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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學 

中四級 學年考試 (2020-2021) 

中國歷史 

（兩小時） 

 

日期：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上午十時三十分  班別：________ 班號：______ 

 

考生指引： 

1. 本試卷總分為 75 分。 

2. 本卷共設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必答題，考生均須作答，佔 25 分。第二部分

為甲、乙兩部，各設二題，考生須於 每部各選答一題 ，每題佔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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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考生務須在答題簿封面「由考生填寫」的試題編號欄內，清楚填寫該部所作

答的題號。 

5. 考試完畢後，須交回問題紙及答題簿。 

 

第一部分：設問內容涵蓋甲、乙部，佔 25 分。 

1. 資料一：改寫自徐了然《人與神──二十世紀人們眼中的秦始皇》 

秦统一初期，出現了「貨幣異狀、文字異形、遺民叛亂、貴族封建」等局面，

這並不利於國家的統一，以及國家經濟、文化的發展。為此，秦始皇推行了一

系列的措施。 

 

資料二：改寫自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 

年份（秦始皇/公元） 重要大事 

二十六年/前 221 年 秦王政統一天下，自稱始皇帝。下令銷毀民間兵器，改

鑄成十二金人。又遷徙天下富豪十二萬戶到咸陽。 

二十六年/前 221 年 廷尉李斯上奏始皇帝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

後屬疏遠，想攻擊如仇讎…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同，皆

為郡縣。」 

二十六年/前 221 年 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

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

謂小篆也。 

三十七年/前 210 年 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後於歸途時經過沙丘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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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北宋中樞機關示意圖 

 

 

 

資料四：夏曾佑《中國古代史》 

中國之政，得秦（始）皇而後行……自秦以來，垂二千年，雖百王代興，時有

改革，然觀其大義，不甚懸殊。 

 

a.  (i) 資料一中提及了秦朝統一初期，面對哪些統治問題？（2 分） 

 

(ii) 承上題，秦始皇採取哪些措施來解決資料一的問題？試根據資料二加以

說明。(4 分) 

 

(iii) 資料一和資料二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完全反映秦朝統一的措施。試援引資

料一和資料二以外的史實加以分析。（6 分） 

 

b.   (i) 資料三中的 X、Y 及 Z 分別是指北宋哪幾個中樞機構？（3 分） 

 

(ii) 承上題，除資料三所述外，宋代尚有哪些措施來限制官吏的權力？試根

據所學，列舉其中兩項，並加以說明。（4 分） 

 

(iii) 資料四對於秦始皇的施政有何評價？宋代政制中又有哪些措施符合上述

評價？（6 分） 

 

 

 

 

 

 

X Y 

軍
權 

財
權 

監
察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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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甲部及乙部，考生須於每部各選答一題，共答兩題，每題佔 25 分。 

甲部：周朝至南北朝（下列兩題，選答一題） 

 

2. 資料一：西周第二次封建的概況 

 
 

資料二：改寫自王玉哲《中國上古史綱》 

武王伐紂後，曾經進行分封，……但這次分封並沒有根本解決問題，因為東方

諸族依舊心懷不滿，殷商勢力依舊強大。 

 

資料三：改寫自史學家樊樹志西周封建影響的評價 

周天子推行的一系列制度……有效地建立了封建秩序，維繫了社會的階級概

念，並促進了民族的融合壯大。 

 

a. 周公輔政期間，推行第二次封建，並在東部地區營建另一座都城，即東都。根據

資料一，寫出 A、B、C 這三個英文字母代表的封國名稱，以及數目字①代表的

東都名稱。（4 分） 

b. 根據資料二，並結合史實，闡析第二次封建的背景。（6 分） 

c. 論證史學家樊樹志在資料三中的看法。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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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料一：改寫自《新唐書 儒學傳》 

魏設九品中正制，州的大中正、主簿，郡的中正、功曹，都是從著姓士族挑選，

並由他們確定門閥世系，品評人才。兩晉和劉宋都沿襲這個制度。 

 

資料二：兩晉時期官員佔田蔭客數量 

官品 一品 二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六品 七品 八品 九品 

佔田 5000

畝 

4500

畝 

4000

畝 

3500

畝 

3000

畝 

2500

畝 

2000

畝 

1500

畝 

1000

畝 

蔭客 15 戶 15 戶 10 戶 7 戶 5 戶 3 戶 2 戶 1 戶 1 戶 

 

資料三：士族與寒門的交往事跡 

（寒門）路瓊之是宋孝武帝太后兄路慶之的孫兒，與（士族）王僧達比鄰而居。

有一天，路瓊之拜訪王僧達。路瓊之坐下，王僧達不理會他，只是對他說：「我

家以前的僕役路慶之是你的甚麼人？」後來更放火燒了路瓊之所坐的座榻。 

 

（寒門）徐勉掌握大權，只有（士族）江蒨及（士族）王規能與他抗衡，不會

因為他的權勢而屈服。徐勉通過江蒨的門客翟景為兒子求婚，想娶江蒨的女

兒，江蒨不答應。翟景再次提起此事，被打了四十棍棒。 

 

a. 根據資料一及資料二，並援引史實，分析兩晉至南朝士族成為社會上特殊階級的

原因。（10 分） 

b. 士族與寒門之間的關係如何？試根據資料三，並結合所學，加以闡析。（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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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隋唐至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下列兩題，選答一題） 

 

4. 資料一：節錄自杜甫《憶昔》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資料二：改寫自張豈之〈漢代、唐代、清代「盛世」的透視〉 

是否成為盛世，最根本的評價標準是民生有無較好的保證和改善。古代的著名

盛世有一些共通點，輕徭薄賦，人丁滋生，社會安定。 

 

資料三： 

唐憲宗問宰相崔群：「玄宗朝政治，先治然後亂，是甚麼原因？」崔群回答說：

「玄宗任用賢相，則天下大治；但用奸佞為相，則朝政紊亂。」 

 

a. 資料一對開元時期的民生情況如何描述?以上描述是否符合資料二關於盛世

的標準?試援引唐玄宗開元時期的相關政策及其成效加以闡析。（15 分） 

b. 根據資料三，並結合所學，闡析唐玄宗在位時期，唐朝「先治後亂」的原因。

（10 分） 

 

5. 資料一：一則關於清朝君主集權的評價 

清朝國君都是君權獨攬。一切政令都是出自他們的心思決斷，從來不會讓臣下

阻礙國事。君主用人行政，令出即行，大權從無旁落。 

 

清聖祖與清世宗均推行君主集權措施，他們推行了哪些相似的措施，以落實資料

一所述的統治方針？試根據史實，加以析論。（25 分） 

 

【試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