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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頁，共五頁 

 

 

 

二、非選擇題（共 8 分） 

請閱讀下文後，回答問題（共 8分） 

     

 

 

 

 

 

 

 

 

 

 

 

 

 

 

1、請根據上文完成下列表格：  

備註：1、一格 2分，共 6分，錯 1個字扣 1 分 

2、每個答案限制在 6字以內作答，每格超過限定字數最多得 1分 

2、文中引用劉禹錫「舊時王謝堂前燕」用以說明鹹味的什麼特質？ 

備註：1、此題 2分，錯 1個字扣 1分 

2、答案限制在 30字以內作答，超過限定字數最多得 1分 

 

第 1題作答區 

(1)       2分 

(2)       2分 

(3)       2分 

第 2題作答區 

          

2分           

          

 

 

味道 修辭手法 對味之形容 用味之道 

辣 
(1)  

王者之味 用辣宜猛 

甜 (2) (3)  

試題結束 

說明：下列為非選擇手寫題，請按照題號將答案以藍色或黑色原

子筆作答於答案卷作答區，若以鉛筆作答，則不予計分。 

 

 

 

    趙胖子喜歡叫曾先生「師父」，但曾先生從沒答理過。曾先生特愛和我

講故事，說南道北，尤其半醉之際。曾先生嗜辣，說這是百味之王，正因為

是王者之味，所以他味不易親近，有些菜中酸甜鹹澀交雜，曾先生謂之「風

塵味」，沒有意思。辣之於味最高最純，不與他味相混，是王者氣象，有君

子自重之道在其中，曾先生說用辣宜猛，否則便是昏君庸主，綱紀凌遲，人

人可欺，國焉有不亡之理？而甜則是后妃之味，最解辣，最宜人，如秋月春

風，但用甜則尚淡，才是淑女之德，過膩之甜最令人反感，是露骨的諂媚。

曾先生常對我講這些，我也似懂非懂，趙胖子他們則是在一旁暗笑，哥兒們

幾歲懂些什麼呢？父親則抄抄寫寫地勤作筆記。 

    有一次父親問起鹹苦兩味之理，曾先生說道：鹹最俗而苦最高，常人日

不可無鹹但苦不可兼日，況且苦味要等眾味散盡方才知覺，是味之隱逸者，

如晚秋之菊，冬雪之梅，而鹹則最易化舌，入口便覺，看似最尋常不過，但

很奇怪，鹹到極致反而是苦，所以尋常之中，往往有最不尋常之處，舊時王

謝堂前燕，就看你怎麼嘗它，怎麼用它。                                    

（節錄自徐國能〈第九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