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混合題隨堂練習測驗(勸和論)   日期:  /     班級:        座號:     姓名:         得分:   /32 

1.閱讀甲、乙、丙三文，回答(１)～(３)題。 

甲、 

  政治決策影響重大，衡量公共決策的哲學思考有下列幾種：首先，邊沁的古典功利主義以

為，把個人快樂加總，就能得到社會全體的幸福，立法或決策的標準就是讓這幸福極大化。再

者，羅爾斯的正義論認為公共規範的最高原則為正義，正義又有二原則：第一原則，平等的基

本自由原則，每一個人都應享有平等的自由；第二原則，差異原則，因現實社會仍會有不平

等，但當社會的底層人民也能因此獲益時，這樣的不平等才是道德上可接受的。最後，桑德爾

的社群主義認為，國家有干預和引導個人選擇的責任，其次個人也有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

義務。只有國家所代表的公共政治生活才能促進公共利益的實現，所以為了國家和社群的利益

甚至可以犧牲個人的利益。（蘇世岳〈「禁止趴趴走」的正義基礎：功利主義、自由主義和社群

主義，鮮時事評析〉） 

乙、 

  顧分類之害，甚於臺灣，臺屬尤甚於淡之新、艋。臺為五方雜處，自林逆倡亂以來，有分

為閩、粵焉，有分為漳、泉焉。閩、粵以其異省也，漳、泉以其異府也。然同自內地播遷而

來，則同為臺人而已。今以異省、異府，若分畛域，王法在所必誅。（鄭用錫〈勸和論〉） 

丙、 

  印度保持社交距離，僅是富人「權利」！印度於 2020 年 3 月 25 日宣布封城，要求全國人

民直到 4 月 15 日都待在家，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但印度貧富差距嚴重，待在家保持社交距

離並非人人都能享有的「權利」。移工返鄉問題對印度政府而言也是大考驗，此外，貧民窟也是

印度防疫的一大缺口。 

  有資料顯示，印度 1％最富的人口擁有印度全國財富的一半以上，而全國一半以上的窮人

僅擁有全國財富的約 4％。大量的貧民極度貧窮，營養不良，更難以得到良好的醫療服務。印

度赤貧人口約占該國人口總數的 20％以上，這個巨大的人群難以維持溫飽，而且生活在缺乏衛

生設施的環境之中。 

  根據 CNN 報導，待在家保持社交距離在印度只有中產階級與上流社會居民才能辦得到。

有錢人家中空間寬敞，也有能力事先備妥充足的食物，甚至還能透過現代科技在家工作。以印

度最大的貧民窟達拉維為例，平均 1440 人共用一個馬桶，日常用水也要從公用儲水槽取，完全

居家隔離基本上很難實行。（改寫自許雅筑〈窮人難落實隔離印度封城挑戰多〉） 

（ ）(１)依據甲文，各個學派的主張，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Ａ)古典功利主義重視的是社會

中所有人的幸福 (Ｂ)正義論認為只要有不平等就是有問題的規範 (Ｃ)社群主義強

調每個人都有為社群付出的義務 (Ｄ)此三種學派都是以「多數決」作為首要方法。 

（ ）(２)依據乙文，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Ａ)鄭用錫指出當時臺灣最大的問題是林逆叛亂 

(Ｂ)族群分類最嚴重的是臺灣北部的淡水廳 (Ｃ)臺灣的分類大自漳泉的省籍，小到

閩粵的異府 (Ｄ)鄭用錫警告若再劃分土地界線，將以王法處罰。 

(３)依據丙的新聞，甲文中各學派是否贊同印度政府「封城」決定，原因為何？（建議作答字數 

40 字以內）2/4/2/4 

 

 

 

 

 

 

 

 

學派 贊成與否 原因 

○１古典功利主義 
□贊成 

□不贊成 

 

○２正義論 
□贊成 

□不贊成 

 

社群主義 
□̌贊成 

□不贊成 

社群主義以群體為主，為了實現

群體利益，可以放棄個人利益，

因此封城對群體疫情有助，應該

執行。 
 



2.閱讀甲、乙二文，回答(１)～(３)題。 

甲、 

  清代臺灣的分類械鬥，綜觀其原因，可為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社會因素，或兼而有之。 

  就政治因素而言，清領臺灣之初，未能認識臺灣地位的重要，治臺政策趨向消極，導致臺

灣吏治不清，文武官員未能專心任事。由於官吏未能善盡職責，故人民遇有關係鄉邑或個人利

益之事，往往自行率眾合族，私下拚鬥。再者，清廷以分化政策消弱地方反清勢力，穩固清政

權的統治，固可收一時之效，卻加深閩、粵及漳、泉的歧見，此後的民間械鬥不斷，清廷也無

積極防止之意。 

  就經濟因素而言，清初臺灣開發集中於南部，中、北部尚屬荒地，可容納多數移墾人口，

故人民頗能相安共事。乾隆中葉後，新墾地減少，任由墾首與墾戶率眾處理，因此人民爭奪墾

地水利之權，結成敵對的勢力，往往為爭取更多的利益，不惜拋棄身家性命展開慘烈的械鬥。 

  就社會因素而言，清代臺灣民情好鬥樂訟。清代未盡除明鄭時寓兵於農養成的好勇鬥狠之

習，同時嚴禁攜眷渡臺，男女比例相差極大，產生無業游民俗稱「羅漢腳」，既缺乏家室控制，

又無固定工作，自需尋求異姓合作，易因個人衝突擴大成分類械鬥。其次，又有「訟師」挑撥

離間，事件經訟師包攬，則訟者雖欲自止而不能，糾紛頻起。（改寫自黃秀政〈清代臺灣的分類

械鬥事件〉） 

乙、 

◎「一個某，恰贏三個天公祖」：清初頒行「臺灣編查流寓例」限制移民來臺：一、中國人民要

渡航臺灣，必先在原籍地申請渡航許可，嚴懲無照偷渡；二、獲准渡臺者，不准攜家帶眷，已

渡臺者，更不可在臺灣成家；三、不准粵地人民渡臺。第二項禁令使早期來臺者，幾乎是單身

漢。此諺語反映當時社會單身漢迫切希望成家的心態。 

◎「三年官二年滿」：清廷統治臺灣後，對臺灣採取「隔絕政策」。規定凡駐臺官吏任滿三年，

立刻調離，到臺灣任職的官吏不准攜家帶眷，使官員無心於臺灣。一七二九年起，又規定在臺

任職文官滿二年就可調中國，而有「三年官，二年滿」的諺語。 

◎「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在清代，臺灣民間除有集體械鬥外，也發生了一百一十六次的

抗官民變，清朝統治臺灣二百一十二年，平均不到二年就發生一件抗官民變，可見當時臺灣社

會秩序不安、生活困苦。 

◎「仙拚仙，拚死猴齊天」：清代時，中國移民臺灣有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來自不同地區

的移民，抵臺後，由於身分認同差異、生存空間競爭、經濟利害衝突，各族群間時常發生集體

械鬥。這些族群之間的械鬥，設砲臺築城牆非得你死我活，不甘罷休。 

◎「紅柿出頭，羅漢腳目淚流」：冬天柿子轉紅，流落各地的單身漢唯恐捱不過冬天而掉眼淚。

由於清廷禁令，早期來臺者多為單身漢，既無家室，亦無恆產，也無固定工作，淪為「遊民」，

稱「羅漢腳」。天氣好時，他們可以席地而臥，但冬天日子難過，甚至餓死凍斃。 

(１)依據甲、乙二文，歸納清代社會械鬥原因，完成表格內容：（每格限 60 字以內）4/4 

 

 

 

 

 

（ ）(２)依據甲文，下列屬於清代臺灣生活場景的是： (Ａ)林阿福和蔡和成買賣時金額談不

攏，求助官府解決兩人糾紛 (Ｂ)墾首楊南光占領灌溉水源後，鄰村墾首率眾打算爭

奪水源 (Ｃ)赴臺開墾的漳州男性謝至一，與來自泉州的女子陳淑芬結婚 (Ｄ)張阿

成跟陳福義發生口角爭吵，在訟師協助下迅速調解爭執。 

（ ）(３)甲文中械鬥原因，和乙文諺語配對說明正確的是： (Ａ)政治因素：「仙拚仙，拚死猴

齊天」 (Ｂ)經濟因素：「一個某，恰贏三個天公祖」 (Ｃ)社會因素：「三年官二年

滿」 (Ｄ)兼而有之：「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 

因素 說明 

政治因素 

首先清廷消極治理，吏治不清，民眾只能私

下解決。再者清廷藉由族群分化，避免反清

勢力興起。 

經濟因素 ○１  

社會因素 ○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