種文學表現手法，適切地敘寫，關懷當代議題，抒發個人情感，

說明知識或議論事理。 

試題概念與分析 

1、測驗目標：B2.文意的理解、比較、分析、統整。B4.形式的推究與分析。 

2、評量重點：本題的設計動機，一是為了引導學生理解方苞善用「比較」方

式說理的寫作手法，二是為了提示學生本文較容易誤讀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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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學生在閱讀「班史義法，視子長少漫矣」這兩句時，可能會

疑惑方苞到底是比較肯定司馬遷還是班固？閱讀能力較好的學

生，用刪去法後便可知正答是 A，方苞還是比較肯定司馬遷。  

問題三 

3、依據甲、乙二文，作者均以對比方式，闡述撰史紀實的寫作原則，分別提

出「不書╱詳書」、「不用取捨╱嚴格取捨」的見解，請完成下列表格。（①、

②各占 2 分，作答字數：20 字以內，不可抄錄原文。） 

甲文：良史紀史 

不書 屬於尋常、一般的事情，略過不記。 

詳書 ①  

乙文：敘史紀實 

不用取捨 ②  

嚴格取捨 
寫作時要嚴選能凸顯概念、表述清楚且鞭

辟入裡的案例，貴精不貴多。 
 

評分準則 

【滿分參考答案】 

① 確定要寫入傳記的事，從頭到尾交代清楚。（20 字） 

② 寫作前收集資料，務求詳盡，不必取捨。（19 字） 

【評分規準】①、② 

 

 
 

① 評分原則 給分 

能正確寫出參考答案的大意，且敘述完整。 

答案須包括「確定要寫入傳記的事」、「從頭到尾交代清楚」

二者，一個交代詳書範圍，一個交代要寫到多清楚。 

2 分 

答案敘述部分錯誤或不完整 1 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 分 

② 評分原則 給分 

能正確寫出參考答案的大意，且敘述完整。 

答案須包括「寫作前收集資料」、「務求詳盡」二者，一個

交代「是什麼事可以不用取捨」，一個交代「要做到什麼地

步」。 

2 分 

答案敘述部分錯誤或不完整 1 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 分 

學習內容 Bc-Ⅴ-2 描述、列舉、因果、問題解決、比較、定義、引用、問答等寫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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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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測驗目標：B2.文意的理解、比較、分析、統整 

2、評量重點：本題統整甲、乙二文闡述撰史紀實的寫作原則，二文分別從「不

書/詳書」與「不用取捨/嚴格取捨」的對比凸顯作者見解。故本

題評量重點為：學生能否掌握作者藉由對比手法傳遞出的看法。 

問題四 

4、請閱讀下列引文後，回答（1）、（2）、（3）題。 

   「光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

正如此。」（《漢書‧霍光傳》）                識：通「幟」，標記。 

   （1）依據甲文，可推論本段文字較適合作為霍光在武帝或昭帝時的例子？

判斷依據為何？（占 4 分，總作答字數：40 字以內，不可抄錄原文。） 

   （2）依據乙文觀點，本段文字是透過什麼樣的「特寫」，來呈現霍光「資

性端正」的特質？（占 4 分，作答字數：30 字以內，不可抄錄原文。） 

   （3）本段文字是否符合乙文所謂的「切片」？理由為何？（占 2 分，作答

字數：20 字以內。） 

評分準則 

【滿分參考答案】 

（1）武帝。因為此例切合霍光侍奉武帝時「出入宮殿，小心謹慎」的一貫態度。

（33 字） 

（2）發現霍光每次停頓、前進都有固定的位置，而且尺寸分毫不差。（28 字） 

（3）符合。已可藉此看出霍光性格的一些片段。（19 字） 

【評分規準】4（1）、4（2）、4（3） 

 

 

 

 

 

 

 

 

 

 

 

 

 

 

 

4（1）評分原則 給分 

能寫出參考答案之大意，且敘述完整。 

答案須包括：1.武帝 

            2.切合「出入宮殿，小心謹慎」的 

              一貫態度。 

4 分 

答案敘述部分錯誤或不完整 2 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 分 

4（2）評分原則 給分 

能寫出參考答案之大意，且敘述完整。 

答案須包括：1.每次停頓、前進都有固定的位置 

            2.尺寸分毫不差 

4 分 

答案敘述部分錯誤或不完整 2 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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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評分原則 給分 

能寫出參考答案之大意，且敘述完整。 

答案須包括：1.符合 

            2.可藉此看出霍光性格的片段。 

             （「霍光」若改以「傳主」、「主角」

表達亦可） 

2 分 

答案敘述部分錯誤或不完整 1 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 分 

學習內容 
Ba-Ⅴ-3 寫作手法與文學美感的呈現。 

Bd-Ⅴ-2 論證方式如歸納、演繹、因果論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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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測驗目標：B3.內容的延伸與反思 

2、評量重點：本題摘引《漢書‧霍光傳》的一段文字，用以連結乙文觀點提到

的「切片」和「人物特寫」概念，也與甲文對霍光在武帝朝一

貫儀表姿態的評價呼應，測驗學生是否能找到班固和方苞評價

的依據，也提醒學生，雖然班固說「常事不書」，但霍光「每次

停頓、前進都有固定的位置，而且尺存分毫不差」的舉止，在

他「出入宮殿，小心謹慎」的一貫態度中，可視為「常中之非

比尋常」，所以班固還是記錄了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