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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類 科：文化行政 

科 目：本國文學概要 

 

一、「寓言」一詞最早見於《莊子‧寓言》，往往在短小精悍的虛構故事中寓託深意。請簡述中

國寓言的特色與發展樣態。 

【擬答】： 

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寓言」是一種古老的文學表現形式，它充滿弦外之音，往往在短小

的篇幅中，蘊含寄託、飽藏深意。「寓言」一詞最早見於《莊子》，《莊子‧寓言》說道：

「寓言十九，藉外論之。」言簡意賅的點岀寓言二字的意義。現依時代脈絡，將中國寓言發

展的重要代表時期及其特色概述如下： 

先秦時期 

先秦散文為中國寓言發展的重要奠基時期，尤其是諸子散文中更是廣泛地採用寓言，作為

據談雄辯、陳辭說理的媒介。例如《孟子》一書已有「揠苗助長」、「齊人有一妻一妾」

的故事；而莊子更是先秦諸子中的寓言大師，《莊子》一書十之八九皆為寓言，魯迅曾讚

譽其寓言作品：「儀態萬芳，晚周諸子之作，莫能先也。」到了戰國末期，隨著諸子散文

的繁榮，寓言的內容亦自荒誕虛妄演變為嚴肅的現實；由簡短的比喻進而發展為獨立成篇

的短篇記敘文體，逐漸完美與成熟。 

唐宋時期 

唐宋時期為中國寓言文學發展的第二個高潮時期，著名的有古文家柳宗元的作品。柳宗元

的寓言，無論是〈蝜蝂傳〉、〈三戒〉（黔之驢、臨江之麋、永某氏之鼠），皆兼具生動

傳神的形象描寫和諷刺內涵的深刻寄託，可說是繼先秦以來，寓言文學最重大的發展。其

擅於對動物擬人化創造，既賦予特定的人物類型特徵，又不失其固有的生物特性，栩栩如

生而又意味深遠。 

明清時期 

寓言發展到了此時期，常有寓莊於諧的表現手法，冷嘲熱諷的笑話成分增多。明代的劉基

極具代表性，劉基著有《郁離子》一書藉以諷世，其中〈賣柑者言〉一篇更是名作，假託

賣柑者之口，諷刺元朝末年，文臣武將的「金玉其外，敗絮其中」，以及欺世盜名，只圖

富貴的庸碌無能，諷寓之意不言而諭。 

中國寓言故事富於想像，創作者常以誇飾手法，結合淺顯易懂的流利筆法，展現獨樹一幟

的辛辣文風，既有深刻的哲理又具幽默的諷諭，可說是中國文學發展上不能忽視的瑰寶。 

 

二、請以唐代古文運動為例，說明文學復古與新變相生相成的關係。 

【擬答】： 

唐代古文運動是中唐時期由韓愈、柳宗元等人發動的一場反對駢文、提倡古文的文學革新運

動。在韓、柳之前，盛唐李華就已主張文章必須宗經、言志，認為為文之道首在濟世；中唐

初柳冕更是完全否定文學的藝術價值，正式建立了載道的文學理論；到了韓愈、柳宗元的手

上，造成了唐代古文運動的高潮。 

古文運動的起因可以簡單歸納如下：首先是社會背景的變遷，安史之亂後，國家需要一個思

想、理論來定國安邦，故中唐走向文道合一。其次為古文家的推動，古文運動的文學理論基

礎，乃根基於儒家道統之教化作用之上。如韓、柳等人注重文章與道德的關係，排斥自六朝

以來綺麗之文風。最後為文體本身之演進，六朝以降，一路稱霸文壇的駢文，進入中唐駢文

已是缺乏性靈的文體，於是一種具實用精神的散文應運而生。 

唐代古文運動雖標誌著「復古」的大旗，但是「復古」並非是「守舊」，更絕非是文學發展

的「倒退論」，以韓愈的文學主張為例，其所謂的「復古」，並非指對前人作品的模擬與仿

作，而是指內容上要以古聖先賢之道為準則；除主張革新文體之外，韓愈更強調語言的創造

性，重視「文從字順」的表達形式，創造了一種樸實明暢且適時適用的散體語言。 

是故，韓、柳主導的古文運動，不但有復古，更充滿了新變。他們不但促進了當時傳奇小說



公職王歷屆試題  (102 高普考) 

 

共 3 頁 第 2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的發展，讓唐代小說於中唐攀上了巔峰，且其所掀起的「載道」文風，成為後代散文家提倡

「復古」主張時，所必定追隨的依歸，對中國古典散文的影響直至清末，唐代古文運動對中

國文學發展的重要不言可喻。 

 

三、有些文學理論家分文學為「載道」、「言志」兩派，以為前者是為道德教訓而文藝，後者是

為文藝而文藝。試舉現代文學作品為例證，闡述你的看法。 

【擬答】： 

文學的發展，自古以來即有，自古以來即有「載道」、「言志」二說。論者多認為「載道」

式的文學，乃是為道德教訓而文藝；「言志」式的文學，是為藝術而藝術、為文學而文學，

這也是中國古代文學發展上，儒家文學觀與道家文學觀的基本差異所在。然而，文學發展到

了現代，我們又當如何詮釋「載道」、「言志」二說呢？ 

載道文學觀呈現下的作品，多是扼抑浪漫思想，深具實用意義，或諷諭社會，或隱刺時局，

或展現民間疾苦等；這類作品往往是現實的社會意義大於文學表現的藝術意義，日據時期的

文學家賴和與蔣渭水就是好例子。有「臺灣新文學之父」美譽的賴和，無論是詩歌、散文或

是小說，皆反映受壓迫的臺灣人民，在日本殖民政權統治下有冤難伸的悲慘人生，小說代表

作〈一桿「稱仔」〉就展現了反強權、反殖民的精神，暗示受壓迫的臺灣人民，應挺身對抗

殖民者的不公不義。兼具政治家與文學家雙重身分的蔣渭水，曾以診療報告文體書寫一篇極

特別的作品〈臨床講義〉，文中將臺灣比喻為一個病患，在異族的統治下病情日益沉重，成

了「世界文化的低能兒」，只有以「教育」與「文化」始能從根救起，此作反映了蔣渭水企

圖以文化啟蒙運動改造臺灣社會的理想與熱情。 

言志文學觀呈現下的作品，創作者的個人意志受到重視，文學無須擔負教化的責任，在表現

技巧上，沒有一定的規律可循，充滿自由的創作精神，臺灣文學發史展上 1960 年代的現代主

義文學，就是一個絕佳的例證。現代主義文學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強調藝術自主，相信藝術是

一個純粹的領域，文學作品具有獨立於社會功用之外的價值，不必為滿足政治性和道德性的

目的而寫；其次，現代主義文學的創作者抗拒傳統的書寫形式，關注創作技巧的提升，探索

藝術表現的各種可能。作家王文興的代表作《家變》，不但發掘了中國文字的多義性，也改

變了傳統臺灣小說的敘事方式，從內容、形式、情節、結構到語言文字都是創新的，大大衝

擊了當時的文壇，其具有高度實驗性的創作倍受矚目。 

無論是載道文學，抑或是言志文學，都是文學創作者抒發思想、情感的表現媒介，雖然創作

背後的動機、想法與文學理念各自不同，但是表現出來的文學珍貴的價值，卻絕對是一致

的。 

 

四、「美感」和「快感」的分別為何？試舉例分析論述。 

【擬答】： 

文學可以說是人類心靈的記錄與社會現象的投影，而文學所展現的「美感」為何？「快感」

又是麼呢？現將其概述如下。 

一個人在審美經驗的領會上，直接受到的衝擊是一種「快感」，「快感」可說是一種本能的

反應；而「美感」是經過沉澱之後的心靈感受，是一種精神層面的體悟；近一步來說，「快

感」其實是「美感」的基礎。 

什麼叫做「美感」呢？其實簡單來說，就是我們在欣賞各種美的事物時，所引起的「心理活

動」，也就是一種心靈上的悸動與感受。而什麼又叫做「快感」呢？當我們面對一個審美對

象時，直接感受到的聲、色、味、形……等，所引起的生理上的快適感受，那就是「快

感」。例如觀看演唱會時，置身現塲沸騰熱切的氛圍之中，所引起的高昂情緒就屬於快感，

當刺激源消失之後（演唱會結束），快適感受也隨之消失，那麼此次的審美活動就僅停留在

「快感」的層次，若是能進而觸發心靈上的深刻體悟，一種精神上的愉悅，那麼此次的審美

活動就昇華為「美感」的境界。「快感」當然並不能等同於「美感」，但是一次完整的「美

感」體驗中，應該是要包含「快感」的。是故，一般常被討論「藝術與色情」一類的問題，

其實只要通過「快感」與「美感」檢驗，答案立見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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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國文學的層面來說，美感經驗的觀照尤其表現得精采紛呈。千百年來的詩詞文章，或

雄渾，或飄逸，或富豔精工，或清麗疏淡，各領一時之風騷。文學創作者們藉由文字所投

射、傳達出的思想情感，穿越時空，與讀者們激盪出心底最深層的共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