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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翰林版三上第四課〈與宋元思書〉補充資料 

【課文前哨站】 

●「駢文」簡介 
「駢文」是古代散文文體之一，起源於漢、魏，盛行於南北朝。 

特色 ⚫ 「整」-四六對偶 

→ 句型工整、對偶整齊，每句字數以「（ 四 ）字」和「（ 六 ）字」為

主。 

⚫ 「儷」-詞藻華麗 

→ 在詞語上講究華麗色彩，常採用顏色、金玉、香花、異草、奇獸等詞語

來描寫。 

⚫ 「諧」-聲律和諧 

→ 講究聲韻和諧，音韻方面要求嚴格，兩句之間通常「平仄相對」。 

⚫ 「典」-多用典故 

→ 魏 晉文章以整篇用典為博雅，使文章能含蓄婉轉、精鍊典雅，增加美

感。 

名稱 ⚫ 「（ 駢文 ）」、「（ 駢體文 ）」 

→ 主要以「對仗」句型組成，如兩匹馬並駕齊驅。 

「駢」，原指「並駕」一車的「兩匹馬」，後引申有「（ 並列 ）」的意

思。 

⚫ 「（ 四六文 ）」 

→ 句型多為「（ 四 ）字句」或「（ 六 ）字句」。 

⚫ 「（ 駢四儷六 ）」 

→ 唐 柳宗元〈乞巧文〉：「駢四儷六，錦心繡口」。 

「儷」，是指「成雙成對」的配偶。（夫妻＝賢伉儷） 

缺點  文章句式僵化，詞句華而不實，擅「寫景」而不長於「敘事」。 

影響 （ 古文 ）運動（ 唐 宋時興起的文學改革運動） 

⚫ 代表人物→ 唐代：（ 韓愈 ）、（ 柳宗元 ） 

宋代：（ 歐陽脩 ）、（ 曾鞏 ）、（ 王安石 ）、（ 蘇

洵 ）、（ 蘇軾 ）、（ 蘇轍 ） 

⚫ 主張→ 反對「駢文」，恢復秦、漢時期的「古文」。 

⚫ 提倡→「文以載道」（韓愈）、「明道致用」（歐陽脩）（內容充實、

樸實自然、形式自由） 

 

  



班級 座號                                  姓名 

2 

◎「駢文」與「散文」的比較 

 駢文  散文 

成熟時代  南北朝 先秦 

別名 四六文、駢四儷六、今體 古文 

內容 受格式限制，文章思想內容較空泛 題材廣博 

句式 以（四）、（六）字為主 沒有嚴格限制 

對偶 強調整齊的（對偶）形式 不刻意對偶 

詞藻 鍊字琢句，講究華美 樸實流暢 

音韻 注重聲律和諧 順其自然 

用典 用典以寄意 不刻意用典故 

 

◎「韻文」與「非韻文」的比較 

 韻文 非韻文 

意義 講究格律並用韻的文體或文章 不刻意講求韻腳，句法不必押韻的文章 

特色 押韻、句式較整齊 不必押韻、句法較自由 

種類 《詩經》、《楚辭》、賦、樂府

詩、古體詩、近體詩、詞、曲 

散文、駢文、小說 

 

【作者介紹】   

吳均，字（ 叔庠 ），南朝 梁 吳興故鄣人，是南朝著名的文學家及史學家。南

朝是（ 世族門閥 ）風氣盛行的朝代，出身寒門的吳均不被重用，最後只升官至

「（ 奉朝請 ）」。 

吳均積極撰寫（ 史書 ）。撰寫《（ 齊春秋 ）》，因不避諱皇帝過往，而丟了

烏紗帽。梁武帝召吳均編「通史」，吳均完成「（本紀 ）」與「（ 世家 ）」，就

因病辭世，享年五十二歲。 

吳均詩作現存一百多首，其中（ 樂府 ）佔三十七首，音樂和諧、風格清麗。吳

均擅長描寫（ 山水景物 ），他的山水小品清秀拔俗有古風，寫作風格在當時即受到

文壇讚賞。《梁書．吳均傳》提到，有文人甚至模仿吳均的風格，產生「（ 吳均

體 ）」，一時蔚為風潮。吳均的「志怪小說」《（ 續齊諧記 ）》文辭優美、敘事

生動，書中有不少故事，如：牛郎織女、端午祭屈原、重陽登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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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 

Q：請針對題目〈與宋元思書〉，進行標題分析： 

題目中的「與」是什麼意思？ 題目中的「書」是什麼意思？ 
請辨別本文的「作者」與「寫作

對象」 

給予 書信 
□ 吳均寫給宋元思 

□ 宋元思寫給吳均 

試著合理猜測，題目中的「宋元思」與作者吳均可能是什麼關係？ 

朋友關係且有共同遭遇之人 

 

◎〈與宋元思書〉選自《吳朝請集》，是作者以「駢文」寫給朋友宋元思的信。 

在內容上，屬於「藉（□人事 □景物）（□抒情 □說理）」的「遊記」作品。 

描述作者自「富陽」泛舟至「桐廬」，沿途的所見之景，從中抒發內心感懷。 

 

Q1：〈與宋元思書〉第一段，作者吳均先敘述這趟旅程的背景，並總括全文： 

Q1-1：根據第一段內容，請運用表格，整理作者本趟旅程的背景訊息： 

天候狀況 旅遊地點 交通工具 航行方向 旅人心情 景觀特色 

晴朗無雲 富陽至桐廬 

富春江 

乘船 無指定 悠閒自在 （奇山異水，天下獨

絕）此八個字為全文的

「總綱」，總括富春江

的山水特色 

 

  



班級 座號                                  姓名 

4 

Q2：〈與宋元思書〉第二段，作者摹寫眼中所見的「（ 異水 ）之美」： 

仔細閱讀本段，作者描寫「水流」的哪些特色？試著運用表格進行統整： 

特色 文本文句 特色說明 觀看視角 動靜描寫 修辭手法 

水之（深） 水皆縹碧，

千丈見底 

水岸之深 □俯瞰 

□仰視 

□動態 

□靜態 

（視覺）摹寫、 

誇飾 

水之（清） 千丈見底，

游⿂細石，

直視無礙。 

水質清澈 □動態 

□靜態 

水之（急） 急湍甚箭，

猛浪若奔。 

水流多變 □動態 

□靜態 

視覺摹寫、 

（譬喻） 

 

Q3：〈與宋元思書〉第三段，作者摹寫眼中所見的「（ 奇山 ）之美」： 

仔細閱讀本段，作者描寫「山」與「樹木」的哪些特色？試著運用表格進行統整： 

特色 文本文句 特色說明 觀看視角 動靜描寫 修辭手法 

樹之（ 多 ） 夾岸高山， 

皆生寒樹。 

山樹叢聚 □俯瞰 

□仰視 

□動態 

□靜態 

轉化 

（ 擬人 ） 

樹之（ 高 ） 負勢競上， 

互相軒邈， 

爭高直指 

樹木高聳 □俯瞰 

□仰視 

□動態 

□靜態 

轉化 

（ 擬人 ） 

山之（ 高 ） 千百成峰 山勢高峻 

山巒連綿 

□俯瞰 

□仰視 

□動態 

□靜態 

（ 視覺 ）

摹寫 

 

  



班級 座號                                  姓名 

5 

Q4：〈與宋元思書〉第四段，作者進一步描寫江上、岸邊的「山水之聲」： 

仔細閱讀本段，作者如何描寫山水間的自然聲響？呈現怎樣的寫作效果？試著運用表

格進行統整： 

聲音 文本文句 特色說明 聲音遠近 寫作效果 

（水）聲 泉水激石，（泠泠）作響 清脆激越 由（近） 

↓ 

到（遠） 

□以動襯靜 

□以靜襯動 （鳥）鳴 好鳥相鳴，（嚶嚶）成韻 和諧動聽 

（蟬）轉 蟬則千（轉）不窮 熱鬧聒噪 

（猿）啼 猿則百（叫）無絕 熱鬧聒噪 

 

Q5：〈與宋元思書〉第五段，作者抒發自己觀覽美景後的感受： 

Q5-1：根據本段落，作者認為「富春江」的「奇山異水」有什麼功效？ 

追求飛黃騰達的人→停止追求官位名利的心 

處理政事的人→忘卻煩心的事務 

（自然美景可以淨化心靈、滌盡煩憂、忘卻俗世的功利之心和紛繁的世務） 

Q5-2：承上題，作者吳均這樣的想法，呈現了他怎樣的「人生觀」？ 

淡泊名利，追求「逍遙自適」的心境 

人外有人，與其無追求名利，不如及早放下（寒樹攀勢逐上，崢嶸成峰，一峰還有一

峰高） 

自然純淨的天籟可擺脫絲竹亂耳、喧囂人事，令人流連忘返 

 

Q6：〈與宋元思書〉第六段，屬於「記敘手法」的（□順敘 □倒敘 □插敘 □補敘）： 

Q6-1：本段落又回到什麼景物的描寫？呼應前面哪一段？ 

描寫樹木，呼應第三段的「奇山」 

Q6-2：承上題，仔細閱讀本段，試著進行推論，為何會形成這樣的「特殊景觀」？ 

文本文句 推論形成的原因 

橫柯上蔽，在晝猶昏 樹蔭濃密，遮蔽天空，也遮住陽光 

疏條交映，有時見⽇ 作者乘船隨流飄蕩，行經之處橫柯疏密不一，光線也隨之

時明時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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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圖解的方式呈現〈與宋元思書〉會如下圖：（擷取自Ling Ling Huang 老師學生作品） 

【寫作手法】 

◎本文的「修辭手法」 

⚫ 運用（ 視覺 ）感官摹寫，描述「奇山異水」的形色之美： 

「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 

「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 

⚫ 運用（ 聽覺 ）感官摹寫，描述「奇山異水」之天籟： 

「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

無絕。」 

⚫ 運用（ 譬喻 ）修辭，呈現異水湍急的景致： 

「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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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 轉化 ）修辭，呈現奇山疊嶂陡削之美： 

「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 連用（ 動 ）詞（□擬人 □

擬物 □形象化） 

◎本文的「動靜態描寫」 

⚫ 描述「異水」之美： 

「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細石，直視無礙。」→（ 靜 ）態描寫水深水清 

「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動 ）態描寫水勢 

⚫ 描述「奇山」之美： 

「夾岸高山，皆生寒樹。」→（ 靜 ）態描寫山高樹茂 

「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 動 ）態描寫山勢挺峭 

⚫ 合述「奇山異水」之美： 

「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

絕。」→「以（ 動 ）襯（ 靜 ）」手法，反襯山⾕幽靜 

 

Q7：閱讀完〈與宋元思書〉後，試著進一步思考，為什麼作者要寫這一封信給宋元

思？ 

勸朋友放下政治紛擾、得失心，享受自然、純分享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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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音義補充】(請將自己比較不熟的詞語圈起來畫重點) 

1. 嚶 ㄧㄥ     狀形容鳥鳴叫的聲音。如：鳥鳴嚶嚶。 

2. 纓 ㄧㄥ    名繫帽的帶⼦。如：帽纓。 

3. 櫻 ㄧㄥ    名植物名。如：櫻桃、櫻花。 

4. 罌 ㄧㄥ     名小口大肚的瓶⼦。如：⽡罌。 

 

1. 綸 ㄌㄨㄣˊ 名⻘色的絲帶。如：⻘綸。 

綸 ㄍㄨㄢ   名以⻘絲帶做成的頭⼱。相傳為諸葛亮所製。如：綸⼱。 

2. 淪 ㄌㄨㄣˊ 動陷⼊、流落。如：淪陷、淪落。 

               動滅亡、喪失。如：淪亡、淪喪。 

3. 論 ㄌㄨㄣˋ 動分析、研議。如：談論、討論。 

               動敘述、陳述。如：相提並論。 

4. 倫 ㄌㄨㄣˊ 名常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如：天倫之樂。 

               名條理、順序。如：語無倫次。 

 

1. 邈 ㄇㄧㄠˇ 形遠。如：互相軒邈。（本課轉品為動詞） 

2. 藐 ㄇㄧㄠˇ 動輕視。如：藐視。 

               形微小。如：藐小。 

 

【延伸補充】 

●成語大補帖 

◇與「描寫山勢」有關的成語◇ 

1. 水闊山高：水域寬廣，山勢高峻。 

2. 千巖競秀：形容眾峰奇石競相爭美。 

3. 疊嶺層巒：層層相疊的山峰丘嶺。形容山勢高峻險阻。 

4. 層巒疊嶂：山峰重疊，連綿不斷。 

5. 孤峰絕岸：高峰絕壁岸然聳立。比喻人品傑出。 

6. 懸崖峭壁：高峻的山崖、陡峭的石壁。形容山勢高直險峻。亦作「懸崖絕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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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入雲霄：(1)形容聲音傳遞得很遠。(2)形容建築物或山勢極高。 

8. 峨然矗立：形容山勢高聳直立。峨，音ㄜˊ，高聳。 

9. 巍然屹立：高大雄偉，矗立不搖的樣⼦。巍，音ㄨㄟˊ，高大。屹，音一ˋ，特立不動、堅定不移的樣⼦。 

◇與「描寫水勢」有關的成語◇ 

1. 銀河倒瀉：形容水勢磅礴。 

2. 波瀾壯闊：比喻氣勢的雄壯浩大。 

3. 煙波浩渺：形容廣大遼闊、雲霧籠罩的水面。 

4. 水光瀲灩：形容水勢盛大，波光閃爍的樣⼦。瀲灩，音ㄌㄧㄢˋ ㄧㄢˋ，波光映照。 

5. 奔騰澎湃：形容水流洶湧。 

6. 汪洋浩博：水勢浩大。形容人氣度恢弘豪放，學識淵博。 

7. 白浪滔滔：波浪洶湧。滔滔，水流滾滾不絕的樣⼦。 

8. 浩浩湯湯：水勢盛大壯闊的樣⼦。亦作「浩浩蕩蕩」。湯湯，音ㄕㄤ ㄕㄤ，水流盛大的樣⼦。 

9. 驚濤駭浪：猛烈的風浪。亦用以比喻險惡的環境。亦作「駭浪驚濤」、「驚風駭

浪」。 

10. 洶湧澎湃：(1)大水奔騰上湧，浪濤猛烈衝擊。(2)形容聲勢極其壯闊，不可阻擋。 

11. 一瀉千里：(1)形容水的奔流通暢快速。(2)比喻行文暢達，氣勢奔放。(3)比喻口

才的雄辯。 

◇與「描寫山水」有關的成語◇ 

1. 奇山異水：形勢特殊的山水風景。 

2. 靈山秀水：清幽寧靜的山水勝地。 

3. 依山傍水：靠山臨水。形容風景清幽如畫。傍，音ㄅㄤˋ，靠近、依附。 

4. 山重水複：山巒重疊，流水迴繞。形容地形複雜。 

5. 水碧山青：水色碧綠、山景青翠。形容風景優美秀麗。亦作「水綠山青」。 

6. 千山萬水：山川眾多而交錯。比喻路途遙遠險阻甚多。亦作「萬水千山」。 

7. 窮山惡水：形容枯寂荒涼，自然條件惡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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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考試重點 

1. 書信的別稱:函、箋、札、牋、示、簡、翰、簡札、尺牘、尺素、尺書、尺簡、書

牘、書札、鯉⿂、⿂雁 

2. 書信格式要點： 

⚫ 第一行稱謂要頂格寫，以示尊敬。 

⚫ 單字不成行，單行不成頁。人名、機關不宜分寫兩行。 

⚫ 提到對方或自己尊長時，用抬頭以示尊敬。＊平抬→ 換一行寫 ＊挪抬→ 往

下挪一格 

⚫ 行文中提到自己或與自己相關的人事物時，為表謙遜，常要側寫，即把字寫

得縮小偏右。 

⚫ 弔唁信避免有紅線。 

3. 寫一封完整的書信之前，需要先清楚『對象是誰』，依照輩分的親疏遠近選擇內容

所需措詞，接著『撰寫內容』，過程需注意用辭得體且內容扼要。下圖就是傳統書

信的格式： 

4. 書信用語整理：我們可以將一封書信分為開頭、正文及結尾三個部分，其中開

頭、結尾就扮演著表明關係與禮貌的用途，也因此延伸出許多用語： 

⚫ 稱謂：寄信人對收信人的稱呼，依關係而定 

⚫ 提稱語：緊接在稱謂之後，請求收信人讀信 

⚫ 啟示敬詞：發語用詞，表示述說事情的開始 

⚫ 申悃語：聲明自己的話是出於誠意 

⚫ 問候語：問候對方安好 

⚫ 末啟詞：在信末表示把以上信中的事恭敬地告訴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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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稱：要和前面的稱謂相配合，常用較小偏右字體書寫，以示謙遜 

⚫ 信封啟封詞：在信末表示把以上信中的事恭敬地告訴對方 

 祖父母 一般長輩 師長 平輩 晚輩 

稱謂 親屬尊長不加
名字 可加字號 可加字號 可加字號 稱名 

提稱語 膝下、膝前 尊鑒、鈞鑒、尊
前、賜鑒、崇鑒 函丈、道鑒、壇席 大鑒、台鑒、

惠鑒、左右、 
知之、知悉、如

晤、如握 

啟示敬
詞 敬稟者 謹啟者、敬啟者 謹啟者、敬啟者 茲啟者、逕啟

者 啟者、茲者 

申悃語 肅此、謹此、
敬此 肅此、謹此、敬此 肅此、謹此、敬此 耑此、特此 匆此、草此 

問候語 敬請、福安、
叩請、金安 

敬請、鈞安、恭
請、崇安 

敬請、道安、恭請、
教安、恭請、誨安 

順頌、時綏、
敬請、台安、
即請、大安 

順問、近祺、即
問、近好、即
頌、近佳 

末啟詞 敬稟、叩稟、
叩上、謹叩 謹上、敬上、謹肅 謹上、敬上、拜上、

謹肅 
敬啟、謹啟、
頓首、拜啟 

示、手諭、手
書、手字 

自稱 孫、孫女、
兒、孫兒 

依關係而定 
對一般長輩可用

「晚」 
生、學生、受業 弟、妹 依關係而定 

信封起
封詞 福啟、安啟 鈞啟、賜啟 鈞啟、道啟 台啟、大啟、

惠啟 啟、收 

 

●顏色用字 

1. 紅色：赤、赫、赭、紺、彤、蒨、火紅、潮紅、丹青、緋紅、朱紅、絳紅、殷

紅、鮮紅。 

2. 橙色：橙黃。 

3. 黃色：金黃、鵝黃、黃梅、淡黃、泛黃、蛋黃。 

4. 綠色：墨綠、花青、鮮綠、慘綠。碧、翠、蔥、青、柳、黛（形容青黑色） 

5. 藍色：藍、青、靛（形容蓝紫色）、苍（形容深青色）、寶藍、天藍、海藍、水

藍、湛藍、蔚藍、天空藍。 

6. 黑色：黧、闇黑、漆黑、炭黑、玄、墨、黔、皂、緇、黝、烏、涅、鴉青﹑焦。 

7. 白色：雪白、霜、粉、皖、皢、皓、縞、皎、素帳、乳白、慘白、白髮皤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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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翰林版三上第四課〈與宋元思書〉延伸練習 

【國字注音】

1. 信「箋」：ㄐㄧㄢ 

2. 「ㄐㄧㄥˋ」相仿效：競 

3. 才「ㄕㄨ」學淺：疏 

4. 「ㄞˋ」手 ㄞˋ腳：礙 

5. 「ㄎㄨㄟ」⾕忘返：窺 

6. 奉朝「請」：ㄐㄧㄥˋ 

7. 「駢」體⽂：ㄆㄧㄢˊ 

8. 水勢「湍」急：ㄊㄨㄢ 

9. 品行不「ㄉㄨㄢ」：端 

10. 氣「ㄔㄨㄢˇ」如牛：喘 

11. 「ㄔㄨㄞˇ」摩：揣 

12. 把門「ㄔㄨㄞˋ」開：踹 

13. 飛「ㄏㄨㄤˊ」騰達：⿈ 

14. 從流飄「ㄉㄤˋ」：蕩 

15. 橫柯上「ㄅㄧˋ」：蔽 

16. 「鳶」飛戾天：ㄩㄢ 

17. 「ㄈㄨˋ」荊請罪：負 

18. 氣宇「ㄒㄩㄢ」昂：軒 

19. 暴「ㄌㄧˋ」之氣：戾 

20. 「ㄨㄟˋ」藍天空：蔚 

21. 經「綸」世務：ㄌㄨㄣˊ 

22. ⽻扇「綸」⼱：ㄍㄨㄢ 

23. 「ㄌㄨㄣˊ」陷：淪 

24. 無與「ㄌㄨㄣˊ」⽐：倫 

25. 相提並「ㄌㄨㄣˋ」：論 

26. 過「ㄧㄡˊ」不及：猶 

27. 轉「捩」點：ㄌㄧㄝˋ 

28. 「嚶」嚶成韻：ㄧㄥ 

29. 叔「庠」：ㄒㄧㄤˊ 

30. 「縹」碧：ㄆㄧㄠˇ 

31. 崔「顥」：ㄏㄠˋ 

32. 突飛「ㄇㄥˇ」進：猛 

33. 傾家「ㄉㄤˋ」產：蕩 

34. 「揣」摩上意：ㄔㄨㄞ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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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六朝⽂「絜」箋注：ㄐㄧㄝˊ 

36. 依「恃」：ㄕˋ 

37. 「ㄒㄧˊ」以為常：習 

38. 「ㄏㄨㄟˋ」款：匯 

39. 水聲「泠」泠：ㄌㄧㄥˊ 

40. 「拎」著籃⼦：ㄌㄧㄥ 

41. 疏條交「ㄧㄥˋ」：映 

42. 天「ㄌㄞˋ」之音：籟 

43. ⾵煙「ㄐㄩˋ」淨：俱 

44. ⾵聲鶴「ㄌㄧˋ」：唳 

45. 「ㄐㄧㄢˋ」在弦上：箭 

46. 音韻「ㄒㄧㄝˊ」暢：諧 

47. 互相軒「邈」：ㄇㄧㄠˇ 

48. 「ㄇ一ㄠˇ」小微物：藐 

49. 故「鄣」：ㄓㄤ 

50. 陶「冶」：一ㄝˇ 

51. 聰「ㄏㄨㄟˋ」：慧 

52. 章法「ㄐㄧㄥˇ」然：井 

53. 引人⼊「ㄕㄥˋ」：勝 

54. 淡「ㄅㄛˊ」名利：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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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1.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描繪萬里無

雲，蔚藍的天空與青翠的山巒連成一

片的景象。 

2. 一百許里：一百里左右。許，約略估

計數量之詞。 

3. 獨絕：獨一無二。 

4. 縹碧：形容水色青綠澄淨。 

5. 縹：音ㄆ一ㄠˇ，淺綠色。 

6. 急湍甚箭：水流得很急，比飛箭還

快。 

7. 湍：音ㄊㄨㄢ， 急流的水。 

8. 寒樹：耐寒長青的樹木。 

9. 負勢：依恃著地勢。 

10. 負：憑。 

11. 互相軒邈：互爭高遠。 

12. 軒： 高。 

13. 邈：音ㄇ一ㄠˇ，遠。 

14. 直指：一直朝上伸展。 

15. 泠泠：形容清脆的流水聲。 

16. 嚶嚶：形容禽鳥和鳴的聲音。 

17. 轉：通「囀」， 鳥叫，此指蟬鳴。 

18. 鳶飛戾天：老鷹在高空中飛翔。在此

比喻人一心追求飛黃騰達。 

19. 戾：音ㄌㄧˋ，到達。 

20. 息心：指停止追求名利的欲望。 

21. 經綸世務：指處理政事。 

22. 經綸：整理蠶絲。引申為規畫、治

理。 

23. 綸：音ㄌㄨㄣˊ，絲。 

24. 窺⾕忘返：看到山⾕的美景而流連忘

返。 

25. 橫柯：橫生的樹枝。 

26. 疏條交映：稀疏的枝條互相掩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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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試題】 

⻁丘去城可六七里，其山無高岩深壑，獨以近城，故簫⿎樓船，無⽇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

之⼣，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每至是⽇，傾城闔⼾，連臂而至。⾐冠仕女，下至蔀

屋（指貧苦人家），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如鱗，檀板（檀木製的拍

板）丘積，樽罍（酒器）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無得而狀。 （改寫自袁宏道〈⻁丘記〉） 

1. 根據本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03 會考） (C) 

(A)虎丘因為自然景觀奇險，故成為遊覽勝地 

(B)虎丘白天僅樓船往來，入夜後才遊人如織 

(C)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是虎丘遊宴最盛之處 

(D)作者認為虎丘最美之時是夕霞雁落的江景 

2. 關於本文的寫作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03 會考） (B) 

(A)多處使用譬喻手法，擬寫人群聚集虎丘的宴遊盛況 

(B)以細膩筆觸描摹虎丘的自然美景，與遊人盛況相互呼應 

(C)以層層遞進筆法，從平⽇寫起，再敘良辰，最後寫至佳節盛景 

(D)採用「無⽇無之」、「莫不」等雙重否定寫法以加強肯定的語氣 

3.「夫山之異於眾者，尚能待人而自見，而況人之異於眾者哉！天於詭奇之地不多設，人於登臨之樂

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人而非其地，皆不足以盡夫遊觀之樂也。今靈巖為名山，諸公為名士，

蓋必相須而適相值，夫豈偶然哉！宜其目領而心解，景會而理得也。」下列敘述何者與這段文字中的

觀點最接近？（110 會考）    (D) 

 (A)若能保持心靈的澄淨，所到之處都會是美景 

 (B)徜徉於大自然中，可洗滌世俗的汙濁與煩憂 

 (C)只要有名士登臨，無論怎樣的山水都可成為名勝 

 (D)要盡遊觀之樂，須有特別的景致與懂得欣賞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