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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L.5~L.6＞ 

【劃卡代號：51】               班級：     座號：     姓名：      

※答案卡限用 2B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一、 單選題（1-20題，每題 4分，共 80分） 

1. 阿財是清康熙時期的泉州人，聽人家說臺灣未開發的土

地廣大、工作機會多，決定到臺灣打拼。他來到臺灣，

可能有怎樣的遭遇？  

(A)開墾土地時，原有水源不敷使用，他只好集資自行修

築水圳 (B)他申請攜家帶眷來臺，終於獲得政府許可，

一家在臺灣團聚 (C)多數平原地區已被開發，他只能依

循法規前往深山進行開墾 (D)政府主張土地國有，提供

耕作工具與種子，使他的生活安定 

    

2. 有關清帝國時期臺灣土地的開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土地有賴政府悉心規劃，人民得以按照分配進行開墾 

(B)在清帝國統治以前，臺灣都是原住民，無漢人開墾土

地蹤跡 (C)因爭水爭地的艱苦，故土地開墾多以獨資為

主 (D)十八世紀以後，因中國人口增加，導致糧食短缺，

移民來臺的漢人以閩南、粵東為多 

 

3. 右表是某段時期臺灣

進出口值統計表。表

中哪一期間開始，反

映出臺灣對外貿易由

入超轉變為出超？ 

(A)1868～1869 

(B)1870～1874 

(C)1875～1879 

(D)1890～1894 
                            

4. 智智為了準備歷史報告，蒐集下列資料：「當時，一群有

相同血緣關係的同姓者，為求聯誼團結，以他們第一代

來臺的祖先或其後代為祭祀對象，並由祖產中提撥部分 

資產作為祭祀費用。」請問：智智歷史報告的主題應為

下列何者？ 

(A)平埔族群的祭典儀式 

(B)荷蘭統治下的基督教規範 

(C)清帝國統治時期的宗族組織 

(D)清帝國統治時期的郊商組織  
 

5. 平埔族人原本沒有姓氏只有名字，乾隆23年(西元1758年)

，清廷諭令：「平埔各族薙髮同時賜姓」。當時賜給平埔

族群的姓氏包括：潘、陳、劉、戴、李、王等，實際上

取用潘姓最多。請問：這項政策的用意為何？    

(A)傳播漢人信仰    (B)防止改信基督教 

(C)進行「開山撫番」   (D)加速平埔族群漢化 
 

6. 下表是臺灣開港通商後，部分洋行在臺的營運狀況。若

考慮當時商品產區與出口地，這些洋行最可能皆設置於

附圖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7. 「少年若無一次憨(傻)，路邊哪有有應公」。請問：談到

有應公信仰，正確的有幾項？甲.有應公就是土地公。乙.

有應公的出現與臺灣早年分類械鬥頻傳有關。丙.有應公

為移民帶來的原鄉神明。丁.祭拜有應公者彼此皆有血緣

關係。戊.有應公為祭祀無主孤魂。 

(A)一  (B)二  (C)三  (D)四  項 

 

8. 下表為清代臺灣地區科舉人數統計表。由此表可看出，

嘉慶、道光時期臺灣考上舉人、進士的人數增多。之所

以會出現這樣的轉變，主要原因應該是下列何者？ 

項目 康熙、雍正時期（1684～1735） 嘉慶、道光時期（1796～1850） 

舉人 15 74 

進士 0 6 

   (A)臺灣已無械鬥與民變，社會安定 (B)清廷實施渡臺禁 

   令，女眷無法來臺 (C)工商業者廣設「郊」，帶動了讀書 

   風氣 (D)文教機構陸續增設，人民受教育的機會增多 
 

9. 鹿港有一所泉郊會館，創立於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

，民國72年轉為經營公益事業至今。有關泉郊會館的敘

述，何者正確？ 

(A)鹿港的泉郊商人因經營茶葉致富 (B)泉郊是由經營

同類型商品的商人所組成 (C)泉郊商人中可能有販賣米

、糖者 (D)泉郊會館之所以興建，是因鹿港為清廷在臺

灣最早開放的對渡口 

 

10. 西元1804年（嘉慶9年），臺

灣部分地區平埔族群在巴則

海族頭目的號召下聚集（如

圖所示），隨後沿著大甲溪溯

溪北上，準備遷移至一個尚

未被清帝國派官管理的新天

地。請問：這群平埔族遷移

的目的地應是現今何處？ 

(A)臺東   (B)臺北   (C)恆春   (D)宜蘭 

名稱主要 出口商品 

寶順洋行 茶 

美利士洋行 樟腦 

公泰洋行 樟腦 

費爾．哈士迪斯洋行 樟腦、煤 

期間(西元) 
出口 進口 

年平均值 年平均值 

1868～1869 93.0 124.5 

1870～1874 172.0 174.4 

1875～1879 282.3 272.0 

1880～1884 427.3 318.8 

1885～1889 435.7 361.8 

1890～1894 570.7 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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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清代臺灣漢人為共同利益成立各種社會組織，請問：下

列對於當時社會組織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不同祖籍的移民皆可以加入奉祀媽祖王爺和土地公

的祭祀組織  (B)相同祖籍不同姓氏的移民會組成以「開

臺祖」為中心的宗族組織  (C)出口蔗糖往來廈門與臺灣

間的泉州籍商人會加入鹿港泉郊組織  (D)不同祖籍的

羅漢腳，為求互助，經政府許可，可以參加天地會組織 

 

12. 盛盛正在看《清代初期：變動的移民社會》這本書。請

問：他在此書中不可能讀到的內容為下列何者？ 

(A)治臺官員素質不佳、貪汙腐敗是造成民變頻傳的原因

之一 (B)漳泉械鬥是當時最常見以祖籍劃分敵我的對抗  

(C)移民常為了爭奪水源地盤發生武裝衝突 (D)臺灣地

區的諸羅縣之所以改為嘉義縣，乃是發生於康熙年間的

一場民變 

 

13. 張達京曾被雍正皇帝賞賜七

品京官頭銜，又因先後娶了

六位平埔族公主，而有「番

仔駙馬」之稱。他以割地換

水的方式建立水圳，水圳完

工後，稻米產量因而獲得提

升。請問：張達京所興建的

水圳應位於右圖何處呢？  

(A)甲       (B)乙   

(C)丙       (D)丁   

 

14. 這部漫畫的主人翁，有關他的

生平及貢獻，正確有幾項？ 

甲.為基督教牧師，在南臺灣

致力傳教 乙.被尊稱為「臺灣

口腔外科先驅」 丙.在看西街

開辦全臺第一座西式醫院  

丁.設立理學堂大書院，推動

新式教育 戊.讓臺灣首次接

觸西方宗教。 

(A)一  (B)二  (C)三  (D)四  

項 

 

15. 有學者指出：「在開港通商前，臺灣漢人移民的開發方向

有『由南而北』之趨勢。」。請問：下列哪些史實可作為

學者論述的證據？甲.重新調整行政區劃 乙.民間興修

水利設施 丙.官方下令廢除劃界封山 丁.陸續開放對渡

港口 戊.日本、法國之入侵。 

   (A)甲乙丁          (B)甲乙戊   

   (C)乙丙戊          (D)乙丁戊 

 

 

 

16. 臺語的「正港ㄟ」，有「絕對真品，如假包換」的意思，

即物品循正當管道進來，非仿冒走私貨。尋思歷史典故，

請問：下列何者不是臺灣開港前的官設正港？ 

(A)鹿港  (B)打狗  (C)八里坌  (D)鹿耳門 

 

17. 下列為臺灣史上曾發生過的重大事件： 

甲.麻豆社之役  乙.戴潮春事件  丙.郭懷一事件   

丁.大嵙崁事件  戊.大港口事件  己.朱一貴事件  

庚.牡丹社事件  辛.林爽文事件 

請問：因為對茶葉、樟腦等商品需求大增，清廷為取得

山林資源經常侵擾原住民，最後迫使當地泰雅族人歸順

清廷，指的是哪一個事件？ 

(A)甲   (B)丁   (C)戊   (D)庚 

 

18. 承上題，關於這些事件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清帝國前期臺灣規模最大的抗官事件 (B)戊-清

廷在埔里地區強行開闢道路，引起當地原住民的反抗  

(C)辛-平定此民變之後，乾隆於臺灣府城豎立紀功碑  

(D)庚-清廷派劉銘傳來臺展開防務工作 

 

19. 「1860 年，甲地開港打開了臺灣茶的市場。…… 1869 

年，發生了改變台灣茶命運的事。這一年，臺灣烏龍茶

被英國貿易商約翰．陶德（John Dodd） 以 「Formosa Tea」

之名銷往世界。……接著從紐約擴大至歐洲各地，遍及

世界 50 多國，烏龍茶就此支撐起臺灣的經濟。」「當時

在福建廈門洋行工作的李春生從旁協助約翰．陶德，他

與福爾摩沙烏龍茶的誕生有著深切的關係。」「來到臺灣 

40 年，開拓發展臺灣茶海外市場的李春生，在乙地（因

製茶而興起）打造了洋樓街，經營租賃房屋的不動產業，

也投資基隆到新竹之間的鐵道建設等公共建設事業。李

春生除了經營事業以外，對於傳教更是不遺餘力，是臺

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奠基者，對近代臺灣的發展極有貢

獻。」請你根據上文與課堂所學，找出錯誤的選項： 

(A)甲地指的是淡水 (B)乙地指的是大稻埕 (C)約翰．陶

德就是當時人稱的買辦  (D)買辦因熟悉對外貿易運

作，成為開港後的新興商人 

 

20. 承上題，文中提及李春生為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奠基

者，他可能跟下列哪一位人物有所往來？ 

(Ａ)馬偕           (Ｂ)馬雅各    

(Ｃ)沈葆楨         (Ｄ)劉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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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題組（每題 2分，共 20分） 

(一) 請參考清代臺灣產業分布圖如下，並回答下列問題：

 

21. 茶葉、蔗糖、樟腦的產地分別位於圖中哪個區域？ 

(A)甲、乙、丙     (B)甲、丙、乙 

(C)乙、甲、丙     (D)丙、乙、甲 

 

22. 開港通商後，關於臺灣主要外銷商品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地所產商品是開港後最大宗輸出品 

   (B)乙地所生產的商品出口歷史最為悠久 

   (C)丙地商品的產地主要分布於丘陵地區 

   (D)這些輸出品主要經由郊商外銷到全球 

 

(二) 閱讀資料後回答下列問題：    

    「茶」不僅是臺灣開港後重要的輸出品之一，現今也

成為臺灣文化的一部分。世界各國「茶」的發音大致可分

為接近粵語的 chya (ㄑㄧㄚ)跟閩南語的 tê (ㄉㄝˊ)兩種。

例如：通常在大航海時代來到東亞貿易的歐洲國家，如荷、

西、英等國，「茶」的發音接近閩南語的 tê (如英語的 tea)。 

23. 葡萄牙也是大航海時代的海上霸主，請各位想想：為什

麼葡語中的「茶」是發chya音呢？ 

   (A)葡萄牙占領以說粵語為主的澳門 

   (B)開港通商後葡萄牙人沒有到臺灣 

   (C)葡語的發音方式與粵語比較接近 

   (D)葡萄牙為了與荷、西、英爭霸權 

 

24. 開港通商後，臺灣生產的茶葉大量運銷歐美等國，造成

何種影響？ 

(A)外銷茶葉的郊商，因此成為臺灣社會的領導階層   

(B)促使臺灣東部大量開發，與原住民族發生大規模衝突 

(C)帶動中北部新興城鎮崛起，臺灣經濟重心漸轉往北部  

(D)隨著安平港開放，嘉南平原轉而栽種甘蔗以獲取商機 

        

 

 

 

(三) 閱讀資料後回答下列問題： 

    新竹北埔的「金廣福」是清代一個合資開發公司的名

稱，「金」是當時習見的公司名號、「廣」代表廣東、「福」

則是代表福建。「金廣福」公館，是清代公家與墾戶的辦事

處，公館旁邊是姜家祠堂—天水堂。道光年間，政府鼓勵金

廣福成立民間的防禦拓墾組織—金廣福大隘，此隘是由數十

個隘所組成的防禦工事，專門抵禦外來的侵略，保護武裝拓

殖「番地」的據點。 

25. 文中提及的「金廣福」可能是下列哪兩者合資開發的公

司？ 

   (A)漳州人、泉州人     (B)漳州人、原住民 

   (C)泉州人、原住民     (D)閩南人、客家人 

 

26. 文中提及的「金廣福」公館，可能會經手哪些事務？  

   (A)仲裁漢人與外國商人的貿易糾紛 

   (B)發行墾照給渡臺的漢人進行拓墾 

   (C)負責與臺北府洽談茶葉出口事宜 

   (D)處理招收開墾佃農及收隘租事宜 

 

(四) 閱讀資料後回答下列問題： 

資料一：這個島上有約三百萬漢人，而加拿大長老教會的宣

教區域，便有一百萬漢人。在我負責的臺灣北部，漢人當中

大多是閩南人。當我走在街頭時，經常有婦女和孩子從家裡

跑出來，追著我要藥品、要我幫他們拔牙。 

資料二：我們經過屏東一個客家村莊，所有人都到街上看我

們。他們很生氣地指著我們的衣服說：「有朝一日外國人占領

此地之後，這就會是我們的穿著。」 

資料三：屏東地區開發後，常發生客家人與平埔族群的族群

衝突。傳教士因為在當地的傳教對象是平埔族群，因此多採

支持平埔族群的態度。這也使得屏東萬金地區的居民信仰天

主教者超過八成，其信仰中心「萬金天主堂」也成為知名景

點。 

資料四：「在兩國開戰前，我由香港想回臺灣，卻被法軍當成

是德國間諜，只好去見法軍司令才被允許回臺上岸。回臺後，

英國領事還給我一份證明說我是英國人。……戰事逼近我的

教堂時，我曾醫療受傷的清軍與法軍，劉銘傳大人還獎勵我，

並賠給我在戰火受損教會財產的金額。」 

27. 上述資料中，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傳教者得以進入臺灣各

地進行宣教，是與以下哪一事件有關？ 

   (A)鄭氏政權投降清廷   (B)英法聯軍後的開港 

   (C)牡丹社事件的影響   (D)清法戰爭後的妥協 

 

28. 清帝國晚期傳教士接連來臺傳教，根據上述資料，關於

傳教士來臺傳教的情形與成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只有基督教的傳教士來臺傳教 

(B)傳教士經常透過醫療行為傳教 

(C)傳教士來臺傳教皆獲認同支持 

(D)臺灣各族群最終都接受外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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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閱讀資料後回答下列問題： 

    臺北市迪化街內香火鼎盛的霞海城隍廟，廟內展示許多

珍貴的歷史圖片和當年大稻埕市街圖，以及霞海城隍廟的創

建過程：「城隍信仰起源於都城守護神，……省府縣各級官吏 

在新官上任時必先往城隍廟履新報到，遇有水災、旱災等祈 

禱於城隍，……霞海城隍信仰在道光年間，隨著福建泉州府 

同安人渡臺，原奉祀於艋舺八甲庄同安人聚落。……咸豐 3 年

(西元 1853 年)，頂郊(晉江、惠安、南安三縣移民)和下郊(同

安人移民組成)發生械鬥事件，艋舺同安人落敗遭驅離，遂奉

城隍遷移至大稻埕地區發展，初時安奉於陳浩然所經營的糕

餅舖中；至咸豐 6 年由陳姓族人和地方善信共同發起建廟，

並於三年後落成。近一百五十年來，霞海城隍廟成為大稻埕

地區的信仰中心，也見證了大稻埕地區的發展。……」 

    其實，該廟不但是迪化街的觀光重點之一，也於西元 

2005 年成為臺北市的直轄市定古蹟。 

29. 文中提及的「頂下郊拚」，此衝突發生的主要原因為何？ 

   (A)爭奪水源         (B)姓氏不同  

   (C)信仰不同         (D)商業利益 

 

30. 根據短文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艋舺商業繁榮的現象最早出現在開港通商後  (B)頂

(泉郊)、下(廈郊)的區分是由於兩者貿易的商品不同 

(C)頂下郊拚為清帝國前期發生頻繁的械鬥 (D)頂下郊

拚屬於大規模的抗官事件 

 

 

 

 

 

 

 
試題到此結束 

 
再檢查一下 

 
畫卡錯誤扣五分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