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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名稱 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與〈飛來峰〉二文對讀 

命題者 郭碧娟、蔡淑姿、李靜雯、徐千雯 

情境範疇 

學習脈絡情境 

本混合題組共有4題，共12分。藉由對讀袁宏道的〈晚遊六橋待月記〉

與〈飛來峰〉二文，期望學生在學習脈絡情境下，展現其學習遷移的能力。

〈晚遊六橋待月記〉為核心古文，學生已通曉熟悉，對讀文本〈飛來峰〉亦

為袁宏道「西湖遊記」中的一篇，二文在內容主題、表現方法、審美情感上

有不少相通之處，亦為作家的文學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之實踐，學

生閱讀〈飛來峰〉時，若能活用所學，其閱讀理解能力便是答題得分之關

鍵。同時在第四題加入學者巫仁恕〈對晚明消費文化對文人的影響〉，深化

學生對公安派的所處時代背景、文人行為與動機的了解，期許學生在閱讀多

元文本後，能思考文本如何反應文化與社會現象，以拓展閱讀視野。 

題幹 

1-4 題為題組。閱讀甲、乙二文，回答 1-4 題。 

甲    西湖最盛，為春為月。一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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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於堤畔之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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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上諸峰，當以飛來為第一。高不餘數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猊，

不足為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為其怪也；秋水暮煙，不足為其色也；顛書

吳畫，不足為其變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

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壁間佛像，皆楊禿所為，如美人

面上瘢痕，奇醜可厭。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

衫短後，直窮蓮花峰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聞溪同登，次為

陶石簣、周海寧，次為王靜虛、石簣兄弟，次為魯休寧。每遊一次，輒思作

一詩，卒不可得。（袁宏道〈飛來峰〉） 

命題者 蔡淑姿老師 

joanna
創用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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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 

甲、乙二文皆為作者賞玩西湖美景之作，關於作者賞玩之興味，下列說明較

不適切的是：（占 2 分，單選題） 

（A）就最美景色而言，甲文認為是月夜，乙文則認為是飛來峰 

（B）就欣賞景物而言，甲文作者著重賞梅，乙文讚賞壁間佛像 

（C）就遊覽時間而言，甲文認為破曉、黃昏較合適，乙文無特別說明 

（D）就賞景之趣而言，甲文認為能與山僧遊客共享，乙文則與友人同遊 

 

答案 

答案：（B）。 

詳解：依據甲文友人石簣見梅盛開，勸作者「急往觀之」。但作者卻「余時

為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可知作者在梅、桃之擇，應為「捨梅

就桃」。乙文「壁間佛像，皆楊禿所為，如美人面上瘢痕，奇醜可

厭。」作者認為飛來峰奇美如美人，但壁間佛像卻像美人臉上斑點，

奇醜無比。（B）選項「讚賞壁間佛像」應修正為「憎惡壁間佛

像」。 

（A）依據甲文「西湖最盛，為春為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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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作者認為西湖美景以月色為最美；依據乙文「湖上諸

峰，當以飛來為第一」可知飛來峰為西湖諸山中最美之景。 

（C）依據甲文「一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可知作者認為西湖朝

夕之景皆美；而乙文說雖提及曾五次遊飛來峰，但並無對最佳遊覽時

間的描寫。 

（D）依據甲文「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可知作者認為遊賞之樂

能與之同享；依據乙文「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

同登，單衫短後，直窮蓮花峰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

聞溪同登，次為陶石簣、周海寧，次為王靜虛、石簣兄弟，次為魯休

寧。」可知作者五次遊飛來峰，每次皆與友人同行出遊。 

〈飛來峰〉語譯： 

湖上的各山峰，應該以飛來峰為第一，它高度不過幾十丈，但是顏色蒼翠

像玉一樣聳立：就算是飢渴的猛虎、奔跑的猊獸，也不足以形容它的怒

姿；就算是神仙呼喚和鬼怪站立的姿態，也不足以形容它的怪狀；就算是

秋天的江水、傍晚的煙霧，也不足以形容它的顏色；就算是顛僧（懷素）

的字、吳道子的畫，也不足以形容它的變幻曲折。石頭上長著許多奇異的

草木，不長在土壤裡，根已長出到石頭外面。前後大小石洞有四五個，裡

面曲折明亮，鐘乳石就像花一樣，就像雕刻出來的。石壁上的佛像，是楊

禿子畫的，就像美人的臉上長出瘢痕，奇醜無比，令人生厭。我前後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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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來峰共五次：第一次和黃道元、方子公一起登上的，當時穿著單薄後幅

較短的衣衫，一直爬到蓮花峰峰頂，每發現一塊石頭，就興奮地發狂大

叫。第二次和王聞溪一起來的，第三次和陶石簣、周海寧，第四次和王靜

虛、石簣兄弟，第五次和魯休寧。每來遊玩一次，就想寫一首詩，但最後

都沒作成。 

學習內容 Ac-Ⅴ-1 文句的深層意涵與象徵義。 

學習表現 5-Ⅴ-1 1 辨析文本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及手法。 

試題概念與分析 

1. 測驗目標 ：B2 文意的理解與探究 

2. 甲、乙二文皆是袁宏道對西湖美景的描繪與賞景的感受，因此本試題的概

念著重於賞玩興味之辨析。 

〈晚遊六橋待月記〉是課堂所學，學生應已了解袁宏道「獨抒性靈」的獨

特情味。作者在遊賞的時間、景點，其能分享情趣的同好，都有獨到之見

解。了解袁宏道品味後，再讀〈飛來峰〉一文，應該能看出袁宏道一貫的

情味所在。 

學生應仔細觀察作者不同遊記的審美觀，並辨析不同審美情味的寫景文

字，再依不同遊賞向度（時間、景色、景點、趣味）比較分析兩文內容。 

命題上希望學生能看到袁宏道對景的愛好、賞景時機的抉擇、遊伴多寡

等，這些都影響了賞景情味。學生應可從文字的觀察中，辨析袁宏道獨特

的審美情味。 

命題者 徐千雯老師 

問題二 

袁宏道山水遊記多以小品文形式呈現，無陳腔濫調，風格活潑清新。比較

甲、乙兩文的寫作手法，下列敘述適當的是：（占 2 分，單選題） 

（A）皆使用摹寫，表現湖岸景致倒映在湖面之美，展現獨特審美觀 

（B）皆運用譬喻，以西子喻湖，雖化用前人典故，但文字清新脫俗 

（C）甲文以繁盛春景、朝煙夕嵐襯托不可言說的月景，營造待月心情 

（D）乙文開頭描繪石洞之奇特，最後以賦詩之心點題，強化遊覽之樂 

答案 

答案：（C）。 

詳解：（A）甲、乙二文皆運用摹寫，展現作者獨特審美觀，但非用以表現

湖岸景致倒映在湖面之美，甲文以視覺（綠煙紅霧、羅紈之盛，多

於提畔之草）、聽覺（歌吹）、嗅覺（粉汗）描寫西湖春景遊人如

織、桃花盛開的熱鬧景色；乙文以心覺（奇醜可厭）描寫壁間佛

像，以視覺（窈窕通明）描寫飛來峰的石洞。 

（B）甲乙二文皆未將西湖譬喻為西子，甲文用譬喻修辭處為「歌吹

為風、粉汗為雨」，形容西湖遊客眾多；乙文用譬喻修辭處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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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若鏤」形容洞中的鐘乳石，以及「如美人面上瘢痕」，形容山壁

裡的佛像。 

（D）乙文開頭直接破題說明西湖諸峰，以飛來峰為第一美景，結尾

處述說自己欲以詩作紀錄遊覽之樂皆不可得，以強化不可言傳的審

美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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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測驗目標：A4.表現手法、表述方式的辨識與應用 

2. 本題設定學生在學習〈晚遊六橋待月記〉後，能夠掌握作者於文中運用之

修辭技巧，包含以虛實相襯的筆法寫西湖春月之景、用視覺與聽覺摹寫遊

人與景致，以及不落俗套、不用典而以白描手法寫景。 

了解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寫作手法後，再對讀其〈飛來峰〉，驗證

公安派獨特審美觀於作品中的呈現，如山壁佛像如美人面上瘢痕其醜可

厭；以及本想賦詩以表遊賞之樂，卻一詩未成的坦然。 

命題者 李靜雯老師 

問題三 

分析袁宏道在甲、乙二文中的寫作手法，請依據文本所述回答下列問題： 

(1)袁宏道在甲文中特別凸出桃花「紅」的特質，乙文中則以那些特質來凸顯

飛來峰？（占 2 分，作答字數：20 字以內，請寫出原文字詞。） 

(2)袁宏道著力描寫桃花與飛來峰，以凸出寫景焦點。請問：①甲文除了以

「綠」襯「紅」來凸顯自然色彩，在人文方面，如何顯現西湖春景的

「豔治」？②乙文又是如何結合自然與人文的想像，以突顯飛來峰的種

種特質？（①占 2 分，作答字數：20 字以內；②占 4 分，作答字數：40

字以內。） 

  請將答案填入下列表格： 

 自然 人文 

甲文 
以「綠」襯「紅」凸顯自然

色彩 

（     ①      ）  

占 2 分，作答字數：20 字以內                  

乙文 
（                                              ②                                             ） 

占 4 分，作答字數：40 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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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一、滿分參考答案： 

(1)怒、怪、色、變幻詰曲。 

(2) 

①以眾多遊客的歌聲、粉汗、衣著凸顯豔治。或：以眾多遊客的歌聲、汗

水、鮮豔衣著來表現。 

②以虎猊、秋水暮煙描寫飛來峰自然形色特質，並結合神鬼、顛書吳畫的

人文想像，突顯怪特變幻。或：以秋水暮煙描寫顏色；以渴虎奔猊、神

呼鬼立、顛書吳畫突顯外形變幻怪異。 

二、評分原則： 

第四題(1) 

評分原則 給分 

能正確寫出參考答案之文句 2 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 分 

 

第四題(2)① 

評分原則 給分 

能正確寫出參考答案之文句 2 分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錯誤 0 分 

 

第四題(2)② 

評分原則 給分 

能寫出參考答案大意，且敘述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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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Ba-Ⅴ-3 寫作手法與文學美感的呈現。 

學習表現 5-Ⅴ-1 辨析文本的風格及寫作手法。 

試題概念與分析 

1.測驗目標：B4.形式的推究與分析 

2.本題的測驗目標，在考核學生閱讀理解、推究與分析袁宏道在甲、乙二文

中的寫作手法。學生在範文〈晚遊六橋待月記〉裡，透過文本的分析，已

認識並理解袁宏道獨抒性靈、不同流俗的美感體驗。由於待月之情作者以

淡筆、虛筆出之，並未加著墨。故本題測驗學生能否辨析袁宏道在眾人急

往賞梅之時，獨戀桃花之情，特別是作者以何寫作手法出之，以突顯桃花

使人戀戀不捨的獨特美感，其中美的層次多樣而豐富，文字簡省，卻能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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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自然與人文特質，處處凸顯。這等妙不可言、不可為俗士道哉、作詩不

得的美感，藉由對讀袁宏道〈飛來峰〉印證課堂所學。 

命題者 郭碧娟老師 

問題四 

有關晚明士大夫的旅遊文化與遊記，學者巫仁恕對此提出見解如下，依據下

文，關於Ⅰ與Ⅱ兩項推論的研判，最適當的是：（占 2 分，單選題） 

晚明士大夫的旅遊是一種炫耀式消費，也是身分地位的表徵，然而大眾旅

遊的普及與娛樂性衝擊了士大夫的旅遊文化，愈來愈多庶民或商人有能力

模仿士大夫的旅遊、服飾與一般日常的消費行為，大眾的模仿使得原本象

徵士大夫身分的物件逐漸失去獨特性，威脅了士人的身分地位，也使士人

產生了相當強烈的危機意識。因此，晚明士大夫的遊記除了反映了他們的

身分焦慮感之外，也成為他們的文化資本，一方面用以塑造品味，另一方

面成為區隔和一般遊人的重要指標。（改寫自巫仁恕《遊道：明清旅遊文

化》） 

Ⅰ：甲、乙二文皆描述作者的審美品味或行為，其背後動機是為了消解文人

對自己身分地位可能失去獨特性的焦慮。 

Ⅱ：甲、乙二文皆體現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主張，亦是培養庶

民文化品味的重要指標。 

（A）Ⅰ、Ⅱ皆正確 

（B）Ⅰ、Ⅱ皆錯誤 

（C）Ⅰ正確、Ⅱ錯誤 

（D）Ⅰ錯誤、Ⅱ正確 

答案 

答案：（C）。 

詳解：依據巫仁恕《遊道：明清旅遊文化》所言，晚明作家感受到商人與庶

人模仿文人而致使士人文化有失去獨特性的危機感，為了維護士人文

化的獨特性，便選擇能突顯出文人特殊性的消費文化與行為，而遊記

是士人的文化資本，士人選擇不一般的旅遊地點、時間，或是特殊的

旅遊行為，皆是為了突顯士人旅遊的獨特性，以重新提升文人的社會

地位。袁宏道在甲、乙二文中所呈現的獨特審美品味，如甲文中作者

捨棄百年古梅，反而選擇留在湖上看桃花，或是等待尤不可言、別是

一種趣味的月景，且此月景只有脫俗的山僧與懂得西湖真正美景的遊

客才能欣賞；又如乙文「直窮蓮花峰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

叫」，寫不顧流俗的「發狂大叫」以展現其對飛來峰之喜愛，作者以

當下的審美的感動與愛好做為選擇之依歸，此等行為皆映證其「獨抒

性靈」的文學主張，也是受當時物質文化與消費文化之影響而有的行

為，故第Ⅰ條敘述為正確。甲、乙二文的內容皆體現了公安派「獨抒

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就巫仁恕此文的觀點來看，甲乙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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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記皆是文人的文化資料，一方面用以塑造品味，另一方面成為區隔

和一般遊人的重要指標，不是為了培養庶民的文化品味，故第Ⅱ條敘

述為錯誤。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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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探討文本如何反映文化與社會現象中的議題，以

拓展閱讀視野與生命意境。 

試題概念與分析 

1.測驗目標：B5.結合文學、文化知識的詮釋與鑑賞 

2.本題結合晚明公文派文學主張與其時代背景的消費文化，考核學生能否結

合文學與文化知識以判斷甲、乙二文在主題與內容上的特色，以判讀Ⅰ、

Ⅱ兩條敘述的恰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