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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共 40 題，每題 2.5 分，總分 100分；

範圍 L5~L6） 

1、清領時期，臺灣社會常常發生械鬥或民變，因此造成

社會動盪不安，當時動亂頻傳，主要原因最可能為下

列何者？  

(A)漢人的本性勇武好鬥，引起社會動盪  

(B)原住民土地遭侵占，被迫以武力抗爭 (C)移墾社會

的生存競爭激烈，利益衝突嚴重 (D)外商壟斷經濟大

權，引起當地漢人的不滿。  

2、下表是臺灣人口統計表，從康熙到嘉慶年間人口總數

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下列何者？  (A)工商業繁

榮，人口集中都市 (B)中國大陸漢人大量移民臺灣 

(C)治安良好，外國人民大量移入 (D)當地漢人出生率

上升，死亡率降低。 

年 代 人口總數 

康熙 22 年（1683 年） 33,640 

乾隆 29 年（1764 年） 666,210 

乾隆 47 年（1782 年） 912,920 

嘉慶 16 年（1811 年） 1,944,737 

3、俗諺說：「唐山過臺灣，心肝結歸丸。」是指渡海來臺

的先民，冒著危險尋找新的生存天地。請問：上述的

「唐山」指的是下列哪個地方？ (A)中國 (B)金門 

(C)朝鮮 (D)南洋。 

4、清領時期，由於下列中國哪兩個地區的漢人，因當地

謀生不易，許多人於是冒險渡海來臺，從事開墾？ (A)

浙江、雲南 (B)河北、山東 (C)貴州、江蘇 (D)福

建、廣東。 

5、清代，臺灣的客家歌謠：「勸君切莫過臺灣，臺灣恰似

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回），知生知死誰都難。」

說出了要渡過黑水溝的艱難，也點明當時移民者離鄉

背井的無奈。請問：上文中的黑水溝是指下列何處？ 

(A)太平洋 (B)臺灣海峽 (C)麻六甲海峽 (D)印度

洋。 

6、清領前期的械鬥主要以「閩、粵械鬥」與「漳、泉械

鬥」較多；這兩種械鬥的性質屬於下列哪一類？ (A)

性別 (B)祖籍 (C)職業 (D)姓氏。 

7、「清代最大規模的民變『林爽文事件』中，諸羅縣民曾

奮勇抵抗，事平後，皇帝為嘉勉義行，遂將諸羅改為

嘉義。」文中的「皇帝」是指下列何人？ (Ａ)順治 (B)

康熙 (C)雍正 (D)乾隆。 

8、清領時期，臺灣社會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

的現象；下列何者不是造成此種現象的主要原因？ 

(Ａ)會黨林立 (B)祕密結盟風氣盛行 (C)官吏良莠

不齊 (D)外國勢力介入。 

9、清領初期，某大臣曾向朝廷上書：讓人民都能組織家

庭，那麼民間就不會發生這麼多的動亂。請問這位大

臣是針對清政府哪一項措施而提出的建議？ (A)劃

界封山 (B)開港通商 (C)渡臺禁令 (D)漢番通婚。 

10、安安要以郭懷一、朱一貴、林爽文等人為對象寫一篇

報告，這份報告最可能在探討下列哪一主題？ (A)

科舉選才的機會不均 (B)民間百姓的反抗事件 (C)

行會組織的貿易衝突 (D)地方官紳的改革運動。〔93

基測〕 

11、清領前期，漳州人阿華移民來臺，他為求前途平安，

最有可能將哪一位原鄉信仰的神明帶來臺？ (A)開

漳聖王 (B)保生大帝 (C)三山國王 (D)關聖帝君。 

12、小夏在書上讀到：「從早期到現在，臺灣地區民眾對

於自己的祖籍或出生地的說法有明顯的改變。初來臺

時，他們稱自己是潮州人、泉州人等，但現在多改用

和臺灣地名相關的說法，例如彰化人、臺北人。」根

據上述內容提到的轉變判斷，作者最主要應是在印證

下列哪一個觀點的發展？  (A)移民風潮仍然興盛 

(B)認同臺灣這塊土地 (C)營造新的臺灣精神 (D)

融合多元文化價值。〔93 基測〕 

13、清領時期，來臺漢人的宗族組織可分為「唐山祖」和

「開臺祖」；這是以下列哪一種性質來區分？ (A)

出生的省籍 (B)從事的職業 (C)祭祀的對象 (D)

信仰的儀式。 

14、清領時期，在臺的羅漢腳舉目無親、流離失所，死後

無人照料，遺骨暴露，於是有民間善心人士為之收

殮，立廟祭祀。下列哪一種廟宇的性質是符合上述內

容？ (Ａ)有應公廟 (B)天后宮 (C)指南宮 (D)霞

海城隍廟。 

15、臺灣有一個族群，具有「唱山歌」、「喝擂茶」、「做油

紙傘」及「祭拜三山國王」的傳統文化特性，這個族

群有可能是來自於中國哪一地方？ (Ａ)溫州 (B)漳

州 (C)杭州 (D)潮州。 

16、清領前期，阿水家境貧寒，如果他想要接受教育的話，

最有可能到下列哪一個機構就讀？ (A)儒學 (B)書

院 (C)義學 (D)私塾。 

17、承上題，當時居住在台灣偏僻地區原住民可以在下哪

一種教育機構就學？ (Ａ)社學 (B)書院 (C)儒學 

(D)私塾。 

18、新竹市有座進士第，是清領前期開臺進士鄭用錫的府

邸；當時鄭用錫要去參加科舉考試，他應該要到下列

哪一地區應考？ (Ａ)江蘇省 (B)河北省 (C)福建

省 (D)廣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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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老師告訴同學「筷子」在閩南話念成「ㄉㄧ」或「ㄉ

ㄨ」，客家話會念成「ㄓㄨˋ」，同一個字或詞會有不

同讀法的現象，與下列哪一選項最有關係？ (A)受

荷蘭人使用羅馬拼音的影響 (B)清廷正在研究各地

方言的發展 (C)受臺灣原住民族不同語調的影響 

(D)清領時期渡海來臺漢人祖籍不同的關係。 

20、由下列哪一情形的出現，可得知在清領時期臺灣的文

教風氣已逐漸開展？ (Ａ)宗教信仰的普及 (B)行政

區劃的增加 (C)教育機構的增多 (D)移入人口的成

長。 

21、清領後期，臺灣因為下列哪些產物大量銷往海外，帶

動城鎮興起，使得經濟重心逐漸由南部移往北部？ 

(Ａ)稻米與蔗糖 (B)茶葉與樟腦 (C)咖啡與鹿皮 

(D)鴉片與藥材。 

22、臺灣開港通商後，下列哪一國的商人在今日臺南安平

建立貿易據點，即德記洋行，現改為「臺灣開拓史料

蠟像館」？ (A)美國 (B)英國 (C)法國 (D)德國。 

23、臺灣茶葉風味獨特，開港通商後，成

為最大宗的輸出品；當時的茶葉大部

分由右圖中的哪一港口輸出？  (A)

甲 (B)乙 (C)丙 (D)丁。 

24、清領初期，清廷對臺政策原本是消極

的治臺，隨著下列哪一因素的出現，

治臺態度始轉為積極？ (A)發現豐

富的煤礦 (B)移民人數的增加 (C)西方列強的侵略 

(D)臺灣貿易量的成長。 

25、右圖是玲玲在臺灣史報告時所使用的圖片，依圖片內

容判斷，報告的主題

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荷西統治與南北開

發 (B)臺灣設省與劉

銘傳的建設 (C)開港

後的傳教活動與醫療

服務 (D)日本統治時

期官方醫療體制的建

立。〔100.北北基〕 

26、承上題，上述玲玲報

告的內容，是在下列哪一場戰爭之後，才有的情形？ 

(A)鴉片戰爭 (B)英法聯軍 (C)中法戰爭 (D)甲午

戰爭。 

27、清領後期，臺灣開港通商後，西方傳教士紛紛來臺推

廣基督教，他們往往藉由下列哪一種方式來推廣傳教

事業？ (A)透過醫療與成立教育機構 (B)對台灣民

眾提供大量的經濟援助 (C)為羅漢腳提供就業機會 

(D)鼓勵民眾捐款建教堂。 

28、西元 19 世紀中葉，臺灣開港通商後，外國商人紛紛

在通商口岸，設立下列哪一種機構從事貿易？ (A)

公會 (B)行郊 (C)會館  (D)洋行。 

29、清領後期，臺灣開港通商後，下列哪一種物品成為主

要的進口商品？ (A)紡織品 (B)軍火用品 (C)鴉

片 (D)藥材。 

30、下列哪一座建築物可以做為清代臺灣開港通商後，外

國傳教士來臺傳教所遺留下來的見證物？ (A)臺南

安平古堡 (B)淡水紅毛城 (C)基隆海門天險 (D)

淡水牛津學堂。 

31、清同治年間，日本出兵臺灣，事後，中日雙方議和，

清廷除了付出賠償費外，還承認日本出兵行為是「保

民義舉」。清廷的處理方式，產生下列哪一種結果？ 

(A)日後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B)對日賠款造成清

廷財政上極大的負擔 (C)琉球後來被日本併吞 (D)

臺灣原住民對日更加仇視。 

32、承上題，上述內容是指下列哪一歷史事件？ (A)霧

社事件 (B)英法聯軍 (C)甲午戰爭 (D)牡丹社事

件。 

33、玉山國家公園內的八通關古道，是清領時期所修建的 

一條通往後山的道路，其此道路開鑿的目的為下列何

者？ (A)防止漢人入侵原住民的居住地 (B)實施開

山撫番政策 (C)嚴防盜匪盜採山林資源 (D)為讓政

令傳達方便。 

34、承上題，八通關古道是下列哪一人治臺時的建設成果

之一？ (A)沈葆楨 (B)丁日昌 (C)劉銘傳 (D)邵

友濂。 

35、承第 34 題，清朝統治時代後期，該名欽差大臣在臺

灣積極修建炮臺的主要目的為下列何者？ (A)抵抗

外來侵略 (B)消耗建設經費 (C)防止原住民暴動 

(D)與西方列強競爭。 

36、承第 34 題，該名欽差大臣曾奏請清廷，取消渡臺限

制。此項禁令的取消，對日後臺灣的發展帶來下列哪

一種影響？ (A)漢番衝突越演越烈 (B)會黨結盟情

形有增無減 (C)移民人口擴增，拓墾範圍增加 (D)

男女人口比例嚴重失衡。 

37、清領時期，臺灣建省前曾先後遭到下列哪些戰爭的波

及？ (A)鴉片戰爭、第一次英法聯軍 (B)甲午戰

爭、八國聯軍 (C)牡丹社事件、中法戰爭 (D)朱一

貴事件、第二次英法聯軍。 

38、沈葆楨和劉銘傳治臺期間，皆有增設行政區，其中「臺

灣府」是各設在下列何地？ (A)前者設於新竹，後

者設於苗栗 (B)前者設於臺東，後者設於高雄 (C)

前者設於花蓮，後者設於嘉義 (D)前者設於臺南，

後者設於臺中。 

39、下列哪一位清廷巡撫在治臺期間，鋪設從臺灣府至安

平、旗後的電報線，有利於訊息的互通有無？ (A)

唐景崧 (B)邵友濂 (C)劉銘傳 (D)丁日昌。 

40、沈葆楨、劉銘傳兩人在臺推行的建設中，下列哪一選

項為兩人建設臺灣的共通點？ (A)皆曾清理田賦 

(B)皆曾開山撫番 (C)皆曾修築鐵路 (D)皆曾開拓

宜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