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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西周金文的內容有多種類型，請舉其中三種介紹之。（15%） 

 

二、出土文獻對古漢語的校讀有何助益？請舉三例說明之。（15%） 

 

 

三、《爾雅‧釋詁》：「林、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此種訓詁方式一

般稱之為「同訓」。請問其中「林、烝」與「君」的關係是什麼？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

十六有「二義不嫌同條」的說法，能否用來解釋上述《爾雅‧釋詁》的訓詁？（10%） 

 

四、《左傳‧隱公元年》：「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

故名曰寤生，遂惡之。」杜預《注》：「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惡之。」請問杜預的解釋

正確嗎？如果不對，他犯了何種錯誤？（請引用古人原文回答）又正確的解釋是什麼？（10%） 

 

五、何謂「言語」？何謂「語言」？何謂「語言學」？ 
  試舉例說明如何利用語言學的觀念和方法來分析文學作品。（25%） 
 

六、古音學之起源為何？試舉例說明如何利用上古音來研究古文字。（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