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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KIEN SECONDARY SCHOOL  

  

中六畢業試 (2021-2022) 

中國歷史（卷一） 

(二小時十五分鐘) 

 

日期：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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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 知】 

 

（一） 本試卷共分兩部分，第一部份分甲、乙兩部，各設一題，各考生只須選

答一題。第二部份分甲、乙兩部，各設三題，考生可從六題中自由選答

二題。 

 

（二） 全部答案寫在答題簿內，每題（非指分題）必須另起新頁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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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此部份設問涵蓋甲、乙部，考生只須選答一題，每題佔 20 分。 

 

1. 資料一：改寫自晁錯《論貴粟疏》 

他們依仗錢財富厚，交結王侯，勢力超過官吏，憑借資產相互傾軋，千里

之間四處遨遊，一路之上冠服和車蓋相望不絕……這就是商人掠奪農民，

農民流亡的原因。 

 

資料二：改寫自林劍鳴《秦漢史》 

（武帝統治初期）諸侯有城池數十座，並互相連接，擁地千里。他們有的

把朝廷派來出任侯國相職的官員殺掉，甚至殺傷郡守。 

 

資料三：改寫自班固《漢書．王莽傳》 

王莽把他的車馬和皮衣分發、施捨給他的賓客和門人。他又收容供養了一

些有名節的人士，和很多朝臣結為朋友。不少朝臣也推重他，為他游說宣

傳，使他名氣大噪，超過他的諸位叔伯。王莽敢於做一些矯揉造作的事情，

一點也不會覺得慚愧，反而處之泰然。 

資料四：徐連達、吳浩坤、趙克堯編《中國通史》 

宦官和外戚的相互鬥爭，到桓、靈之世，更趨激烈。它造成了政治混亂，

加重了社會危機，使勞動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a) 以下哪兩項最適合用來描述資料一和資料二所反映漢武帝初期的情況？

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寫在答題簿內。並從資料一和資料二各找出一項

證據支持你的看法。(4 分) 

A. 地方軍力過強    B. 地方遊俠橫行     C. 商賈收買人心 

D. 商賈財勢甚大    E. 諸侯恃勢橫行     F. 商賈買賣官爵 

(b) 承上題，漢武帝制定甚麼措施解決上述情況？試援引史實，加以解釋。

(4 分) 

(c) 試指出資料三中，哪些內容是關於王莽的史實？哪些反映東漢史家班固

對王莽的看法？你認為班固對王莽的看法是否公允？ (6 分) 

(d) 資料四指出，戚宦相爭對東漢政局有嚴重影響：「造成了政治混亂，加

重了社會危機」。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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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一：新中國初年的經濟狀況（引自金春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 

新中國成立了，但是面對的卻是一個爛攤子。……整個中國土地千瘡百孔，

工農業生產破壞嚴重，物資極端貧乏，人民生活困苦，經濟瀕於崩潰。1949

年與 1936 年相比，重工業生產大約下降 70%，輕工業生產大約下降 30%，

農業生產大約下降 25%。 

 

資料二：195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的部分內容 

 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 

 所有沒收和徵收得來的土地，均由鄉民協會接收，統一地、公平合理

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貧苦農民。 

 各縣應組織人民法庭，對惡霸分子及一切違抗或破壞土地改革法令的

罪犯，依法予以審判及處分。 

 

資料三：1952 至 1957 年的中國經濟發展（引自莫里斯．邁斯納《中華人民共

和國史》） 

比起蘇聯，中國的計劃經濟的重心主要放在重工業的發展上。……1952 至

1957 年間，中國工業發展的增長速度，根據西方一些較為保守的估計，增

長率為 16%。中國整個工業總產值幾乎翻了一番多，主要工業部門的增長

速度更高。例如，鋼材產量從 1952 年的 131 萬公噸增加到 1958 年的 448

萬公噸。 

 

資料四：1966 年中共的政治宣傳海報 

 

 

炮打司令部

部 

革命造反隊 

紅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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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資料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初年的經濟狀況怎樣？試簡略說

明。（3 分） 

(b) 承上題，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共推行了甚麼措施，以改變上述的經濟

狀況？試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並就你所知，加以析述。（6 分） 

(c) 資料四的海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哪一場政治運動有關？試從資料四找

出兩項證據，以支持你的看法。（5 分） 

(d) 有指毛澤東為上述政治運動的爆發負上全部責任，你認為這說法合理

嗎？試參考資料四，並就你所知，抒發你的意見。（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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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分甲部及乙部，考生可從六題中自由選答二題，每題佔 25 分。 

甲部：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 

 

3. 資料一：周代天子與貴族使用禮樂的規定 

等級 天子 諸侯 卿大夫 士 

用鼎數目 九鼎 七鼎 五鼎 三鼎 

樂舞規格 八佾✽ 六佾 四佾 二佾 

✽佾（音：日）是指古代樂舞的行列，每佾有八名舞人。 

 

資料二：春秋時期不同國家祭祀的情景 

圖一：春秋時期鄭莊公祭祀的情景（意想圖） 

 

圖二：春秋時期魯國卿大夫季孫氏祭祀的情景（意想圖） 

 

丞相王綰向秦始皇上奏：「六國剛被消滅，燕、齊、楚三地遠離首都，不

分封諸侯，難以維持該等地區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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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史記‧周本紀》 

成王年幼，周公攝政，管叔、蔡叔等懷疑周公攝政的目的，便聯合武庚作

亂。周公奉成王之命征伐，誅殺武庚和管叔。其後，以微子啟為商朝之後，

建立封國於宋；又整合商朝遺民，封武王的少弟康叔於衞。 

 

資料四：傅樂成《中國通史》 

周室東遷後所能控制的畿土大為削減，人民因喪亂而窮困流散。同時各諸

侯國對周王室的態度，也日漸冷漠：一方面由於若干諸侯國與王室的親戚

關係，隨着時間而日趨疏遠；一方面也由於王室的衰弱，漸至無力維持君

臣的名分。 

 

(a) 資料二的圖一和圖二，春秋時期的禮樂制度出現了怎樣的變化？試參考

資料一，並據史實加以說明。(6 分) 

(b) 承上題，這反映春秋時期的社會狀況如何？當時的諸侯又有何回應？ 

(4 分) 

(c)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析述西周施行第二次封建的原因。(5 分) 

(d) 資料四的觀點並不足以解釋周室東遷後春秋霸政出現的原因。試援引史

實加以析論。(10 分) 

 

4. 資料一：改寫自王壽南《隋唐史》 

唐太宗所以能締造貞觀之治的個人因素有：（一）唯才是任；（二）納諫

從善；（三）關心吏治。 

 

資料二：改寫自歐陽修《新唐書．兵志》 

武夫和安史的餘黨因助唐室平亂有功而被敕封，被封為侯王的人，都被授

予節度使的官職。從此內地遍布方鎮，大的掌管十多個州，小的也掌管三

四個州。 

 

 資料三：改寫自（日）氣賀澤保規《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 

截至唐末為止，藩鎮已達四五十個之多，唐朝中央能直接統治的地方只限

於都城等有限的區域。只是它們不是所有都獨立以及反對中央的，朝廷對

於江淮地區更是始終不放手。 

 

(a) 資料一的觀點是否足以解釋唐太宗一朝出現貞觀之治？試援引史實，加以

析論。(15 分) 

(b) 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史實，解釋安史之亂後，唐代能延祚百多年

的原因。(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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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料一：根據呂思勉《中國通史》、陳德芝《元朝史》整理 

時期 措施 

宋朝 地方最高級的政區為路，設  A  分別掌管民、軍、財、刑等各

事務。 

在各州設  B  ，由中央直接委派，與知州共掌州政。 

元朝   C  是地方的最高行政機構，下設路、州、府及縣，長官統稱

為  D  。 

 

資料二：改寫自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 

北宋在宰相之下添設參知政事，又以樞密使負責軍政大權，以三司使負責

財政大權。樞密使的事權與統兵的高級將領互相牽制。 

 

資料三：改寫自呂思勉《呂思勉講中國通史》 

中央的大權旁落，總是由於兵權和財權的旁落。宋太祖有鑑於此，所以特

設轉運使於各路，以收財賦之權；諸州的兵，強的都升為禁軍，直接隸屬

三衙。 

 

資料四：改寫自錢穆《國史大綱》 

明太祖覺得中國社會上比較可怕的只有讀書人。但是所謂的傳統政治，便

是一種士人的政治。……既不能不用士人，遂不惜時時用一種嚴刑酷罰，

期使士人震懾於王室積威之下，使其只能為吾用而不足為吾患。 

 

(a) 試在答題簿內填寫資料一中 A、B、C 和 D 的名稱。(4 分) 

(b) 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援引史實析論北宋初年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15 分) 

(c) 參考資料四，並就你所知，簡述明太祖對待「可怕的讀書人」的措施。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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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 

 

6. 資料一：翁同龢、李鴻藻等《覆陳會議朝鮮之事摺，語譯本》（1894 年 7 月 

18 日） 

現在日本兵在韓國，頗肆猖獗；而英國大使在北京，仍在進行和談之說。

我既預備戰事，如日本人果有悔過之意，情願和談，但使無礙大局，仍可

予以准許。 

如果不得已而用兵，必須謀出萬全；況與洋人決戰，尤多牽制。刻下各國

皆願調停，而英人尤為出力。因為英人最忌俄國，恐中日開戰，俄國將從

中取利。我國若果行拒絕和談，恐英人將暗助日本人，資助船艦武器，勢

焰益張。況且中國沿海地勢遼闊，外國乘虛入擾，防不勝防！而且國家經

費支絀之時，此皆不可不慮者也。 

 

資料二：戚其章等主編《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 

「甲午戰爭比兩次鴉片戰爭更沉重地打擊了清朝專制皇權，更有力地震撼

了封建專制體制，從而使政治體制改革的出台成為可能。」 

 

(a) 甲午戰爭前夕，清廷所採取的外交策略和軍事準備，如何導致其在戰爭

中慘敗？試根據資料一，並援引相關史實，加以析論。(10 分) 

(b) 資料二論者認為甲午戰爭對中國的衝擊較兩次鴉片戰爭大。你同意這看

法嗎？試參考資料二，並援引史實抒發你的意見。(15 分) 

 

7. 資料一：紅軍長征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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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蔣介石 1932 年的講話 

「我們應當堅定確認革命軍當前的責任，第一個乃是安内，第二個才是攘

外。」 

 

(a) 資料一 A 至 D 分別是四個有關紅軍長征的地點，請填寫有關地點的名

稱。並寫出毛澤東在上述哪一個地方重奪權力。(5 分) 

(b) 參考資料二，試説明蔣介石的政策如何加劇日本侵華的嚴重性。(5 分) 

(c) 國民黨實力本較共產黨為大，何以在內戰中失敗收場？試以史實加以析

論。(15 分) 

 

8. 資料一：劉少奇《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1961 年 

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

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從

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

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資料中指 1959－1961 年中國經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試 

援引史實以證之。(25 分)  

 

試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