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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類 科：各類科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一、作文： 

現在的「公務員」，在古代通稱「官吏」；一旦成為「官吏」，必須盡心盡力為百姓服務，

不能作威作福，玩法刁難，更不可貪瀆。昔宋太宗節取五代後蜀國主孟昶所作〈官箴〉之語，親

寫「爾俸爾祿，民脂民膏；下民易虐，上天難欺」十六字，頒布全國，立石刻字，告戒所有官吏

要時時警惕。這就是「戒石銘」。請就自己的了解，申論這十六字「戒石銘」的義涵。題目自

訂。 

【擬答】： 

題目：民惟邦本，本固邦寧 

自古以來，中國即著重於「民本」思想，《尚書》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寧。」孟

子亦倡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連法家學者韓非亦主張：「凡治天下，必因人

情。」準此，處在民主時代的今天，在政治上講求「主權在民」，任何一個執政者尤當以民

意為優先，倘關心民瘼，痌瘝在抱，以蒼生為念，心繫國家命運，必可贏得百姓們一致的擁

戴與敬重。 

《論語》中記載：「葉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來。』」儒家另一位大師荀況亦

言：「愛民者強，不愛民者弱。」誠然，一個愛民如子之明君，自可凝聚民心、糾合民力，

創建一個殷實富有之盛世。衡諸斑斑史冊，惟有那些造福群黎之君，才能保有穩固的江山，

亦足以在青史上留下美名；而那些視黎庶如草芥者，必受唾棄，終歸自取滅亡。民心向背之

結果由此可見，為政者豈可不懼？職是之故，國家領導人是全民注目的焦點，其言行舉止本

具有引領的作用，自古以來，聖賢家法一再期許為政者廣施仁義、克己復禮，方得為民表

率，孔夫子即道出藏諸名山之言：「為政以德，譬如北辰，居其所而眾星共之。」《呂氏春

秋》亦發出醍醐灌頂之語：「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行義；以德以義，不賞而民勸，

不罰而邪止。」洵然，惟有以道德仁義感化群民，自可在無形中收到風行草偃之效。 

是以，居廟堂之上者，萬不可深居宮闈，不恤民意、不知民情，而應與市井小民同甘共

苦，從中體會民間生活，《大學》中有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惡，惡之；此之謂民

之父母。」西漢著名政論家賈誼亦嘗極力陳言：「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樂民之樂者，

民亦樂其樂；與庶民若此者，受天之福也。」這些充滿智慧之語不啻是治國之良方，為政者

若能依尋此道，終是社稷、黎民之福，宋太宗所垂訓「爾俸爾祿，民脂民膏；下民易虐，上

天難欺」之言，正楬櫫出為政治國之道！ 

針對以上所言，我們衷心期盼上位者能重賢忌贓，畢竟「親賢臣，遠小人」，是歷來史

學家對英明君王的評論；「狎奸佞，疏君子」，則是作史者對亡國之君毫不留情的批判。縱

覽史冊，多的是一些昏君、庸君、暴君、荒淫之君的頹鄙劣行，言路壅蔽，諂諛當道，忠貞

去國，貪饕升天，內無謀臣，外乏猛將，社鼠殘害，民不堪命，……一幕幕的悲劇，令人不

忍卒睹！是以，任何一位執政者自當以史為鑑，方能免於重蹈人謀不臧之覆轍，使民心歸

向，社稷長安，相信國運必有一番願景可期！。 

 

二、公文 

鑑於去（九十七）年卡玫基及辛樂克等颱風造成臺灣地區嚴重水患及土石流災情，行政院劉

院長於院會聽取相關檢討報告後，就目前救災及防汛整備提示加強辦理。行政院院會爰決定：請

內政部督導地方政府辦理，並請相關部會配合。試擬內政部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函（副知相關

部會），請加強辦理減災及防汛整備，以提升防災能力，並將災害降至最低。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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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年限： 

內政部 函 
                                      地址：000 臺北市○○區○○路○○號 

                                      聯絡方式：（承辦人、電話、傳真、e-mail）  
○○○ 

○○市○○區○○路 000 號 

受文者：○○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00年 00 月 00 日 

發文字號：○○○字第 0000000000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請加強辦理減災及防汛整備，以提升防災能力，並將災害降至最低，請 查照。 

說明： 

一、入六月後，即至颱風季節，各地因受風災而傳出傷亡事件，非惟山川土壤受到破壞，且造

成人民生命財產上的損失，緣此，受行政院之指示，加強各地之防災工作，實為要務之

一。 

二、台灣地區地狹人稠，各縣市之間為生命共同體，每年的風災均會造成連鎖性的傷害，是

以，行政院院會決定由本部督導地方政府辦理防災工作，謹此告知。 

辦法： 

一、請組成「專案小組」，至各個重點保護區巡查，檢視是否有濫墾濫伐山坡地之情事；一經

察覺，立刻加以勸導，對於惡行重大者，逕移送法辦，絕不寬宥。 

二、請各縣市政府撥款予偏遠山區之鄉鎮，加重其基礎建設，平時做好維護工作，避免屆時搶

救不及。 

三、凡各個地區對於本項方案有窒礙難行之處，得知會本部，以呈報行政院院會，請中央補

助，務澈底做好本項事務。 
正本：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副本：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部會 

部長  ○○○(蓋簽字章) 

 

乙、測驗部分：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累矣！」莊子持竿不顧，曰：「吾

聞楚有神龜，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龜者，寧其死為留骨而貴乎？寧其生而

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寧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莊子‧秋水》） 

 以上文回答 1至 2題： 

 根據本文敘述，莊子以龜自喻，旨在說明： 

只要不存機心，便可以達到萬物同體的境界 

不願受官職所累，喪失了逍遙自適的心志 

人的心志要虛明，才能看見事物的真正價值 

因任自然而忘我，才能消解物我的界線 

 文中神龜「寧生而曳尾塗中」，其義涵與下列選項何者相契合？ 

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天地與我而並生，萬物與我而為一 

我寧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惡人之異於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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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博節度使韓簡，性粗質，每對文士，不曉其說，心常恥之。乃召一士人講＜論語＞，至＜為

政＞篇。明日喜謂同官曰：「近方知古人稟質瘦弱，年至三十，方能行立。」如此解，則四十

無聞，便是耳聾；五十知命，便是能算命矣。（馮夢龍）《古今譚概》 

依上文回答 3至 4題： 

 文中「不曉其說，心常恥之」，意思是： 

聽不懂文士們自說話內容，覺得丟臉 

覺得文士們說話內容太難理解，瞧不起他們 

不想和文士們說話，其實是因為內心自卑，覺得羞恥 

覺得文士們故意說一些深奧話語，是因為他們看不起自己 

 根據故事內容，韓簡為人應當是？ 

上進認真又好學不倦 機靈聰敏能舉一反三 

粗心大意而丟三落四 粗俗無文又自作聰明 

 《楚辭‧橘頌》云：「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不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徒，更壹志

兮」，這段文字主要在借橘樹形容屈原的何種情懷： 

認命的態度 生長的喜樂 堅定的志節 對美的執著 

 南宋鄭思肖有詩云：「花開不並百花叢，獨立疏籬趣味濃；寧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落北風

中？」又宋代王菉漪詩云：「不受塵埃半點侵，竹籬茅舍自甘心；只因誤識林和靖，惹得詩

人說到今。」這兩首詩歌詠的花卉依序是： 

菊花、梅花 蘭花、梅花 菊花、蘭花 蘭花、菊花 

 儒家主張以德治天下，而不以刑罰治天下。下列敘述何者即針對此而言？ 

禮云禮云，玉帛云乎哉？樂云樂云，鐘鼓云乎哉 

河海不擇細流，故能就其深；王者不卻眾庶，故能明其德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禮，有恥且格 

 《史記．商君列傳》：「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

也。」下列解釋何者有誤？ 

貌言：有禮貌的話 至言：有道理的話 

苦言：苦口相勸的話 甘言：好聽悅耳的話 

 一孔之見無孔不入孔武有力需才孔亟孔方通神 

上列成語中的「孔」字，意思為「甚、非常」的是： 

    

 下列各組沒有錯別字的是： 

金榜提名／美輪美奐／漲紅了臉  

固步自封／泱泱不樂／靡靡之音 

罷黜百家／慘澹經營／繁文縟節  

妄自匪薄／出奇至勝／鋌而走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