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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文化行政   

科 目：本國文學概要 

 

一、神話、傳說、民間故事，三者有何異同？試予說明。 

【擬答】： 

  在傳統的敘事類型中，神話、傳說與民間故事，為三種極其容易混淆定義的論述形式。現將

三者試予說明如下：  

神話 

 被認為是發生於遙遠的過去，且較為神聖的事情。神話中的主要角色經常並非是人類，

但卻常具有人類的特性，他們是動物、神明或者為民族文化的英雄。 

 神話講述的是世界、災難、人類……等宇宙間萬事萬物的起源，或是地理特徵以及大自

然的現象，神話保存的是最原始的故事，在人類進化形成初期所發生的單一故事或事

件。 

傳說 

 傳說是世俗而非神聖的，發生的時間較之於神話更為接近現在，發生的場域也與人們所

處的世界接近，其中的主要角色都是人類。 

 傳說是文字還沒發明前，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承下來，所論述的多是英雄的事蹟、首領

與君王的作為，及其統治朝代的功蹟……等，因此常成為與書寫歷史相對應的口傳傳

統。 

民間故事 

 民間故事的基礎，也許是一個活生生的真實事蹟，經過了長時間的敷演，被賦予新的生

命和意義，可以被置放在任意的時間和任意地點，故被視為虛構的敘事，是世俗性的，

不能被當作神聖的事情或是嚴謹的歷史。 

 民間故事與傳說的形成方式差不多一樣，皆是傳承下來的，只是更強調「民間」兩個

字，也就是說就故事內容來看，更深入、也更貼近人們的生活。 

神話、傳說、民間故事，三者皆經歷過口耳相傳的過程，「口傳」的形式乃是文化傳遞的

重要方式。「神話」連結了從古代到現代的思維與世界觀，具體呈現了遠古初民們的生

活、思想；「神話」更形成了民族的特性，展現了民族的生命，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溫床；

「傳說」則代表區域性、片斷性的歷史；而「民間故事」常帶有道德教訓的意味──讓貧

者有希望、正義公理得以伸張、低劣者得到懲罰……等，故極具庶民色彩，親和力最強。 

 

二、在古典詩歌發展史，陶淵明素有「田園詩人」之稱。請論述陶淵明詩的風格特色及其對後代

詩歌創作的影響。 

【擬答】： 

    田園詩人之祖陶淵明，為東晉義熙時期的代表詩人，在其時雕琢綺靡的詩風中，突破當時的

文學風尚，以其田園生活經驗，發為吟詠，為中國詩歌的創作開闢了一個嶄新的天地，影響

後世「自然詩」一派。 

    陶淵明其人率真任情，清末學者梁啟超言其為「纏綿悱惻最多情的人」，作品篇篇從胸中自

然流露，由其作品可見其人光明胸襟、不阿人格。其詩作詞采精拔，卻毫無斧鑿痕跡，平淡

中有無限風采，誠如宋代蘇東坡所言「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看似恬適的「田家語」，其

中所寄託的情感實是極為濃厚。 

    以其知名五言詩作〈飲酒〉為例：「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正可領

略其田園情趣中所蘊含的無限哲思，陶淵明在詩中呈現出靜謐安適、物我交融的意境，表達

出詩人由大自然的美景中所領悟到的人生意趣，傳遞出其擺脫世俗的淡泊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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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淵明歸隱田園後，詩作偏重田園生活與農村情調的書寫：寫居家躬耕之趣、飲酒之樂、絕

塵棄俗之志等。詩人的精神與景物合而為一，作品意境高遠、充滿哲理，故南朝鍾嶸於《詩

品》一書中稱譽其為「古今隱逸詩人之宗」。 

    然而，素樸的陶詩，因囿於其時雕琢綺靡的文學風尚，在生前及身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並未得

到重視，直至唐代以降，評價始增，愈至後代，評價愈高，在中國文學史上產生了深廣的影

響。歷代「擬陶」、「和陶」相沿成風，祖述者極繁，例如詩人王績擺脫初唐靡麗之習，尚

友淵明；盛唐自然詩發展蓬勃，王維、孟浩然皆以陶詩為宗；宋代以後，描寫田園的詩人不

可勝數，可說實為陶詩之功。 

 

三、以「白話」取代「文言」，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核心訴求，然而，由於文類性質差異，其發

展進程也各有不同。其中，「詩」的革新不只是語言，還有形式。請以胡適與聞一多的詩作

為例，說明兩人在「新詩」發展過程中的具體貢獻。 

【擬答】： 

    在中國新文學運動中，最早出現的作品形式就是「詩」。1918 年《新青年》上胡適、劉半農

等人，發表了第一批新詩，其意境、題材雖頗有新意，但仍不免帶有古典詩的痕跡，不過，

這些詩作卻是中國新文學革命的先鋒。在中國新詩的發展過程中，胡適提倡的「自由詩」與

聞一多主張的「格律詩」，各有其極重要的地位，現將二位詩人在「新詩」發展過程中的具

體貢獻說明如下： 

  胡適為中國白話新詩最早的開拓者。一九一九年胡適發表了《談新詩》一文，提倡詩體解放

的「自由詩」，他鑑於許多詩人還不能完全擺脫舊詩詞的影響，提出在形式上一切自由、不

受束縛，要打破五言、七言的限制，並主張音節自然，無須講究平仄與押韻；在內容上，主

張意境、題材要新，注重描寫生活，表達哲理，且要以樂觀精神入詩。一九二○年，胡適出

版了中國現代文學中第一部白話新詩集《嘗試集》，引起了當時參加新文學運動的作家、學

者勇於進行新詩的創作。 

  新月派詩人聞一多的詩歌藝術主張，相較於胡適提倡的自由詩有明顯的不同。聞一多努力探

求詩的藝術表現形式，進而提出「格律詩」的理論。聞一多指出「詩不能廢除格律」就如同

棋不能廢除規矩，故在藝術表現上追求新詩的「三美」：要有「音樂美」，即要求詩的音

節；要有「繪畫美」，即要求詩的詞藻；要有「建築美」，即要求詩的章句。在當時，

講求音韻、節奏、格律，注重章句整齊，詞藻華美的「格律詩」一出，隨即風靡全國。 

  胡適放下了中國白話新詩的第一塊鋪路石，拓展了人們創作新詩的視野，其價值遠遠超過詩

作的意義；聞一多的格律詩理論，試圖為中國新詩開闢一條藝術發展的新途徑，使中國新詩

發展進入了另一個階段；二人在中國新詩發展上，皆有極大的貢獻。 

 

四、請以兩位作家的作品為例，闡述七○年代臺灣鄉土文學的特色及意義 

【擬答】： 

  一九七○年代的臺灣正面臨從農業過渡到工商社會的激烈轉型，在工商主導、經濟掛帥之

下，質樸的農村社會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傳統價值觀、生活方式、人際關係，都搖搖欲

墜。文學創作者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見證他們所經歷的社會，寫出心中屬於自己鄉土的文

學。而一九七七年掀起的「鄉土文學論戰」，使得「鄉土文學」再度被重視，成為與一九六

○年代以來的文壇主流──「現代主義」文學，分庭抗禮的一個文學主張。現舉王拓與宋澤

萊二位作家的作品為例，加以闡述臺灣鄉土文學的特色及意義。 

  王拓主張文學必須紮根於廣大的社會現實與人民的生活中，其小說多描寫社會底層人物的困

境、遭遇的寫實性作品。其作品中一方面肯定臺灣經濟發展，一方面也指出這發展背後所衍

生出的拜金思想、物質至上等問題。代表作《金水嬸》寫的基隆八斗子海濱的故事。描述漁

民生活的貧困、刻苦，反映漁民的迷信、愚昧、無知、自私、無奈，刻劃知識分子或生活於

上階層人們的貪婪與醜陋的行徑，表現了處於工商社會的衝擊下，陷溺於拜金主義的人們，

自身的感傷及人性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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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澤萊一向企圖以文學來拆穿世界可笑的面具。其於一九七○年代後期發表的小說《打牛湳

村》，不但使宋澤萊扣響文壇大門，更向來被評論者認為是臺灣鄉土文學發展的里程碑。作

品中寫的正是真實的農村紀事，《打牛湳村》書中所敘地點正是宋澤萊的故鄉──雲林二

崙，宋澤萊於小說中所揭露的正是 30 年以來，臺灣農村全體農民飽受社會剝削的共同命運。 

  王拓與宋澤萊這二位一九七○年代寫實文學重要的代表作家，接續了日據時期以來鄉土文學

傳統的重要力量，二人皆以一枝健筆將當時臺灣的社會發展記錄下來，為讀者們提供了一個

關照社會的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