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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名稱 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與蔣勳〈美是心靈的覺醒〉 

命題者 洪菁穗、邱  馨、王晉修 

情境範疇 

學術探究情境 

袁宏道與蔣勳對於美感經驗的見解，看似分岐，實則都有推廣美感經驗的

意圖。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意在抒發個人美感經驗，仍著重以感官為基

點進行展伸，這與蔣勳〈美是心靈的覺醒〉是一致的，因此命題用意在藉由二

種文類的對讀，就不同作者的美感經驗，檢測學生理解由個人感官提升至心靈

層次的程度，接著比較並說明二文觀點的異同。 

題幹 

1-3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1 至 3 題。 

甲 

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為奇觀。石簣數為

余言：「傅金吾園中梅，張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為桃花所

戀，竟不忍去湖上。 

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煙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為雨，

羅紈之盛，多於隄畔之草，豔冶極矣。 

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山嵐設色之妙，皆在

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

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 (袁宏道〈晚遊

六橋待月記〉) 

 

乙 

美要達到心靈狀態是開始於感官的。如果人沒有看過夕陽、沒有聽過浪

濤、沒有觸摸過芳草，或是沒有踩踏過柔軟的海灘，我相信人類不會有心靈

上的提升。因此，感官絕對是重要的開始。 

我們應該要從年輕時就開始培養感官豐富的感受。可是最後不要僅止於

感官，而是能夠讓自己的生命從感官提昇到更高的心靈狀態。這種狀態是

美，也是愛。它可以跟很多很多人分享，而且愈分享愈多。我常說，快樂的

時候要跟別人一起分享，憂傷的時候要跟別人一起分擔。如果把自己的生活

封鎖，隱藏自己感官的刺激，那將會是一個非常痛苦的狀態。那樣的寂寞，

遲早會讓自己走向絕望之路。 (蔣勳〈美是心靈的覺醒〉) 

命題者 王晉修 

問題一 

甲文中以「傅金吾園中梅，張功甫玉照堂故物也」與「余時為桃花所戀」對

舉，呈現出作者進行選擇時的心理狀態，下列敘述最接近作者心理狀態的

是：(占 2 分，單選題) 

joanna
創用CC



國語文學科中心 112年試題研發（混合題） 

 

2 
 

(A)模仿名家的名詩名句，是初學詩者較易切入的詩法(白靈)                                 

(B)真正鑑賞藝術的是大眾，只有少數人理解的不是藝術！(楊逵) 

(C)詩，連同一切文學，一切藝術，首先必須是「個人的」（紀弦）                       

(D)文學藝術有大眾傳媒的傳播，才能使創作有人看得到，聽得見(向明) 

答案 

答案：(C) 

詳解： 

作者在觀賞的選擇上呈現對美感的個人意志，不同於眾人或是流行的喜好，故

選(C)。 

(A)指初學詩者的入門技巧。 

(B)說的是藝術鑑賞的意義。 

(D)文學創作須借助傳播工具進行推廣。 

學習內容 學習內容-Bb-V-1 自我及人際交流的感受。 

學習表現 學習表現-5-V-3 閱讀多元文本,以拓展閱讀視野與生命意境。 

試題概念與分析 

1.測驗目標：B2.文意的理解與探究 

2.概念分析： 

以主體、美感兩個概念為主，核心是個人美感，並以主流審美與之相對

比，顯示個人與主流之間的差距，以及個人主體性。 

問題以「傅金吾園中梅，張功甫玉照堂故物也」與「余時為桃花所戀」對

比，實際上是「張功甫玉照堂」所代表的名士們審美的標誌，與「余」基於個

人美感的選擇，作者在兩者之間的掙扎，以「竟」表現出拉扯的痕跡。因此以

此為考點，希望學生可以透過這段文字理解作者對於自我主體的堅持。 

命題者 邱  馨 

問題二 

關於甲、乙二文的解讀，敘述最適當的是：(占 2 分，單選題) 

(A)甲文「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為奇觀」作者

強調奇特的審美觀，即乙文「可以跟很多很多人分享，而且愈分享愈多」

的美感經驗 

(B)甲文「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煙紅霧，彌漫二十餘里」，即乙文所謂始於感

官經驗而後提升至心靈的美 

(C)甲文「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即乙文所言

不僅止於感官的美感經驗 

(D)甲文「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即乙文中「把自己的生

活封鎖」的狀態，也因為處於沒有知音的寂寞，使甲文作者不欲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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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答案：(C) 

詳解： 

(A)甲文「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為奇觀」作者強

調奇特的審美觀，與乙文「始於感官而後提升至心靈」「可以跟很多很多人

分享，而且愈分享愈多」的美感經驗並不相左。 

(B)甲文「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煙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是始於感官經驗的

美，還未提升至心靈體驗。 

(D)甲文「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強調的是知音共賞，並

未出現乙文中「把自己的生活封鎖」的狀態，因此甲文的作者並不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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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終身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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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分析： 

◎關於乙文： 

(1)美要達到心靈狀態是開始於感官的。 

(2)作者相信沒有感官經驗，人類不會有心靈上的提升。 

(3)最後不要僅止於感官，而是能夠讓自己的生命從感官提昇到更高的心靈狀

態。 

(4)這種狀態是美，也是愛。它可以跟很多很多人分享，而且愈分享愈多。 

(5)如果把自己的生活封鎖，隱藏自己感官的刺激，那將會是一個非常痛苦的

狀態。那樣的寂寞，遲早會讓自己走向絕望之路。 

◎關於甲文： 

甲文的審美經驗可涵蓋前四點，從甲文中挑選出對應以文觀念的文句即可。 

命題者 洪菁穗 

問題三 

3.談到「美」，甲、乙二文作者有各自的觀察與感受，並從中發現樂趣。請依

據提示，分別說明二人對美感經驗的詮釋，完成表格內容。(①摘引原文，占

2 分，作答字數：25 字以內。②觀點說明，占 4 分，作答字數：40 字以內。) 

篇章作者 作者所認為的美 美感經驗的詮釋 

甲文    

袁宏道 

摘引原文： 

① 

西湖之美盡在月景，其中多是抽象感

受的「意趣」之美，一般人多未能領

略 

乙文 

蔣  勳 

讓自己的生命從感官提

昇到更高的心靈狀態。

作答引導：美來自……的展現，故能在

生活中……，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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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狀態是美，也是

愛。它可以跟很多很多

人分享 

② 

 

評分準則 

第 3 題 

一、參考答案 

①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 

②美來自感官豐富的感受，也是愛的展現，故能在生活中樂於分享，便能領略

更多生命之美。 

二、評分原則 

題號 評分原則 給分 

① 

能正確寫出參考答案之文句 2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 

② 

能寫出參考答案大意，且敘述完整 4 

答案敘述部分錯誤或不完整 2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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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終身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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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分析： 

(1)在觀點說明中提到甲文的關鍵詞有「月景」「抽象」「意趣」，有提到非一

般人可以領會，以題幹索引原文來看，只有第一段與最有一段有「月景」，

而對於「抽象」「意趣」有敘述的只有最後一段，因此作答方向明確。 

(2)乙文是以「生命」來看美的感官層次與心靈層次兩種樣態的差異，而「提

升」乃作為「感官」與「心靈」的轉換手段，作答時宜掌握對「提升」的

說明，參考答案便是以「感受」、「分享」強調美感的接收與表達，凸顯

「將美提升至心靈層次」的操作方式，呈現作者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