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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光中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 高二期末考 
                                            

一  單選題：每題 2分  

1. （  ）「中國」一詞在取得文化意涵的過程中，華夏民族曾面臨何種挑戰？ (A)夷狄也以華夏正統自居 (B)受到周

邊民族的不平等對待 (C)文化優越感消失殆盡 (D)夷夏之防逐漸消失  

2. （  ）秦始皇採行了「五德終始說」中的「五德相勝」，自認為秦為水德，取代周的火德而有天下，並建立了一套繁

雜的宮室、宗廟、陵寢、輿服以及相關的禮儀典章，藉此以強調皇帝至尊的權威地位。請問秦始皇採行「五德

終始說」的主要目的為？ (A)為實施郡縣制度 (B)為進行神權統治 (C)為推展封建制度 (D)確立其政權的合

理性  

3. （  ）錢穆曾說：「周代宗法偏於□□，封建偏於□□，井田偏於□□，此三者融凝為一體，然後始成治道，而中國

古人稱之曰禮治。」上文中的□□，你認為最恰當的應是 (A)政治、經濟、社會 (B)經濟、政治、倫理 (C)

倫理、政治、經濟 (D)政治、社會、經濟  

4. （  ）《禮記》中提到：「殷人尊神，率（領）民以事（奉祀）神，先鬼而後禮。」短短幾個字，反映了殷商的統治

方式。請問以下敘述何者為真？ (A)商王以祖神與上帝溝通，有著神權統治的因子 (B)商的貴族與平民都以

占卜為要務 (C)殷人事鬼，其實是懼怕孤魂野鬼作祟 (D)殷人尊神，指的只有天神  

5. （  ）日本江戶時代曾有儒者引述《論語》的〈子罕篇〉來論證「日本即中國」的說法：「孔子感嘆世道衰微，打算

搬遷到東方的九夷之地。有人跟他說：九夷是風俗鄙陋的地方，為什麼要搬遷到那裡呢？孔子回答說：『只要

有德君子居住在那裡，就能感化居民，使成為禮義之邦，哪裡還會鄙陋呢？』」請問江戶時期的日本儒者為何

會出現上述論點？ (A)江戶幕府試圖向國內諸候大名解釋並合理化「鎖國政策」 (B)希望打開對中國貿易的

大門 (C)認為文化與禮儀才是決定是否為「中國」的關鍵 (D)希望取代中國成為天下的霸主  

6. （  ）商周是青銅器的時代，青銅器不只有實用價值，而且被視為禮器，說是「器以藏禮」其主因為何？ (A)使用者

在行禮前要先沐浴淨身，以示潔淨虔誠 (B)器內刻有銘文，宣揚王室功德 (C)使用者多是貴族，是權力與地

位的象徵 (D)器物造型凝重，飾以神祕紋飾，塑造使用時莊嚴肅穆的氣氛  

7. （  ）奇隆在看過電視劇《步步驚心》後，便成為雍正皇帝狂粉，瘋狂蒐集雍正皇帝的相關資料。在蒐集資料的過程

中，他發現雍正皇帝每天會在乾清門聽取官員匯報政事，在養心殿批閱奏章，抑或是召集軍機大臣共同討論政

事，時常出現「燈下批閱奏摺，每至二鼓三鼓（約晚上 11 點），不覺稍倦」的情形。對此，奇隆崇拜得五體投

地。請問造成上述雍正皇帝行為的主要原因應為何？ (A)雍正不信任當朝宰相，故親自打理政事 (B)雍正親

民愛民，自我要求每天須勤於政務 (C)雍正延續前朝廢除宰相的政策，凡事親力親為 (D)雍正朝民變不斷，

因此才需疲於奔命  

8. （  ）「各國頒布的成文法典，成為全國人民共同遵守的公開規範，此後人民在法律之前地位齊平。政府透過戶籍帳

冊有效地執行國家成文法律，『編戶齊民』成為平民百姓的代名詞。」請問政府編戶齊民的原因為何？ (A)加

強中央集權 (B)彰顯高壓皇權 (C)體現人皆生而平等的精神 (D)落實孟子的民本思想  

9.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在位期間，詔徵賢能之冑，冠冕州邦者，以禮發遣。所徵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

潁、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四十二人，應徵者三十五人；於是東至渤海，北極上谷，西盡西河，窮

中山，版圖所及，世家大族多被延攬。以上資料反映了哪些事實？(甲)世家大族要知道如何與胡主相處，學習

如何在這樣一個複雜多變的環境中生存。(乙)他們接受現實，誰有國家，即為誰所用。(丙)世族與胡主相處愉

快，未發生衝突。(丁)這些世族被通稱為「僑姓」  

(A)甲、乙 (B)乙、丙 (C)甲、乙、丁 (D)丙、丁。A 

10. 中國歷史上經常發生外戚、宦官、權臣干政的情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下列哪一項因素？  

(A)官僚體系不健全 (B)他們以武力威脅皇帝，授予掌握朝廷的大權 (C)君主集權缺點，易為親近者有機可趁 

(D)相權不穩定，一再被剝奪  

11. 某位學者描述中國史上的一種制度是「雖無相名，實有相職。既有相職，卻無相權。既無相權，卻有相責。」他指的制

度應該是下列何者？  

(A)漢代的內外朝官制 (B)唐代的三省制 (C)明代的內閣制 (D)清代的八旗制度 

12. 某天在晚飯後大家坐著閒聊，有人說：「□幫政府造橋修路、興修水利工程，不必像我們一樣須負擔極重的稅賦，聽說

他們有特權『包攬錢糧』……。」另一個人就說：「別這樣說，我常常拿我兒子寫的信請□幫我看，他真的很

有學問……。」請問：上述對話內容與以下哪一主題有關？ (Ａ)族長教化及獎懲族眾 (Ｂ)士紳的社會地位 

(Ｃ)政府處理民眾糾紛及爭端 (Ｄ)加入宗族可以減免賦役。 

13. 中國科舉制度自隋以來一直是主要的選才任官制度，也為歷代選拔出許多優良之人才。請問：下列關於科舉制度及其社

會功能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唐代科舉已經有效地促成社會階層的流動 (Ｂ)宋朝考上科舉者，全家成為

「官戶」，並世世代代取得免徭役的特權 (Ｃ)明清時期，有功名在身的士人形成身分特殊的士紳階層 (Ｄ)明

清時期科舉制度已經僵化，因此無法促成社會階層的流動。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 高二期末考第 2 頁，共 3 頁 

14. （  ）老師在講述日本歷史時，指著課本的插圖

（如附圖，敘述日本與中國之間的互動，

下列哪一標題符合此時的上課內容？ 

(A)漢委奴國王 (B)幕府體制下的運作 

(C)君權皇授 (D)東亞文化圈  

15. （  ）越南雖長期受到中國的影響，但與同屬東

亞文化圈的日本和朝鮮半島相比，仍有其

獨特之處。請問下列何者為越南所獨有？ 

(A)歷史書只有越南用漢文撰寫 (B)從秦

漢至唐代都被中國以郡縣的方式統治 (C)

接受中國的曆法 (D)崇拜孔子，接受儒家

文化  

16. （  ）有一時期士大夫對於重建宗族的血緣凝聚力，提出了一些構想。如提倡「明譜系」以加強族人的團結，主張立

有官職的族人為族長，作為號召族人的宗族領袖，以保障宗族的昌盛；並透過家廟與家祭制度，以聯繫宗人。

請問文中所述，是哪一時期士大夫的共識？ (A)東漢時期 (B)南朝時期 (C)隋唐時期 (D)兩宋時期  

17. （  ）有一個商幫擁有 20 餘家票號、分莊，遍布全國「匯通天下」。至今「日昇昌」、「百川通」第一批全國最早金融

票號，庭院保存如故，並闢為博物館。21 世紀甚至有臺灣富商出資拍攝〈白銀帝國〉，描述這一段明清時期市

井繁華、商賈雲集的歷史風貌。請問最好的取景地點應在何處？ (A)山西 (B)泉州 (C)安徽 (D)漳州月港  

18. （  ）「清代時期在國家法定的禮制不允許民間建家廟並祭祀遠祖；但實際上，在民間（包括官員們）建祠堂、祭始

祖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現象，並得到官方的認可。」請問文中所述，其因為何？ (A)這是因為建家廟、祭遠祖有

嚴格等級限制，加強君主權威 (B)這是因為建家廟、祭遠祖可增進宗族團結，增強民間防衛 (C)這是因為家

廟制度的發展，有助於基層民間社會管理所致 (D)這是因為家廟制度的發展，有慎終追遠之情深，具教化意涵  

19. 近年來因韓國影視作品帶來強勁的「韓流」，不少臺灣學生開始學習韓文，而韓文的發展是某位君王即位後，有感於中

國文字與朝鮮自身的語系不相符合，導致學術思想與知識文化不易推廣，因此延聘學者共同編定《訓民正音》一書，定

型韓國語言文字系統，對文化的影響極為巨大。請問：關於上述創舉，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上述所指的文字應為

「諺文」(現今的韓國文字) (B)當時屬於十一世紀的高麗王朝 (C)該君王在位時期停止科舉考試 (D)當時上下階層人

民都贊成改制 

20. 具有越南血統的新臺灣之子阿銓，在課堂上報告他這學期的小論文研究成果：「越南有自己的語言，雖然乍聽之下很多

人聽不太懂，但是如果仔細推敲其中發音，可以發現在越南話中，還有留存著部分的漢語發音，這種語言在越南境內稱

為漢越語。」透過阿銓的報告，同學應該要有哪方面的越南歷史知識，才能對阿銓進行正確的回應或批判？ (A)越南自

古以來就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獨立國家 (B)越南與中國自古保持著國與國間的平等關係 (C)越南目前以漢字行文，與周

邊國家溝通無礙 (D)越語保有漢文發音，可見受東亞文化圈影響 

21. 學者指出：北魏實行均田法的背景，第一，因戰亂的傷亡及遷徙，留下大片無主荒田；第二，許多農民為躲避戰禍，逃

離農村，流落城市，成為不事生產的游民；第三，農民投靠大戶士族，「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只向其宗主貢獻，不必

向政府納稅。均田法的實施是結合戶籍的清查及管理，透過計口授田，使農業勞動力與耕地達到合理配合，以恢復生

產，建立小農社會。根據上述，學者認為北魏均田法實施的主要目的最可能是： (A)限制土地兼併 (B)保全士族特權 

(C)重建編戶稅基 (D)推行漢化運動【109 學測】 

22. 有學者認為：東漢士大夫常見的美德高行，不外乎是像讓爵（父有高爵，兄讓弟襲）、推財（兄弟分財，推多取少）、借

交報仇（友有仇怨，許身代報）、清節（一介不取，推財與人）等作為，其實是受到當時察舉制度的影響。請問：有關

這個制度的敘述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察舉制度起自漢高祖劉邦，屬兩漢時代的選才任官方式之一 (B)這些行為是因應儒家對孝悌的要求，為士人特別看

重，鄉里交譽之下，更有任官的可能 (C)此辦法由董仲舒建議推行，能切實遴選人才，無其他弊端 (D)執政者欲藉此

推廣儒學，使儒學獨具官學正統地位，實際施政亦以儒家為本，不採用他家之說 

23. 秦漢時期實施郡、縣二級的行政區劃，最基層的地方行政長官為縣令（長），負責管理地方，統籌稅收。當時縣令

（長）如何產生？(A)根據宗法，父死子繼 (B)皇帝分封，冊命任用 (C)由郡守指派下屬擔任 (D)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 

24. 霍光是西漢著名將領霍去病的同父異母之弟，受武帝遺詔輔政，而霍去病是大將軍衛青的外甥，他的姨母衛子夫被漢武

帝看中，並被立為皇后。請問：由此可以看出西漢歷史發展的哪一種現象？  

(A)士人掌政 (B)宦官亂政 (C)軍閥割據 (D)重用外戚 

25. 有歷史學者認為「倘使我們說，中國傳統政治是專制的，政府由一個皇帝來獨裁，這一說法，用來講明清兩

代是可以的。」針對上文配合課堂所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這位學者服膺馬列主義的史觀，認為中國長期以來均處於君主專制的封建社會 (B)此學者認為明清兩代因

為皇帝廢相、直轄六部，所以皇帝才可稱為獨裁 (C)此學者強調中國自秦代採行皇帝制度後，皇權已無其他

制衡力量 (D)明清兩代君主，均利用特務機構監視臣民，故稱之為專制 

26.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接受李斯的建議在全國實施郡縣制度，除漢初的郡國並行、西晉與明朝給予封建諸侯

較大的權限外，郡縣制其實為中國歷代王朝承襲。明末學者顧炎武曾評述：「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

失，其專在上。」請問：下列選項何者較符合其意？  

(A)封建之弊，在於特意將權力收歸中央 (B)郡縣之弊，則在於地方權重，中央無法掌控 (C)認為封建和郡

縣兩制都各有優、缺點 (D)推崇中央集權，反對地方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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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  某一篇描述「某代」官員行徑的文章提到：「那時某些年紀輕輕的政府官員早就位居高位，平常很少用

心參與、討論國家大事，卻很喜歡互相比較家裡的土地面積、僕人人數、祖先的官位等，結婚也強調門當戶

對……。」請問：當時這種政治風氣的形成與哪一制度的實施有關？ (Ａ)三省制 (Ｂ)占田制 (Ｃ)均田制 (Ｄ)捐

官制 

28. (  ) 阿翔為完成歷史作業：「唐朝稅收制度  ——租庸調」，請問：下列他所收集的資料內容，何者正確？ (Ａ)此

制度為宰相楊炎制定 (Ｂ)此稅制的實行，以徵收實物為主 (Ｃ)這項稅制視人民財力而課稅，頗符合租稅公平原

則 (Ｄ)僅徵租不授田，已失去為民制產的精神 

29. (  )大家很熟悉的「焚書坑儒」，係指秦始皇因採用丞相的建議所施行的殘酷刑法，由此可見「丞相」與國政推行的關

係。請問：「丞相」這個職位的出現，在中國官制發展史上的意義為何？ (Ａ)封建世官世祿制轉變為中央集權官僚制度 

(Ｂ)丞相身兼行政、軍事、財政大權，成為決策者 (Ｃ)確立中國考試取才任官制度 (Ｄ)朝廷的官僚系統開始出現內朝

與外朝之分 

30. 北宋立國，以宰相主政事，樞密主軍事，三司主財政。請問：此設計的意義為何？  

(A)集中相權，有助政務推行 (B)重文輕武，確立文人政治型態 (C)獨立財政與軍事，全力發展經濟與國防 (D)各部門

彼此牽制，削弱相權 

31. 《明史》記載：「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由上述資料可知明代政府對外

邦採取什麼政策？(A)朝貢貿易(B)走私貿易(C)宗主關係(D)藩屬關係 

二,題組 ：每題 2分  
資料一：皇帝非常尊重丞相的意見，重要政務及人事皆詢問丞相的看法；丞相遇有疾疫，皇帝也大多會親自探問。 

資料二：皇帝允許某些官員上奏摺，繕寫時須親自為之，不可假手於人，一切聽聞皆可上報。寫畢將奏文寫在摺疊的白

紙，外加上特製皮匣，皮匣的鑰匙備有兩份，一份交給奏摺官員，一把由皇帝保管，任何人都無法開啟。官員自派親信家

人送抵京城，不可擾累驛站，直達御前，並由皇帝親自批答。 

資料三：皇帝統轄各個行政部門，各部門直接對皇帝負責，彼此不相統屬，全然聽命於皇帝。在缺乏制衡的條件下，一旦

君主荒怠，權臣自然應運而生；宦官在皇帝授權下，掌握批閱公文的權

力。 

請根據上述資料回答問題。 

32 將各資料所反映的時代按先後順序排列，正確者是： (A)資料一→資

料二→資料三 (B)資料一→資料三→資料二 (C)資料二→資料一→資料

三 (D)資料三→資料一→資料二 

33 根據上述資料，皇帝與宰相的權力所呈現的發展應該是右圖何者？ 

34 資料二所描述的制度應該是以下何者？ (A)唐朝的番上制度 (B)宋朝

的糊名制度 (C)明朝的票擬制度 (D)清朝的密摺制度 

秦王政統一天下後，自認「德兼三皇，功過五帝」，因而定尊號為「皇

帝」，並以皇帝為中心，建立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在皇帝制度下，建立

極為繁瑣的宮室、輿服、宗廟、陵寢、禮儀等制度，用來顯示與維護皇

帝至高無上的權威。請問： 

35 秦王政自稱「始皇帝」，並欲傳帝位二世、三世以至於萬世。其意義為

何？ (A)希望國家長治久安 (B)期望自己長生不死 (C)表示皇帝地位

至高無上 (D)宣示天下為一家一姓所有 

36 帝位的繼承由一姓獨占，皇權更不容許官僚系統的挑戰，是因為皇帝

制度具有何種的本質？ (A)公天下 (B)家天下 (C)天下共主 (D)禪讓

精神 

37 秦代在地方上推行何種制度？ (A)郡國並行制 (B)封建制度 (C)郡縣制度 (D)三省制度 

請閱讀以下資料，並回答問題： 

資料一：有人譏諷當朝的選才制度：「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

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批評八股取士) 

資料二：電視劇《琅琊榜》中一場景：梅長蘇與靖王、蔡荃、沈約等人商議政事，只聽沈約推辭：「別別別，別看我，我母

親乃清河郡主，故舊、族人一大票，我不能擔任中正官，壓不下那個人情。」 

資料三：為了重視考試的公平性，本朝首創將所有考生試卷登記在冊，然後由謄抄員全部重抄一遍，才交給考官評閱的辦

法。 

資料四：許武早年父母雙亡，因為教弟有成，鄉里間名望很高，讓他舉了孝廉。但他因兩個弟弟都還沒有名望，故意把家

產分做三份，自己拿了最好的田地，而把劣等田統統給了弟弟。當時社會上的人開始稱許他的兩個弟弟，看輕許武，一直

等到兩個弟弟也都得了官位，他召集族人，說明當時的行為是為了要顯揚弟弟們的名聲，再把所有的家產都讓給了兩個弟

弟。 

38 資料二中提到的中正官，其實是配合哪一個選才任官方式？(A)察舉制度 (B)九品官人法 (C)科舉考試 (D)八股取士 

39 資料三是哪個朝代所發生的事？ (A)西漢 (B)隋代 (C)北宋 (D)明朝 

40 請將資料一到資料四按照時代先後排序。 (A)資料一、資料二、資料三、資料四 (B)資料三、資料一、資料四、資料

二 (C)資料一、資料三、資料二、資料四 (D)資料四、資料二、資料三、資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