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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別：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等別：四等考試 

類科：文化行政 

科目：本國文學概要 

殷平之老師 

一、在古典文學中，蘇軾與蘇轍相知相伴的手足之情令人動容，而他們精彩的創作也在文學史上占

有一席之地。請問除了蘇氏兄弟外，古代還有那些重要的兄弟作家？請列舉兩組，分別闡述他

們的作品、文學特色與在文學史上的意義。（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有諸多的父子檔、兄弟檔，在文學史上別具意義。文壇知名的兄弟

檔如：曹丕、曹植；蕭統、蕭綱、蕭繹；蘇軾、蘇轍；公安三袁……。此題難易適中，只是題目

扣除了最著名的文壇兄弟檔蘇軾與蘇轍，這對考生較為不利。 

【擬答】 

  中國古代文壇中有諸多的兄弟檔文學家，除了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手足蘇軾與蘇轍之外，漢

魏時候的曹丕、曹植，南朝梁的蕭綱、蕭繹，皆為文學史上兄弟檔的代表。現茲將曹氏兄弟與

蕭氏兄弟的文學介紹如下。 

曹丕、曹植 

曹丕：曹操的庶長子，曹植之兄。曹丕不僅為魏代的開國君主，於中國文學史上亦有著不

可輕忽的地位，曹丕不但五言詩作評價極佳，亦是七言詩形式的確立者，且其學術著作《典

論》中的〈論文〉一篇，開啟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先河。曹丕的詩作形式樂府與古詩約莫各

占一半，情韻細緻婉約，沈德潛說：「子桓詩有名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此段話

指出曹丕的詩歌雖說氣勢弱於其父曹操，然情韻則有過之。 

曹植：曹操之子，曹丕同胞兄弟。曹植為東漢建安時期最為講究藝術表現的詩人，詩作備

受後人推崇，現存詩作大多為五言詩，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主力創作五言詩的文學家，

有「才高八斗」之譽。曹植亦是漢樂府走向「文人化」的關鍵人物，一變樂府民歌重敘事

的風格，專用以抒發個人情感，是故，明代王世貞言：「漢樂府之變，自子建始。」《詩品》

將其置於「上品」，鍾嶸讚其詩作「骨氣其高，辭采華茂」。 

蕭綱、蕭繹 

蕭綱：梁簡文帝蕭綱為南朝梁開國君主梁武帝蕭衍的第三子，昭明太子蕭統去世之後繼立

為太子。蕭綱酷愛賦詩，然因其生活圈侷限於宮廷之中，故以俯拾即是的宮體豔情題材為

創作主軸，所謂的「宮體詩」即是以女子的體態、容貌以及男女情思做為創作主題的一種

「豔情詩」，這一類的題材恰恰反映了統治階層荒唐浮靡的生活樣態。在蕭綱的提倡與宮

廷文人徐擒、庾肩吾等人的附和之下，宮體詩風遂稱霸於當時的詩壇。 

蕭繹：梁元帝蕭繹為蕭衍的第七子，蕭繹在「四蕭」（蕭衍、蕭統、蕭綱、蕭繹）中可說

是佼佼者。蕭繹素有「博覽群書，下筆成章」的聲名，不僅能文，且工書、善畫，號稱「三

絕」。其創作數量之豐，在中國歷代帝王中無人能出其右，更以著作《金樓子》成為唯一

一位名列諸子百家的皇帝。蕭繹詩作題材大致有三：一為宮體詩，此類作品以委婉巧麗取

勝，較少情色意味；一為邊塞詩，影響唐代高適、岑參；一為寫景詠物詩。 

  在中國古典文學發展的過程之中，諸多家學淵源的文學家庭，一門兄弟俱在文學史上留下

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些文學家們與他們的文學創作帶動文風、引領風騷，實是意義非凡。 

 

二、明代是古典小說創作的興盛時期，無論是短篇與長篇都表現出色，成果豐碩。請列舉白話短篇

小說與長篇章回小說各一本，闡述其成書過程、內容特色與價值意義。（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明代是中國古典小說創作的興盛時期，章回小說與白話短篇擬話本皆有極其可觀之

處。章回部分考生可以「四大奇書」為例，白話短篇小說則可以「三言」或「二拍」為例。此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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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易適中，只是一般考生在準備明代小說之時，較易忽略白話短篇小說的部分。 

【擬答】 

  中國古典小說發展的初起，被視為是一種淺薄的、瑣屑的言論，與作為文學形式所謂的「小

說」並不相同，此類「街談巷語、道聽塗說」的形式，士人、儒生認為其不登大雅之堂，其後

隨著文學發展的腳步，小說逐漸擺脫了「小道」的評價，建構出屬於自己的藝術成就與文學地

位。明代更是古典小說創作的興盛時期，無論是短篇與長篇皆表現出色，成果極為豐碩。現茲

將明代長篇章回小說與白話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品，闡述其成書過程、內容特色與價值意義。 

長篇章回小說：《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為中國歷史演義小說的代表作。元末明初的羅貫中立足於民間傳說、話本、

戲曲的基礎之上，並綜合晉代陳壽的紀傳體史書《三國志》與裴松之所注的史料完成此書。 

作者羅貫中以宏闊的筆觸，勾勒出魏、蜀、吳三國互相爭雄、興衰存亡的歷史故事。此書

不但情節扣人心弦，人物典型鮮明，加之以忠孝節義的儒家角度來詮解歷史，更是充分反

映出底層百姓內心的看法。《三國演義》在藝術成就上最為特出的一點，即是作者對於「歷

史真實」與「合理虛構」之間的巧妙安排，構成了一個完美的藝術體，故事情節的推展，

既曲折變化又脈絡分明，奠定了後世歷史演義小說創作的基礎。 

白話短篇小說：「三言」 

馮夢龍編撰的「三言」，屬於「擬話本」一類。「擬話本」指的是明、清時期，文人們模仿

話本形式所編寫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擬話本」僅供閱讀，並不供藝人說講表演。「擬話

本」的出現，標誌著白話短篇小說已逐漸脫離口頭創作階段，進而成為作家的書面文學了。 

馮夢龍大量蒐集宋、元話本，進行去蕪存菁的改編與修訂，再加上自己的擬話本創作，合

編成「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三言」題材十分廣闊，涉

及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多數作品直接反映現實生活，暴露了當時的社會問題，加上

故事曲折生動，人物形象鮮明，語言清新，故在明代極受讀者歡迎。 

  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進入明代之後，可說是步入了一個劃時代的新紀元，除了長篇章回小

說的成就極高之外，白話短篇小說亦有可觀之處，羅貫中的《三國演義》與馮夢龍編撰的「三

言」堪稱明代此二類小說的代表。 

 

三、若須籌備一場以臺灣現代旅行文學為主題的展覽，你會挑選那兩位臺灣作家為代表？請說明選

取理由以及他們作品所代表的重要意涵與時代特色。（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此題尚屬難易適中。此題考臺灣文學中的類型文學，「旅行文學」與「飲食文學」堪

稱現在臺灣當代的「時代文學」，考生理應有所認識。 

【擬答】 

  「旅行」是文學中常見的書寫主題，文學創作者們以心靈感受天地，並以文字記錄下耳目

所遇。在臺灣文學的發展中，清康熙年間來臺負責採硫的郁永河，將在臺之事寫成《裨海紀遊》，

書中詳記臺灣北部的山川景物、風土民情，可說是為臺灣旅行文學的開創者。時至今日，旅行

書寫在臺灣已成為顯學，並且可說是臺灣當代的「時代文學」。以下茲介紹三毛與劉克襄的旅

行文學作品。 

三毛 

早在 1970 年代，作家三毛即已為旅行文學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她以「流浪」的浪漫姿態，

成功地塑造出「浪跡天涯的奇女子」的形象。三毛的成名作《撒哈拉的故事》，將沙漠之行

結合了異國戀情以及異文化探險，在當時旅行並不普遍的時代，為當時封閉的臺灣社會開了

一扇窗，讓讀者見識到全然不同的異國風貌，展現了這些常人所不能及的特殊生命經驗，故

白先勇說：「三毛創造了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瑰麗的浪漫世界。」三毛突破了遊記傳統紀實

的方式，將人物、情節予以「戲劇化」處理，並融合著散文、自傳及小說筆法，成就了一種

傳奇浪漫的風格。 

劉克襄 

劉克襄為臺灣自然書寫作家的最佳代表，年輕時以鳥類生態為散文題材，有「鳥人」之稱，

開啟了臺灣自然寫作的風氣。劉克襄在多年的創作過程裡，不斷嚐試各種自然寫作的文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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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多樣題材的試驗，將自然書寫踏查的面向與內涵結合「旅行」型態，開展了自然書寫更為

全面的視野。臺灣寶島山川壯美，自然地形與景觀繁麗，深具踏察探究的價值，劉克襄堪稱

實地踏察、田野調查，致力最深、範圍最廣、關懷最力的作家，多年來更是致力於自然生態

的保護、教育和社區改造運動，並熱中古道與鐵道的踏察以及鄉鎮旅行，展現了自然書寫中

獨特的旅行印象。 

  「在生活中尋找旅行，在旅行中尋找生活」，旅行書寫強調旅行是一種生活經驗，而非僅

是旅行地點的異時空體驗，因此我們在當代的旅行文學中，所看見的其實是旅行者美好、動人

的「內心風景」，三毛與劉克襄的作品不但展現了獨特的意義，更充分表現了時代特色。 

 
四、臺灣現代詩在 1950 至 1980 年代蓬勃發展，許多詩社相繼成立，若在 50、60 年代中各挑選

一詩社為代表，你會如何選擇？請說明選取理由及兩大詩社的重要特色。（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1950、1960 年代「四大詩社」屬於臺灣文學的基本考題，此題考其中兩社，考生不

可不知。 

【擬答】 

  臺灣 1950 年代現代詩壇十分熱絡，現代派、藍星、創世紀三大詩社鼎足而立；加之以 1960

年代笠詩社的創設，此四大詩社推動新詩活動不遺餘力，對臺灣詩壇的發展有極大的貢獻。二

十一世紀的今天，四大詩社中僅存創世紀與笠詩社依舊活躍詩壇，現茲將此兩個文學團體介紹

如下。 

創世紀詩社 

瘂弦、洛夫、張默於 1950 年代成立的「創世紀詩社」，創社初期以軍中詩人為主要成員，

建構所謂的「新民族詩型」；1950 年代末期改以「現代主義」為主導路線，跨出軍中範疇，

廣向各方優秀詩人邀稿。1988 年兩岸開放後，《創世紀》詩刊率先開闢中國詩頁，並先後

刊出韓國、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等地的華人創作，大幅拓展了臺灣現代詩的當代視野。 

創社詩人之一的瘂弦，雖然詩作數量不多，但作品嚴謹，極富開拓性，以量少質精享譽詩

壇。著有詩集《深淵》，其後改版更名為《瘂弦詩集》。瘂弦的詩作兼具音樂性和意境美，

語言魅力獨特，超現實主義與鄉土民謠風格並存，詩作的戲劇性尤為突出，常常著力於表

現對生命存在的質疑，反映出人生苦澀的況味。 

笠詩社 

1960 年代成立的「笠詩社」，為集結本省籍詩人而成立的本土化詩社，承繼了日據時期文

學的寫實精神。笠詩社雖然並未標榜某一特定的詩歌創作理論，但整體而言，笠詩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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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詩作大都強調鄉土色彩以及現實批判的意識，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力求以平易、明

朗的詩風來表達真摯的情感，試圖讓現代詩能夠成為更加親近民眾的一種文類。 

詹冰為笠詩社的知名詩人，其詩作勇於實驗，積極摸索與創新詩語言的多樣性。詹冰別具

風貌的圖象詩〈水牛圖〉將詩句排列成水牛的圖形，將一行行的文字進一步化為視覺的美

感活動。詹冰此詩以「水牛」象徵了臺灣的農民，將文字的排列與詩作內容相結合，從水

牛的外在形象與自然環境一直寫到水牛的內在心境，極為精采。 

  現代派、藍星、創世紀、笠詩社此四大詩社對臺灣的新詩發展，先後起著重要的推動之功，

其後現代派、藍星消失於詩壇，直至今日的創世紀及笠詩社，仍然是詩壇尖兵，依舊充滿生命

力地推展著臺灣的新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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