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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學 

中六級 上學期統測 (2021-2022) 

中國歷史科 

（一小時二十分鐘） 

 

日期：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八日     姓名：                         

時間：上午十時十五分至上午十一時三十五分 班別：      班號：          

考生指引考生指引考生指引考生指引：：：：    

1. 本試卷總分為 50 分。 

2. 本卷共設三題本卷共設三題本卷共設三題本卷共設三題，，，，考生須考生須考生須考生須選答選答選答選答兩兩兩兩題題題題，，，，每題所佔的比重相同每題所佔的比重相同每題所佔的比重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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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題每題每題每題（（（（非指分題非指分題非指分題非指分題））））必須另起新頁作答必須另起新頁作答必須另起新頁作答必須另起新頁作答。 

 

1.資料一：改寫自陳大絡《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以仁為治道之始，禮為治國之本。 

 

資料二：改寫自劉錫辰《孔子及其教育思想》 

齊景公問政，孔子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歷衛、陳、蔡、宋等國均

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返魯，享受國老和大夫的待遇，得與聞國政，但不擔任行政

實職。 

 

資料三：改寫自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熙寧三年（1070 年），宋神宗問王安石有關「三不足」之說。王安石說：「陛下

勤於政務，每事惟恐傷民，這就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大小事項都聽從，怎

會是不體恤人言！不過，人言也有不足體恤的。只要合乎義理，那人言又何足恤？

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這是當然的。如仁宗皇帝在位四十年，數次修敕。若律法

一定，子孫就要世世守之，那祖宗何故屢自變改？」 

 

資料四：改寫自《宋史．王安石傳》 

熙寧七年（1074 年）春天，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宋神宗憂心嗟歎，想罷新法

中不好的措施。王安石說：「水旱常有，堯、湯在位時期也不免發生，這不足

以讓皇上擔憂，應妥善處理政事，以應付之。」 

 

(a) 根據資料一及資料二，分析孔子不受列國國君重用的原因。（10 分） 

(b) 有論者認為王安石性格執拗，是導致熙寧變法失敗的主因。你同意嗎？試參

考資料三及資料四，並就有關史實申論己見。(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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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料一：改寫自《史記‧太史公自序》 

父親司馬談臨終前握著司馬遷的手哭著說：「我離世後，你必定繼任太史；當

你繼任太史，不要忘記我要完成的論著。」 

 

自周公死後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後到現在五百年了，又有誰能繼承孔子撰

述《春秋》的精神？ 

 

資料二：改寫自王雙《司馬遷創作心理形成原因探析》 

司馬遷因為李陵之禍而蒙受巨大屈辱，亦感受到一些如屈原等忠信正直的人遭

遇陷害的不公，心存憤懣不平。 

 

資料三：《史記》篇目(部分)，整理自司馬遷《史記》 

本紀 12篇 例如項羽本紀第七、呂太后本紀第九 

世家 30篇 例如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 

列傳 70篇 例如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滑稽列傳第六十六、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a)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析司馬遷撰寫史記的原因。（15 分） 

(b) 有人認為司馬遷重視人的價值，《史記》内容更遍及社會上的不同階層。根

據資料三，並援引《史記》的内容，加以說明。(10 分) 

 

3.資料一：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 

「中國（甲午戰爭）戰敗後國門大開。外國勢力開始「瓜分中國」，大清帝國

處於任人宰割的地位。」 

 

資料二：改寫自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著，馮天瑜、蕭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

書後》 

「何啟、胡禮桓在 1877-1900 年間，共同發表了一批論文，主要有《曾書論後》、

《新政始基》、《〈勸學篇〉書後》等。而在《〈勸學篇〉書後》中，何啟、胡禮

垣對張之洞維護綱常名教的思想，逐篇予以辯難。」 

 

資料三：改寫自吳春梅、方之光〈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政治思想的轉變〉 

「戊戌變法失敗後，從 1898年梁啟超亡命日本到 1903 年初，梁啟超先後在其

創辦的《清議報》、《新民叢報》，宣傳新民學說，並號召人們用武力推翻清廷

的統治。但 1903 年以後，梁啟超的言論日趨溫和，並於 1906年提出開明專制

主張，提倡立憲運動，參與『憲政會』，推動憲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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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參考資料一，並就你所知，分析何啟和梁啟超身處時代中國面對的外憂問題。 

(10 分) 

(b) 參考資料二和資料三，近代知識分子如何宣揚其政治思想？試以何啟和梁啟超為

例，加以析論。(15 分) 

    

試卷完試卷完試卷完試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