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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語文知識與篇章閱讀（60%） 

 

本部分全部為單項選擇題，共 30 題，每題 2 分。請將答案填在答題紙上。 

 

一、 語文基礎知識（20 題，共 40 分） 

1. 下列詞語中的劃線字，普通話讀音完全相同的一組是：   

A. 補償     擅長     經常     品嘗 

B. 曾經     城市     層級     乘法 

C. 細菌     郡縣     均勻     險峻 

D. 秩序     制度     繼續     自助 

 

2. 下列各組詞語中，沒有錯別字的一項是：   

A. 出類拔粹   見多識廣   春意盎然   不寒而粟 

B. 見微知著   察顏觀色   言聽計從   不徑而走 

C. 感同深受   口若懸河   姹紫嫣紅   不厭其繁 

D. 勾心鬥角   光怪陸離   學富五車   不知所措 

 

3. 下列句子中，劃線成語使用恰當的一句是：  

A. 小明經過不懈努力，終於在比賽中得了第一名，領獎時他激動得得意忘言，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B. 時光如白駒過隙，倏忽而過，一轉眼已過了十個春秋。 

C. 仲夏時節七月流火，炎熱至極，小張一家買了很多冷飲來解暑。 

D. 他自小膽小怕事，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常常忍氣吞聲，求全責備。 

 

4. 下列各組關於漢字造字法的解釋，錯誤的一項是： 

A. “六書”是古人分析漢字結構所歸納出來的六種條例。 

B. “六書”中，象形、會意、形聲、轉注是造字之法，而指事、假借是用字之法。 

C. 形聲字由形旁和聲旁組成，形旁表義，聲旁表音。 

D. 幾種造字法所對應的漢字相比，形聲字的數量最多。 

 

5. 下列句子中，語言表達得體的一項是：  

A. 張教授，可否將您的大作奉送於我，讓我好好拜讀？ 

B. 這只是我的小小心意，對您的一點惠贈，不成敬意。 

C. 小兒多承您垂青看顧，我們自然感激不盡。 

D. 小小成績不足掛齒，怎能勞煩您親自登門拜賀呢？ 
 

6. 下列句子中，没有語病的一項是：  

A. 這座城市的乾淨整潔讓他們耳目一新，別具一格的建築和樓房也讓他們增長了新的見識。 

B. 他在學好課堂知識之外，校外活動也對他幫助很多，讓他得以全面發展。 

C. 經歷了好多次屢敗屢戰，他們總算克服了重重困難，最終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D. 氣候變化大會召開之前，專家們考察了南極洲，目睹了氣候變化對這塊冰雪大陸的影響。 
 
 
 
 



 

7. 依次填入下列劃線處的關聯詞語，最恰當的一項是：  

______大多數人無法跟上人工智能發展的腳步，______世界各國還是在採取不同的辦法來監管

這一技術，______導致對人工智能的全球監管格局高度分散______混亂，有可能助長虛假消息的傳

播，______可能給人類未來的生活帶來深遠的影響。 

A. 雖然     但     從而     且     甚至 

B. 雖然     且     甚至     而     因此 

C. 即使     況且   從而     而且   從而 

D. 即使     但     甚至     且     所以 
 

8. 下列句子中，標點符號使用正確的一項是：  

A. 鄉下到處都晾着鹽扁尖筍，當地的朋友隨手抓了一把來招待我這個遠方的來客，就像吃糖食餅

餌一類點心那樣。伴着當地剛收成的碧螺春沏的茶來吃：我作客的地方正是碧螺春的故鄉。 

B. 我的題目“以畫為喻”，就是借圖畫的情形，來比喻文字；前一類圖好比普通文字、後一類圖

好比文藝。 

C. 你想要認識湖的全貌嗎？請到北極閣上看，請到城頭馬路上看，“一城山色半城湖”，“滿湖

荷花繞湖柳”，並沒有甚麼誇張。 

D. 自古博弈並稱，全是屬於賭的一類。而且只是比——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略勝一籌而已。不

過博弈小術，亦可觀人。 

 

9. 關於下列語句中的修辭手法，判斷錯誤的一項是：  

A. 黃河是一條寬而黃的長帶子，小清河是一條綠的頭繩。     —— 明喻 

B. 可是又能用甚麼來計算人的損失呢？活生生的人是無價的。    —— 設問 

C.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 排比 

D. 土地把債務都已還清，穀子進倉了，泥土休憩了，自然舒了一口氣，吹來了爽風。 

—— 擬人 
 

10. “仁者安仁”句中“安仁”一詞，是由“安”與“仁”以動賓方式組成，後者是前者支配和關涉的

對象。下列各句中的劃線詞語與“安仁”同樣結構的是：  

A.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B.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C.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D. 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11. 下列句子中，不屬於判斷句的一項是：  

A.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B.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C.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D. 夫風者，天地之氣。 
 
 
 



 

12. 下列各項的兩句話中，劃線詞語意義相同的是： 

A. ①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 

②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 

B. ①藺相如者，趙人，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 

②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C. ①與嬴而不助五國也。 

②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D. ①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 

②諸侯之地有限，而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 
 

13. 下列關於通假字的判斷，錯誤的一項是：  

A.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刑”通“型” 

B. 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        “塗”通“途” 

C. 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簡”通“揀” 

D. 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          “矯”通“驕” 
 
14. 下列句子中，屬於謂語前置的一項是： 

A. 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B. 問：“何以戰？” 

C. 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D. 古之人不余欺也。 

 

15. 下列關於“賦”這種文體的表述，不正確的一項是：   

A. 賦是戰國後期產生的一種韻散結合的新文體。漢賦直接受到了楚辭的影響，又脫離了楚辭專重

諷諭的內容而呈現出更大的生機。 

B. 漢代的賦屬於古賦，又稱辭賦，這是一種鋪采摛文、排比事類、窮極聲貌的駢體大賦。漢賦的

篇幅較長，句式以四言、六言為主，用字方面擅用奇僻字彙。漢賦的代表作有司馬相如的《子

虛賦》《上林賦》、班固的《三都賦》、左思的《兩都賦》等。 

C. 東漢至魏晉，賦體由長篇漸趨於短製，一掃以往那種堆砌鋪張的風格，而演變成平淺清麗的詞

句。這時的賦演變成了睹物興情的抒情小賦，具有鮮明的個性特色與真摯的感情。代表作有王

粲的《登樓賦》、曹植的《洛神賦》等。 

D. 俳賦，也稱駢賦，盛行於六朝。這時期的賦注重駢儷用典、雕章琢句、講求聲律。在內容方面，

亦以描寫艷情哀怨為主。代表作有庾信的《哀江南賦》、江淹的《別賦》等。 

 

 

 

 

 

 

 



 

16. 下列關於作品體裁和內容的概括，正確的一項是： 

A. 胡適的《自由主義是什麽？》是一篇記敘文，介紹了自由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並且指出在中國

不適合追求自由主義。 

B. 梁容若的《我看大明湖》是一篇議論文，作者認為許多人之所以領略不到大明湖的美，是因為

他們既不注意季節，又不注意地方。大明湖真正的美，是它那安靜樸素、含蓄、實用的內在特

徵。 

C. 王力的《請客》是一篇說明文，介紹了中國歷代宴請待客的風俗，以及請客禮儀背後的文化心

理。 

D. 魯迅的《孔乙己》是一篇抒情文，文章藉孔乙己的遭遇，反映了封建思想和科舉制度荼毒人心，

同時讚揚了孔乙己堅持自我、維護讀書人尊嚴的品質。 

       

17. 下列關於作品、作者和文學體裁的排列，對應正確的一項是：  

A. 《也許》       —— 徐志摩  —— 詩歌 

B. 《弔古戰場文》      —— 蕭穎士  —— 散文 

C. 《范進中舉》      —— 吳敬梓  —— 小說 

D. 《竹林深處人家》     —— 葉紹鈞  —— 戲劇 
 

18. 下列古詩文的作者是屈原的一項是：   

A.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B.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C. 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 

D. 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19. 下列關於中國古典園林的表述，正確的一項是：   

A. 皇家園林指歷代帝王的離宮別館，專供帝后遊樂、居住、聽政之用。皇家園林建築規模宏大，

風格奢華，色彩輝煌。現存的皇家園林，以北京頤和園保存得最為完整。 

B. 私家園林的規模比皇家園林要小得多，造園者運用小中見大、散點佈局的藝術手法，來體現城

市山林的隱逸情趣。現存的私家園林大多為明清兩代所建。江浙一帶名園甚多，如拙政園和萬

竹園都在杭州四大名園之列。 

C. 自然風景園林是在自然山水中發展起來的，佔地大小不一，內容豐富多彩。自然風景園林都遠

離城市，由於它們的公用性並且地處偏僻的自然景區裏，容易吸引四方遊人，騷人墨客題詠不

斷。像杭州的西湖和瘦西湖、濟南的大明湖等，都屬於這一類園林。 

D. 寺廟園林是指附屬於佛寺、道觀等的園林。規模有大有小。不少寺廟本身就是園林化的建築群，

點綴於自然山水之中。有代表性的寺廟園林有北京的靈隱寺和蘇州的潭柘寺。 

 

20.  2023 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的是： 

A. 澳門圖書館文獻資料 

B. 澳門土生葡人口述歷史 

C. 澳門聖老楞佐堂檔案文獻 

D. 澳門功德林寺檔案文獻 



 

 

二、 語體文閱讀（10 分） 

閱讀下面的語體文，完成 21 — 25 題。 

園林美與昆曲美 

陳從周 
 

①正是江南大伏天氣，院子裏的鳴蟬從早叫到晚，鄰居的錄音機又是各逞其威。雖然小齋中的這

盆建蘭開得那麼馥鬱，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也只好“以毒攻毒”，開

起了我們這些所謂“頑固分子”充滿了“士大夫情趣”者所樂愛的昆曲來。“裊晴絲，吹來閑庭院，

搖漾春如線”，“朝飛暮捲，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牡丹亭•遊園》）。悠揚的

音節，美麗的辭藻，慢慢地從昆曲美引入了園林美。難得浮生半日閑，我也能自尋其樂，陶醉在我閒

適的境界裏。 
  

②我國園林，從明、清後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尤其自明中葉後，昆曲盛行於江南，園與曲形成

了不可分割的關係。不但曲名與園林有關，而曲境與園林更互相依存，有時幾乎曲境就是園境，而園

境又同曲境。文學藝術的意境與園林是一致的，所謂不同形式表現而已。清代的戲曲家李漁又是個園

林家。過去士大夫造園必須先建造花廳，而花廳又以臨水為多，或者再添水閣。花廳、水閣都是兼作

顧曲之所，如蘇州怡園藕香榭、網師園濯纓水閣等，水殿風來，餘音繞樑，隔院笙歌，側耳傾聽，此

情此景，確令人嚮往，勾起我的回憶。雖在溽暑，人們於綠雲搖曳的荷花廳前，興來一曲清歌，真有

人間天上之感。當年俞平伯等老先生在清華大學工字門水邊的曲會，至今還傳為美談，那時，朱自清

先生亦在清華任教，他倆不少的文學作品，多少與此有關。 
 

③中國過去的園林，與當時人們的生活感情分不開，昆曲便是充實了園林內容的組成部分。在形

的美之外，還有聲的美，載歌載舞，因此在整個情趣上必須是一致的。從前拍攝“蘇州園林”，及前

年美國來拍攝“蘇州”電影，我都建議配以昆曲音樂。昆曲的所謂“水磨調”，是那麼的經得起推敲，

身段是那麼細膩，咬字是那麼準確，文辭是那麼美麗，音節是那麼抑揚，宜於小型的會唱與演出。因

此園林中的廳榭、水閣，都是最好的表演場所，它不必如草台戲的那樣用高腔，重以婉約含蓄移人，

亦正如園林結構一樣，“少而精”，“以少勝多”，耐人尋味。《牡丹亭•遊園》唱詞的“觀之不足

由他遣”，“觀之不足”，就是中國園林精神所在，要含蓄不盡。如今國外自從“明軒”建成後，掀

起了中國園林熱，我想很可能昆曲熱，不久也便會到來的。 
 

④昆曲之美，不僅僅在表演藝術，其文學、音韻、音樂，乃至一板一眼，皆經過了幾百年的琢磨，

確是我國文化的寶庫。我記得在“文化大革命”前，上海戲曲學校昆曲班，邀我去講中國園林，有些

人看來似乎是“笑話”，實則當時俞振飛校長真是有見地。演“遊園”“驚夢”的演員，如果他腦子

中有了中國園林的境界，那他的一舉一動，便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了，演來有感情，有生命，有

聲有色。梅蘭芳、俞振飛諸老一輩的表演家，其能成一代宗師者，皆得之於戲劇之外的大量修養。我

們有些人今天遊園林，往往僅知吃喝玩樂，不解意境之美，似乎太可惜一點吧！ 
 

⑤中國園林，以“雅”為主，“典雅”“雅趣”“雅致”“雅淡”“雅健”等等，莫不突出

“雅”。而昆曲之高者，所謂必具書卷氣，其本質一也。就是說，都要有文化，將文化具體表現在作

品上。中國園林，有高低起伏，有藏有隱，有動觀、靜觀，有節奏，宜細賞，人遊其間的那種悠閒情

緒，是一首詩，一幅畫，而不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走馬觀花，到此一遊；而是宜坐，宜行，宜看，

宜想。而昆曲呢？亦正為此，      ，曲終而味未盡，它不是那種“嘣嚓嚓”，而是十分婉轉的節奏。 



 

 
⑥寫到此，那“粉牆花影自重重，簾捲殘荷水殿風”，《玉簪記•琴挑》的清新辭句，又依稀在

我耳邊，天雖仍是那麼熱，但在我的感覺上又出現了如畫的園林。 
 

（選自《中國文人園林》，文字略有改動。） 
 

21. 根據原文內容，第五段劃線處應填入的詞語，正確的一項是﹕  

A. 舉重若輕 

B. 一鳴驚人 

C. 模山範水 

D. 一唱三歎 
 
22. 對第三段中“《牡丹亭•遊園》唱詞的‘觀之不足由他遣’，‘觀之不足’，就是中國 

園林精神所在，要含蓄不盡”一句的理解，正確的一項是：   

A. 《牡丹亭•遊園》一齣的唱詞太優美了，讓所有觀眾都有“觀之不足”的感覺。 

B. 中國園林的精神雖然重在含蓄不盡，但還是要像《牡丹亭》唱詞那樣讓人“觀之不足”。 

C. 中國園林的精神所在就是含蓄不盡，正如《牡丹亭》唱詞中的“觀之不足”一樣。 

D. 《牡丹亭•遊園》一齣令人“觀之不足”，主要源於昆曲“水磨調”的文辭優美，音節抑揚，

重以含蓄婉約移人。 
 

23. 對第四段的理解，下列表述中不正確的一項是：   

A. 表演《牡丹亭》“遊園”“驚夢”的昆曲演員，如果他觀念上不過於強調以中國園林的境界為

轉移，就會演得感情充沛，有聲有色。 

B. 上海戲曲學校俞振飛校長邀請園林專家給昆曲班學員講中國園林，是很有見地的做法。 

C. 歷經幾百年的琢磨，昆曲在表演藝術、文學、音韻、音樂諸方面，都表現出極大的美感，成為

中國文化的寶庫。 

D. 梅蘭芳、俞振飛等老一輩的表演藝術家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宗師，戲劇之外的大量修養是非常重

要的原因。 
 

24. 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項是：   

A. 以園林中的花廳、水閣兼作顧曲之所，是清代戲曲家兼園林藝術家李漁的發明。 

B. 昆曲充實了園林的內容，其載歌載舞的聲美形美吸引了美國電影導演的注意。 

C. 過去士大夫造園必先建花廳，而花廳又多臨水，主要是為了顧曲的需要。 

D. 昆曲意境與江南園林互相依存，有時幾乎曲境就是園境，園境就是曲境，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而

已。 
 

25. 根據本文所提供的信息，下列推斷正確的一項是：   

A. 如果沒有花廳水閣作為表演之所，即便是音節悠揚，辭藻美麗，昆曲也難以取得“以少勝多”、

耐人尋味的演出效果。 

B. “明軒”的建成在國外掀起了中國園林熱，昆曲熱在不久的將來應該也會到來的。 

C. 草台戲慣用高腔，因此不像重婉約含蓄的昆曲那樣適合在大的劇院演出。 

D. 水殿風來，即便是高亢的梆子、秦腔，照樣會餘音繞樑，讓人陶醉在閒適的境界裏。 
 



 

三、 文言文閱讀（10 分） 

閱讀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26 — 30 題。 

王褒傳（節選） 

    ①王褒，字子淵，瑯邪臨沂人也
[1]
。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騫，梁侍中、金紫光

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並有重名於江左。 

    ②褒識量淹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

父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

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秘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稍遷秘書丞。宣成王大器，

簡文帝之冢嫡[2]，即褒之姑子也。於時盛選僚佐，乃以褒為文學
[3]
。尋遷安成郡守。及侯景渡江，建業

擾亂，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 

    ③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內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時猶在郡，敕王

僧辯以禮發遣，褒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褒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禮部尚書、左仆射。褒既世

胄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升端右[4]，寵遇日隆。而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

人，時論稱之。 

(選自《周書》卷四一) 

註釋： 

[1] 瑯邪臨沂：這裏指魏晉時徐州所屬的瑯邪國（當時的國實際上相當於郡），治所在今山東臨沂北。臨沂是瑯邪國所屬的縣。

瑯邪臨沂的王氏是魏晉以來的頭等世家大族。 

[2] 冢嫡：指嫡長子。 

[3] 文學：漢以來王國設置文學一職，職掌圖籍文書。 

[4] 端右：東晉南朝稱尚書省的長官為“端右”，王褒當時任尚書左僕射，所以可稱“端右”。     

 

26. 對下列各項中劃線詞的解釋，不正確的一項是：   

A. 並有重名於江左    並：都 

B. 特善草、隸     特：獨特 

C. 尋遷安成郡守    尋：不久 

D. 時論稱之     稱：讚譽 
 

27. 下列各組中，劃線詞的意義和用法相同的一組是：   

A. ①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   ②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 

B. ①簡文帝之冢嫡     ②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 

C. ①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   ②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 

D. ①而褒愈自謙虛     ②提刀而立，為之四顧 
 

28. 下列對文中句子的翻譯，不正確的一項是：   

A. 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 —— 梁武帝喜歡王褒的才藝，就把在鄱陽的弟

弟王恢的女兒嫁給了王褒。 

B. 於時盛選僚佐，乃以褒為文學。 —— 當時精選僚屬，於是選王褒擔任文學一職。 

C. 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內史。 —— 梁元帝承制，王褒轉任智武將軍，南平內史。 

D. 元帝與褒有舊，相得甚歡。 —— 梁元帝和王褒是舊交，二人相得甚歡。 



 

 

29. 下列句子中，述及王褒文才的一項是：   

A. 及侯景渡江，建業擾亂，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 

B. 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時猶在郡，敕王僧辯以禮發遣，褒乃將家西上。 

C. 拜侍中，累遷禮部尚書、左仆射。 

D. 褒識量淹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 

 

30. 下列對原文有關內容的分析與概括，不正確的一項是：   

A. 本文重點描述了王褒的文才學識，突出了他以文學侍從立身處世的經歷。 

B. 王褒的姑父蕭子雲在書法方面很有造詣，為世人所稱道。 

C. 梁元帝時王褒與王僧辯相得甚歡，這是王褒攜家西上的主要原因。 

D. 儘管位升端右，但王褒不以官位誇耀於人，反而愈加謙虛了。

 

 

 

 

 

 

 

 

 

 

 

 

 

 

 

 

 

 

 

 

 

 

 

 

 

 

 



 

第二部分   作 文（40%） 

 

閱讀下面的兩則材料，任選其一，根據要求作文。（40 分） 

 

（一） 

人在大自然的懷抱裏浴沐靈魂，陶冶性情，開拓胸襟，提升人的精神存在。如果沒有這心靈的遠

遊，如果沒有那些流動飄逸的雲水、小窗梅影的月色，那些綺麗華滋的春光、荒寒幽寂的秋景，那麼，

人類的心智將封閉、枯竭而死亡。（胡曉明《萬川之月：中國山水詩的心靈境界》） 

 

請結合以上材料，以“心靈的遠遊”為主題，寫出你的思考。 

 

 

（二） 

國內某知名出版社曾發佈大學生“死活讀不下去前 10 名作品”榜，四大名著赫然在列，《紅樓夢》

居首。此榜單公佈後引發關於閱讀問題的大討論，有的學者將“死活讀不下去”的原因歸之於網絡時

代娛樂至上所導致的淺閱讀、快閱讀、碎片化閱讀等諸種去經典化閱讀方式的流行，有的學者則歸因

於長期的應試教育所誘發的功利心態。 

 

當代作家余華在談到自己二十年來文學閱讀的經歷時說，“我對那些偉大作品的每一次閱讀，都

會被它們帶走。我就像是一個膽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們的衣角，模仿着它們的步伐，在時間

的長河裏緩緩走去，那是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們將我帶走，然後又讓我獨自一人回去。當我回

來之後，才知道它們已經永遠和我在一起了。”在他看來，“對偉大作品的閱讀，都像情竇初開的回

憶”。 

 

請結合以上材料，以“數字時代的經典閱讀”為主題，寫出你的思考。 

 

要求： 

1. 題目自擬； 

2. 文體不限（詩歌除外）； 

3. 所寫內容應與上述材料中所選的一則相關，不得套作與抄襲； 

4. 不少於 600 字； 

5. 使用原子筆或鋼筆（藍色或黑色）作答； 

6. 請將文章寫在本試卷的作文格紙上。 

 

 

 

 

 



 

選擇題答案 

   

 

 

一、語文基礎知識  二、語體文閱讀 

1. A 
 

21. D 

2. D 
 

22. C 

3. B 
 

23. A 

4. B  24. D 

5. C 
 

25. B 

6. D   

7. A 
 三、文言文閱讀 

8. C  26. B 

9. A 
 

27. B 

10. C  28. A 

11. A 
 

29. D 

12. B  30. C 

13. D 
   

14. A    

15. B 
   

16. B    

17. C 
   

18. B    

19. A 
   

20.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