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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學三大傳統分析法 ●
時

代

舊石器時代

晚期

新石器時代
金屬器時代

早期 中期 晚期

時

間

距今約5萬年-

1萬年

距今約

7000-

5000年

距今約

4,500年到

3,500年前

距今約

3500年

-2000年

距今約2000

年-400年

代

表

文

化

長濱文化
大坌坑

文化

北部圓山文

化、中部牛

罵頭文化。

卑南文化

麒麟文化
十三行文化

文

化

特

色

1. 短期定居的

小型聚落。

2. 主要生產方

式 :採集、

狩獵、漁撈 

，還沒有任

何農耕的跡

象。

3. 已知用火

4. 打製礫石工

具

1. 定居型

的小村

落

2. 發展原

始根莖

農業

3. 製有粗

繩紋陶

1. 聚落增大

2. 最早穀類

文化。

3. 製有細繩

紋陶。

1. 大型聚落

2. 種植水稻

3. 玉器及薄

壁黑陶

4. 宗教喪葬

信仰

4. 貧富差距

5. 社會階級

6. 初步戰爭

行為

1. 商業交易行

為發達

2. 以農業、漁

獵維生

3. 精美的彩陶

黑陶

4. 「干欄式」

住屋

5. 煉鐵技術發

達，以鐵器

為生產工具

6. 「凱達格蘭

族」的祖先

焦點 考古發掘、文獻記載與台灣原住民族

第一章－史前時代1
★☆☆☆☆

史前文化與台灣原住民

台灣的史前文化約略距今5萬年即有跡可循，舊石器時代以長濱文化為重點，新石器

時期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每個時期皆有不同文化代表，進入金屬器時代後，以

十三行文化為代表，小心分辨即可。

台灣原住民，以「南島語系」的民族為主，大約距今6000年前陸續移入臺灣。過去

台灣的原住民族可粗略分為「平埔族」與「高山族」，「平埔族」在漢人大量移入的

過程中逐漸被同化；高山族依據現行原住民委員會法定原住民族共有16族。

圓山文化具
有許多外來
移民文化的
特質，其來
源可能是廣
東沿海的海
豐到香港之
間。

十三行人是
目前唯一確
定擁有煉鐵
技術的史前
居民。

遺址是人類
活動所造成
的，通常都
和人類的居
住有密切的
關係，台灣
第一個發現
的遺址–芝
山岩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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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原住民 ●

時期 稱謂 說明

清代以前 番、東番

清領時期 生番、化番、熟番

生番：未漢化者

熟番：歸附納稅供役者

化番：介於生番與熟番之間，只須納稅。

日治時期 平埔族、高砂族

政府遷台 山地同胞、高山族 依地理位置劃分，忽略平埔族。

1994年之後 原住民

族別
社會

組織

祭典／

成年禮
位置

平

埔

族

西拉雅族

母系

社會
祖靈祭

凱達格蘭族

噶瑪蘭族

道卡斯族

巴宰海族

拍瀑拉族

巴布薩族

洪雅族

西拉雅族

淡
水

河

大 安
溪

溪

溪
大 肚

溪

溪

溪

高

屏

文
曾

花

蓮
溪

濁 水

大
甲

溪

陽
蘭

基隆淡水

台北

宜蘭
新竹

桃園

中壢

苗栗

台中

彰化

南投

嘉義

花蓮

台南

玉井

旗山

屏東高雄

台東

蘭嶼

紅頭

原

平埔族群分布圖

太

台

灣

海

峽

平

洋

住

民

系

洪雅族

巴布薩族

巴則海族

拍瀑拉族

道卡斯族

凱達格蘭族

噶瑪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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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某日老師在課堂上講述台灣新舊石器時代的歷史課程，下列何者應為考古學家判

斷新、舊石器時代差異的主要根據？

（A）使用鐵器    （B）進行喪葬宗教儀式　

（C）從事定居型態的農業生產  （D）使用精細製作的陶器

3 卑南文化為台灣史前遺址，出土的人獸形玉玦成為台東史前文化館的標誌。若學

生要做關於卑南文化的導覽，以下那些可以成為其介紹內容？

(A) 最早的考古紀錄應該是日治時期所開始

(B) 為台灣新石器時代文化早期的代表性遺址

(C) 出土的玉器可能是社會階級文化、身分地位的象徵

(D) 出土的玉器可能是作為祭祀溝通之用

(E) 此時的台灣與東亞大陸連成一塊、往來方便

1 稱謂的演變反映一個族群被對待方式的變化，顯示漢人長其對原住民缺乏認

識多用概分法。

正解　B

2 新、舊石器時代最主要的差異反映在生產型態的不同，新石器時代開始出現

定居農耕。

正解　C

3	卑南文化為台灣史前文化重要發現之一，也是現今台灣最大的史前遺址，其
已知製陶、使用玉器，並且有陪葬品的出現，象徵當時的器物發展與社會結

構逐漸完善，宗教觀念也有雛形產生。

正解　A、C、D

快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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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鄭氏統治下的臺灣
★★☆☆☆

1644年清兵入關，明朝滅亡，位於南方的明朝宗室陸續成立對抗滿清的勢力，稱為

「南明政權」。鄭成功先後被唐王、桂王所用，於1658及1659年北伐進軍失利。清

軍日日進逼，後因在臺漢人受到荷蘭人統治下長期不滿，藉由何斌獻圖，引領鄭成功

進入臺灣擊敗荷蘭人，建立「鄭氏王朝」繼續與清廷對抗。

焦點：荷、西與鄭氏政權
發展 ●

鄭成功於1661年佔領台灣後，隔年旋即過世。因此鄭氏政權在臺灣的建設，多

在鄭經時期由陳永華等人進行建設。

鄭成功時期 鄭經時期

政

制

1. 改台灣為東都。
2. 將中國郡縣制度移植台灣
3. 赤崁設承天府(行政中心)，北設天興

縣、南設萬年縣。

改縣為州，改東都為東寧，英國稱其為

東寧王國。

貿

易

以海山五商走私貿易中國物資。

→山路五商負責中國內陸貨品採購。

→海路五商負責販運。

1. 三藩之亂前後曾有2次對日貿易高峰。

2. 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簽定貿易協定，成為
島國聯盟。

經

濟

1. 「官田」：承襲荷蘭「王田制」，改由鄭氏宗室領有其土地，改租稅為原產量十
分之一，降低人民負擔。

2. 「私田」：由文武官員與將領自由圈地開墾，向政府報明開墾畝數，由於開墾人
員皆為官員，又稱為「文武官田」。

3. 「營盤田」：為解決軍隊糧餉問題，於部隊駐地就近開墾。現今台南地區有許多
含有「營」、「鎮」的地名皆是由此而來，如新營、柳營等。

文

教

1. 陳永華主政下：於台南興建台灣第一間孔廟，稱為「全臺首學」，並且開辦科
舉。

2. 私人講學：沈光文於台南、高雄講學。

覆亡 ●

→1680年三藩之亂後貿易萎縮，國力不振。

→1683年(康熙22年)清廷以鄭氏降將施琅攻台，於澎湖大敗劉國軒的鄭氏水

師，明鄭投降。

現今台南境內知名景點
五妃廟、大天后宮、開
元寺皆是鄭氏王朝存留
下來的珍貴古蹟。

第二章－國際競逐與鄭氏王朝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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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學即測

1	康熙22年九月戊寅（初十日），上諭吏、兵二部曰：「向來海寇竄踞臺灣，出

沒島嶼，窺伺內地，擾害生民。雖屢經剿撫，餘孽猶存…。特簡□為福建水師提

督，整兵征進。…克取要地，立奏膚功。」遂訓練水師，整頓戰艦，直抵澎湖，

鏖戰力攻大敗賊眾。試問文中□是指何人？ 

（A）鄭芝龍  （B）鄭成功  （C）沈葆楨  （D）施琅 

2 現今台灣有許多地名，如柳營、左營、左鎮等，可證明明鄭時期在台灣從事何種

墾殖政策？　（A）民屯  （B）軍屯  （C）官墾  （D）番墾 

3 連橫在所著《台灣通史》一書中認為「台灣三百年間，吏才不少；而能立長治久

安者，厥為兩人：曰陳參軍永華，曰劉巡撫銘傳。」連氏推崇陳永華，乃因其在

台灣有哪些建樹？（A）建孔廟設學校，對台灣的文教有奠基之功（B）堅決力

爭台灣納入版圖（C）測繪基隆至台北的鐵路（D）開科取士，選拔人才

1 清初大練水師的主要目的就是針對台灣問題，當時負責攻臺的將領為降將施

琅。

正解　D

2 鄭氏時期因大量軍民來台，為解決薪餉與就食問題，因此相當鼓勵開墾，題

目所提及的地名應為「營盤田」屯墾地區，其為「軍屯」。

正解　B

3 由題目引文，連橫認為開發台灣貢獻最大的兩人分別是明鄭時期的陳永華與

清代的劉銘傳，但是又再問到「推崇陳永華」，顯然只要「明鄭」時期的相

關建樹即可。

正解　AD

快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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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港後台灣社會、經濟、文化變遷
★★★★☆

1858-1860年間，隨著中國與英法兩國陸續簽訂《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增設

安平、滬尾（淡水）、雞籠（基隆）與打狗（高雄）四個通商口岸。許多外國商人進

入臺灣通商，貿易型態由「區域分工」轉變為「國際貿易」。台灣出產的經濟作物：

茶、糖、樟腦成為重要的出口貨物，連帶影響台灣政治經濟重心北移。西方宗教透過

傳教士再次傳入，豐富臺灣的多元文化。

茶、樟腦貿易造成經濟重心北移 ●

地區 北部 南部

商品 茶 樟腦 糖

產地 北部丘陵、高地 中北部山區 南部平原

特色

1. 英國商人自福建招募漢人、引

進茶種，使茶葉成為重要出口

商品。

2. 出口以烏龍茶為主、包種茶次

之。

3. 於大稻埕加工由淡水出口。

4. 佔當時出口總值第一。

1. 原為藥用，後成為

製作合成塑膠的重

要原料。

2. 佔出口總值第三，

台灣因此享有「樟

腦王國」的美名。

1. 從荷蘭統治時即為

台灣重要的出口貨

品，經由「糖廍」

生產後，由打狗或

安平出口。

2. 佔出口總值第二。

開港對臺灣的影響 ●

貿易量與金額增加
1878年以後，台灣對外貿易開始呈現出超。

茶、糖、樟腦取代稻米成為台灣出口大宗。

政治經濟重心北移
茶、樟腦多於北部，因此接連於台北設府，建省後巡撫治所設置

皆於此有關。

漢人開墾向山區深入 山區土地隨著經濟作物種植的需要而開墾，「漢番衝突」不斷。

新興領導階層出現
洋行的買辦取代傳統行郊的郊商，地方豪紳與政府合作取得經濟

作物開墾權，逐漸取代地主。（如板橋林家、霧峰林家）

山城興起 於丘陵、平原交界處形成繁榮聚落（如三峽、大溪、集集）。

西方文化傳入
天主教道明會、基督教長老會來台傳教，如長老教會的馬雅各、

馬偕於台灣行醫傳教、建學校。

馬雅各於1865年在台南建
立首座西式醫館。
馬偕於1880年在淡水創立
北台灣最早現代西醫醫院。

台灣報紙的鼻祖→
巴克禮創辦《臺灣
府城教會報》

第三章－清領時期10

焦點：開港以後的變遷



68

第三篇˙世界通史第二篇˙中國通史第一篇˙臺灣通史 第四篇˙文化史

第二章－秦漢到隋唐

秦漢統一王朝的建立與發展
★★★☆☆

西元前221年秦王政統一六國，建立大一統帝國，建都咸陽，創立皇帝制度。始皇駕

崩後，帝國迅速分崩離析。各地群雄並起，西元前206年項羽自刎於烏江，劉邦開創

大漢帝國。期間歷經文景之治與漢武帝的窮兵黷武，武帝連年征伐匈奴導致國力重

創，不得不與民休養，其後受到外戚干政下，由王莽於西元8年創立新朝。新莽的復

古改制並未取得成效，導致動亂再起。劉秀趁勢而起，西元25年復興漢室，後世稱

為後漢（東漢）。東漢雖經歷明章之治，但後來繼承皇帝多早夭，權勢掌握於外戚手

中，皇帝年長後多倚靠宦官與之對抗。使得東漢末年政局混亂，最後引進地方軍閥，

形成軍閥專政。

兩漢時期對外關係最重要的部分，是對匈奴的征討，導致匈奴的分裂與敗走，連帶影

響西方世界的發展。

秦朝到兩漢的政治發展 ●

時代 特色

秦朝
1. 建立皇帝制度

2. 成立中央官僚（三公九卿）、地方推行郡縣制，廢除封建制。

西漢

1. 漢初推行郡國並行制，分封同姓諸王，埋下後來七國之亂的隱憂。

2. 削藩制度施行

時期 措施

漢文帝 賈誼《治安策》，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採漸進政策。

漢景帝
晁錯《削藩策》，短時間內削減各諸侯王的封地，引發七國之亂。

中央派兵平定諸王反亂，收回諸侯國人事權(任官)，由中央派任。

漢武帝
主父偃提倡「推恩令」，諸侯王由嫡長子繼承，庶子於諸侯國內分

封為侯國，達到「推恩眾建少其力」。

焦點：秦漢統一王朝的建立與發展

西漢統治初期的政治方針為「與民休息」，
統治者多採「黃老思想、無為而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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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 特色

西漢

3. 武帝時，分設內、外朝，外朝以丞相為首的行政官員，內朝為決策中心，使

得相權削弱。

4. 合數郡為一州，州設刺史，監察地方吏治。

5. 武帝採用董仲舒《天人三策》，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儒家為表，法家為

其本，兼採陰陽家學說。

6. 行察舉孝廉制度

詔舉

漢文帝下詔開此科，目的找尋有識之士，並授以

官職。又稱「特科」、「特舉」，其中最重要的

是「賢良方正」，一般也是在發生天象異常或自

然災害後才舉行。

常舉
又稱「歲舉」，漢武帝元朔元年規定地方郡國每

一年都要向中央推薦人才，主要是舉「孝廉」。

徵辟
不需經過考試、地方薦舉，政府直接聘請才德高

士任官。

新莽

1. 讖緯之學興起，董仲舒「天人感應說」，使儒學神學化。

2. 王莽利用皇室生活靡爛，進而推演至天變災異，透過讖緯之學鼓吹讓賢，建

立「新」朝。

東漢

1. 外戚崛起、宦官亂政：和帝以後，多幼主即位，幼時多由外戚掌權，等到皇

帝年長，聯合宦官奪回權力。

2. 黨錮之禍：士人不滿宦官亂政，以「清議」方式批評朝政，引發宦官反擊，

造成桓、靈帝期間兩次黨錮之禍。

3. 黃巾之亂：張角創立太平道，鼓吹「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於各地起事。導

致東漢末年軍閥專權，群雄割據。

4. 赤壁之戰：劉備聯合孫權擊敗曹操，進入三國鼎立的局面。

詔舉與常舉合稱
為「察舉」，為
地方人士晉身為
官的主要方式。

東漢重士風、尚氣節，故對於外戚與宦
官專權不法時，多勇於諫諍劾治。透
過地方的「清議」，形成鄉論，影響政
府，洛陽的太學即是清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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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專乙組試題－中外歷史

　　　　　　（一）三十題，題號自第1題至第30題，每題二分，計六十分。
壹、單選題：（二）未作答者不給分，答錯者倒扣該題分數四分之一。

　　　　　　（三）請將正確答案以2B鉛筆劃記於答案卡內。

□ 1

乾隆上諭提及：「今將廣東莊、泉州、莊義民，朕皆特賜匾額，用旌義勇，伊等

自必倍加鼓舞，奮力抒忠。」根據上諭內容，請判斷當時清廷面對台灣哪一動

亂，而平定亂事的方式為何？

(A)朱一貴之亂、清廷號召義民 (B)林爽文之亂、清廷動員義民 
(C)朱一貴之亂、利用泉漳械鬥 (D)林爽文之亂、煽動泉民動亂

□ 2

某學者回憶錄提及：「出生在北京，幼兒園、小學、中學都在北京讀書。小學

時『發生一件大事』，結果國旗國歌都改了，北京也被改成了北平，不過對上

學影響最大的是，多了政治課程，要開始背誦《總理(孫中山)遺囑》、《三民主
義》。」請問，上述「發生一件大事」，應為下列何事？

(A)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 (B)1923年，孫中山採行聯俄與容共
(C)1928年，國民政府完成北伐事業 (D)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 3

這場戰爭被視為世界史上「第一次現代化戰爭」。英國的戰地記者，首次使用電報

將戰況迅速傳到國內。經《泰唔士報》白色報導，引起英國人的高度關切，英國政

府也派出攝影師前往戰地拍攝戰爭實況。另外，蒸汽動力的鐵甲船、現代化的炮

彈、鐵路火車運輸補給等，都是首次在戰爭中被使用。請問：這場戰爭應是下列何

者？

(A)三十年宗教戰爭　(B)滑鐵盧之役　(C)克里米亞戰爭　(D)第一次世界大戰

□ 4

十七世紀前半，某地的經濟以質易轉口為主，廣泛流通及使用的貨幣非常多樣

化，包括荷蘭金幣與銀幣、西班牙銀幣、墨西哥銀幣、印尼金幣，還有中國的銅

錢等。請問，此地最可能為何？

(A)台灣　(B)朝鮮　(C)越南　(D)琉球

□ 5

某歷史人物逐漸以宗教信仰整合半島上各部族的衝突。其後，這位歷史人物的後

繼者，結合宗教熱忱及強大武力，迅速向半島以外的地區擴張，不僅渡過直布羅

陀海峽，擴張至伊比利亞半島中部，更直達法蘭克王國的心臟地帶。不過最終，

被法蘭克人打敗，導致在西歐的擴張步伐被遏止。請問，上述歷史人物為何？

(A)印度半島的阿育王 (B)阿拉伯半島的穆罕默德
(C)義大利半島的凱撒 (D)巴爾幹半島的查士丁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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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題
正
確
答
案

題序 01-10 11-20 21-30

答案 BCCABDACBA BADDBAACDB BDBCCDACCB

題序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答案 BC ABC AB ABC BD ACDE BDE AE ABCE ACE

解析

 1. （B） 頻出度：★★★☆☆

清朝統治臺灣期間發生三大民變，其中以林爽文事件規模最大、耗時最久，為乾隆皇帝統治

晚期的武功之一，清廷藉由動員當地義民協助平亂，讓戰事最終得以結束。答案為（B）。

 2. （C） 頻出度：★★★☆☆

(C) 正確，1928年奉系軍閥張作霖被日軍於皇姑屯炸死，其子張學良率眾歸順國民政府，中
國完成形式上的統一，進入十年建國時期，此時期間根據孫中山《建國大綱》，結束軍

政，施行訓政，以黨治國。

 3. （C） 頻出度：★★★★☆

克里米亞戰爭為第一場現代化戰爭，新式武器的使用，導致戰爭死亡人數大幅增加，電報、

戰地記者的出現，讓民眾更迅速獲得戰事訊息。答案為（C）。

 4. （A） 頻出度：★★★☆☆

大航海時代的三角貿易關係，大量美洲黃金與白銀輸往亞洲，不僅帶動晚明的經濟繁榮，中

國的瓷器與絲綢被賣往歐洲，中間的貿易轉口城市也隨之獲得發展。答案為（A）。

 5. （B） 頻出度：★★☆☆☆

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其信眾藉著信仰將原本散亂的阿拉伯部族統一，建立阿拉伯帝國，

並且開始向周邊地區發展，伊斯蘭勢力最遠曾達伊比利半島，最終敗於法蘭克王國，答案為

（B）。

 6. （D） 頻出度：★★★★☆

清朝統治臺灣初期，為防止臺灣再次成為反清基地，嚴格禁止興建城牆，直到朱一貴、林爽

文等抗清事件後，政府開始興建城牆，作為防守的據點。答案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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