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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學 

中二級 學年考試 (2020-2021) 

中國歷史科 

(一小時) 

日期：二零二一年六月十日         姓名：                         

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上午九時三十分         班別：      班號：          

 

考生指引： 

1. 全卷共 100 分。 

2. 考生必須將所有答案填寫在答題紙上。 

3. 考試完畢後，須交回問題紙及答題紙。 

 

一、選擇題：(20%) 

1. 楊堅曾消滅下列哪些政權？  

(1) 北梁          (2) 陳 

(3) 北周        (4) 宋 

A (1)(2)       B (1)(3) 

C (2)(3)       D (3)(4) 

 

2. 隋煬帝開鑿的大運河是以何地為中心？ 

A 洛陽       B 關中 

C 大興      D 建康 

  

3. 下列哪項並非關於隋代末年的正確描述？ 

A 百姓生活困苦      B 煬帝出遊江都 

C 山東出現民變     D 高麗威脅中原 

 

4. 下列何人參與玄武門之變？ 

(1) 李淵          (2) 李建成 

(3) 李世民        (4) 李元吉 

A (1)(3)                B (2)(3)  

C (2)(3)(4)        D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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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列哪項並非唐太宗在位期間的政治措施？ 

A 改革三省六部制      B 地方增設政事堂 

C 實行州縣二級制     D 留心官吏治績 

 

6. 唐太宗與哪個外族建立和親關係？ 

A 吐蕃          B 高昌 

C 突厥        D 吐谷渾 

 

7.  杜甫《憶昔》一詩中有以下句子：「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這是描述哪個皇帝統

治下的盛世？ 

A 隋文帝      B 唐太宗 

C 唐高宗      D 唐玄宗 

 

8.  下列哪項是唐玄宗在位時期的功績？ 

(1) 重用姚祟、宋璟等大臣   (2) 沒收寺院佔有的土地 

(3) 廢除科舉制     (4) 開設弘文館編修典籍 

A (1)(2)           B (1)(4) 

C (1)(2)(4)      D (2)(3)(4) 

 

9.  下列哪項並非天寶時期的隱憂？ 

A 胡人威脅     B 內重外輕 

C 政治腐敗     D 將相不和 

  

10.  楊貴妃於何地自縊？ 

A 長安       B 成都 

C 馬嵬驛       D 落鳳坡 

 

11.  下列哪項是安史之亂的影響？ 

(1) 宦官掌握禁軍      (2) 朝臣因安史餘部出現黨爭 

(3) 各地增設節度使     (4) 唐室元氣大傷 

A (1)(2)(3)     B (1)(3)(4) 

C (2)(3)(4)      D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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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五代十國是唐末哪種政治局勢的延續？ 

A 宦官弄權     B 朝臣黨爭 

C 藩鎮割據     D 民變四起 

 

13. 《資治通鑑》記載：「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割盧龍一道。」  

這反映了哪項五代政局的特色？ 

A 國祚短促     B 篡奪相乘 

C 武人專政     D 外患威脅 

  

14. 下列哪項並非十國的特色？ 

A 戰禍較少     B 重視文教發展 

C 國祚較五代各朝長久   D 位於黃河流域 

 

15. 下列那項是北宋初期中央集權的目標？ 

(1) 削弱宰相權力     (2) 減低將帥兵變的機會 

(3) 集權地方       (4) 增加國家收入 

A (1)(2)      B (2)(3) 

C (1)(2)(3)      D (2)(3)(4)  

 

16. 下列哪一個示意圖最適合反映北宋、遼和西夏對峙的地理形勢？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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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 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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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名畫《清明上河圖》是描述哪個朝代的汴京及汴河兩岸的繁華景象？ 

A 唐代       B 北宋 

C 南宋       D 明代 

 

18. 下列哪項是元代實行行省制度的目的？ 

A 軍事征服南宋    B 推動農業發展   

C 強化中央集權  D 保存遊牧習俗     

 

19. 下列哪個明代君主長期不理朝政，在位四十八年，竟有二十年不上朝？  

A 明英宗               B 明景宗 

C 明武宗                    D 明神宗 

 

20. 明代最終亡於何人之手？ 

A 皇太極               B 李自成 

C 吳三桂                    D 張獻忠 

 

二、填充：(20%) 

1. 隋文帝在位期間雖締造盛世，史稱「(1)之治」，但改立次子(2)為太子，埋下隋代速亡伏線。 

2. 唐代明確劃分三省職權，(3)省負責起草政令，門下省負責審議，(4)省執行政令，提高了(5)效率。 

3. 天寶年間，安祿山以討伐(6)為藉口，從范陽起兵，一度攻陷唐代國都(7)，唐室被逼奔蜀避難。 

4. 五代開國君主均是(8)，大都缺乏文化素養，百姓(9)增加，令民生困苦。 

5. 宋仁宗在位期間，任用(10)為相推行變法，史稱「(11)變法」。 

6. 南宋大將岳飛於(12)擊潰金軍主力，準備收復中原，但高宗採納(13)的建議，急召岳飛回朝。 

7. 鐵木真統一蒙古各部，被尊稱為「(14)」。其孫(15)即位後改國號為元，是為元世祖。 

8. 元末(16)泛濫成災，朝廷強行徵調民伕修河，(17)教領袖韓山童組織紅巾軍起事，掀開反元序幕。 

9. 明末，(18)統一女真各部後建立政權，國號為「(19)」，屢敗明軍。後來，鎮守(20)的吳三桂引女真

族入關，進佔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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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對：(5%) 

將下列北宋時期的措施與相關內容進行配對，並把英文字母填在答題紙上。 

  1.  青苗法     A.  穩定物價 

  2.  裁減冗兵     B.  節省軍費 

  3.  置將法     C.  按面積大小及肥瘠徵稅 

  4.  市易法     D. 低息向百姓借貸錢糧 

  5.  方田均稅法    E. 兵將合一 

 

四、排序：(5%) 

將下列史事根據正確的順序排列，並把英文字母填在答題紙上。 

A. 元朝建立 

B. 文天祥兵敗被擒 

C. 宋蒙聯軍滅金 

D. 陸秀夫投海自盡 

E. 元軍攻陷襄陽 

 

五、史料閱讀：(50%) 

第一題：本題所問與北宋及明代黨爭有關。 

資料一： 

 

 

圖一：元祐黨籍碑 

宋徽宗將元祐年間反對改革的人列為「元祐

奸黨」。初立碑於端禮門，後在全國刻碑立

圖二：東林書院遺址 

東林書院位於現今江蘇省無錫市。其始建於北宋徽宗

時期，復建於明代。明代中葉起成為四大書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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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a. 資料一圖一中的元祐黨籍碑反映北宋時期哪一場黨爭？宋徽宗聽從誰的主張而立此碑？（4分） 

b. 承上題，這場黨爭的爆發原因是什麼？它大約持續了多少年？試援引史實解釋。（3分） 

c. 哪位明朝士大夫曾於資料一圖二中的東林書院講學？（2分） 

d. 承上題，他曾牽涉入明代後期的哪一場黨爭之中？這場黨爭對當時的朝政有什麼禍害？試根據

史實，分別從政治及邊防兩方面解釋此黨爭的禍害。（6分） 

 

第二題：本題所問與元代統治有關。 

資料二：元朝社會階級的劃分 

        

 

 

  

 

 

 

 

 

 

資料三：整理自王美珏《書信中的明蒙邊事》 

 

 

 

 

 

資料四：整理自許有壬《至正集．正始十事》 

 

 

 

 

e. 資料二中Ａ、Ｂ、Ｃ、Ｄ分別代表元代哪四個等級的人民？（4分） 

f. 承上題，四個等級的人民有何不同的待遇？試從考試及法律兩方面援引史實加以說明。（4分） 

g. 資料三中朱元璋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北伐口號中「胡虜」及「中華」分別指哪個種

元朝末年，朱元璋掃平割據長江中下游的群雄後，決定開始北伐消滅元朝。朱元璋在北伐中發布了《奉天討

蒙元檄文》，當中提到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這一口號，旨在拯救受到壓迫的人民。此口號有力配合了

北伐軍事行動，爲明朝的建立奠定基礎。 

元朝泰定帝時，朝臣許有壬上奏：「國家太平日久，將帥也多是承襲父祖的門蔭，幾乎都是些公子哥兒之輩，

只顧聲色享樂和剝削平民，不習武藝，甚至不能挽弓。士卒也日漸驕惰，怎能寄望他們仍懂得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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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3分） 

h. 承上題，朱元璋上述的北伐口號有什麼作用？試從資料三找出一項證據支持你的答案。（2分） 

i. 許有壬指出元軍出現了什麼問題？這如何導致元朝的覆亡？試根據資料四和史實解釋。（5分） 

 

第三題：本題所問與明代君主集權有關。 

資料五：明太祖時期某官員的日記。 

 

 

 

 

 

 

資料六：整理自張廷玉《明史·宦官列傳》。 

 

 

 

 

 

j. 洪武七年及洪武十四年官員呈送奏章的對象有什麼轉變？試根據資料五說明你的答案。（2分） 

k. 承上題，為什麼有以上的轉變？試結合史實解釋你的答案。（2分） 

l. 資料五中明太祖時期的官員為什麼懷著緊張的心態上朝？試結合史實，舉出兩項明太祖的集權 

 措施，並解釋你的答案。（4分） 

m. 明太祖怎樣限制宦官的權力？試從資料六舉出其中三項。（3分） 

n. 宦官在哪一件政治事件中協助明成祖登位？明成祖登位後，賦予宦官哪些權力，打破資料六中 

 明太祖的《祖訓》？試結合史實，說明兩項明成祖時期宦官的掌權情況。（6分） 

 

 

【試卷完】 

 

洪武七年四月初五日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撰寫奏章，我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將它呈送中書省…… 

洪武十四年二月初二日 

……雖不再是第一次寫奏章，但如今要將它呈送皇上，心情仍是十分緊張…… 

 

明太祖平定南方後，鑒於歷代之失，於是規定宦官數量不超過百人。其後又頒佈《祖訓》，規定宦官不得

兼任朝廷文武官員的職銜，不許讀書識字。明太祖曾鑄造鐵牌放置於宮廷門外，印有「內臣不得幹預政

事，預者斬」的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