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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學 

中四級 上學期考試 (2020-2021) 

中國歷史科 

（一小時二十分鐘） 

 

日期：二零二一年一月六日     姓名：                         

時間：上午十時三十分至上午十一時五十分  班別：      班號：       

 

考生指引： 

1. 本試卷總分為 50 分。 

2. 本卷共設三題，第一部份為 必答題 ，考生均須作答；第二部份設兩題，考

生須 選答一題，每題所佔的比重相同。 

3. 考生必須將所有答案寫在答題紙上，每題（非指分題）必須另起新頁作答 。 

 

第一部份：此題必答，佔 25 分。 

1. 資料一：北魏君主的漢化措施 

在位君主 所用漢人 漢化措施 

北魏道武帝 鄧淵、王德 設立太學，置國子博士 

北魏明元帝 崔浩 提升太學地位，改名中書學 

北魏太武帝 崔浩 設立尚書省，按儒家觀念制定律令 

 

資料二：鮮卑皇族青年拓跋剛的個案 

北魏時，一位鮮卑皇族青年拓跋剛原居平城，太和十七年（公元 493 年），他隨

孝文帝遷居洛陽，此後他的生活起了很大變化。新姓氏、新語言既要努力適應，

新的郡太守一職令他工作繁忙，還要與青梅竹馬的鮮卑女子分手，重新物色結婚

對象了。 

 

資料三：王通《中說》 

元魏（北魏）一朝之有雄主，有誰能夠和孝文帝相比呢？中國之道在五胡亂

華後沒有消亡，是有賴孝文帝的努力啊。 

 

資料四：關於西晉的政治狀況 

 中正官操縱九品之權，得上品者，不是親貴的子孫，就是掌權者的兄弟 

 晉武帝不僅允許官員按官品佔有土地和人口，而且還規定士人子孫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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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根據資料一，闡析孝文帝在位時期推行全面漢化的一項原因。（2 分） 

(ii) 資料二的内容反映了北魏孝文帝的哪四項漢化政策？（2 分） 

(iii) 承上題，試任選資料二中的兩項漢化政策，論證其如何達至漢化目的。（6 分） 

(iv) 資料三對於孝文帝有何評價？這項評價如何從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中反映出來？

試依據史實，加以闡析。（5 分） 

(b)   (i) 資料四反映了西晉時期士族崛起的哪兩項因素？試援引資料四，並結合史實加

以說明。（4 分） 

(ii) 試根據所學，論證「東晉的皇族與士族互相扶持，又互不信任」。（6 分） 

 

第二部份：本部份共設兩題，考生須 選答一題，佔 25 分。 

 

2.資料一：改寫自黎東方《細說秦漢》 

秦和漢都是天下既已一統的格局，如何應對政治上權力的集中，解決中央與地

方的對立；經濟上則統一幣制，打擊豪強富賈；並統一帝國臣民們的思想，嬴

政與劉徹在經過深思熟慮後，都作出了決策。 

 

 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闡析秦始皇與漢武帝的統治政策如何達至中央集

權。 (25 分) 

 

3.資料一：改寫自錢穆《秦漢史》 

王莽之篡漢，一方面憑借於外戚之勢者，另一方面則也是漢末人心思變所致，

此其所由以默移漢祚，而使人心相安於不自覺也。 

 

資料二：東漢政治簡表 

君主 太后 外戚 事件影響 

A 竇太后 E 竇氏子弟充斥朝堂，在位君主不滿竇氏專權，依靠

宦官鄭眾誅除竇氏，鄭眾因功封侯。 

漢殤帝 鄧太后 鄧騭 宦官江京誣蔑鄧騭廢立漢安帝，鄧騭絕食而死，宦

官聯合外戚閻氏，共掌朝政。 

漢順帝 閻太后 閻顯 宦官孫程發動政變殺閻顯，擁立順帝。 

B 梁太后 F 宦官單超等人誅殺梁氏，單超等宦官被封侯，自此

他們的親族皆可「不賢而委政」。 

C 竇太后 竇武 竇武與陳蕃密謀誅除宦官，反遭宦官所害。 

 

(a) 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闡析王莽成功篡漢的原因。(10 分) 

(b) 在答題紙上寫出 A、B、C、E、F 所代表的東漢君主及外戚名稱。(5 分) 

(c) 根據資料二，並結合史實，闡析東漢戚宦相爭對國運的影響。 (10 分) 

試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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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中四中史上學期期考參考答案 

第一題： 

(a) 根據資料一，王莽得以建立新朝有哪兩項天時因素？(2 分)試從資料二各援

引一項證據加以説明。(6 分) 

漢祚中衰(1 分)：從資料二可見，成帝、哀帝、平帝皆無子嗣繼位 /哀帝、平帝均

短祚，在位分別只有六年和五年，於是王莽得以策立九歲的平帝和兩歲的子嬰 (年

幼)為皇帝。(3 分) 

元帝的皇后王氏長壽(1 分)：從資料二可見，哀帝時傅、丁兩太后均已先死，但

王太后長壽，遂得以成為宮廷的主人，復任王莽為大司馬輔助朝政。(3 分) 

1. 考生只抄錄資料一，沒有清楚指出哪兩項天時因素，不給分。 

2. 第一項因素應與王氏家族有關，如考生寫王氏長壽/王氏勢大/外戚專權，均可

給分。 

3. 第二項因素應與漢室有關，如考生寫君主年幼/君主早死/君主無子嗣繼位，均

可給分。但考生寫君主昏庸，則不給分。 

4. 第一部分「天時因素」恰當，但舉例未能支持觀點，只給「天時因素」分數。 

5. 如考生在第一部分未能準確寫出天時因素(如寫假借名義)，但第二部分能援

引證據寫出相關漢祚中衰的情況，證據部分照給分。 

6. 證據部分採 2+1 比重，例證佔 2 分，這天時因素如何有助王莽建立新朝佔 1

分。(說明) 

 只抄錄資料，如成帝死由姪兒繼位，哀帝死由宗室繼位，只給 1 分。 

 能舉例子，然後歸納特色，給 2 分。如君主年幼即位(1 分)，平帝九歲

即位，子嬰兩歲即位。(1 分) 

7.題目要求從資料二援引證據，因此援引資料二以外的例子，證據不給分。 

 

(b) 資料一的作者對王莽的評價如何？(1 分)試從資料一援引兩項證據支持你的

看法。(6 分) 

資料一對王莽的評價是負面的。(1 分) 

資料一以「詭托」來描述王莽自比周公輔助成王(2 分)，「詭」一字屬貶義。(1 分) 

資料一認為王莽因憑藉王太后的權勢脅迫所致(2 分)，並非靠個人實力。(1 分) 

或 

資料一認為王莽憑藉王太后的權勢才得以建立新朝。(3 分) 

資料一指出「王莽憑藉王太后的權勢而得以輔助朝政，於是可由安漢公而攝政，

再進而成為真皇帝。(3 分) 

資料一指出基於「權勢脅迫」(1 分)，才有官吏百姓對王莽歌功頌德及擁戴。(2

分) 

評價部分： 

1.「正面」或相類字眼不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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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面/差/不認同/諷刺等相類字眼，給 1 分。 

 好壞參半，給 0.5 分。 

 寫出對王莽或王莽能夠篡漢的具體評價，如理解恰當，可給 3 分。 

 部分考生誤解「權勢脅迫」一詞，以為王莽並不情願，脅於民情而登上皇位。 

2.每項證據，引例佔 1 分，解釋佔 2 分。 

 

(c) 史家認為王莽篡漢，「是一個必然的事和偶然的事交會的結果。」試加以析

論。(10 分) 

史家認為王莽篡漢，「是一個必然的事和偶然的事交會的結果。」現試加以析論。 

 

＊ 必然的事：根據資料三，「必然的事」指漢代衰敗，「在一般百姓眼中，覺得

要改制和易代。」西漢國勢在武帝時達到顛峯，但亦出現滑落的趨勢。政治方面，

元帝以來，君主大都昏庸無能，元、成、哀、平四帝不是荒淫無度，生活奢侈，

就是年幼繼位，無力理政，令外戚得以乘機掌權，敗壞朝政。社會方面，如資料

二所述，西漢末年，土地兼併嚴重，貴族、豪強大都依仗權勢，「多規良田」，使

農民失去耕地，成為流民或奴婢。由於漢末政治黑暗，天災頻仍，導致「五德終

始學說」在社會上日漸流行。當時儒生好談災異、祥瑞，常將自然災異視為上天

對政權的態度，漢末的政治、社會危機和天災，令儒生相信漢室已衰，皇帝應退

位讓賢，將帝位傳給新的聖人。王莽的新朝便從這一個觀念下產生。（3 分） 

 

除資料三提及的漢代政治、社會衰敗外，資料一的王氏專權也是一個「必然的

事」。漢成帝時，外戚王氏因元帝皇后王政君的關係，獨攬政權。成帝在位二十

多年間，王氏家族九侯、五大司馬，成為西漢外戚中當權最久的一族。王莽是太

后王政君的姪兒，深得姑母的寵信，又藉叔伯們的餘蔭，使他能以大司馬的身分

總攬朝政，造就了篡漢立新的機會。（3 分） 

 

＊ 偶然的事：「偶然的事」是指在人心思變的情況下，王莽因緣際會，利用機會，

即外戚身分和當時政治社會狀況，創造篡漢的有利條件。在外戚身分方面，王氏

家族權勢雖盛，但王氏一族子弟眾多，何以獨王莽能得姑母、叔伯的歡心，獲提

拔和重用？這是因為王莽善於矯飾，在人前刻意表現得恭儉勤謹、酷愛儒學，沒

有像其他王氏子弟般驕奢淫逸，因而得到姑母和叔伯的推重，從小小的黃門郎擢

升為大司馬，掌握實權，並進而部署篡漢稱帝的計劃。（3 分） 

 

在當時政治社會情況方面，針對漢末的政治社會動盪，王莽廣施惠政，收攬民心。

如他廣封前代宗室諸王及功臣後裔百餘人；捐田三十頃、錢百萬來救濟貧民；擴

充京師太學，為學生修築宿舍一萬間，並命令郡國縣邑設立學校。這些措施，使

王莽獲得了朝臣及在野儒士的擁護和讚美。誠如班固在《漢書．王莽傳》所記載，

王莽「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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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3 分） 

 

王莽還利用社會上盛行「五德終始說」，假借符命、祥瑞，把自己包裝成人所期

待的「新聖人」，應當受孺子嬰「禪讓」，建立新朝。如武功縣掘出一塊大石，上

面寫了「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王莽遂以「假皇帝」攝政。其後哀章獻上兩個銅

櫃，一個櫃上寫「天帝行璽金匱圖」，另一個寫「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

大意是指王莽應當做真皇帝。王莽即接受了這兩個銅櫃，以孺子嬰「禪讓」為名，

自立為帝，改國號「新」。（3 分） 

 

總括而言，王莽篡漢，是「一個必然的事和偶然的事交會的結果。」因為西漢末

年政治、社會秩序大亂，加上「五德終始說」流行，使百姓渴望有新聖人的出現。

王莽遂利用這時機，推行善政，偽造禪讓的根據，故最終能改朝換代。 

 

第二題： 

(a) 試就資料一、資料二和資料三，並就你所知，分析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原因與

影響。(10 分) 

 

秦始皇為了維持國家的大一統和安定，遂以焚書坑儒的方法，禁止人們「以

古非今」，從而統一思想，鞏固統治。現就資料一、資料二和資料三，分析秦始

皇焚書坑儒的原因與影響。 

 

焚書坑儒原因：如資料一及資料二所言：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下令除博

士官藏書、秦國史書及醫藥、卜筮、種植等書籍外，所有《詩》、《書》、百家語

和史書一律燒毀，「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目的是讓朝廷壟斷學術，以及箝

制人民的思想言論。從而確保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國，鞏固朝廷的統治。（3 分） 

 

除了焚書外，秦始皇更如資料二及資料三所言：「阬術士」。秦始皇曾多次派

方士入海求不死藥，耗費許多金錢，但大都一去不返。當時，方士侯盧二生，因

不滿始皇的行為，背地譏評了一番，相率逃去。始皇大怒，命令御史追查，方士、

儒生互相告密，最後秦始皇親自圈定 460 餘人，把他們活埋在咸陽。秦始皇藉此

箝制人民的思想言論，使天下人不敢妖言誹上，維護皇帝的權威。（3 分） 

 

焚書坑儒影響：首先，秦始皇焚書坑儒，使人民思想不得自由。規定「《詩》、

《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使法家思想

在秦朝定於一尊。「以古非今者族」的規定，以及秦始皇坑殺批評朝政的儒生，

更是對思想、言論的絕對箝制，妨礙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如學者杜維運在《中國

通史》所說：「戰國時代思想言論的自由傳統，至此已消逝於天地之間。」其次，

焚書坑儒亦摧殘了中國文化。焚書令規定「史官非秦記」、「《詩》、《書》、百家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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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一律燒毀，使很多文獻古籍遭受浩劫，例如資料三所言的「六蓺從此缺焉」，

對後世的學術研究，甚至中國文化都造成損失。（5 分） 

 

總而言之，秦始皇焚書坑儒，「最要所禁制者，實為以古非今」，其次是箝制

人民的思想言論。秦始皇透過「以古非今者族」、坑殺曾譏諷他的方士、儒生，

使法家思想在秦朝定於一尊，妨礙了學術思想的發展。焚燒「《詩》、《書》、百家

語者」，更造成了中國文化的損失。 

 

(b) 漢武帝如何解決資料四及資料五所提及的問題？試援引有關史實加以析

論。(15 分) 

漢武帝面對諸侯勢力坐大的問題，頒行了「推恩令」，把諸侯國分細，以削 

弱其影響力；又經常借故削奪封國權力，以解除諸侯對中央的威脅。 

首先，針對資料四漢武帝藉「推恩令」削減諸侯的勢力。武帝繼位時，「諸侯既 

強，七國為縱」，諸侯王勢力龐大，故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令」， 

規定諸侯王必須把領地分封給眾子弟，「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因而減弱了諸侯

的勢力。「推恩令」的推行，使諸侯王國逐漸分出許多小侯國，這些小侯國列侯

只能享用衣食租稅，不能過問政治。隨著諸侯的封國面積越分越小，勢力大減，

不再對中央構成威脅。 

 

此外，漢武帝又常借小事廢掉諸侯王，如藉口諸侯的「坐酌金」不足，褫奪其 

權位。漢制規定，每年八月皇帝大祀宗廟時，諸侯必須獻金助祭，稱為「酎金」。

漢武帝經常在這件事上挑剔，凡諸侯所獻酎金成色與數目稍有不合，便取消其爵

位。武帝在位期間，因罪被廢的諸侯達 113 人，當中因酎金而被廢者佔大多數。

由於大量諸侯被廢，諸侯勢力隨而瓦解。 

 

針對資枓五，當諸侯勢力瓦解後，漢武帝為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便全面推 

行郡縣制，以加強中央集權。漢武帝推行郡縣制，郡的組織與秦相同，郡設郡 

守；郡之下有縣，大縣設縣令，小縣設縣長。郡縣全部官員由皇帝任免，接受中

央指令辦事，從此中央得以嚴密控制地方施政。 

 

另一方面，武帝又設立刺史，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監察。由於郡縣多，不便於監察

但容易控制；地方郡縣少，則便於監察但不便控制，漢武帝遂將全國各郡分隸於

十三個監察區，以同時易於監察和控制地方。這些監察區稱為「州」，長官稱刺

史，由御史中丞統領。刺史須根據中央所頒發的「六條問事」，定期巡視所部郡

國，監察州內的官員和豪強，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管制。武帝在設立刺史的同時，

亦任用一批執法嚴厲的酷吏，打擊橫行不法的地方豪強，消除中央集權的阻力。 

 

總結而言，漢武帝即位以後，頒行「推恩令」，並常借小事廢掉諸侯王，瓦解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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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勢力；武帝又全面推行郡縣制度，設刺史監察地方，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管制，

避免地方專權，以達致長治久安。（15 分） 

 

第三題： 

(a) 資料一所謂的「政治中心的南移」，與北魏孝文帝的哪一項漢化措施有關？

試說明他把「政治中心南移」的原因。(2 分) 

遷都洛陽(1 分) 

孝文帝希望透過遷都來進行全盤漢化，刺激族人及削弱保守貴族的勢力。（1

分） 

(b) 試說明北魏孝文帝在社會方面的四項漢化措施。(8 分) 

禁止歸葬：洛陽的鮮卑人，死後在南方安葬，棺柩不得送回北方，南遷 

者的原有籍貫，均改為河南洛陽人。 

禁胡服：孝文帝明令禁止士民穿胡服，必須改穿漢服，並依漢制設定百官的朝服。 

禁胡語：規定凡三十歲以下士民，不准再說鮮卑語，必須改說漢語；三十歲以上

者，容許慢慢適應。官吏在朝廷上禁止使用鮮卑語，違者一律免官。 

改胡姓為漢姓：把鮮卑族的複姓改為單字的漢姓，皇族由姓「拓跋」改為「元」。

如「獨孤」改為「劉」、「步六孤」改為「陸」、「賀賴」改為「賀」等。 

推行門第制度：孝文帝採用魏、晉的門第等級制度，又依照門第的標準選任官員。

當時漢人士族中，以崔、盧、鄭、王四姓地位最高，鮮卑貴族中元姓和穆、陸等

八姓地位，相當於漢族的四姓，享有最多特權，不得任命為低級官吏。 

 （任選其中四項作答，每項 2 分，共 8 分） 

(c)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析論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15 分) 

 内部分裂：孝文帝推行各項漢化措拖，引起不少鮮卑貴族強烈反對；再加上

孝文帝給予南遷鮮卑貴族種種特權，提高他們的政治地位，令留居代北的鲜卑貴

族受到壓抑，造成内部分裂。 

 六鎮叛亂：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漢化，使北方邊塞與洛陽地區鲜卑人地位

的差距日大。北方邊塞的鮮卑人大多保留舊俗，備受南遷的鮮卑貴族所歧視，後

來北方邊塞六鎮兵將，乘柔然入侵而發動叛亂；亂事雖然得到平定，但已對北魏

的統治帶來沉重的打擊。 

 勇武消失：孝文帝力推各項漢化措拖，使鮮卑人的文化水平得到提高；但鮮

卑貴族漸染華風，勇武之風日漸消失，國力日漸衰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