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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文化行政 

科 目：本國文學概論 

 

一、在上位者的喜好，是促使文學興盛的原因之一。試以「漢代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為

例，詳加說明。 

【擬答】： 

顧炎武曾言：「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

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任何文體的發展演變，皆是順應時勢自然產生的。而一個新

文類的興起或是文風興盛的原因極為複雜，與時代背景、社會發展狀況、文體本身的演變……

等皆脫不了關係，而促使文學興盛的諸多原因之中，在上位者的喜好，往往是最強而有利的推

動力量。以下將以「漢代文學」與「魏晉南北朝文學」為例說明之。 

以漢代的代表文類「漢賦」為例，當時漢代經過文、景二代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繁榮，政權

穩固，接著武、宣諸帝提倡文學，旨在消遣娛樂與滿足帝王虛榮之心，鋪采摛文的賦體，最適

宜襯托出帝國富庶、天子威嚴，遂造成一批漢賦貴遊文學集團，並且導致獻賦、考賦成為功名

晉身、利祿追求的途徑，大大助長了辭賦發展。 

漢末到魏這一段時期，曹氏父子不但是政治領袖，亦是文壇領袖，他們愛好文學、提倡文學、

獎勵文學，其時文風彬彬之盛，大備於時。西晉末年因永嘉之亂，中原人士紛紛南遷，人才集

中江左，到了南朝之際，宋、齊、梁、陳四代君主與貴族們多篤好文學，文學有了絕佳的發展

環境，且文人取得了極高的地位，帶動了文學風氣的蓬勃。  

「上有好之，下必盛焉」往往成為了中國文學發展上，文學蓬勃的主要原因，在帝王封建的時

代，這當然是無法避免的現象，雖然有時不免令某些文類走向虛矯、浮誇的沉淪道路，然而站

在文學推動的立場來看，強有力的支持，確實能夠助文學風氣的建立一臂之力。 

 

二、一種新文類的產生至於盛行，必然受到若干因素影響，試舉例中國古典文學之例，詳加說

明。 

【擬答】： 

任何一種新文類的崛起與發展，必然受到諸多因素的牽引，茲以先秦散文的勃興的 

原因為例，加以說明之。 

政治經濟的改變 

在政治上，春秋戰國時期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動盪的時代，周王室已成虛名，各諸侯國成

為實際的主宰者。在經濟上，工具的改變提升了生產力，井田制度的瓦解確立了土地私有，

商業活動的興起促進都市繁榮。政經的劇烈變化，面對當時之時代課題，各式各樣的政治思

潮因而興起，以記敘說理為主的歷史散文與諸子散文便應運而生，成為記錄和反映此時代的

新工具。 

社會階級的變動 

封建制度的崩毀，貴族沒落，一部分地位下降淪落為「士」；平民崛起，一些傑出人才成為

「士」的主流。新興的「士」階層，積極宣傳自己的主張，為文化思想的繁榮提供了宏大的

力量，於是散文取代了詩歌走上勃興之途。 

文化思想的影響 

教育逐漸向平民階層流動，不再是貴族專利。學術思想多元的黃金時代，各學派著書立說百

家爭鳴。 

文學本身的發展 

顧炎武曾言：「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春秋戰國時代，多元的思想論辯與記

錄，詩歌已無法擔負重任，因此文學上自然出現一種能切合需要的新形式，此為歷史賦予文

學的新使命。 

一個新文類的興起成因極為複雜，與時代背景、社會發展狀況、文體本身的演變……等皆脫不

了關係，文學正可說是反映每一個時代的最好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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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介紹下列文學家的成就，並舉出其代表作品。 

孫元衡 

李逸濤 

龍瑛宗 

【擬答】： 

孫元衡，於清康熙年間由四川調任臺灣，在臺期間施行諸多德政，臺灣人民為了感念他，建

牌坊、立碑文來紀念。孫元衡有《赤嵌集》一書，記錄了當時臺灣的民風、習俗、物產、氣

候……等，後世志書編者多有採納。其古典詩的創作也極受肯定，他的詩作有采風的真實

感，再加上臺灣在地神話傳說的神秘感，風格特殊，連橫曾讚譽：「臺灣宦游之士，頗多能

詩，而以《赤崁集》為最。」 

李逸濤為日據時期文人，兼具記者與通俗文學作家二種身分。李逸濤的作品以描寫女  性人

物見長，藉由廣受歡迎的通俗小說書寫，在大眾娛樂趣味中建構了頗具意義的新  女性圖

像，從虛構的俠女，到現實生活中的母親、情人、繼母、寡婦、妓女……等，  或虛或實之

間，呈顯豐出富想像空間。此外，李逸濤為目前所見，日據時期文學創作  中最早加入偵探

類敘述的作家，在臺灣通俗文學的發展上嘗試開展出不同的書寫面向。 

龍瑛宗為日據時期極具代表性的小說家之一。其小說內容主要描寫日據時代知識分子的苦

悶、傷感與徬徨，並反映出市民階層頹喪、陰鬱的心靈層面和生活圖像。文學評論者葉石濤

曾讚譽：「臺灣小說自龍瑛宗後，才出現現代人心理的挫折、哲學家的冥想和濃厚的人道主

義。」代表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寫出了殖民地知識分子理想的幻滅、精神的荒蕪，以

及找不著出路的苦悶與悲哀。 

 

四、台灣文學中的飲食書寫，有不少以結合生命故事與文化情懷的作品，請舉例兩部作品說明。 

【擬答】： 

飲食是個日常性的活動，包含濃厚的社會文化意涵、集體記憶、群體文化。飲食文學的書寫在

近十年來發展極為蓬勃，然而要推論起發展歷史，大致來說，1950年代興起的懷舊文學中，外

省族群記載食譜，在飲食的描述裡，寄託對原鄉濃郁的情感與記憶，1970年代之後，飲食的書

寫題材開始融入臺灣文化，1990年代開始，寫作的指涉對象則更為包羅萬象，涵括全球各地的

飲食，此外也會結合旅行的過程，讓飲食書寫的面貌更多元。 

女作家林文月的散文有哲理的辨析，亦有抒情的感性，內容以感物寫志為主，或抒情、或記

遊、或詠物，文筆典雅，風格清婉淡遠，何寄澎教授曾讚譽林文月之文：「似質而自有膏腴，

似樸而自有華采」。其於2003年出版的散文集《飲膳雜記》一書，以平實、細膩、雋永而情思

自然流露的筆法，開啟了一陣飲食文學之風，成為現代生活散文的典範。 

近年來推動、提升飲食書寫的作家焦桐，不但致力於飲食書寫領域，並且從 20007 年起，每年

將刊載於報章雜誌上的飲食文章，篩選過濾後出版了《臺灣飲食文選》，甚至還舉辦過飲食文

學學術研討會，也創辦了《飲食》雜誌，之所以如此執著於飲食書寫，焦桐自言：「我深深相

信，在乎肚子的人，才會在乎別的事情。」其《臺灣肚皮》一書，以數十篇文章鋪陳這塊土地

上的吃食，描述臺灣，定義臺灣，標誌出臺灣人的品味與文 

化，是深刻的觀察、品嘗、凝思之後產生的人文書寫。 

飲食可說是「五感」同時進行的審美活動，正如焦桐所說，他深信飲食文學並非旁門左道，而

是臺灣文學的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