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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L5~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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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到 20題，每題 3分，第 21 到 22題，每題 4分，共 68 分) 

(    )1.右圖是清末自英國輸入某商品的數量變化。依史實判斷，英國將此商品

大量輸入中國的影響為何？ 

        (A)有助中國人口加速成長   (B)中國朝貢貿易達到鼎盛    

        (C)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   (D)吸引中國人移民東南亞。 

(    )2.清末大臣李鴻章晚年曾感嘆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海軍，都是

紙糊的老虎，從未能大刀闊斧的辦理。」李鴻章將衰敗的清帝國形容是

一間破屋，而他不過是一個用紙片裱糊破洞的工人。如果破洞是小風、

小雨所造成的，他還可隨時修補，但是突如其來的強風豪雨，則讓他措

手不及，既無法事先防範也無力修補。下列哪一措施與李鴻章的「紙糊

工作」為同一時期的改革？ 

        (A)引進西學，建京師大學堂   (B)興建鐵路，學習西方技術    

        (C)廢除科舉，成立新式學堂   (D)修訂憲法，實施君主立憲。 

(    )3.承上題，「突如其來的強風豪雨」最有可能指下列哪一事件，使得李鴻章的「紙糊工作」遭受嚴重打擊？ 

        (A)鴉片戰爭   (B)英法聯軍   (C)甲午戰爭   (D)八國聯軍。 

(    )4.下列短文是慈禧太后的一段自述：「我本來打算不同洋人破臉的，中間一段時期，因洋人欺負太甚了，也

不免有些動氣。雖是沒攔阻他們，始終沒叫他們十分盡意的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回轉頭來，處處都留

著餘地。我若由他們盡意的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攻不下來的道理？」由慈禧太后的自述可以看出，慈禧太

后抱持這樣的對外態度，最後引發了下列哪場戰爭？  

        (A)鴉片戰爭   (B)甲午戰爭   (C)英法聯軍   (D)八國聯軍。 

(    )5.根據下面兩位的談話內容可知，當時政府正在推動哪項改革？  

        甲：「我辛辛苦苦寒窗苦讀十年，就是為了要在科考上一舉成名，從此光耀門楣，如今一切都成了泡影。」 

        乙：「是啊！政府廢除科舉考試，等於是斷了我們的出路，我們以後該何去何從呢？」 

        (A)自強運動   (B)戊戌變法   (C)庚子後新政   (D)立憲運動。 

(    )6.十九世紀中葉，美國海軍將領率領四艘軍艦來到這個國家，要求此國開港通商並與美國進行貿易。此國在

無力抗衡情況下，與美國簽署條約，結束長達兩個世紀的鎖國政策。之後，此國走向「改革」的道路，

邁向強國之林。上文中的「此國」及「改革」最有可能下列何者？ 

        (A)中國、自強運動   (B)日本、大化革新  (C)中國、百日維新   (D)日本、明治維新。 

(    )7.西元 1861 年清朝翰林進士馮桂芬深感「中華之聰明智巧必在諸夷之上」，故他主張「然則有待於夷者，獨

船堅炮利一事耳」。為實現此一目標，政府應選擇港埠設置造船廠、兵工廠，並聘僱外國顧問訓練中國工

匠製造槍砲。馮桂芬的主張，最有可能跟清政府在下列哪一戰役後的改革有關？ 

        (A)英、法派遠征軍聯合進攻中國    (B)德、日等八國組聯軍進攻北京    

        (C)英國因鴉片貿易問題攻打中國    (D)日本因朝鮮問題而與中國開戰。 

(    )8.19世紀中葉，一篇刊載於報紙上的文章寫道：「香港總督府懸掛著英國國旗，餐廳招牌也印有英文字，紅

茶、咖啡、下午茶、酒吧更是隨處可見，讓人們彷佛身處在英國街頭……。」上文所描繪的景象與哪一

條約的簽訂密切相關？ 

        (A)《南京條約》   (B)《北京條約》   (C)《馬關條約》   (D)《辛丑和約》。 

(    )9.來華傳教士高第丕夫人所撰的《造洋飯書》，為飲食史上首部以中文寫成的外國食譜。起初著書的動機，

是為教導不諳英語的傭人為租界區的外國人烹調食物，不料此書出版後，當時不諳英語，卻又希望一窺外

國飲食文化的中國民眾，意外地成為了它的主要讀者群。請問此書的讀者群最有可能是誰？ 

        (A)在市舶司工作的泉州人   (B)與鄭和下西洋的廣州人    

        (C)與利瑪竇交好的北京人   (D)通商口岸打工的上海人。 

(    )10.過去有一說：「臺灣雖是農業之國，商務之盛亦冠絕南海」。不過，1684年清帝國統治臺灣後，國際貿易

幾乎停滯。十九世紀中期，由於中國哪一戰爭失利，臺灣被迫開港通商，外商紛紛來台設立洋行才締造

新的商機？   (A)鴉片戰爭   (B)英法聯軍   (C)甲午戰爭   (D)八國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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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她讀了陳天華的警示鐘後深受感動，並寫賦言志：「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從此，她穿起

一身男裝，接收不少西方新思想，挑戰傳統家庭對女性的束縛，並投身於革命的行動當中，由上述的作

為顯示何種社會變化？  

         (A)女權意識逐漸抬頭   (B)男尊女卑思想興起   (C)認同女性三從四德   (D)女扮男裝成為主流。 

(    )12.《新民叢報》的創刊者曾於專欄提到：「重視男女平權觀念，尤以美國最具代表性；透過女學的設立，使

日本逐漸趨於強盛，女學的設立更能帶來國家興盛與啟迪人民思想的效果。……若能採用西方的教育制

度，載明先聖先賢的遺訓，則能達到保國強種的目的。」由上述內容來看，作者認為要達到保國強種的

目的，應該施行何種措施？ 

         (A)訓練新式軍隊  (B)興辦女子教育 (C)鼓勵國人生育 (D)限制對外通婚。 

(    )13.承上題，《新民叢報》的創刊者是誰？ 

         (A)林則徐   (B)康有為   (C)李鴻章   (D)梁啟超。 

(    )14.年近 80歲的李鴻章拖著病體和列強簽訂《辛丑和約》，兩個月後便病逝，沒有親眼目睹清朝走向末日，

請問此條約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何者正確？ 

         (A)清朝開始成立專門主管外交事務的機構  (B)割讓土地面積最多，嚴重危及國家主權  

         (C)造成北京門戶洞開，國防安全深受威脅   (D)清朝為了挽回民心，積極展開立憲運動。 

(    )15.右方是中國 1820~1835粗估的白銀淨進口額統計表，從表中可見自 1820 年代起，

白銀淨進口額逐漸下降甚至呈現負值，為解決此問題，政府採取哪一措施？ 

         (A)清朝宣布實施海禁   (B)命林則徐查禁鴉片    

         (C)鼓勵各國設置工廠   (D)給予他國協定關稅。 

(    )16.小弘研究清末諮議局的議員龍璋，發現他是湖南立憲派的代表人物，但同時也是

革命黨領袖黃興的密友，經常慷慨解囊，大力資助革命經費，1911年革命派準備

起義，龍璋也參與了密議。立憲派之所以會轉向革命，主要是由於清政府哪一作

為不能滿足他們的改革願望？ 

        (A)皇族內閣，未能剷除專制  (B)全盤西化，摒棄儒家思想  

        (C)廢除科舉，斷送當官之路  (D)放棄朝鮮，結束天朝體制。 

(    )17.右圖是一幅諷刺 1904年爆發在中國境內某一場戰爭的政治漫

畫，圖中右方是一名身繫武士刀的浪人隻身挑戰一頭巨熊，根

據判斷，下列關於此戰爭的敘述何者正確？ 

         (A)雙方因朝鮮問題引發戰爭 

         (B)戰爭最後由巨熊一方獲勝 

         (C)戰後中國被迫付出巨額賠款 

         (D)此戰刺激中國展開立憲運動。 

(    )18.清末，梁啟超上奏皇帝說：「變法的根本在於培育人才，人才要興盛必須辦學校，而學校的建立在於考試

制度的更易，一切要妥善完備必須改革官制……。」不久，皇帝便下令成立京師大學堂。請問當時的皇

帝是誰？    (A)道光   (B)咸豐   (C)光緒   (D)宣統。 

(    )19.近代日本依據政治家福澤諭吉所言：「我國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

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中國)、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

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藉此，日本展開以下侵略行動，請問依時間順序排列何者正確？  

         甲、殖民台灣；乙、併吞琉球；丙、擊敗俄國；丁、併吞朝鮮 

         (A)甲乙丙丁   (B)乙甲丙丁  (C)甲乙丁丙   (D)乙丙甲丁。 

(    )20.一則資料提到：「這份於上海創刊的報紙，是當時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外國人出版刊物。」報刊每期的扉頁

皆附印道：「本刊是為了對廣泰西(歐美)各國有關地理、歷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學、藝術、工業

及一般進步知識的期刊。」請問這是當時哪一份代表性報刊？ 

         (A)臺灣民報   (B)新民叢報   (C)萬國公報   (D)自由中國。 

(    )21.弘道大學跨年晚會將演出以晚清為背景的戲劇，主角小紅是生活在清末接受西化教育的女子，從小在廣

州成長，其父母都是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下列哪一情境最有可能會出現在劇情中？ 

         (A)小紅嫁給父母指腹為婚的對象    (B)女子學校畢業後在新式工廠上班 

         (C)小紅從小纏足並學習刺繡能力    (D)熟讀四書五經準備參加科舉考試。 

時間 白銀淨進口值 

1820 7,656,084 

1823 4,750,726 

1826 1,706,200 

1829 -6,006,472 

1832 -2,347,254 

1835 -11,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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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明清以來，絲織業是中國江南地區的重要產業。當時產出的生絲，主要供應國內需求，部分對外出口。

下列何者最可能反映清乾隆年間生絲出口的情況？ 

二、題組：(第 22到 30題，每題 4分，共 32分) 

(一)閱讀資料，並回答問題 23~25。 

資料一：姚先生是一位蘇州人，帶著兒家人到此地進行學習之旅，到了租界，他們在茶館吃早餐。接下來預計與

一些學者和學生碰面，逛逛書店和出版社，參觀新式學校，在茶園聽「蘇州」評彈，看戲劇演出。晚上戲

結束後吃晚餐，他們計畫嘗試不同菜餚，尤其是「西餐」，這也是學習的體驗。 

資料二：英文版的《文匯報》其中收錄了一篇西方人對這座城市的觀感：「這裡是中國最早向外國人開放的港口之

一，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它從一個不起眼的漁村，一躍成為世界上重要的商業中心，成為中國的花園

城市。是西方人塑造了這座城市，引進西方制度，例如：規定所有馬車在穿過窄橋時必須減速；馬路中

間不允許停車；車輛在晚上必須開燈……。  

(    )23.由資料內容來看，這座城市最有可能是何者？ 

         (A)南京   (B)上海   (C)北京  (D)天津。 

(    )24.由資料的內容來看，可以顯示這座城市有以下何種特色？  

         (A)學術文化重鎮   (B)全面學習西化   (C)堅持傳統文化   (D)中西文化並陳。 

(    )25.由資料二的內容判斷，此地成為最早向外國人開放的港口之一，與下列哪一事件有關？ 

         (A)鴉片戰爭   (B)英法聯軍   (C)甲午戰爭   (D)八國聯軍。 

(二)閱讀短文，並回答問題 26~28。 

    西元 1868 年，法籍天主教傳教士在揚州建堂傳教，又開設育嬰院。此時民間已流傳傳教士挖眼剖心、取腦配

藥等謠言；其後，又因育嬰院收容的嬰孩死亡人數大增，加上有孩童被拐失蹤的傳聞。於是乎群情洶湧，民眾到

處焚毀傳教的建築物，攻擊傳教士。連與育嬰堂完全無關的英籍東正教傳教士也受到牽連，寓所被毀。 

  教案發生後，由於牽涉了英、法的傳教士，故兩國均派副領事前來調查，雙方幾經談判下，英、法要求嚴辦

教案的幕後主使的士紳、賠償教士損失、重修教士房屋等。在整宗教案裡，地方官員基本袒護傳教士及教民，因

此導致一些教民橫行無忌，使得人民對洋教更大的不滿，並認為官府既然不能幫助他們，只好訴諸非法的暴力手

段與洋人相抗了……。 

(    )26.揚州並非通商口岸，但因哪一事件後允許外籍傳教士進入內地傳教？ 

         (A)鴉片戰爭   (B)英法聯軍   (C)甲午戰爭   (D)八國聯軍。 

(    )27.教案發生後，英、法兩國依據與清朝簽訂的條約規定：「外籍人士在中國境內的訴訟，皆由各國派官調查、

審理，與中國官員無關。」因此派遣副領事全程參與教案的審判。根據英、法引用的條約內容，顯示兩

國有下列哪一特殊待遇？ 

         (A)設立租界   (B)協定關稅   (C)領事裁判權   (D)片面最惠國。 

(    )28.文末提及「非法的暴力手段與洋人相抗」，最可能指下列哪一事件？ 

         (A)戊戌政變   (B)立憲運動   (C)甲午戰爭   (D)義和拳亂。 

(三)閱讀短文，並回答問題 29~30。 

    西元 1882 年，美商韋特摩耳(W. S. Wetmore)欲在上海設置紡織公司，由於當時李鴻章也正準備成立上海機

器織布局，因此當時政府以「領事不得兼任商人」為由禁止美商來華，透過和外國使團的公文往返中，可見政府

步步為營、寸步不讓，設法保護中國民族工業。然而所有努力因為後續一場戰役戰敗而化為烏有，其所簽訂的條

約解決了外人來華設廠的限制與爭議，也使中國才剛起步的工廠受到致命打擊。 

(    )29.根據文中判斷，當時負責與外國使團交涉的單位為何？ 

         (A)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B)海關稅務司   (C)北京同文館   (D)京師大學堂。 

(    )30.文末所提到的「後續戰敗所簽訂的條約」，最有可能下列何者？ 

         (A)《南京條約》  (B)《北京條約》   (C)《馬關條約》   (D)《辛丑和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