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職王歷屆試題  (99 高普考) 

 

共 3 頁 第 1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99 年公務人員高等三級考試試題 
類 科：文化行政 

科 目：本國文學概論 

 

一、唐詩、宋詞具有什麼樣的文化意義？試加以闡述。 

【擬答】： 

唐詩與宋詞為中國韻文史上的兩大瑰寶，分別代表了唐代與宋代文學發展的高度成就，現就其

二者分別代表的意義概述如下： 

中國詩歌的發展在唐代達至巔峰，詩歌作品的內容多元與文化底蘊的深厚，較之於先秦的韻文

雙璧《詩經》、《楚辭》可說是毫不遜色。唐代結束了中國數百年的分裂，南北民族融合，胡

漢文化交流，使唐詩成為新文化灌溉下大放異彩的最佳代表文學。唐代詩歌充滿活力與生機，

溫柔敦厚的漢文化中注入了外族爽朗驃悍的風格，使唐詩 

面貌多樣、氣勢雄渾，近代大學者梁啟超曾指出，胡民族的特色融入華夏文化裡：「不知不覺

令我我們的文學頓增活氣。」這正指出了唐詩豐碩的文化意義，更是中國文學史上發展的重要

關鍵。 

詞是宋代韻文的代表文類，它突破了固定的句式，也突破了唐代詩歌「黏對」的束縛，這個音

樂性的文類，在一定的意義上，可說是象徵了對「詩歌」這個文類的一種解放。詞之初起，雖

原為音樂之附庸，但經晚唐、五代之發展，已具獨立之文學生命；加之進入宋代之後，「徵

聖」、「宗經」居於當時思想的主導地位，認為文學乃是教化載道的工具，詞遂在詩、文之

外，背負起人們抒發情感的重大責任，「言情」正可說是詞這一文類的重要表徵。 

唐詩與宋詞雖說形式不同，創作規則也各異，但是站在中國文學發展史的長河上，這兩個文類

都代表了當時的文化高峰，各自熠熠生輝。 

 

二、明代長篇小說有那幾種主要類型？試舉例說明之。 

【擬答】： 

進入明代，中國小說的發展，可說是進入了一個劃時代的新紀元，尤其是長篇章回小說的成

就，更是極為可觀，現將明代長篇章回小說的代表作品「四大奇書」，概述如下： 

《三國演義》 

屬於歷史演義小說，描寫了漢靈帝至晉武帝一百餘年間事。元末明初的羅貫中立足於民間傳

說、話本、戲曲的基礎上，並綜合陳壽《三國志》與裴松之注的史料完成此書；作者將歷史

真實與合理虛構間的巧妙安排，以宏闊的筆觸，勾畫出有別於正史的魏、蜀、吳三國爭雄之

事。其中故事情節的推展，既曲折變化又脈絡分明，構成了一個完美的藝術整體，奠定後世

歷史演義小說創作手法的基礎。 

《水滸傳》 

為俠義小說的代表作。北宋末年宋江等人於梁山泊造反，為此書創作的歷史依據的來源，元

末明初施耐庵在民間傳說、話本、戲曲基礎上，進行創造性的加工，作者以一枝生花妙筆，

將原本落草為寇的「一百零八盜」，塑造成頂天立地的「一百零八條好漢」，使本書成為中

國通行最廣的白話章回小說，也進而促使章回體小說大量產生。 

《西遊記》 

本書可說是中國第一部成功的長篇神魔小說。故事立基於唐代高僧玄奘法師赴天竺(今印度)

取經的故事，吳承恩在其中穿插神怪妖魔的幻境，加之以民間傳說、話本、戲曲的參照，在

其上進行藝術性的潤色，以浪漫的超自然手法塑造角色形象，使這一部趣味性濃厚的小說，

成為中國家喻戶曉且老少咸宜的重要小說。 

《金瓶梅》 

為中國首部長篇社會寫實小說，下開言情小說之先河。小說的內容乃是就《水滸傳》中武

松、西門慶、潘金蓮的部分回目，擴大成為 100 回之巨構，作者傳說多矣，屠隆、王世貞、

李卓吾……等，今多認為蘭陵笑笑生所著。小說雖說是宋代故事，實以明代的市井文化為寫

照，作者實是藉由「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批判當時的紊亂社會。清代張竹坡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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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瓶梅》是一部世情書，一部描寫人情冷暖、世態炎涼之小說。」 

《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金瓶梅》，這四大小說無論是題材或是寫作手

法、藝術技巧，對其後清代的長篇章回小說影響與啟發極大，使得中國小說呈現更為豐潤的面

貌。 

 

三、五四運動之後，新文學社團快速成長，到民國十四年，全國新文學社團已有一百多個，在眾

多文學社團中，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試述這兩個社團

的宗旨和活動概況。 

【擬答】： 

中國新文學在民國八年的五四運動之後發展蓬勃，尤其是新文學社團的快速成長，更是加速了

新文學前進的腳步，其中影響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二個文學社團為「文學研究會」和「創造

社」，現將其分別概述如下： 

文學研究會 

1920 年代初期，「文學研究會」成立於北平，主要成員有鄭振鐸、茅盾、周作人、許地山、

徐志摩、朱自清等人，以介紹世界新文學、整理中國傳統舊文學、創作新文學為其宗旨，以

「小說月報」及「文學旬刊」為作品發表的園地。 

「文學研究會」主張要為人生而藝術，標榜寫實的文學走向，認為文學創作者具有社會功

能。其後，「文學研究會」因成員文學理念的差異，分裂為二：一為思想較左傾的「語絲

社」，以周作人、俞平伯為首；一為歌頌人生的「新月派」，以徐志摩、朱自清為主。 

創造社 

「創造社」亦是成立於 1920 年代初期，由一群中國留日學生，由郭沫若、郁達夫等人所組

成，隨後返回中國發展。「創造社」刊行「創造季刊」及「創造週刊」，其成員積極從事新

文學的創作。 

「創造社」主張為藝術而藝術，作品著重靈感與創作者自我情緒的表現，充滿浪漫主義的情

懷，其作品比起「文學研究會」純文學的作品風格，對當時的年輕人而言更具有吸引力，郭

沫若和郁達夫為「創造社」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然而，「創造社」成立不久後，就大力提倡無產階級文學，主張作家應該作文學上的階級鬥

爭，1920 年代末，被國民政府解散，1930 年代「左派作家聯盟」成立，取代了「創造社」角

色。 

雖然在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初期，「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這二個文學陣營，因不同的文學

理念或是政治主張而逐漸分裂與變質，但是其對中國新文學的影響，卻有著不可抹滅的推動之

功。 

 

四、略述台灣現代詩發展過程中的外來影響。 

【擬答】： 

臺灣的現代詩發展過程，因著不同的時代，受著不同的衝擊與影響。 

日據時期，追風以日文創作〈詩的模仿〉4 首系列性的寫實主義小詩，分別是〈讚美蕃王〉、

〈煤炭頌〉、〈戀愛將茁壯〉、〈花開之前〉，以日文的創作開始臺灣現代詩的發展，正表現

出臺灣文學在政治與語言運用上的複雜狀況，所以談臺灣現代詩的發展，就必定要從日文詩人

出發。 

其後同樣以日文創作的楊熾昌與其領導的風車詩社，推崇西方當時前衛的超現實主義，為臺灣

文學超現實主義的先行者。楊熾昌主張現代詩要創造一種新形象，呈現人們潛意識的精神生

活，在臺灣現代詩史上，留下了與日據時期以寫實為主的反抗文學大相逕庭的文學風貌。 

由於，臺灣新文學的發展和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存在著密切的關聯，不能忽略中國白話文學對

臺灣現代詩的啟發與影響。有「臺灣胡適」之稱的張我軍就是點燃臺灣 

白話文運動火把的第一人，他於 1920 年代自費出版的詩集《亂都之戀》，為臺灣現代詩史上第

一本中文現代詩集 

其後，1949 年國民政府退居臺灣，帶來了一批大陸作家，對臺灣的文壇有極大的影響。從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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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大以降，臺灣的現代詩發展極為活絡，現代派、藍星、創世紀三大詩社鼎足而立，其中「現

代派」的創辦人紀弦，認為現代詩是西化的「橫的移植」，而非中國傳統的「縱的繼承」，發

動所謂的「新詩再革命」，欲將現代詩此一文類全面西化。 

臺灣的現代詩的發展從日據時代迄今，包容了因不同的政治體，所帶來的不同的書寫語言；也

涵納了不同的文學創作者各自的主張與堅持，臺灣的現代詩與臺灣其他的新文學都一樣，在發

展的過程中隨著時空環境的變異、傳播媒介的更新，在在體現著臺灣文學多變的蓬勃面貌。 

 

五、略述李喬、陳映真小說之特色與成就。 

【擬答】： 

李喬與陳映真皆活躍於 1960 年代以降的臺灣文壇，二人的作品在臺灣文學史的發展上，更是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現將此二位重量級的作家與作品，概述如下： 

李喬 

李喬為臺灣文學史上知名的小說家，創作的態度是嚴肅且認真的，「反抗」是其小說作品中

永遠的母題。李喬的長篇小說作品極豐，尤以《寒夜三部曲》為其代表作。 

《寒夜三部曲》以《寒夜》、《荒村》、《孤燈》三部作品組成，敘述半個多世紀以來的臺

灣人民，為土地、為生存，勇敢的承擔苦難，挺起肩膀奮勇爭鬥。李喬在《寒夜三部曲》中

寫出了宛如大時代民族樂章的「大河小說」，為其個人的文學創作脫胎換骨之作。自此，李

喬的創作，不但貼近臺灣的人民，更是貼近臺灣的土地，走入了百姓與歷史融合的「大文

學」。 

陳映真 

當代作家陳映真可說是臺灣文學的重要旗手，然而也常因個人色彩過於濃厚，成為當代最被

議論的小說家之一。其早期的創作，作品充滿知識分子的憂鬱、感傷、苦悶的色調和人道主

義關懷；〈將軍族〉是他此時期的成名之作，他是「大陸人在臺灣」這一主題的開拓者，道

盡了流寓在臺的大陸人的徬徨和蒼涼，以及他們和本省人相處的複雜情形。 

1960 年代末期，陳映真因為「聚讀馬列共黨主義、魯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

遭逮捕，入獄對其思想影響極深，陳映真自述：「對社會現實有了更深刻的認識。」出獄後

其寫作風格轉趨現實主義，發表了〈夜行貨車〉、〈上班族的一日〉等一系列「新殖民主

義」的作品，此時期的創作，被認為是陳映真社會寫實之作的最高峰。 

這二位臺灣寫實主義小說的代表作家，以一枝筆，提供了一個關照社會的視角，化理論為個人

創作的文學高峰，成功的完成了身為一位臺灣作家的文學旅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