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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等別：三等考試 

類科：文化行政 

科目：本國文學概論 

殷平之老師 

一、陳寅恪云：「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

學術之新潮流。」請就你所知，列舉晚清以來，兩種新材料的發現，對於古典文學與其演變研

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與貢獻。（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甲骨文」與「敦煌文獻」並不難，然而此題困難之處卻在於考生能否「看穿」題

意，由題目中「晚清發現的新材料」聯想到「甲骨文」與「敦煌文獻」。 

【擬答】 

  中國封建王朝的發展步入晚清之時，民變紛起，加之西方列強接連的強勢入侵，內憂外患

夾擊之下，清廷的國勢日漸衰頹。雖說政治上風雨飄搖，然而此時重大的文獻出土，卻在中國

文化與學術上留下了熠熠生輝的珍寶。以下茲介紹晚清以來甲骨文以及敦煌曲子詞兩種新材

料的發現，以及其對於古典文學與文化的意義與貢獻。 

甲骨文 

「甲骨文」即「卜辭」、「契文」，清光緒年間於河南安陽小屯村出土，為中國目前所見最

早的文字系統。殷商時代，君王在處理國家的大小事務之前，都要求神問鬼進行占卜，事

後再將所問之事的結果契刻於龜甲、獸骨之上。 

由甲骨文的內容可知商代國家機構的成形，工業、農業的發展狀況，以及屬於巫術階段的

多神崇拜的信仰等等；此外並可由其中得見文學藝術的雛形，例如甲骨文中出現了「樂」、

「鼓」、「舞」等字，且已有不少類近素樸詩歌的短句，並有長達百餘字初步具備散文形式

的記載。晚清甲骨文的出現，令中國文學的發展由「口傳」系統跨步進入到「書面」系統，

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發展演變而言，可說是具有最為重大的意義。 

敦煌曲子詞 

「敦煌」位於中國甘肅西北部，為文化名城，歷來為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清光緒 26 年（西

元 1900 年）於敦煌石窟中發現一批珍貴的古代文獻，統稱為「敦煌文獻」。隨著文獻的整
理工作，也帶動了國內外一股研究的風潮，敦煌研究成為一門顯學，「敦煌學」於焉成形。 

敦煌文獻中有一批通俗文學的作品，例如曲子詞、小說，以及由佛經影響下產生的變文等。

敦煌曲子詞絕大多數為民間作品，文字質樸，反映了「詞」此一文類，興起於民間最初時

的原始形態。敦煌曲子詞充滿了民間生活的氣息，其中描寫的民情物態，真切地反映了當

時的社會狀況，對於唐、五代時期的民俗研究無異是把入門之鑰。敦煌曲子詞中的《雲謠

集》更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詞集，意義重大。 

  近代大學者陳寅恪曾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

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這一段言論正可謂是對甲骨文與敦煌文獻出土的重大意義

所下的最佳註腳。 

 

二、清初文人歷經國破家亡的劇烈動盪，其文學作品經常流露出對歷史興亡的深切感懷，飽含強烈

的歷史意識與存史意圖。請從詩歌與戲曲各舉出一篇（部）作品，說明其書寫內容與藝術特徵。

（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此題考的其實是明清易代之際的「遺民文學」，出題老師雖未言明，然而考生應由

題目敘述中理解所考重點。考生可先簡述遺民文學的概念，並依題意要求例舉詩作與劇作說明

之。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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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明政治的腐敗、官吏的貪暴、賦役的加重，加速了明朝的覆亡。明末清初之際，遺民們

以文學爲史，把個人對民族故國的忠愛、悲憤、苦悶之情，一一記錄下來，這些作品不但表現

了遺民文人的民族氣節，飽含了強烈的歷史意識與存史意圖，也進一步反映了明末清初的政治、

經濟、文化與社會景況。以下茲說明何謂「遺民文學」，並以吳偉業的詩作〈圓圓曲〉以及孔

尚任的劇作《桃花扇》為例說明之。 

遺民文學  

遺民文學之產生，係由於時代環境所造成。在歷史上，每當朝代更迭之際，總會出現一些忠

於故國、故君，不臣服於新朝的遺民文人群體，遺民文人們雖未必能僅憑一己之力顛覆新政

權，卻能以文學爲史，揭露時代景況，秉一隻悲憤沉痛之筆，表高潔忠貞之志，寫憤懣苦悶

之情，書國破家亡之恨。遺民文學更一向被視為具有記錄史實、裨補正史闕漏的功能，成為

提供歷史真相的資料來源之一。 

作品例舉 

詩作〈圓圓曲〉：〈圓圓曲〉的作者吳偉業為繼杜甫、白居易之後的寫實巨匠，詩作多

記明末史事，反映明亡前後之政治面貌，充滿遺民之思。代表作〈圓圓曲〉為一首結構

嚴謹的長篇敘事詩，以江淮名妓陳圓圓與「衝冠一怒爲紅顏」的吳三桂二人曲折傳奇的

故事為敘事主軸，結合了明末清初之際重大的政治以及軍事事件，呈顯出其時特殊的歷

史氛圍。〈圓圓曲〉一詩暗諷了歷史的荒謬，表達出家國興亡之感，並呈顯出亂世兒女

無法自主的悲哀。 

劇作《桃花扇》：孔尚任的代表劇作《桃花扇》描寫了明朝覆亡的悲劇史，此劇蓋依史

事為底本，作者考據詳實，藉書寫男女情愛實寓歷史興亡之感。《桃花扇》通過明末文

人侯方域與秦淮歌妓李香君離合悲歡的愛情故事，來反映南明一代的興衰起落。此劇反

映了當時歷史的真實面貌，揭露了國家危難之際，南明統治階層仍在茍且偷安中進行爭

權奪利的爭鬥，最後終於導致亡國。此劇於文學表現上備獲佳譽，清代梁廷柟稱頌此劇

為「一時傑構」。 

  清初文人歷經國破家亡的劇烈動盪，文人胸臆中更滿是孤臣孽子與家國淪喪的悲哀，遂以

文字記錄滿腔的憤懣、屈辱、缺憾與寄望，其文學作品中流露出的思想品格和胸懷襟抱以及對

歷史興亡的深切感懷，在在令人動容。 

 

三、「動物書寫」為近年臺灣文學熱門發展的主題，也屬自然書寫的一部分，請列舉兩位動物書寫

作家及其作品（不限文類）說明其作品內涵及特色。（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動物書寫」屬於「自然寫作（書寫）」一類，「自然寫作（書寫）」屬於臺灣文學的

基本考題，考生不可不知，只是此題限制於自然寫作中的「動物」一類，可能會令考生覺得困

難。事實上，自然寫作（書寫）中諸多代表作家的作品都與動物有關，例如：劉克襄寫「鳥」、

廖鴻基寫「鯨豚」、吳明益寫「蝶」。 

【擬答】 

  臺灣文學作品中有許多的「類型書寫」，其中可歸劃為自然寫作一類的「動物書寫」為近

年來臺灣文學創作的熱門主題之一。以下茲說明何謂自然書寫，並以劉克襄以「鳥」為書寫主

題的《風鳥皮諾查》，以及廖鴻基以「鯨豚」為書寫主題的《鯨生鯨世》為例，加以說明。 

自然書寫 

所謂「自然書寫」顧名思義即是讓所描述的「自然對象」成為書寫主體，作家透過實際的田

調經驗，進行觀察、記錄與探索。學者吳明益曾對自然書寫做出明確的定義：首先要以自然

界為寫作主體，也就是說「自然」是作家描寫的主位；再者，書寫者要有實際的經驗，本身

進入過自然的環境去觀察；並且要有超越人類中心的環境倫理觀，除了考慮人以外，還要考

慮其他生物的觀點；最後，作品必須傳遞自然知識，且須具有文學性。 

作品例舉 

《風鳥皮諾查》：劉克襄年輕時以鳥類生態為書寫題材，獲得「鳥人」之稱，《風鳥皮

諾查》為劉克襄以其多年來觀察鳥類的豐富知識為基礎，所架構出來的臺灣文壇首本動

物小說。風鳥屬於冬候鳥，臺灣為地球上風鳥極為重要的過境之地，《風鳥皮諾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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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背景位置即為淡水河河口北岸。劉克襄以擬人手法描寫了名為皮諾查的風鳥，透過

追尋風鳥群中的傳說英雄「黑形」的飛行足跡，進而完成了自我的成長歷程。此作不僅

是候鳥的一段生命之旅，也是以鳥喻人，令讀者重新思考人生的價值與意義。 

《鯨生鯨世》：臺灣四面環海，早年卻少有作家細膩深情地描寫海、海洋生物，以及海與

人類的關係，直至 1990 年代後，高舉海洋旗幟的文學創作者始交出精采的成績，廖鴻基

的散文集《鯨生鯨世》即其時描寫海洋動物的經典之作。廖鴻基曾是一位職業討海人，有

著長年與大海為伴的歷練，其專業的漁人眼光、獨特的海上經驗，對海洋有著遠超過一般

人的觀察、認識與情感，散文集《鯨生鯨世》以鯨豚為書寫主體，不僅詳述了鯨豚的生物

學特性、演化歷程、習性和保育現狀，還闡述了人類與鯨豚間的共存之道。 

  透過不同的敘述風格和書寫技巧，自然寫作中「動物書寫」的作品，得以讓人們深思與學

習如何去對大自然謙卑，並且從其中重新反省與自然生態、動物共生、共處的智慧，「動物書

寫」的意義不僅存在於作品的文學性，更在其獨具的生態關懷中所展現的各種動物的生命價值。 

 
四、近來臺灣文學作品出現多元轉譯現象，將文學素材化為故事、遊戲、動漫、影視以及各種商品

的跨界合作，推廣臺灣文學，請舉出兩種不同形式的臺灣現代文學轉譯作品加以說明。（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多元轉譯為當代文學常見的一種現象，「轉譯」一詞最簡單的理解即是「改編」之

意。多年來，臺灣文學常見被改編為舞臺劇、影視劇、動畫，以及各種文創商品……，考生可

就自己對於改編作品的觀看經驗進行說明與介紹。 

【擬答】 

  在「文學閱讀」愈來愈稀缺的年代，如何推廣文學已成為了當代的重要議題。「轉譯」一

詞最簡單的理解可說即是「改編」之意，多年來有諸多成功的文學「轉譯」，透過將文學素材

化為故事、遊戲、動漫、影視作品以及各種周邊文創商品，來擴大文學的受眾層面。以下茲以

改編自白先勇短篇小說的劇作《一把青》與改編自林良散文集的動畫《小太陽》為例說明之。 

白先勇〈一把青〉與劇作《一把青》 

白先勇〈一把青〉為其小說代表作《臺北人》人中的一個短篇作品。此作由 1945 年中華

民國抗日勝利還都南京寫起，其後小說中的人物歷經了動盪的國共內戰至國府遷臺。白先

勇吸收了西方文學的寫作技巧，將其融合於中國傳統的表現方式中，小說細膩地描寫了新

舊交替時代的人物故事和生活，將歷史興衰和人世滄桑的無常美學表現得淋漓盡致。 

曹瑞原執導的劇作《一把青》，以劇中的朱青、師娘、小周三個空軍女眷為核心，她們從

青澀的女學生到成為飛官配偶，因為戰火無情的摧逼，輾轉來到臺灣落腳於空軍眷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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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女性經歷了遷徙、漂泊與喪夫的悲慟，彼此同甘共苦，展現了女性堅毅強韌的一面。此

劇成功地演繹了白先勇筆下那個顛沛流離、憂患重重的大時代裡一個失落悲哀又無比動

人的故事。 

林良《小太陽》與動畫《小太陽》 

林良筆名子敏，為臺灣知名的兒童文學作家及散文家。代表作《小太陽》為林良的成名作，

亦是其最為膾炙人口的散文集。他在這本書中記錄了人生中許多可貴的「第一次」——結

婚、成家、生子，到成為一位三個女娃的父親。林良以流暢的文筆，詼諧幽默的筆觸，栩

栩如生地刻劃了這些生活中可貴感人的點滴片段，呈顯了一個小家庭於瑣事裡流露出的

幸福日常。 

《小太陽》一書於 2009 年改編成十數集的動畫，並於次年榮獲金鐘獎的肯定。《小太陽》

一書由動畫導演邱立偉與知名的繪本作家郝廣才聯手，將其轉化為適合親子闔家觀賞之

高畫質的電視動畫節目，此劇不但呈現了一對父母、三個女兒和一隻狗的 ｢六口之家｣ 的

精采故事，並進一步呈現了 1950 年代中期至 1970 年代臺灣社會的景況與小市民的生活。 

  臺灣文學作品「轉譯」的形式，顯而易見地已對文學作品的推廣帶來新的衝擊，並進而擴

大了文學的影響層面，較之於平面出版品，此種多元的手法成為了一種銳不可擋的趨勢，對文

學傳播所產生的作用勢必更為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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