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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寶典

備課用書教師手冊多媒體教學光碟

單元評量 A 卷 單元評量 B 卷

習作

語文演練

統測作文輕鬆寫

三合一
全方閱大補帖

教學用書
及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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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華國文六冊選文目次

第一冊

※ 世說新語選：

許允慚對新婦 /詠絮才 /絕妙好辭　
南朝宋　劉義慶

釣勝於魚

民國　陳之藩

※ 師說

唐　韓愈

現代詩選之一　白玉苦瓜

民國　余光中

※ 醉翁亭記

北宋　歐陽脩

髻

民國　琦君

※ 桃花源記

東晉　陶淵明

第一等危機處理高手

民國　嚴長壽

樂府詩選：飲馬長城窟行

漢　佚名

論語選讀之一

應用文：書信、便條、名片

附錄一   散戲（節選）

民國　洪醒夫

附錄二 ※ 左忠毅公軼事

清　方苞

第二冊

※ 髯客傳

唐　杜光庭

黑與白——虎鯨（節選）

民國　廖鴻基

訓儉示康

北宋　司馬光

現代詩選之二　如歌的行板

民國　瘂弦

※ 出師表

三國蜀漢　諸葛亮

衣履篇（節選）

民國　張曉風

※ 郁離子選：良桐 / 詬食

明　劉基

湖濱散記選：湖 / 鳥獸為鄰

美國　梭羅

近體詩選：

旅夜書懷 / 無題 /      梅花

唐　杜甫 /唐　李商隱 /南宋　陸游

論語選讀之二

應用文：柬帖、會議文書、傳真

附錄一   目送

民國　龍應台

附錄二   ※ 廉恥

明末清初　顧炎武

第三冊

※ 漁父

戰國　屈原

走過箭竹草原

民國　劉克襄

※ 岳陽樓記

北宋　范仲淹

現代詩選之三　錯誤

民國　鄭愁予

※ 晚遊六橋待月記

明　袁宏道

街角的冰淇淋小店

民國　徐國能

※ 勸學（節選）

先秦　荀子

我的書齋

民國　鍾理和

詞選：虞美人 /

念奴嬌 赤壁懷古 / 武陵春

南唐　李煜/北宋　蘇軾/南宋　李清照

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

民國　朱光潛

孟子選讀之一

應用文：契約、規章

附錄一   

向晚的淡水

民國　林文義

附錄二   

※ 臺灣通史序

清末民初　連橫 

※ 教育部三十篇建議選文

104 全華版新增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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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冊

※ 禮記選　大同與小康

先秦　禮記

地上歲月（節選）

民國　陳列

※ 與陳伯之書

南朝梁　丘遲

現代詩選之四　流行歌詞：

塵緣 / 離人　

民國　娃娃 / 厲曼婷

※ 諫太宗十思疏

唐　魏徵

翡冷翠在下雨

民國　林文月

※ 赤壁賦

北宋　蘇軾

那晚的月光（節選）

民國　白先勇

元曲選：人月圓　山中書事 /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節選）

元　張可久 /王實甫

荷塘月色

民國　朱自清

孟子選讀之二

應用文 履歷、自傳

附錄一

※ 馮諼客孟嘗君

先秦　戰國策

附錄二

※ 裨海紀遊選

清　郁永河

第五冊

※ 燭之武退秦師

先秦　左傳

楊柳

民國　豐子愷

※ 鴻門宴

西漢　司馬遷

現代詩選之五　臺灣鄉土詩

吾鄉印象 / 落葉

民國　吳晟 / 莫那能

※ 始得西山宴遊記

唐　柳宗元

十一月的白芒花

民國　楊牧

※ 典論論文

三國曹魏　曹丕

古典小說（一）劉姥姥進大觀園

清　曹雪芹

大學選讀

應用文 一般公文

附錄   ※ 項脊軒志

明　歸有光

第六冊

 ※ 諫逐客書

秦　李斯

為了下一次的重逢

民國　陳義芝

※ 蘭亭集序

晉　王羲之

 現代詩選之六　雁

民國　白萩

※ 勸和論

清　鄭用錫

發燒夜

民國　簡媜

     ※ 古典小說（二）勞山道士

清　蒲松齡

中庸選讀

應用文  存證信函、啟事、廣告

附錄   ※ 原君

明末清初　黃宗羲

因應統測命題趨勢
全華104版國文課本
已完整收錄「教育部三十篇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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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用書

提
供
延
伸
剖
析
，
深
化
教
學
內
容
。

4-1

第
四
課

　師
說 

4-1

第
四
課

　師
說 

桭
作
者

杈�

字
退
之
：
古
代
中
國
人
除
了
姓
、
名
以
外
，
還
有
字
、
號
。
男
子
到

了
二
十
歲
，
女
子
到
了
十
五
歲
時
，
要
取
一
個
正
式
的
名
稱
，
就
是

「
字
」
。
講
究
的
人
還
要
有
「
號
」
。
至
於
如
何
取
「
字
」
，
大
概

有
兩
個
原
則
：

坽�

「
字
」
和
「
名
」
的
意
思
相
關
：
蘇
軾
字
子
瞻
，
「
軾
」
是
車
前

橫
木
，
可
以
憑
藉
此
橫
木
而
「
瞻
」
望
遠
看
；
蘇
轍
字
子
由
，

「
轍
」
為
路
上
車
輪
經
過
的
痕
跡
，
後
面
來
車
可
經
「
由
」
此
車

痕
而
行
；
諸
葛
亮
字
孔
明
，
「
亮
」
與
「
明
」
意
同
；
岳
飛
字
鵬

舉
，
「
飛
」
即
「
鵬
鳥
舉
翅
而
飛
」
的
意
思
。

夌 

「
字
」
和
「
名
」
的
意
思
相
反
：
韓
愈
字
退
之
，
「
愈
」
有
超
過

之
意
，
與
「
退
之
」
意
義
相
反
；
孔
子
弟
子
子
貢
，
名
賜
，
而

「
貢
（
下
對
上
的
進
貢
）
」
與
「
賜
（
上
對
下
的
賞
賜
）
」
意
思

相
反
；
朱
熹
字
元
晦
，
「
熹
（
光
明
）
」
與
「
晦
（
昏
暗
）
」
兩

字
意
思
相
反
。

桭
題
解
補
充

一
、
文
體
探
討

灱
說

　
　
「
說
」
為
一
種
文
體
，
類
似
今
日
的
議
論
文
。
本
文
所
謂
「
師
說
」

就
是
「
說
師
」
，
亦
即
為
一
篇
議
論
師
道
、
說
明
師
教
的
論
說
文
。

　
　
「
說
」
雖
是
議
論
文
體
，
卻
講
究
文
采
，
內
容
多
為
一
事
一
議
，

即
藉
由
一
事
或
一
種
現
象
來
表
達
作
者
對
事
物
或
問
題
的
見
解
，
經
常

具
有
以
小
見
大
的
敘
事
特
點
。
例
如
，
韓
愈
另
有
雜
說
四
篇
，
其
中
最

有
名
的
馬
說
，
通
篇
用
的
就
是
託
物
寓
意
的
寫
法
，
以
千
里
馬
不
遇
伯

樂
，
比
喻
賢
才
難
遇
明
主
，
全
文
寄
託
作
者
的
憤
懣
不
平
和
窮
困
潦
倒

之
感
（
當
時
韓
愈
初
登
仕
途
，
很
不
得
志
，
曾
三
次
上
書
宰
相
，
求
仕

不
遂
）
，
並
對
統
治
者
埋
沒
人
才
，
進
行
了
諷
刺
和
針
砭
；
唐 

柳
宗
元

捕
蛇
者
說
藉
捕
蛇
人
之
口
來
控
訴
賦
稅
的
罪
惡
，
以
此
表
達
他
對
政
府

徵
稅
問
題
的
看
法
，
提
醒
統
治
者
注
意
此
一
不
合
理
的
現
象
；
北
宋 

周

敦
頤
愛
蓮
說
，
則
是
藉
由
蓮
花
雅
潔
挺
立
的
特
點
，
比
喻
君
子
的
高
尚

美
德
。
至
於
此
篇
師
說
則
是
韓
愈
藉
著
弟
子
李
蟠
的
請
益
，
一
方
面
批

判
當
時
社
會
上
「
恥
學
於
師
」
的
不
良
風
氣
，
另
一
方
面
則
藉
機
大
力

倡
導
從
師
學
習
的
重
要
性
。

牞
序

　
　
「
序
」
也
作
「
敘
」
，
或
稱
「
引
」
，
最
初
作
為
「
書
序
」
，
用

於
說
明
著
作
的
旨
趣
及
經
過
，
原
本
放
置
在
書
籍
之
後
，
如
史
記 

太

史
公
自
序
、
說
文
解
字
敘
等
。
後
代
則
改
置
於
全
書
之
前
，
並
稱
在
書

前
者
為
「
序
」
，
在
書
後
者
為
「
跋
」
，
合
稱
為
「
序
跋
體
」
。
「
贈

序
」
與
「
書
序
」
不
同
，
贈
序
起
源
於
晉
，
盛
行
於
唐 

宋
，
它
是
由

詩
序
演
變
而
來
。
古
人
在
親
朋
故
舊
臨
別
之
際
，
常
設
宴
餞
別
，
飲
酒

賦
詩
，
並
由
某
人
為
這
些
詩
作
序
，
說
明
相
關
情
況
。
這
種
詩
序
和
一

般
的
書
序
性
質
相
近
，
後
來
則
演
變
為
無
詩
歌
唱
和
，
只
是
單
純
寫
一

作
者
、
題
解
補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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桭
語
句
剖
析

一
、
「
相
」
字
的
用
法

灱�

「
互
相
、
交
互
」
的
意
思
。
例
如
：
「
不
恥
相
師
（
不
以
互
相
拜
師

學
習
為
恥
）
」
。

牞 

指
示
兼
稱
代
的
作
用
（
指
代
詞
性
助
詞
）
，
動
詞
上
加
一
個
「
相
」

字
，
表
示
動
詞
下
面
省
略
了
「
人
稱
代
詞
」
。
例
如
：
「
不
恥
相

師
」
還
可
以
解
釋
成
「
不
以
拜
師
學
習
為
恥
」
，
「
相
」
在
此
有
指

示
兼
稱
代
的
作
用
，
表
示
動
詞
「
師
」
下
面
省
略
了
一
個
人
稱
代
詞

「
老
師
」
，
「
不
恥
相
師
」
就
是
「
不
恥
師
（
動
詞
）
老
師
」
。
又

如
：
「
承
蒙
來
信
相
告
」
，
句
中
的
「
相
」
便
指
示
出
動
詞
「
告
」

下
面
省
略
了
人
稱
代
詞
「
我
」
，
「
相
告
」
就
是
「
告
訴
我
」
的
意

思
。
大
概
古
人
用
語
特
別
講
究
含
蓄
委
婉
，
所
以
在
正
式
的
文
言
文

中
很
少
看
到
直
呼
「
你
、
我
、
他
」
等
人
稱
代
詞
的
句
式
，
所
以
才

有
了
「
相
」
字
的
這
類
用
法
。

二
、
「
所
以
」
的
用
法

灱
用
來
。
例
如
：
「
師
者
，
所
以
傳
道
、
受
業
、
解
惑
也
。
」

牞 

為
什
麼
。
例
如
：
「
聖
人
之
所
以
為
聖
，
愚
人
之
所
以
為
愚
，
其
皆

出
於
此
乎
？
」

犴 

因
此
。
例
如
：
文
天
祥
衣
帶
贊
：
「
惟
其
義
盡
，
所
以
仁
至
。
」

三
、
被
動
的
句
式
　
　
「
不
拘
於
時
」

　
　
此
句
省
略
主
詞
「
李
蟠
」
，
「
拘
」
是
述
語
，
「
於
」
是
介
詞
，

表
示
被
動
（
例
如
：
貽
笑
於
人
）
，
意
即
「
李
蟠
不
被
當
時
的
恥
師
風

氣
拘
束
、
影
響
」
。

四
、
「
師
」
字
的
涵
義

灱
名
詞
，
老
師

杕�

古
之
學
者
必
有
「
師
」
。

杌�

「
師
」
者
，
所
以
傳
道
、
受
業
、
解
惑
也
。

杈�

惑
而
不
從
「
師
」
，
其
為
惑
也
終
不
解
矣
！

杝�

道
之
所
存
，
「
師
」
之
所
存
也
。

杍�

古
之
聖
人
，
其
出
人
也
遠
矣
，
猶
且
從
「
師
」
而
問
焉
；
今
之
眾

人
，
其
下
聖
人
也
亦
遠
矣
，
而
恥
學
於
「
師
」
。

杚�

愛
其
子
，
擇
「
師
」
而
教
之
。

杋�

彼
童
子
之
「
師
」
，
授
之
書
而
習
其
句
讀
者
也
。

毐�

曰
「
師
」
、
曰
弟
子
云
者
。

氙�

聖
人
無
常
「
師
」
。

氚�

孔
子
曰
：
「
三
人
行
，
則
必
有
我
『
師
』
」
。
」
是
故
弟
子
不
必
不

如
「
師
」
，
「
師
」
不
必
賢
於
弟
子
。

牞
動
詞
，
學
習
、
請
教

杕�

生
乎
吾
前
，
其
聞
道
也
，
固
先
乎
吾
，
吾
從
而
「
師
」
之
；
生
乎
吾

後
，
其
聞
道
也
，
亦
先
乎
吾
，
吾
從
而
「
師
」
之
。

杌�

吾
「
師
」
道
也
，
夫
庸
知
其
年
之
先
後
生
於
吾
乎
？

杈�

於
其
身
也
則
恥
「
師
」
焉
。

杝�

或
「
師
」
焉
，
或
不
焉
。

杍�

巫
、
醫
、
樂
師
、
百
工
之
人
，
不
恥
相
「
師
」
。

杚�

孔
子
「
師
」
郯
子
、
萇
弘
、
師
襄
、
老
聃
。

詩
句
剖
析
、
課
文
補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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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
課
外
常
識
，
增
進
學
習
樂
趣
。

作
者
補
充

題
解
補
充

課
文
補
充

特
色
二

特
色
一

特
色
三

文
字
及

國
學
常
識

補
充
課
本
內
容
，
增
加
國
學
常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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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唐
宋
八
大
家
簡
介

姓
名

字

號
、
別
號

著
作

學
術
主
張
與
作
品
特
色

韓
愈

退
之

韓
昌
黎

韓
文
公

昌
黎
先
生
集

杕�

尊
儒
道
，
排
佛 

老
。
提
倡
古
文
運
動
，
散
文
以
﹁
載
道
﹂
為
主
。

杌�

文
章
說
理
精
確
，
氣
勢
渾
厚
。
有
﹁
文
起
八
代
之
衰
，
道
濟
天
下
之
溺
﹂
之
譽
。

杈�

以
散
文
方
式
作
詩
，
氣
勢
雄
偉
，
風
格
奇
崛
。

柳
宗
元

子
厚

柳
柳
州

柳
河
東

柳
河
東
集

杕�

主
張
﹁
文
以
明
道
﹂
，
與
韓
愈
同
倡
古
文
，
並
稱
﹁
韓
柳
﹂
。

杌�

以
遊
記
、
寓
言
、
議
論
之
作
見
長
。
遊
記
筆
鋒
精
練
、
語
言
清
麗
，
為
後
世
遊
記
的
楷

模
；
寓
言
幽
默
諷
剌
，
立
論
精
闢
。
議
論
結
構
嚴
謹
，
筆
力
強
勁
。

歐
陽
脩

永
叔

六
一
居
士

醉
翁

歐
陽
文
忠
公
集

新
五
代
史

新
唐
書

杕�

大
力
提
倡
古
文
，
反
﹁
西
崑
體
﹂
。
文
學
觀
點
師
承
韓
愈
，
主
張
﹁
明
道
致
用
﹂
。

杌�

散
文
平
易
曉
暢
、
深
入
淺
出
，
委
婉
深
情
。

杈�

以
文
為
詩
，
通
俗
流
暢
，
意
味
雋
永
。
詞
作
內
容
與
花
間
集
相
近
，
筆
觸
清
新
疏
淡
。

蘇
軾

子
瞻

東
坡
居
士

東
坡
全
集

杕�

文
章
如
行
雲
流
水
，
汪
洋
宏
肆
。

杌�

詩
縱
橫
恣
意
、
意
境
超
妙
。
詞
於
婉
約
風
格
之
外
，
另
開
創
豪
放
詞
風
。

蘇
洵

明
允

老
泉

嘉
祐
集

杕�

為
文
得
力
於
戰
國
策
、
史
記
。

杌�

擅
於
策
論
，
風
格
古
勁
簡
直
。

蘇
轍

子
由

潁
濱
遺
老

欒
城
集

詩
集
傳

杕�
長
於
政
論
和
史
論
文
章
，
風
格
汪
洋
淡
泊
。

杌�
詩
作
早
年
才
思
俊
逸
，
晚
年
歸
於
平
淡
。

曾
鞏

子
固

南
豐
先
生

元
豐
類
稿

杕�

濃
厚
的
儒
家
思
想
，
主
張
﹁
先
道
後
文
﹂
。

杌�

文
風
與
歐
陽
脩
相
近
，
並
稱
﹁
歐
曾
﹂
。

杈�

散
文
結
構
嚴
謹
，
說
理
透
闢
，
長
於
議
論
。

王
安
石

介
甫

半
山

王
荊
公

臨
川
先
生
文
集

杕�

重
道
崇
經
，
重
視
文
學
的
實
用
性
。

杌�

散
文
筆
力
雄
健
，
邏
輯
形
式
嚴
密
，
以
論
說
文
著
稱
。

杈�

詩
詞
清
新
淡
雅
，
自
成
一
格
。

教
學
補
給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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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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梣
師
說
結
構
表
梣

篇旨：宏揚師道

課
文
結
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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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用
表
格
整
理
：
教
學
補
充
，
綜
合
比
較
。

完
整
資
料
分
析
：
鉅
細
靡
遺
，
溫
故
知
新
。

延
伸
閱
讀
資
料
：
符
合
需
求
，
難
易
適
中
。

結
構
以
樹
狀
圖
分
析
，
層
次
清
楚
，
一
目
了
然
。

可
供
學
生
訓
練
文
章
組
織
能
力
，
及
了
解
範
文

之
基
本
架
構
。

特
色
四

文
章
結
構
表

特
色
五

教
學
補
給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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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寶典

1

第
一
課
　
世
說
新
語
選

第
一
課

　
世
說
新
語
選 

劉
義
慶

 

範
例 

：

牞 

王
藍
田
性
急
。
嘗
食
雞
子
，
以
箸
刺
之
，
不
得
，
便
大
怒
，
舉
以
擲

地
。
雞
子
於
地
圓
轉
未
止
，
仍
下
地
以
屐
齒
碾
之
，
又
不
得
。
瞋
甚
，

復
於
地
取
內
口
中
，
齧
破
即
吐
之
。
王
右
軍
聞
而
大
笑
曰
：
﹁
使
安

期
有
此
性
，
猶
當
無
一
豪
可
論
，
況
藍
田
邪
？
﹂
︵
忿
狷
︶

 

語
譯 

： 

王
藍
田
性
子
很
急
。
有
一
次
吃
雞
蛋
，
他
用
筷
子
去
插
雞

蛋
，
沒
有
插
到
，
便
十
分
生
氣
，
把
雞
蛋
扔
到
地
上
。
雞
蛋

在
地
上
旋
轉
不
停
，
他
便
從
席
上
下
來
用
木
屐
的
齒
踩
它
，

又
沒
有
踩
到
。
王
藍
田
憤
怒
至
極
，
又
從
地
上
拾
取
放
入
口

中
，
把
雞
蛋
咬
破
了
就
吐
掉
。
王
羲
之
聽
到
這
事
大
笑
著

說
：
﹁
即
便
是
王
安
期
有
了
這
種
個
性
，
尚
且
沒
有
絲
毫
優

點
讓
人
談
論
，
更
何
況
是
王
藍
田
呢
？
﹂

二
、
魏
晉
名
人
志

 

說
明 

： 

請
學
生
分
組
蒐
集
資
料
，
編
輯
一
本
魏
晉
名
人
志
作
為
學
期

報
告
。

 

目
標 

： 

訓
練
學
生
具
備
編
輯
刊
物
之
基
本
能
力
。

 

方
式 

： 

全
班
分
成
若
干
組
，
每
組
選
出
一
位
魏 

晉
名
人
作
為
報
導
主

題
，
撰
寫
約
三
頁
A4
的
介
紹
︵
人
物
生
平
、
軼
聞
、
作
品
、

圖
像
、
感
情
生
活
皆
可
︶
，
教
師
最
後
將
全
班
作
品
裝
訂
成

冊
，
統
整
為
一
本
小
雜
誌
。

壹
、
教
學
活
動

一
、
戲
說
新
語

 

說
明 

： 

引
導
學
生
演
出
世
說
新
語
中
的
著
名
篇
章
。

 

目
標 

： 

增
進
學
生
閱
讀
理
解
能
力
，
提
升
學
習
興
趣
。

 

方
式 

： 

教
師
將
學
生
分
成
若
干
組
，
並
先
選
印
世
說
新
語
中
一
些
適

合
學
生
演
出
的
知
名
篇
章
，
讓
學
生
先
行
閱
讀
，
然
後
各
組

選
擇
適
合
演
出
者
排
演
，
每
組
演
出
時
間
約
五
分
鐘
。

 

範
例 

： 

灱 

華
歆
、
王
朗
俱
乘
船
避
難
，
有
一
人
欲
依
附
，
歆
輒
難
之
。
朗
曰
：

﹁
幸
尚
寬
，
何
為
不
可
？
﹂
後
賊
追
至
，
王
欲
舍
所
攜
人
。
歆
曰
：

﹁
本
所
以
疑
，
正
為
此
耳
。
既
已
納
其
自
託
，
寧
可
以
急
相
棄
邪
？
﹂

遂
攜
拯
如
初
。
世
以
此
定
華
、
王
之
優
劣
。
︵
德
行
︶

 

語
譯 

： 

華
歆
、
王
朗
一
起
乘
船
避
難
時
，
有
一
個
人
想
依
靠
他
們
，

華
歆
為
這
件
事
感
到
為
難
。
王
朗
說
：
﹁
幸
好
船
上
還
寬
敞
，

為
什
麼
不
可
以
呢
？
﹂
後
來
賊
兵
快
要
追
到
他
們
的
時
候
，

王
朗
便
想
要
捨
棄
那
位
搭
船
的
人
。
華
歆
說
：
﹁
我
原
先
遲

疑
不
決
的
原
因
，
正
是
為
了
這
件
事
。
現
在
我
們
既
然
已
經

接
受
他
的
託
付
，
豈
可
因
危
急
而
把
他
拋
下
呢
？
﹂
於
是
仍

依
原
本
約
定
帶
著
他
避
難
。
世
人
便
依
這
件
事
而
判
定
華

歆
、
王
朗
兩
人
的
優
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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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課
　
世
說
新
語
選

軼
聞

趣
事

夜
間
果
然
有
人
來
偷
揭
。
可
在
月
色
下
一
看
，
見
這
副

對
聯
寫
得
太
不
吉
利
。
儘
管
王
羲
之
是
書
法
名
家
，
可
是
也

不
能
將
這
副
充
滿
凶
險
預
言
的
對
聯
取
走
張
掛
啊
！
偷
揭
的

人
只
好
嘆
口
氣
，
又
趁
著
夜
色
溜
走
了
。

初
一
早
晨
天
剛
亮
，
王
羲
之
即
親
自
出
門
將
昨
天
剪
下

的
下
半
截
分
別
貼
好
，
此
時
已
有
不
少
人
圍
觀
，
大
家
一

看
，
對
聯
變
成
：
﹁
福
無
雙
至
今
朝
至
，
禍
不
單
行
昨
夜

行
﹂
。
眾
人
看
了
，
齊
聲
喝
彩
，
拍
掌
稱
妙
。

犴
愛
鵝
成
痴

東
晉
時
期
歸
宗
寺
東
邊
有
一
座
道
觀
，
觀
裡
住
著
一
位

名
叫
陸
修
靜
的
道
士
，
非
常
喜
歡
王
羲
之
的
字
。

王
羲
之
愛
鵝
是
遠
近
馳
名
的
，
有
一
次
，
他
聽
說
某
村

的
一
位
老
婦
人
養
了
一
隻
極
漂
亮
的
大
白
鵝
，
就
邀
朋
友
一

同
前
去
觀
看
。
王
羲
之
心
想
有
可
能
的
話
，
屆
時
將
鵝
買
下

來
。
到
了
那
天
，
老
婦
人
因
為
貴
賓
要
拜
訪
，
而
家
裡
卻
沒

有
什
麼
可
以
招
待
，
想
了
想
，
就
把
唯
一
的
大
白
鵝
宰
了
宴

客
！
等
王
羲
之
和
他
的
朋
友
都
到
了
，
不
由
得
大
失
所
望
，

寒
暄
幾
句
後
便
失
望
而
返
。

不
久
，
這
件
事
竟
傳
到
道
士
陸
修
靜
那
兒
去
了
，
他

想
到
了
一
個
好
主
意
。
陸
修
靜
特
地
到
外
地
選
購
了
幾
隻

又
白
又
美
的
白
鵝
，
故
意
將
白
鵝
帶
到
王
羲
之
經
常
會

經
過
的
池
子
去
放
牧
。
一
天
，
王
羲
之
路
過
池
子
，
果

然
目
光
被
吸
引
住
，
在
池
邊
觀
察
很
久
。
後
來
索
性
就

問
陸
修
靜
可
否
將
白
鵝
都
賣
給
他
呢
？
陸
修
靜
故
意
搖

著
頭
說
不
行
，
並
說
道
：
﹁
你
愛
我
家
的
鵝
就
像
是
我

愛
你
的
字
一
樣
，
你
的
字
不
能
用
重
金
去
買
，
我
的
鵝

當
然
也
不
是
用
重
金
就
可
以
賣
的
。
﹂
王
羲
之
聽
後
，

覺
得
話
中
有
話
，
問
說
：
﹁
那
要
如
何
呢
？
﹂
陸
修
靜

假
好
心
地
說
：
﹁
如
果
你
真
的
很
想
買
，
我
當
然
也

軼
聞

趣
事

想
成
全
你
，
不
如
這
樣
好
了
，
就
麻
煩
你
幫
我
抄
一
本
﹃
黃

庭
經
﹄
，
然
後
我
就
將
所
有
的
鵝
忍
痛
送
你
。
﹂
王
羲
之
因

為
愛
鵝
成
痴
，
於
是
便
答
應
。

犵
畫
扇
濟
婦

一
天
午
後
，
王
羲
之
到
戶
外
散
步
，
突
然
遠
方
橋
面
傳

來
叫
賣
扇
子
的
聲
音
，
於
是
王
羲
之
驅
前
一
看
，
見
一
老
婦

帶
著
大
批
扇
子
正
在
叫
賣
。
王
羲
之
見
老
婦
面
色
凝
重
，
忍

不
住
詢
問
，
生
意
如
何
。
老
婦
嘆
了
口
氣
回
答
說
：
﹁
因
為

天
氣
涼
爽
所
以
都
沒
人
買
扇
子
，
賣
了
一
天
連
一
把
扇
子
都

賣
不
出
去
。
﹂

王
羲
之
靈
機
一
動
，
便
拉
著
老
婦
到
附
近
的
店
鋪
去
，

借
了
筆
墨
便
開
始
在
扇
子
上
寫
起
字
來
，
老
婦
一
看
，
哭
喪

著
臉
說
：
﹁
我
的
扇
子
本
來
就
賣
不
出
去
了
，
你
還
在
上
面

亂
寫
一
通
，
更
不
會
有
人
買
了
。
﹂

王
羲
之
對
著
老
婦
笑
著
說
：
﹁
不
要
著
急
，
待
會
你
帶

著
扇
子
到
人
多
的
地
方
去
賣
，
說
字
是
王
羲
之
寫
的
就
可
以

了
。
﹂
老
婦
不
得
已
只
好
照
著
王
羲
之
的
話
去
辦
，
果
然
一

下
扇
子
就
被
一
掃
而
空
。
隔
天
老
婦
又
帶
著
空
白
的
扇
子
來

找
王
羲
之
，
王
羲
之
笑
而
不
答
，
避
開
了
。
民
間
傳
說
紹
興

市
有
個
躲
婆
巷
便
是
指
王
羲
之
躲
藏
的
地
方
呢
。

貳
、
趣
味
語
文

一
、
析
字
謎
語

灱

有
一
天
，
紀
曉
嵐
到
金
山
寺
遊
覽
，
寺
內
住
持
趨
炎
附
勢
，
鄙
視

百
姓
，
紀
曉
嵐
看
在
眼
裡
心
有
不
悅
。
後
來
住
持
得
知
來
者
是
大
名
鼎

鼎
的
紀
曉
嵐
，
立
即
笑
臉
奉
承
，
臨
走
時
，
再
三
請
他
題
副
對
聯
。
紀

6463611H.indd   3 2015/2/26   上午 09:26:38

包
含
一
項
靜
態
活
動
，
如
：
文
藝

欣
賞
、
作
品
討
論
等
等
；
以
及
一

項
動
態
活
動
，
如
：
演
戲
歌
唱
、

小
組
競
賽
等
等
。

介
紹
貼
近
生
活
的
趣
味
語
文
資
料
，
如
：
謎

語
笑
話
、
歌
詞
分
享
、
現
代
趣
聞
等
等
。

5

第
一
課
　
世
說
新
語
選

 

原
文 

：
晉
明
帝
數
歲
，
坐
元
帝
膝
上
。
有
人
從
長
安
來
，
元
帝
問
洛
下
消

息
，
潸
然
流
涕
。
明
帝
問
何
以
致
泣
，
具
以
東
渡
意
告
之
。
因
問
明
帝
：

﹁
汝
意
長
安
何
如
日
遠
？
﹂
答
曰
：
﹁
日
遠
。
不
聞
人
從
日
邊
來
，
居

然
可
知
。
﹂
元
帝
異
之
。
明
日
，
集
群
臣
宴
會
，
告
以
此
意
，
更
重
問
之
。

乃
答
曰
：
﹁
日
近
。
﹂
元
帝
失
色
，
曰
：
﹁
爾
何
故
異
昨
日
之
言
邪
？
﹂

答
曰
。
﹁
舉
目
見
日
，
不
見
長
安
。
﹂
︵
夙
慧
︶

 

語
譯 

：
晉
明
帝
︵
司
馬
紹
︶
只
有
幾
歲
大
時
，
坐
在
元
帝
︵
司
馬
睿
︶
膝

上
。
有
人
從
長
安
來
，
元
帝
向
他
打
聽
洛
陽
的
情
況
，
潸
然
淚
下
。
明

帝
就
問
元
帝
為
何
流
淚
，
元
帝
把
王
室
東
渡
避
難
的
事
全
都
告
訴
他
。

接
著
問
明
帝
：
﹁
你
認
為
長
安
比
起
太
陽
哪
一
個
遠
？
﹂
明
帝
回
答
：

﹁
太
陽
遠
。
沒
聽
說
有
人
從
太
陽
來
，
當
然
可
以
知
道
太
陽
遠
。
﹂
元

帝
感
到
驚
奇
。
第
二
天
召
集
群
臣
宴
會
時
，
就
把
明
帝
的
說
法
告
訴
大

家
，
並
再
次
問
明
帝
。
明
帝
回
答
：
﹁
太
陽
近
。
﹂
元
帝
臉
色
一
變
，

說
：
﹁
你
說
的
為
何
跟
昨
天
不
一
樣
呢
？
﹂
他
回
答
：
﹁
抬
起
頭
來
只

看
到
太
陽
，
卻
看
不
到
長
安
。
﹂

參
、
重
點
整
理

一
、
形
音
義
補
充

灱
形
近
字

字

音

例

纂

纂

編
﹁
纂
﹂
、
﹁
纂
﹂
修
。

篡

竄

﹁
篡
﹂
位
、
﹁
篡
﹂
改
。

埤

必

松
柏
不
生
﹁
埤
﹂
︵
低
下
潮
溼
的
地
方
︶
。

杯

﹁
埤
﹂
汙
傭
俗
︵
通
﹁
卑
﹂
︶
。

皮

水
﹁
埤
﹂
︵
灌
溉
用
的
蓄
水
池
︶
。

俾

必

﹁
俾
﹂
能
自
立
︵
使
︶
。

婢

必

﹁
婢
﹂
女
。

痺

必

麻
﹁
痺
﹂
。

裨

必

﹁
裨
﹂
補
闕
漏
、
﹁
裨
﹂
益
。

睥

必

﹁
睥
﹂
睨
︻
亦
作
﹁
俾
倪
﹂
︼
。

卑

杯

謙
﹁
卑
﹂
、
﹁
卑
﹂
下
。

碑

杯

曹
娥
﹁
碑
﹂
、
﹁
碑
﹂
帖
。

牞
一
字
多
義

字

音

義

例

行

形

做
、
從
事

多
﹁
行
﹂
不
義
必
自
斃
。

走
、
走
路

寸
步
難
﹁
行
﹂
。

流
通

流
﹁
行
﹂
、
風
﹁
行
﹂
一
時
。

性

行
為
舉
止

品
﹁
行
﹂
、
德
﹁
行
﹂
、
操
﹁
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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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哻
虎
賁

　皇
帝
身
邊
的
護
衛
。

　哷
理
奪

　用
道
理
改
變
他
的
心
意
。

　

哸
情
求

　用
人
情
請
求
寬
恕
。

　哠
覈
問

　審
問
。

　唎
尋

　不
久
。

　

唃
頃
之

　一
會
兒
。

語
譯

許
允
擔
任
吏
部
侍
郎
時
，
所
任
用
的
部
屬
多
是
他
同
鄉
里
的
人
，

魏
明
帝
就
派
身
邊
的
護
衛
去
拘
捕
他
。
許
允
的
妻
子
出
來
告
誡
他
說
：

﹁
英
明
的
君
王
可
以
用
道
理
改
變
他
的
心
意
，
不
能
用
人
情
請
求
他
的

寬
恕
。
﹂
許
允
到
了
宮
廷
之
後
，
明
帝
審
問
他
。
許
允
回
答
說
：
﹁
孔

子
曾
說
﹃
舉
用
你
知
道
的
人
才
﹄
，
臣
的
同
鄉
，
都
是
臣
所
熟
知
的
。

請
陛
下
檢
核
這
些
人
是
否
稱
職
；
如
果
不
稱
職
，
臣
願
意
受
罪
領
罰
。
﹂

檢
核
完
畢
後
，
發
現
許
允
所
任
用
的
官
員
都
很
稱
職
，
於
是
就
釋
放
許

允
；
明
帝
看
到
許
允
的
衣
服
破
舊
，
又
下
詔
賞
賜
新
衣
。
一
開
始
，
許

允
被
捕
的
時
候
，
全
家
都
害
怕
地
大
哭
；
只
有
許
允
妻
子
阮
氏
從
容
自

在
地
說
：
﹁
不
要
擔
心
，
不
久
就
會
被
放
回
來
了
。
﹂
就
煮
了
小
米
粥

等
他
，
過
了
一
會
兒
，
許
允
就
到
家
了
。

簡
析

課
本
收
錄
文
章
中
桓
範
說
：
﹁
阮
家
既
嫁
醜
女
與
卿
，
故
當
有

意
。
﹂
從
上
面
這
則
故
事
可
知
桓
範
的
推
論
一
點
也
沒
錯
。
在
遇
到
自

己
的
丈
夫
被
皇
帝
下
令
收
捕
這
樣
危
急
之
事
，
阮
氏
不
但
交
代
丈
夫
該

如
何
應
對
，
還
預
知
應
會
無
罪
還
家
。
她
的
明
智
決
斷
、
從
容
冷
靜
，

令
人
歎
服
。

讀
後
測
驗

︵  

︶
杈
許
允
被
收
捕
的
原
因
為
何
？

　酎
因
直
言
勸
諫
得
罪
魏
明

帝

　酏
幫
鄉
人
作
擔
保
而
被
連
累

　釕
用
職
權
任
用
同
鄉

之
人
而
被
猜
疑

　釢
任
用
屬
下
不
稱
職
而
獲
罪
。

︵  

︶
杝
下
列
關
於
許
允
婦
的
言
行
說
明
，
何
者
有
誤
？

　酎
她

說
：
﹁
明
主
可
以
理
奪
，
難
以
情
求
﹂
，
是
知
道
魏
明
帝

是
個
可
以
理
性
溝
通
的
人

　酏
她
讓
許
允
穿
上
破
舊
的
衣

服
以
博
取
同
情

　釕
﹁
允
被
收
，
舉
家
號
哭
﹂
，
但
許
允

婦
卻
表
現
出
胸
有
成
竹
的
樣
子

　釢
許
允
婦
早
知
道
丈
夫

會
被
無
罪
釋
放
。

犵

謝
遏
絕
重
其
姊
，
張
玄
常
稱
其
妹
，
欲
以
敵
之
。
有
濟
尼
者
，
並

遊
張
、
謝
二
家
，
人
問
其
優
劣
，
答
曰
：
﹁
王
夫
人
神
情
散
朗
，
故
有

林
下
風
氣
；
顧
家
婦
清
心
玉
映
，
自
是
閨
房
之
秀
。
﹂
︵
世
說
新
語 

賢
媛
︶

語
譯

謝
遏
非
常
推
崇
他
的
姊
姊
︵
謝
道
韞
︶
，
張
玄
也
常
稱
讚
自
己
的

妹
妹
，
想
要
媲
美
謝
道
韞
。
有
個
叫
濟
尼
的
人
，
同
時
與
張
、
謝
兩
家

來
往
，
旁
人
問
他
二
位
女
子
的
優
劣
高
下
，
他
回
答
說
：
﹁
王
夫
人
︵
謝

道
韞
︶
神
情
開
朗
，
有
竹
林
賢
士
的
風
範
；
顧
家
媳
婦
心
地
高
潔
，
當

然
是
名
門
閨
秀
。
﹂

簡
析

謝
道
韞
是
一
代
才
女
，
本
則
以
另
一
名
門
閨
秀
對
比
出
她
的
才
氣

超
群
，
而
可
媲
美
前
輩
名
士
。

讀
後
測
驗

︵  

︶
杍
下
列
關
於
上
文
的
敘
述
，
何
者
正
確
？

　酎
張
玄
認
為

謝
道
韞
比
不
上
他
的
妹
妹

　酏
濟
尼
見
過
謝
道
韞
，
也
見

過
張
玄
的
妹
妹

　釕
謝
道
韞
嫁
給
顧
家
，
張
玄
嫁
給
王
家

　

釢
謝
遏
認
為
二
人
不
相
上
下
。

答
案

杕
A

　杌
C

　杈
C

　杝
B

　杍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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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課

　
世
說
新
語
選

派
別
︵
前
九
個
為
九
流
，
加
上
小
說
家
為
十
家
，
小
說
家
不
入
流
︶
。

但
當
時
的
﹁
小
說
家
﹂
指
的
是
記
錄
民
間
雜
事
、
異
聞
的
﹁
稗敗
官
﹂
︵
小

官
︶
。
班
固
漢
書 

藝
文
志
說
：
﹁
小
說
家
者
流
，
蓋
出
於
稗
官
，
街

談
巷
語
，
道
聽
塗
說
者
之
所
造
也
。
﹂
君
王
想
知
道
民
間
風
俗
民
情
，

於
是
設
立
稗
官
以
考
察
收
錄
一
些
民
間
雜
事
、
異
聞
等
瑣
屑
之
言
，
作

為
施
政
參
考
；
與
現
代
描
寫
刻
劃
人
物
、
鋪
陳
情
節
、
有
完
整
布
局
的

﹁
小
說
﹂
不
同
。
故
﹁
小
說
家
﹂
在
傳
統
圖
書
分
類
中
歸
入
﹁
子
部
﹂

而
非
文
學
類
的
﹁
集
部
﹂
。

三
、
延
伸
閱
讀

灱

曹
公
少
時
見
橋
玄
，
玄
謂
曰
：
﹁
天
下
方
亂
，
群
雄
虎
爭
，
撥
而

理
之
，
非
君
乎
？
然
君
實
是
亂
世
之
英
雄
，
治
世
哻
之
姦
賊
！
恨
吾
老

矣
，
不
見
君
富
貴
，
當
以
子
孫
相
累
哷
。
﹂
︵
世
說
新
語 

識
鑑
︶

哻
治
世

　太
平
盛
世
。

　哷
相
累

　託
付
你
。

語
譯

曹
操
年
輕
時
見
過
橋
玄
，
橋
玄
跟
他
說
：
﹁
天
下
正
亂
，
群
雄
像
猛

虎
相
爭
鬥
，
能
夠
出
面
治
理
亂
局
的
，
不
就
是
你
嗎
？
然
而
你
實
在
是
亂

世
中
的
英
雄
，
太
平
之
世
的
奸
賊
啊
！
真
遺
憾
我
已
經
老
了
，
不
能
見
到

你
飛
黃
騰
達
的
時
候
，
但
我
把
子
孫
託
付
給
你
，
請
你
關
照
他
們
。
﹂

簡
析

曹
操
尚
未
嶄
露
頭
角
時
，
善
於
知
人
的
橋
玄
就
看
出
曹
操
的
能
耐

與
性
格
。

讀
後
測
驗

︵  

︶
杕
下
列
關
於
上
文
的
敘
述
，
何
者
正
確
？

　酎
橋
玄
認
為
曹
操

生
於
亂
世
中
的
名
聲
比
在
治
世
中
好

　酏
橋
玄
認
為
曹
操
最

後
會
被
子
孫
連
累

　釕
橋
玄
在
曹
操
略
有
名
聲
時
即
認
識
他

　

釢
橋
玄
與
曹
操
相
識
時
即
預
測
日
後
天
下
將
會
混
亂
。

牞

人
餉響
哻
魏
武
一
桮杯
酪落
哷
，
魏
武
噉旦
哸
少
許
，
蓋
頭
上
題
為
﹁
合
﹂

字
以
示
眾
，
眾
莫
能
解
。
次
至
楊
脩
，
脩
便
噉
，
曰
：
﹁
公
教
人
噉
一

口
，
復
何
疑
？
﹂
︵
世
說
新
語 

捷
悟
︶

哻
餉

　送
食
物
給
人
。

　哷
桮
酪

　﹁
桮
﹂
同
﹁
杯
﹂
。
酪
，
乳
酪
。

　

哸
噉

　同
﹁
啖
﹂
，
吃
。

語
譯

有
人
送
魏
武
帝
一
杯
乳
酪
，
魏
武
帝
吃
了
一
點
，
就
在
杯
蓋
上
寫

了
﹁
合
﹂
字
給
大
家
看
，
大
家
都
不
曉
得
是
什
麼
意
思
。
依
次
傳
到
楊

脩
時
，
楊
脩
就
吃
了
一
口
，
說
：
﹁
主
公
要
我
們
一
人
吃
一
口
，
還
遲

疑
什
麼
？
﹂

簡
析

這
則
與
絕
妙
好
辭
一
樣
，
都
是
曹
操
、
楊
脩
以
﹁
析
字
﹂
來
鬥
智
，

表
現
出
楊
脩
的
才
智
出
眾
。
︵
﹁
合
﹂
字
可
拆
解
為
﹁
人
一
口
﹂
。
︶

讀
後
測
驗

︵  

︶
杌
下
列
關
於
上
文
的
敘
述
，
何
者
有
誤
？

　酎
魏
武
帝
喜

歡
賣
弄
才
學
，
測
試
屬
下

　酏
這
個
隱
語
的
表
現
手
法
和

﹁
絕
妙
好
辭
﹂
類
似

　釕
楊
脩
是
個
善
解
人
意
且
謙
虛
的

人

　釢
楊
脩
能
理
解
曹
操
的
心
意
。

犴

許
允
為
吏
部
郎
，
多
用
其
鄉
里
，
魏
明
帝
遣
虎
賁奔
哻
收
之
。
其
婦

出
誡
允
曰
：
﹁
明
主
可
以
理
奪
哷
，
難
以
情
求
哸
。
﹂
既
至
，
帝
覈何
問

哠
之
。
允
對
曰
：
﹁
﹃
舉
爾
所
知
﹄
，
臣
之
鄉
人
，
臣
所
知
也
。
陛
下

檢
校叫
為
稱
職
與
不否
；
若
不
稱
職
，
臣
受
其
罪
。
﹂
既
檢
校
，
皆
官
得
其

人
，
於
是
乃
釋
；
允
衣
服
敗
壞
，
詔
賜
新
衣
。
初
，
允
被
收
，
舉
家
號毫

哭
；
阮
新
婦
自
若
云
：
﹁
勿
憂
，
尋
唎
還
。
﹂
作
粟速
粥
待
，
頃頃
之
唃
，

允
至
。
︵
世
說
新
語 

賢
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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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字

音

義

例

行

航

職
業

﹁
行
﹂
行
出
狀
元
、
﹁
行
﹂
業
。

沆

剛
強
的
樣
子

子
路
﹁
行
行
﹂
如
也
。

撒

仨

施
展

﹁
撒
﹂
野
、
﹁
撒
﹂
嬌
。

排
泄

﹁
撒
﹂
尿
。

放
開

﹁
撒
﹂
手
不
管
。

灑

散
布

﹁
撒
﹂
鹽
、
﹁
撒
﹂
落
。

差

插

區
別

﹁
差
﹂
不
多
、
﹁
差
﹂
別
。

錯
誤

誤
﹁
差
﹂
、
﹁
差
﹂
錯
。

釵

派
遣

﹁
差
﹂
使
、
﹁
差
﹂
遣
。

疵

不
整
齊

參
﹁
差
﹂
不
齊
。

並

﹁
差
﹂
肩
而
坐
。

搓

通
﹁
搓
﹂
，
搓
磨

﹁
差
﹂
沐
。

覺

叫

睡
眠

睡
﹁
覺
﹂
。

通
﹁
較
﹂
，
相
差

乃
﹁
覺
﹂
三
十
里
。

絕

醒
悟

﹁
覺
﹂
醒
。

知
曉

察
﹁
覺
﹂
。

因

音

憑
藉
、
依
靠

柳
絮
﹁
因
﹂
風
起
、
﹁
因
﹂
地
制
宜
。

承
襲

﹁
因
﹂
襲
。

增
加
、
累
積

陳
陳
相
﹁
因
﹂
。

原
由

原
﹁
因
﹂
、
事
出
有
﹁
因
﹂
、﹁
因
﹂
果
。

由
於

﹁
因
﹂
事
請
假
、
﹁
因
﹂
公
出
差
。

字

音

義

例

相

香

彼
此
、
交
互
，
兩

方
面
都
進
行
的

互
﹁
相
﹂
、
﹁
相
﹂
看
兩
不
厭
、

﹁
相
﹂
視
而
笑
。

助
詞
，
表
示
動
作

是
由
一
方
對
另
一

方
進
行

實
不
﹁
相
﹂
瞞
、
下
馬
﹁
相
﹂
迎
。

向

審
視
、
察
看

﹁
相
﹂
時
而
動
。

幫
助

﹁
相
﹂
夫
教
子
。

容
貌

﹁
相
﹂
貌
堂
堂
。

犴
詞
語
判
別

相
似
詞

俄
而

片
刻
、
片
時
、
片
晌晌
、
剎
那
、
霎霎
時
、
少
頃廎
、

少
間
、
少
焉
、
俄
頃
、
移
時
。

才
女

詠
絮
才
、
詠
雪
之
慧
、
詠
雪
之
才
、
掃
眉
才
子

︻
比
喻
通
曉
文
學
的
女
子
︼
、
不
櫛
進
士
︻
不

束
髮
的
進
士
，
指
有
文
才
的
女
子
︼
。

才
思
敏
捷

七
步
之
才
、
脫
口
成
章
、
出
口
成
章
、
一
揮
而

就
、
倚
馬
千
言
、
文
無
加
點
、
孟
嘉
落
帽
。

易
混
淆

新
婦

魏 

晉
婦
人
自
稱
，

非
僅
指
新
娘

﹁
新
婦
﹂
所
乏
唯
容
爾
。

兒
女

泛
指
子
姪
輩

與
﹁
兒
女
﹂
講
論
文
義
。

可
見
一
斑

由
事
情
的
某
一
點
可

推
論
其
全
貌

現
今
氣
候
急
劇
變
化
，

環
境
遭
破
壞
的
後
果
﹁
可

見
一
斑
﹂
。

二
、
文
學
及
國
學
常
識

◎

﹁
九
流
十
家
﹂
中
的
﹁
小
說
家
﹂
不
是
﹁
小
說
家
﹂
？

先
秦
諸
子
思
想
有
所
謂
﹁
九
流
十
家
﹂
，
即
儒
家
、
道
家
、
陰
陽

家
、
法
家
、
名
家
、
墨
家
、
縱
橫
家
、
雜
家
、
農
家
、
小
說
家
等
十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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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
音
義
補
充
：
將
形
近

字
、
一
字
多
義
及
詞
語

判
別
以
表
格
形
式
清
楚

呈
現
。

2
文
學
及
國
學
常
識
：

補
充
與
該
課
相
關
的

文
學
及
國
學
常
識
。

3
延
伸
閱
讀
：
精
選
與
該
課
相
關
的
文
章
，

並
附
有
讀
後
測
驗
。

重
點
整
理

重
點
整
理

重
點
整
理



- 12 -

特色介紹：
◎彙整形音義、成語、文法、修辭

◎精選收錄古文名篇、詩詞佳句　

◎系統整理歷代作家、國學概要　

◎分析歸納寫作引導題型　　　　

◎詳盡解析歷屆考題　　　　　　

特色介紹：

◎介紹歷代文學發展脈絡

◎收錄高中高職建議古文

◎詳列各篇文章重點精華

國文複習解碼書 語文篇
作者：徐玉玲、徐玉舒、劉珮貞

定價：350 元
編製：附試題本，團購另贈

         教用命題光碟

另售：語文篇評量測驗卷 ( 共十二回 )

定價：60 元

作者：徐玉玲、徐玉舒、劉珮貞

國文複習解碼書 文選篇
作者：劉珮貞、徐玉玲、徐玉舒

定價：400 元
編製：分上下冊，團購另贈

         教用命題光碟

另售：語文篇評量測驗卷 ( 共二十回 )

定價：100 元

作者：周家嵐、徐玉玲、徐玉舒

國文統測 GO! GO! GO! (語文篇 )
作者：曾家麒、吳韋璉

定價：220 元

           ( 團購另贈教用命題光碟 )

另售：語文篇評量測驗卷

            ( 共七回 )
定價：35 元

特色介紹：

1. 文字工程師：
    以表列方式訓練形音義基本能力，

    附有應考小撇步，提供答題的秘訣

    技巧。

2. 文學化妝師：
    詳盡介紹修辭文法的意義、應用文

    的格式、及寫作測驗的範例。

國文統測 GO! GO! GO! (文選篇 )
作者：楊秀慧、曾家麒、

            吳韋璉、曾淑蓉

定價：360 元

          （團購另贈教用命題光碟）

另售：文選篇評量測驗卷

         ( 共十四回 )
定價：70 元

特色介紹：

1. 文章模特兒：
    精選歷代文章加以解析說明，附有

    統測風向球，分析統測出題方向。

2. 歷屆試題解析：
    解析歷屆統測考題，訓練答題技巧。

3. 收錄近五年統測國文考題詳解。

全方位實力養成總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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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實

根基
文言閱讀測驗魔法箱

作者：李虹瑩

定價：170 元 ( 團購另贈六回評量卷 )

白話閱讀測驗魔法箱

作者：黃政卿

定價：140 元 ( 團購另贈六回評量卷 )

特色介紹：
1.「題意引導」、「資訊整合」、「高職應用」三大作文單元。

2. 全書 60 回皆附題型說明與範文介紹，有效引導學生備戰統測作文。

3. 輔助學生撰寫各類應用文案。

4. 附有練習本，可供演練各式題型作文。

特色介紹：
1. 針對統測趨勢：選文深具故事性引起學生閱讀興趣。

2. 符合統測題型：採用「形音義」、「詞語」、「文法修辭」、

   「文章大意」、「文章賞析」等不同題型，加強學生應考能力。

3. 補充語文常識：增加「國學小精靈」單元，補充學生文學常識。

特色介紹：
1. 每篇文章都有精闢導讀，帶領學生掌握主旨內容、文章要義。

2.選文皆編有測驗題，使學生深刻瞭解文章，培養作答閱測的堅強實力。

3. 全書收錄六大主題：中國文化、現代文學、寰宇史地、科普散文、人

文管理和自然生態，完全符合統測文章類型，拓展學生閱讀視野。

統測作文練功寶典 (附 16K或 8K練習本 )
作者：潘麗珠 等

定價：300 元 

現代散文風華

作者：潘麗珠 等

定價：300 元  ( 團購另贈六回評量卷 )

特色介紹：
1. 收錄現代散文名篇（36 篇）及其賞析。

2. 涵括各類主題，符合生活審美需求。

3. 擴大閱讀視野，增進文學欣賞能力。

統測閱讀寫作 試在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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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國文降龍十八招
作者：陳凱鈞、李進益

定價：350 元

另附：

高職國文降龍十八招練功本

作者：陳凱鈞、李進益

另售：

高職國文降龍十八招評量測驗卷

( 共十八回 )

定價：90 元

作者：陳凱鈞、李進益

特色介紹：
1. 打破參考書資料堆砌模式，以填空式講義引導學生複習，記憶效果加倍。

2. 兼具主題和選文，且能在古文及各文類之間同步複習。

3. 內容精簡扼要，避免繁文冗句擴充版面，讓學生在最短時間記住最多重點。

4. 講義（功夫本）、 題本（練功本）、 考卷（實力演練），提供完整配套，進步幅度最大。

5. 售後作文批改系統：學生可透過書內帳號與密碼，到全華國文網站專頁上傳一篇作文，再

由本書作者批改回覆至學生 E-mail，提升本身寫作實力。

國文統測模擬試題甲卷

作者：吳韋璉 等

定價：120 元

另售：國文統測模擬試題

           甲卷分回本

編製：共 12 回，每回編有

           38 題選擇 +1 題作文

國文統測模擬試題乙卷

作者：沁影

定價：120 元

另售：國文統測模擬試題

           乙卷分回本

編製：共 12 回，每回編有

50 題選擇 +1 題作文 ( 可不計分 )

國文歷屆統測試題分類

作者：逸凡

定價：230 元

編製：依照國文統測 12 種考型，

            收錄近十年考題與解析

高三考前衝刺大補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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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刺

首選

統測力─國文奪分王

作者：曾家麒、逸凡

定價：200元
編製：收錄近十年國文統測試題

與解析，附三回模擬試題

統測力─國文模考王

(分回測驗卷 )
作者：全華評量中心

定價：160 元
編製：收錄全華歷年五次模擬考

            國文試題，共十回

統測力─國文重點王

作者：全華評量中心

定價：180元
編製：主書十二單元＋詳解本

特色介紹：
1. 介紹歷屆統測的考試題型，包括字音字形、字義、詞義句義、成語、修辭、詞

性語法標點、語文常識、文句重組、應用文、文化教材、文言文意、白話文

意等十二個單元。

2. 各單元採用填空式表格與條列式整理，有效複習國文考試重點。

3. 每單元亦附有「試題演練」，提供「模擬試題」、「歷屆試題」與「考前猜題」

等精選題目與詳盡解析，藉此將可提升應答能力與解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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