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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名稱 明代旅遊團 

命題者 彰化高中 周晏生 

情境範疇 

1、 學術探究情境 

2、 甲、乙、丙文本出自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林語堂《生活的藝術．

論遊覽》、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

透過林語堂對旅遊本質的分析，以及巫仁恕對明代旅遊的風氣介紹，讓學

生對袁宏道筆下的各篇遊記有深入的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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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題組。閱讀甲、乙、丙文，回答 1-4 題。 

甲 

  由斷橋至蘇隄一帶，綠煙紅霧，瀰漫二十餘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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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湖光染翠之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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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中期以前，能夠旅遊的人大多是知識階層的士大夫；到了晚明，旅遊

已不是士大夫們的專利。由消費的角度來看，晚明時期旅遊已形成風尚，下層

社會大眾愈來愈多人有能力模仿上層社會的消費行為，而消費物品的創新與

品味更新的速度也愈來愈快。因此，晚明的士大夫對旅遊論述多所創發並辨別

雅俗，這些論述中反映了他們極力想塑造新的旅遊品味，以區分其與大眾旅遊

不同的心態。  

  而日趨興盛的旅遊風氣，也招來不同的批評。如張翰在《松窗夢語》中說

道：「吾浙之俗，燈市綺靡，甲於天下，人情習為固然。當官者不聞禁止，且

有悅其侈麗，以炫耳目之觀，縱宴遊之樂者。……夫為人上者，苟有益於下，

雖損上猶為之，如有損於下，雖益上不為。今之世風，上下俱損矣。」而王士

性在《廣志繹》中卻認為：「遊觀雖非樸俗，然西湖業已為遊地，則細民所藉

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時禁之，固以易俗，但漁者、舟者、戲者、市者、酤

者咸失其本業，反不便於此輩也。」（改寫自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

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 

joanna
創用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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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 

1.對於乙文提出的觀點：「這些論述中反映了他們極力想塑造新的旅遊品

味，以區分其與大眾旅遊不同的心態。」如要引述甲文為例證，哪一個句

子最為合適？（占2分，請以原文作答，作答字數：20字以內。） 

          

          
 

評分準則 

【滿分參考答案】 

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 

【解析】 

此句凸顯出袁宏道自身的審美觀屬於特定小眾，山僧、遊客能夠體會，而一

般大眾皆為俗士，不值得跟他們談論其中意趣。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完整寫出參考答。 2 分 

僅寫「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 1 分 

1. 未作答、答案完全錯誤。 

2. 僅寫「安可為俗士道哉！」 
0 分 

【甲文翻譯】 

  從斷橋到蘇堤一帶，柳綠如煙，桃紅似霧，連綿二十多里。歌聲與吹奏

聲悠揚如風，遊湖仕女揮汗如雨，衣著華美的遊客，比堤邊的青草還要多，

豔麗到了極點！ 

  然而杭州人遊西湖，只在上午十一時到下午五時這段時間。事實上，湖面

光影被綠樹青山染成一片翠綠的精巧，山中霧氣渲染出各種美麗色彩的奇妙，

都是在早晨太陽剛昇起，以及傍晚時刻，才最為濃麗嫵媚。月光下的景色尤其

美得無法用言語形容，花的嬌態、柳的柔情，山的姿容、水的情意，都另有一

種趣味。這種樂趣只能留給山中的僧人，與懂得遊賞山水風光的人享用，怎能

向庸俗之人說明呢！ 

學習內容 

Ad-V-4 非韻文：如古文、古典小說、語錄體、寓言等。 

Ca-V- 1 各類文本中的飲食、服飾、建築形式、交通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

樂等文化內涵。 

學習表現 
5-V-2 歸納文本中不同論點，形成個人的觀點，發展系統性思考以建立論述

體系。 

試題概念與分析 
1、 B5.結合文學、文化知識的詮釋與鑑賞 

2、 評量重點：測驗學生是否能掌握乙文論點，了解晚明士大夫在旅遊上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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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並以此分析甲文的文句。 

問題二 

2.根據乙文的引述，對於旅遊風氣的興盛，張翰認為地方官員應加以禁止，

王士性卻反對此做法。請問王士性反對的理由為何？（占2分，作答字

數：20字以內，不可抄錄原文。） 

          

          
 

評分準則 

【滿分參考答案】 

當地百姓依賴旅遊業賺錢，禁止則影響生計。 

或：禁止旅遊則會造成許多百姓失去工作。 

或：旅遊風氣能帶動當地的經濟。 

或：考慮當地旅遊業者的生計問題。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寫出參考答案大意，且敘述完整。 2 分 

只提到會影響人民生活，但概念模糊，未指出百姓賺錢、做

生意，或是產業、經濟上的影響。例如： 

會讓很多人生活變差。 

很多人會因此活不下去。 

1 分 

未作答、答案完全錯誤。 

未提到百姓賺錢、做生意，或是產業、經濟上的影響。例如： 

1. 未指出關鍵： 

會讓西湖當地損失慘重。 

西湖已經是觀光勝地，無法改變。 

2. 理解錯誤： 

收到的稅可以回饋給當地居民。 

旅遊業會排擠當地的其他工作。 

王士性想要藉著遊客來賺錢。 

0 分 

 

學習內容 

Ad-V-4 非韻文：如古文、古典小說、語錄體、寓言等。 

Ca-V- 1 各類文本中的飲食、服飾、建築形式、交通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

樂等文化內涵。 

學習表現 
5-V-2 歸納文本中不同論點，形成個人的觀點，發展系統性思考以建立論述

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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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學生是否掌握乙文對於晚明旅遊風氣的兩種批評聲音，並

分析出兩者不同的關鍵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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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 

丙 

旅行到了現代，似乎已是一種沒落的藝術。 

一個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個流浪者。旅行的要點在於無責任、無定時、無

來往信札、無嚅嚅好問的鄰人、無來客和無目的地。恰如某女尼所說：「□□

□□□□。」沒有特別的朋友，就是人盡可友，他普愛世人，所以就處身於其

中，領略他們的可愛處，和他們的習俗。流浪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

加接近。所以這一類旅行家喜歡到山中去，不為看什麼事物，也不為看什麼人

的旅行，而所看的不過是松鼠、麝鼠、土撥鼠、雲和樹。依金聖嘆之說，旅行

者所必須的行具就是「胸中的一副別才，眉下的一副別眼。」其要點在於此人

是否有易覺的心，和能見之眼。倘若他沒有這兩種能力，即使跑到山裡去，也

是白費時間和金錢。（改寫自林語堂《生活的藝術．論遊覽》） 

3.根據丙文文意，「恰如某女尼所說：『□□□□□□。』」中空格處應填

入的句子是：（占2分，單選題） 

(A)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B)無所特善視者，盡善視普世人也  

(C)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D)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答案 

【答案】 

 (B) 

【解析】 

(A)獨自學習而沒有朋友一起研討，就會學識淺陋而見聞不廣。出自《禮記．

學記》。  

(B)沒有什麼要特別善加對待的人，而盡可能善加對待世上所有人。呼應下句

「沒有特別的朋友，就是人盡可友，他普愛世人，所以就處身於其中，領

略他們的可愛處，和他們的習俗。」  

(C)人們都喜歡自己所吃的食物，喜愛所穿的衣服，安於所居的環境，樂從所

處的風俗習慣。出自《老子．八十章》。 

(D)一切有形的事物，都像夢一樣虛幻不實，又像朝露與電光一樣轉瞬即逝。

應該要這樣來看待事物。出自《金剛經》。 

學習內容 
Ad-V-2 新詩、現代散文、現代小說、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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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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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重點：測驗學生能否掌握丙文的脈絡，理解真正的旅行不應帶有特定

目的，而是需要寬廣多元的心與眼光。 



國語文學科中心 114年試題研發（混合題） 

 

5 
 

問題四 

4.丙文的作者認為一個真正的旅行家必須具備「易覺的心」和「能見之

眼」，在甲文中，袁宏道正因為具備這兩種能力，不僅能欣賞西湖的桃花

與月景，還能欣賞西湖的那些景色？（占4分，作答字數：20字以內，不

可抄錄原文。） 

          

          
 

評分準則 

【滿分參考答案】 

西湖邊的遊客，以及西湖清晨、黃昏的景色。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寫出參考答案大意，且敘述完整。 4 分 

只提到「遊客」、「清晨、黃昏的景色」其中之一。 2 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直接抄錄原文。 
0 分 

 

學習內容 
Ad-V-2 新詩、現代散文、現代小說、劇本。 

Cc-V-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 、信仰 、思想等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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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重點：測驗學生能否理解丙文中的「易覺的心和能見之眼」，並以此

分析甲文作者的審美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