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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嵩 老師 解題 /北保 

100 年專門職業律師考試第二試考試試題 

類別：律師 

科目：國文(作文與測驗) 

甲、作文部份(60 分) 

法律人的使命 

【擬答】： 

人生的價值不在結果的輝煌燦爛，也不在終點的掌聲喝采，而在於過程之中是否

能堅持理想，找到自我使命，然後盡力而為。各行各業皆然，法律人亦不例外。 

身為法律人，我覺得第一順位的使命，是發揮自己的專業，讓國家的法律更周延，

讓民眾更瞭解法律，使國家百姓有一套完善的規矩得以運行。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曾

說「法律就像香腸一樣，你不會想知道它是如何產生的。」這句話說明訂立法律的過

程與內容，很有可能是出於部分個人的私利與偏頗的認知，但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

會，人民有知的權利，身為法律人應該透過本身專業，讓法律更為周延公平，同時讓

人民可以得知自己應享有之權利及應盡的義務，進而在不侵害他人的前提下，享受合

理的自由，發揮法律最大的功效。韓非子說「法與時轉則治，治與時宜則有功。」法

律的制定與修正，都必須隨這時代的腳步而與時俱進，戰國時代如此，千年後的今日

亦應如此。清末的戊戌變法，日本的明治維新，一直到現在有促進男女平權的「兩性

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制法」的出現，大抵顯示出了一個現象，那就是法律本身並

非一成不變，而是透過不斷的修正與適用，才能發揮其真正的價值。而這正是法律人

最大的社會責任與個人使命。 

廉潔守法，亦是法律人避無可避的使命。古云：「廉者樂無求，貪者憂不足。」

人若廉潔，不會覬覦不屬於自己的事物，不會因對物質的不滿而失足跌入罪惡淵藪；

人若廉潔，待人處事就不會因利忘義，因私廢公，更不會屈服於威權下而摒棄應有的

道德良知。所以，當法律人能構築起以廉潔守法為骨幹的屏障，任何罪惡都將難以侵

蝕，進而完善的立法與執法。就如宋朝的著名清官包拯，其廉潔的事蹟至今仍讓人津

津樂道。包拯公正不阿、不畏權勢，使得他在開封府主事期間，京城的權臣貴戚不敢

跋扈囂張，包拯大革種種朋比為奸、魚肉百姓之官宦，連婦孺也知其功績，尊其「包

公」。所以，當人知廉潔，自然能曉大義、樂知足而不貪贓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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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情理法三者走到極致，都是一種瘋狂，我們要在瘋狂中保持清醒。」而

這樣的清醒，來自法律人的自我使命，唯有我們善盡專業，與時俱進的制訂規範紀律；

同時高度的自我要求，知法而守法。那麼法律的功能必能被彰顯，守法的優點必然被

重視，我們所居住的世界，就更朝「世界大同」的理想邁進一大步了。 

乙、測驗部份(40 分) 

 　 下列各組文句「」內字義相同的選項是： 

　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業精于勤，「荒」于嬉/到五更，驚起是「荒」雞

　環「堵」蕭然，不蔽風日/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

者如「堵」牆  

　「發」憤忘食，樂以忘憂/故明主之吏，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誰

能弦且歌，為我「發」古聲  

　五花馬，千金裘，呼兒「將」出換美酒/好自「將」愛，一年便健/大碗斟「將」酒

來 

 　 何良俊〈求志〉：「余好讀古人書， 

　凡古人之事 

　非徒欲誇多鬥靡 

　蓋上下二千年之間 

　大略以參錯於胸中矣 

以矜眩於世也。」 

根據文意，上引文字排列最適當的選項是： 

　　　　　 　　　　　 　　　　　 　　　　　 

 　 蘇軾：故公之精誠，能開衡山之雲，而不能說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暴，而不能弭皇

甫鍊、李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不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

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不能者，人也。」依文意判斷，蘇軾文中所言之「公」應

指何人？ 

　白居易 　杜甫 　柳宗元 　韓愈 

 　 下列「」中的詞義，解釋正確的是：　今先生「儼然」，不遠千里而庭教之（《戰國策‧

秦策》）：指莊嚴貌 　「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戰國策‧秦策》）：指閉口 　歸

真「反璞」，則終身不辱（《戰國策‧齊策》）：指返回本質 　下不治其家，中不「索

交」諸侯（《戰國策‧齊策》）：指綑綁之義 

　　　　 　　　　 　　　　 　　　　 

 　 下列文句「」中的詞，解釋正確的是：　有穴「窈然」，入之甚寒（王安石＜遊褒禪山



 3  

記＞）：幽暗深邃 　「黟然」黑者為星星（歐陽脩＜秋聲賦＞）：烏黑的樣子 　投

以小石，「洞然」有水聲（柳宗元＜小石城山記＞）：空曠廣大 　應之者咸「憮然」（柳

宗元＜答韋中立論師道書＞）：得意的樣子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陶潛＜桃花

源記＞）：整齊的樣子 　臨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曾鞏＜墨池記＞）：隱藏

的樣子 

　　　　 　　　　 　　　　 　　　　 

 　 下列選項中的「所以」，與蘇軾＜留侯論＞「觀其所以微見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

義」中的「所以」意義相同的是： 

　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歐陽脩＜縱囚論＞）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韓愈＜師說＞） 

　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豈不至哉（蘇軾＜教戰守策＞）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隆也（諸葛亮＜出師表＞） 

　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不至也（王安石＜讀孟嘗君傳＞）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不意其必來以冀免，「所以」縱之乎（歐陽脩＜縱囚論＞） 

　　　　 　　　　 　　　　 　　　　 

 　 　靡不有初，鮮克有終（《詩經‧蕩》）：是指做事負責盡職，有始有終 　高山仰止，

景行行止（《詩經‧車牽》）：是指高山雄偉壯觀，仁者樂山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

經‧蓼莪》）：是指父母恩德偉大，無法回報 　風雨如晦，雞鳴不已（《詩經‧風雨》）：

是指混亂時代，堅守自己的職責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詩經‧桃夭》）：是指女子

窈窕美麗，君子好逑 　民之秉彛，好是懿德（《詩經‧烝民》）：是指民眾秉持常性，

喜好美德。 

上列詩句，意義解釋正確的是： 

　　　　 　　　　 　　　　 　　　　 

 　 《孟子‧梁惠王上》：「苟為後義而先利，不奪不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

後其君者也。」句中「遺」字，與下列選項中「遺」字意義最相近的是： 

　此皆良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流風善政，猶有存者 

　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不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飄飄乎如「遺」世獨立，羽化而登仙 

 　 下列各組文句中的「而」字，前後意義相同的是: 

　故雖有堯之智，「而」無眾人之助，大功不立/君子恥其言「而」過其行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士「而」懷居，不足以為士矣 

　學「而」時習之，不亦樂乎/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知安「而」不知危，能逸而不能勞/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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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多義是中國文字的特色，下列各文句中的「厲」字，何者意思相同？ 

　疊是數氣，當之者鮮不為「厲」(文天祥〈正氣歌并序〉)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論語‧子張》) 

　使河如帶，泰山若「厲」，國以永寧，爰及苗裔(《史記‧高祖功臣侯年表》) 

　深則「厲」，淺則揭(《論語‧憲問》) 

　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孟子‧滕文公上》) 

　　　 　　　 　 　　 　　　  

 　 「三字奇冤千秋碧血/一生忠勇萬古網常」 

「氣塞天地配天地，萬古勳名垂竹帛/志在春秋享春秋，千秋義勇壯山河」 

「異代不同時，問如此江山，龍蜷虎臥幾詩客/先生亦流寓，有長留天地，月白風清一

草堂」 

上列三幅對聯的內容，分別指的是: 

　史可法/孔子/杜甫 　岳飛/關羽/杜甫  

　岳飛/孔子/李白  　史可法/關羽/李白 

 　 以下這首短詩:「一張甜美但太短的/床/冬眠醒來/才伸了個懶腰/便頂頭抵足」，依其

內容看，描寫的對象主要是什麼? 

　愛 　霧 　春 　淚 

 　 古人詠史詩，往往借古人事抒寫自己的心境和懷抱，如左思詩:「吾希段干木，偃息潘

魏君。吳慕魯仲連，談笑卻秦軍。當世貴不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不

群」，依詩意推敲，下列選項的文意解釋，何者正確? 

　作者讚美段干木、魯仲連，並效法二位先賢 

　作者希望能像段干木、魯仲連般功成名就，富貴雙全 

　作者讚美秦君能重用魯仲連，故能智退敵軍 

　作者認為富貴如浮雲，所以無意功名，打算隱居 

 　 杜甫〈戲為六絕句之二〉:「王、楊、盧、駱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

滅，不廢江河萬古流」，以下關於這首詩的敘述，何者正確? 

　這是一首諷刺王、楊、盧、駱四人的文學作品已然過時的詩 

　杜甫當時的人經常嘲笑王、楊、盧、駱等人是「輕薄為文」 

　爾曹就是指那些「輕薄為文」的人 

　「不廢江河萬古流」意謂江河總會過去，但人卻是會萬古留名的 

 　 <九歌 湘君>:「君不行兮夷猶，蹇誰留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令沅湘

兮無波，使江水兮安流。望夫君兮未來，吹參差兮誰思！」上列作品，從作品內容、

形式特色仔細判別，應該是從那ㄧ本文學作品總集節錄出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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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經＞ 　＜楚辭＞ 　＜文心雕龍＞ 　＜駢體文鈔＞ 

  依下列回答第　題至第　題: 

子張見魯哀公，七日而哀公不禮，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不遠千里之外，

犯霜露，冒塵垢，百舍重趼，不敢休息以見君，七日而君不禮。君之好士也，有似葉

公子高之好龍也。葉公子高好龍，鉤以寫龍，鑿以寫龍，屋室雕文以寫龍。於是夫龍

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葉公見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葉

公非好龍也，好夫似龍而非龍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不遠千里之外以見君，七日不

禮。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劉向＜新序 雜事＞) 

 　 文中「犯霜露，冒塵垢，百舍重趼」三句是描述子張: 

　意志的堅定 　行動的快速 　盼望的殷切 　奔波的辛勞 

 　 子張選擇離開魯哀公，是因為: 

　不貪慕富貴  　不食嗟來食  

　不願做權貴的爪牙 　不接受無禮的對待 

 　 本則故事可用一句話來形容，下列最適合的選項是: 

　求賢若渴 　徒具虛名 　同床異夢 　陽奉陰違 

  依下文回答第　題至第　題: 

真正的詩人，絕對需要心靈的解放和個性的恣肆張揚，因為詩到底是一種生命的符號，

詩情的勃動，有如早春初绽的花瓣，每一點微小的翕動都極其敏感而嬌憨，「南園滿地

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那肯定不消生受。因此，詩往往最直接地體現了一個時

代的氣象。李白仗劍浩歌，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而即使像蘇東坡那樣的浪漫派大

師，從他雄奇豪邁的行吟中也不難發現宋王朝衰微的陰霾。可以斷言，一個讓文化人

謹小慎微，整天戰戰兢兢地仰視政治家眼色的時代，是斷然出不了大詩人的，他只能

出小說家、戲劇家和學者。(夏堅勇<湮沒的宮城>) 

 　 文中認為真正的詩人最需要的是 

　觸類旁通 　窮而後工 　情發於中 　琢字鍊意 

 　 文中作者認為政治與詩人的關係應當為以下何者: 

　詩人掌控政治，因而詩人可以恣肆張揚  

　政治籠絡詩人，保障詩人可以安心創作 

　詩人不離政治，卻忠於自我心靈與個性  

　詩人臣服政治，表現自己的忠心與效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