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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學 

中五級 學年考試 (2020-2021) 

中國歷史科 

（二小時十五分鐘） 

 

日期：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姓名：                         

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班別：      班號：       

 

考生指引： 

1. 本試卷總分為 90 分。 

2. 本卷共設七題，第一部分為 必答題 ，考生均須作答；第二部分分甲、乙兩

部，各設三題，考生須於每部各選答一題。每題所佔的比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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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此題必答，設問涵蓋甲、乙部，佔 40 分。 

1.資料一：班固《漢書》記載有關西漢後期的社會狀況 

年份 社會狀況 

漢成帝建始四年 
（前 29 年） 

流民倗宗領導民眾數百人在長安附近的終南山發動起事，

使京師日夜不安。 

漢成帝陽朔三年 
（前 22 年） 

潁川（郡治在今河南省禹州市）鐵官徒申屠聖自稱「將軍」，

指揮民眾奪取武庫兵器，殺掉官吏，轉戰九個郡國。 

漢成帝鴻嘉三年 
（前 18 年） 

益州廣漢（今四川省金唐縣）鄭躬自稱「山君」，發動民眾

攻佔官府。翌年，起事隊伍發展到一萬多人，轉戰廣漢郡

四個縣。 

漢哀帝元壽二年 
（前 1 年） 

長安附近三輔地區的民眾暴動，放火焚燒漢武帝的茂陵。

不久，隴西（今甘肅省南部）、西河（今陝西省、山西省交

界）等地相繼有農民起事。 

漢平帝元始三年 陽陵（今陝西省西安市北）任橫率領民眾起義，攻破官府，

釋放囚徒，震動京師。 

 

資料二：漢昭帝至成帝年間的天災次數簡表#1（整理自班固《漢書》） 

皇帝 漢昭帝 漢宣帝 漢元帝 漢成帝 漢哀帝 漢平帝 

在位年數 13 25 16 26 6 5 

天災次數 4 8 15 25 ／ 5 

罹災率＃2 0.31 0.32 0.94 0.96 ／ 1 

＃1 天災包括水災、霜雪雹、旱災、蝗災、地震、風災等。 

＃2 天災次數 ÷ 在位年數=罹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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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改寫自勞榦《秦漢史》 

王莽因據說武功縣長淘井，得白石，上有「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的文字，因此實

行「居攝」，自稱「攝皇帝」。後來，王莽又授意蜀人哀章，拿了一個銅盒，送到

漢高祖廟，裝上兩卷東西，一卷題為「天帝行璽金匱圖」，一卷題為「赤帝行璽

傳予黃帝金策圖」，王莽受了這個銅盒，自立為皇帝，改國號為「新」。 

 

資料四：改寫自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 

抗戰時期，淪陷區備受日本的榨取蹂躪，未淪陷區苦於軍糧、兵役，物力、勞力、

畜力大減，農村殘破。1946 年，河南、湖南荒地約佔耕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農村凋敝，無力供給工業原料，亦不能作工業成品的市場。以紡織業為例，或因

缺乏棉花，或因紗布難以暢銷，或停工、或減產。 

 

資料五：下面是一幅繪畫於 1948 年的漫畫 

 
 

資料六：蔣介石在 1948 年對國民黨的看法 

老實說，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頹唐腐敗；也沒有像我們

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

汰了。 

 

(a) 根據資料一，西漢後期的社會狀況是怎樣的？試簡略說明。(4 分) 

(b) 承上題，為甚麼西漢後期會出現這樣的社會狀況？試參考資料二，並就你

所知，加以解釋。(4 分) 

(c) 根據資料三，王莽利用甚麼手段來奪取漢室的權力？這種手段與當時盛行

的哪一學說有關？(4 分) 

偽金圓券：這難道是我昨

晚脫下的鞋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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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王莽如何利用這客觀形勢篡奪西漢政權？試就有關

史實加以析論。(6 分) 

(e) 根據資料四，抗戰勝利後，中國面對甚麼問題？試簡略說明。(3 分) 

(f) 資料五與國民政府的哪項措施有關？試根據資料五，加以解釋。(4 分) 

(g) 資料五的措施能解決資料四的問題嗎？試參考資料四和資料五，並就你所

知，加以解釋。(5 分) 

(h) 參考資料六，蔣介石為何認為國民黨「應該被消滅淘汰」？試從國民黨的

內部組織、官僚紀律及軍隊士氣三方面援引史實加以論析。(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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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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下列三題，選答一題） 

 

2.資料一：秦始皇的統治措施 

 廢封建，置郡縣。 

 銷兵器、拆昔日六國所修城防壁壘、徙豪富至咸陽。 

 

資料二：漢武帝的統治措施 

 行「推恩令」，讓王國分封眾子弟。 

 將全國分為十三州，各設「刺史」以「六條問事」。 

 

(a)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所列措施，試分析比較秦始皇和漢武帝加強管治地方的

背景。(5 分) 

(b) 結合所學，分析資料一和資料二所列的措施如何有利於秦始皇和漢武帝的統 

治。(10 分) 

(c) 有言秦始皇罪在當時而功在後世。你同意嗎？試據史實加以評論。(10 分) 

 

3.資料一：唐玄宗時期的部分措施 

問題 應對措施 

土地兼併嚴重，戶籍散失  派     A    清查戶口和田地。 

重京官、輕外任  將全國劃分十五道，派    B   考察地方政績。 

府兵制日漸敗壞  招募壯丁駐守京師，稱為    C    。 

來自邊患的威脅增加  在邊境地區設立    D   ，加強防禦。 

官員冗濫  改革    E   ，裁撤冗員。 

 

資料二：改寫自劉昫等《舊唐書．郭子儀列傳》 

洛陽一帶，長期陷於反賊手中，宮室被焚燒，幾乎無一倖免。官署都荒廢了，

沒有一塊屋椽，附近州縣，只剩下不夠一千戶人家。 

 

資料三：李昉等《太平廣記》 

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衣冠（世族）南走。 

 

資料四：呂思勉《隋唐五代史》 

自晉室東渡而後，荊揚二州，農業日見興盛，……隋唐而後，此等情勢，仍有

加無已。……荊揚農業，甲於全國，斷可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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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五：唐代中後期藩鎮的分析(整理自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 

藩鎮 特色 動亂次數 

浙東、淮南等東南藩鎮 財政較多上貢中央 12 

朔方、劍南等邊境藩鎮 重兵戍邊 42 

宣武、昭義等中原藩鎮 幫助唐室防範強藩 52 

魏博、成德等河朔藩鎮 擁兵自重 65 

           

 

(a) 根據資料一，寫出 A、B、C、D 和 E 所代表的內容。(5 分) 

(b) 根據資料二至資料四，分析安史之亂對唐代經濟和社會的影響。(10 分) 

(c) 試根據資料五，援引史實分析唐代中後期藩鎮對唐室統治的正面影響。 

(10 分) 

 

4.資料一：錢穆《國史大綱》 

「宋初宰相，與樞密對稱兩府，亦曰兩地。而宰相遂不獲預聞兵事。又財務歸

之三司，亦非宰相所得預。宰相之權，兵財以外，莫大於官人進賢，而宋相於

此權亦絀。」 

 

資料二：改寫自周寶珠、陳振主編《中國歷史‧宋史》 

 宋代各路大體上有四個機構：漕司、憲司、帥司、倉司，通稱為「監司」，

有力地限制了地方割據勢力。 

 通判既非知州的副貳，又非屬官，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權力很大。後來

宋廷規定，通判要和知州聯合署名，「文移方許行下」。 

 

資料三：馬端臨《文獻通考．職官考》 

「(宋代)官人授受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敍位著；職以

待文學(有名望的官員)之選；而差遣以治內外之事。」 

 

資料四：改寫自李治亭主編《清史》 

清初統治政策︰ 

 沿襲明制，重開科舉；實施薙髮令，強迫漢人從滿俗。 

 尊崇儒學，重視修史和編撰圖書；屢興文字獄，遏制反清復明思想。 

 

(a) 宋初君主如何集中政權？試根據資料一、資料二和資料三，加以析論。 

(15 分)  

(b) 根據資料四，闡析清初對漢族的統治政策。(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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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下列三題，選答一題） 

 

5.資料一：與清代有關的歷史圖片 

 

 

 

 

 

 

 

  

拳擊手 

山姆大叔對義和團民說：「我偶

爾也會練練拳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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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1989 年法國出版的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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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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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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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 

規模太廣，……同志太孤，……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 

 

(a) 資料一中、、、、五張圖片，分別代表下列哪個歷史事件？試把 

答案的英文字母連同圖片數字寫在答題簿內。(5 分) 

 A. 湖北軍政府成立 

 B. 公車上書 

 C. 亞羅號事件 

 D. 義和團事件 

E. 選派幼童出洋留學 

(b) (i)資料二反映哪一宗歷史事件？試從資料二找出一項證據支持你的看法。 

(2 分) 

  (ii) 承上題，X 代表哪一個國家？試從資料二找出一項證據支持你的看法。 

(2 分) 

(c) 試從西方思潮影響和甲午戰敗的刺激兩方面，分析清廷進行維新運動的背景。

(6 分) 

(d)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分析維新運動失敗的原因。(10 分) 

 

6.資料一：七七事變前的中日國力比較(整理自劉庭華《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 

界大戰統計》) 

 國家 

比較項目 
中國 日本 

 國土面積 1 142 萬平方公里 37 萬平方公里 

 人口 46 710 萬人 9 090 萬人 

 工業產值 13.6 億美元 60 億美元 

 鋼鐵年產量 4.0 萬噸 580 萬噸 

 石油年產量 1.3 萬噸 169 萬噸 

  

資料二：七七事變前的中日軍力比較(整理自張其昀等《抗日戰史》) 

 國家 

比較項目 
中國 日本 

 兵力（包括預備役及後備

兵員） 

250 萬人 

（訓練、裝備較差） 

448 萬人 

（訓練、裝備較佳） 

 船艦排水量 5.9 萬噸 190 萬噸 

 飛機 600 架 2 700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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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抗日戰爭初期的中國地圖 

 
 

(a)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與日本比較，中國在哪些方面佔有優勢？哪些方面

處於劣勢？試分別援引證據，支持你的看法。(6 分)  

(b) 承上題。在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如何因應以上情況制訂抗日戰略？試參考資

料一至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4 分) 

(c) 除了戰略因素外，還有哪些因素令中國於抗日戰爭中獲得最終勝利？試援引

史實，加以析論。(15 分) 

 

7. 資料一：改寫自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三面紅旗後，）毛澤東感到中共越來越遠離他，遠離群眾，而且不願開展鬥

爭去反對農民「搞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以及滑向蘇聯修正主義的勢頭。 

 

資料二：1966 年姚文元發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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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高明士主編《巨龍的蛻變：中國 1840 至 2008》 

「文革」期間，各地紅衞兵「破四舊，立四新」，大舉毀壞傳統文物及書籍，

並對黨政幹部及知識分子大肆批鬥，造成政治、文化全面倒退，全國普遍陷入

混亂。尤其嚴重的是，「文革」衝擊各級學校，學校教育全面停擺，結果整整

一代人未能接受完整教育，使後來中國人口素質及推動國家的現代化，都面臨

無可挽回的嚴重問題。 

 

(a) 根據資料一，毛澤東認為中共存有甚麼問題？他認為此問題的成因是甚麼？

試據史實加以分析。(5 分) 

(b) 毛澤東如何藉資料二文章拉開「文革」的序幕？試援引史實加以說明。 

（5 分） 

(c)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闡釋「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影響。(15 分) 

 

試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