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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_______________ 

評量證號碼:_________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一○七學年度學術性向資優鑑定 

【語文類】複選第二階段國文寫作能力評量試題 

各位同學好，作答之前，請詳閱以下注意事項： 

1. 手機請務必關機，手錶鬧鐘鬧鈴設定請取消，並將手機放置於

前方地板上。 

2. 桌上僅放置准考證及文具。 

3. 遲到 15分鐘以上不准入場，考試開始 30分鐘內不准出場。 

4. 考生不得將試題及答案卡(卷)攜出試場，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5. 請用黑色或藍色墨水的筆作答，不得使用鉛筆。 

6. 請務必在試題本與答案卷上方填入姓名及評量證號碼。 

7. 作答時請注意翻頁方式。 

8. 作答後不再提供其他答案紙。 

9. 考試時間 08:10~09:30，共 80分鐘。 

10. 試題共 3頁。 

☆鈴響前請勿翻開試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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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全卷共三大題，請依題目指示，將答案填寫至答案卷上相應的位置，回答時請由

左至右，橫寫作答。 

 

第一題、閱讀理解與表達：閱讀下列作品並回答問題。（25％） 

甲、作品 

〈暗房〉李敏勇 

這世界 

害怕明亮的思想 

 

所有的叫喊 

都被堵塞出口 

 

真理 

以相反的形式存在
著 

 

只要一點光滲透進
來 

一切都會破壞 

 

【註】 

暗房：有遮光設備，可用來沖

洗底片的房間，室內僅

用紅色安全燈。 

乙、補充資料 

1、本詩為 1986年出版的詩集《暗房》的序詩。 

2、李敏勇（1947年 11 月 20日－），出生於臺灣高雄縣旗山鎮，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畢業，是臺灣知名詩人、文化評論

人，曾任《笠》詩刊主編、社長，《台灣文藝》雜誌社社長、

「台灣筆會」會長。除寫詩以外，也書寫散文、小說、文學

評論與文化評論，關心社會改造與國家重建等公共議題，作

品著重生活經驗與土地情懷，1969年出版第一本書《雲的

語言》，另著有《野生思考》、《鎮魂歌》、《暗房》等作品。 

3、年代大事紀 

◎1985年 

3月 31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一項由美國臺灣人公

共事務協會所推動「臺灣應該全面實施民主」之決議案。 

5月 2日，行政院長俞國華指示經濟部暫緩興建核四廠。 

◎1986年 

3月 5日，總統蔣經國主持國家安全會議時表示，要保持物

價穩定以及照顧農民利益，並且規定下年度總預算以十四項

建設為執行重心。 

5月 19日，由鄭南榕等人發起反戒嚴運動，要求當局「100%

解嚴、100%回歸憲法」。 

6月 24日，鹿港發起反杜邦運動，是臺灣第一個以環境問題

為訴求的運動。 

9月 28日，民主進步黨正式創立，但未被當時的執政當局承

認。 

12月 25日，在舉辦行憲紀念大會開會典禮上，總統蔣經國

再度表示中華民國總統的繼承是經由選舉產生，而《中華民

國憲法》絕不變更，以及中華民國政府不會實施軍政府統治。 

◎1987年 

7月 14日，總統蔣經國宣布台灣地區於 7月 15日零時起正

式解除戒嚴。 

11月 2日，政府有限度准許台灣民眾回大陸探親。 

詩的解讀並非一成不變的詮釋，若能從創作者及創作背景來推敲，或許更能貼合作者所欲表

達的意義。請你根據乙資料，推測甲詩的創作意義回答下列問題。 

1.「暗房」一語雙關，除了指沖洗底片的房間外，還隱含何種意義？（5％）請說明你為何

如此解讀。（10％） 

2.作者藉由此作品想傳達的訴求為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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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題、短文寫作：請參考下列作品，自訂題目，書寫童年時值得標記的人事物，字數約 250

字。（25％） 

〈陽光水槍〉凌性傑 

  愚騃無知的童年時光，我迷戀所有跟戰爭相關的事物。在家裡，常跟兩個弟弟打枕頭戰。

在校園裡，最喜歡和同齡男孩演練奪寶與戰爭遊戲。夏日午後悠長無事，陽光在午睡醒來後

仍一片晴好。我們往往呼朋引伴，各自帶著塑膠水槍，區分敵我，向敵軍進攻。以水為彈藥，

朝敵人發射，最好讓對手全身濕透。我們繞著枝葉繁盛的大樹轉圈，尋找機會進攻。為了閃

避敵方襲擊，我跳躍，翻滾，臥倒，不在乎弄得一身髒。並不富裕的我們，很難擁有昂貴的

玩具。一把水槍在手，便能創造種種快樂。也許每個小男孩心中，都有成為英雄的願望。於

是近乎本能地，在平凡中製造刺激感。一次次舉起水槍，迎著陽光扣下扳機，那單純的狀態

讓人以為往後的人生也是如此燦亮沒有陰暗。 

〈兒時的吃〉吳妮民 

  童幼之人，吃零食最無憂。 

都還記得民享街上有一攤，大油鍋，架濾網，網上幾顆熱燙燙正瀝油的芝麻球。金黃色麵球，

表面沾滿白芝麻、內裡充滿空氣，澄透模樣，看來像個小燈籠。一粒五元，母親總是買兩粒

給我，回家路上，我就捧著紙袋把它們吃光了。 

  也喜歡雜貨店。被貨架遮蔽得陰暗的店裡，最外面那排恆常放著乖乖。我愛五香乖乖，

每隔幾天，就拉著母親去買。除了好吃，還因為每包乖乖裡都有個贈品，小水槍、小汽車，

有時是連載漫畫。為集滿一套七冊的漫畫，我不惜耗費父母血本，三天兩頭吃乖乖。螢光幕

上，兩個布偶在對話，「明天要遠足了！」「對啊，我有帶……乖乖！」 

  好在，乖乖五元；養樂多，五元。五塊錢，畢竟是個容易打發孩子的基本單位哪。 

 

 

第三題：長文寫作：看完下列作品，請依題目指示撰寫一篇文章（50％） 

  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曾經花了兩年時間，對發生在東京的「地下鐵事件」進行調查訪問。 

他先訪問了在事件中遭到奧姆真理教施放的毒氣毒害的受害者及其家人，接著又訪問了造成災

難的加害者──奧姆真理教的教徒們。 

  訪問中，村上春樹心裡有了奇怪的感受。他發現這些奧姆教徒的成長經驗，和他自己竟有

許多相似之處：無法輕易認同社會價值，和周遭格格不入，對既有的這個世界感到不滿與不耐。 

換句話說，在人生的某個時點上，奧姆教徒和村上春樹走在同樣的路上，那麼，是什麼因素使

得村上春樹沒有變成他們那樣的狂信者， 願意接受麻原彰晃的教唆，去從事毒害別人的荒唐行

為呢？ 

  藉著一個問題，村上春樹找到了答案。他問這些奧姆教徒：「你們小時候讀小說嗎？」幾乎

毫無例外，他們都不讀小說。小說，閱讀小說的經驗，是讓村上春樹和這些人終究走上極其不

同人生道路的關鍵差異。村上春樹解釋：閱讀小說，等於是隨著想像進入另一個世界，異於你

不喜歡不適應的這個世界的另一組時空，然而不管讀得如何入迷，畢竟總有你得放下書頁，回

到這個世界的時刻。讀小說的人，尤其是大量閱讀小說的人，從小有了穿梭不同時空的經驗，

他知道不管在那個想像的時空裡待了多久，總是得出來。那個時空和現實有著根本、不可跨越

的區別。閱讀很多小說的人，看過、進出過那麼多想像的時空，就不太可能陷入其中任何一個

想像的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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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讀小說的人缺乏這種經驗，缺乏這種認知，所以他們才會被麻原彰晃以教主權威刻畫的

另一個世界，深深吸引，作為抗拒現實的力量，進去了，就不再出來。發生在美國丹佛市的瘋

狂殺人案件，看起來兇手也是一個進入了異類時空後，就出不來的人。撲天蓋地而來的視覺影

像，讓他以為自己活在《蝙蝠俠》的故事時空中，失去了現實感，進而要在現實裡複製故事裡

的毀滅。他完全混淆了現實與電影的界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因為他們缺乏小說、想像閱

讀的經驗，他們不懂如何在參與感受了想像的時空之後，維持自己的現實冷靜，回到現實的規

則秩序裡來。 

  要避免這樣的悲劇，絕對不是讓人們不要接近想像、虛構。不，剛好相反，應該讓每一個

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都能接觸大量的小說、戲劇、電影，累積豐富進出現實與虛構間的經驗，

相對地就不會那麼輕易掉進任何一個虛構時空中，走不出來了。（楊照〈進出虛構與現實的能力〉） 

  請以「小說與我」為題，撰寫一篇文章，文中需詮釋「進出虛構與現實的能力」的意思，

並書寫自己的經驗、感受與啟示，文長不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