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题2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220年)是我国统一多民

族封建国家的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政治、经济、
文化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世界领先地位。

政治

 秦朝大一统,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确
立了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中央垂直管

理地方,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汉承秦制,巩固

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颁布“推恩令”,设立中

朝制度、刺史制度、察举制度。东汉末年,政治腐

败,外戚宦官交替执政。秦汉实行开明的民族政

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

经济

 秦代统一货币、度量衡,修驰道、统一车轨。汉

初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出现“文景之治”;汉武帝

改革币制,颁行五铢钱,实行盐铁官营,推行均输

平准,加强经济统制;西汉开辟了陆上和海上的丝

绸之路,中外交往频繁,东汉初期,出现“光武中

兴”;东汉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得到发展

文化

 秦汉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从秦朝“焚书坑儒”到
汉朝“黄老无为”“尊崇儒术”,儒学成为我国封建社

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科技文化迅速发展,领先世

界;佛教传入,道教产生

核心

概念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汉承秦制、郡县与分封并行

制、推恩令、中外朝制、察举制、刺史、西域都护、“党
锢之祸”;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田庄经济;无为而治

1.[2024·湖北卷]《岳麓书院藏秦简》记载:“丞相

其以制明告郡县……毋令吏以苛繇夺黔首春夏

时,令皆明焉,以为恒。不从令者,赀(处罚)丞令、
令史、尉、尉史、士吏、发弩各二甲(甲胄)。”这表明

秦朝  ( )

A.相权挑战皇权 B.延续秦国耕战国策

C.统治残暴、严苛 D.崇尚儒家民本思想

2.[2024·湖南卷]据史料记载,秦人“畏有司而

顺”,楚人“好游侠”“易发怒”。秦末,六国旧地都

出现了反秦斗争,其中楚地声势最大,反应最为激

烈。这可用于 ( )

A.证实秦对楚地的统治最为严苛

B.说明秦楚之间文化冲突无法弥合

C.证明秦朝的制度不适用于楚地

D.解释汉初推行郡国并行制的原因

3.[2024·甘肃卷]秦政权制定多种律令来保障文

书的制作、传递与保存,其中文书制作的格式和规

范称为“式”。例如,里耶秦简中的行政文书,就严

格遵循了“式”的要求。“式”的推行说明秦代( )

A.统一了文字、度量衡

B.依靠严刑峻法统治

C.文书行政的标准化

D.地方治理日趋完善

4.[2023·湖北卷]司马迁认为,在推翻秦王朝过程

中,项羽是天下诸侯的盟主,“位虽不终,近古以来

未尝有也”,故而在《史记》中将项羽列入本纪。唐

代史家刘知几则指出:“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

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两者认识不同的

根源在于  ( )

A.史书编纂体例的选择

B.正统观念的左右

C.历史叙述原则的取向

D.情感倾向的影响

5.[2023·广东卷]汉初,儒家代表人物陆贾的《新
语》云:“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
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

治……故无为者乃有为也。”陆贾的上述思想( )

A.适应了休养生息的政治需要

B.契合了德法并用的治国理念

C.为尊崇儒术提供依据

D.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6.[2023·海南卷]据东汉《乙瑛碑》载,鲁相乙瑛向

朝廷陈请,为孔庙增设一名百石卒史来守庙并掌

管礼器(流程如下图)。这一史实最适合用来说

明,当时 ( )

(注:①~⑦表示处理此事的先后步骤。)

A.国家行政中枢权力的逐渐扩大

B.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日益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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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题3　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年)是政权更迭

和民族交融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变革,上承

秦汉下启隋唐,为隋唐盛世的开创奠定了基础。隋

唐时期(581—907年)是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与巩固时期,呈现出开明开放、制度创新、全面繁荣、
兼收并蓄的特征。

三国

两晋

南北朝

时期

政治

 政权更迭,民族交融。北方战乱,南方

相对安定。北方少数民族内迁中原,北魏

孝文帝改革,加速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
中原人民南迁江南,促进了民族交融;形
成三省制,九品中正制逐渐成为维护士族

特权的工具

经济

 北魏均田制、租调制促进北方经济恢复;
东晋南朝江南开发,坞堡带有庄园经济的

色彩。农业上马钧发明翻车、手工业上出

现灌钢法、商业上出现草市

文化

 佛教盛行并渐趋本土化,道教传播,冲击

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南北文化各具特色,
文学、书法、绘画、科技等领域繁荣;中外交

流加强,法显西行天竺

隋唐

时期

政治

 国家统一,政治清明,出现盛世;完善专

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创立三省六部制、科举

制;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制遭到严重削弱。
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统一多民族封建国

家得到巩固发展;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中
外交往频繁,泽被东西,兼收并蓄,形成中

华文化圈的格局

经济

 封建经济繁荣;经济重心南移;赋税制度

改革;商业繁盛,出现“飞钱”和柜坊,城市

商业有市坊限制,农村“草市”进一步发展;
对外贸易繁荣,海陆并举

文化

 三教并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促进了

国内各族文化交流、交融;科技、哲学、教
育、文学、艺术等领域全面繁荣;中外交流

频繁,高僧玄奘西行

核心

概念

 门阀政治、民族交融、三省六部制、科举制、
均田制、租 庸 调 制、两 税 法、江 南 开 发、三 教

并行

1.[2024·黑吉辽卷]下表是北魏皇族女性墓志的

部分内容。

人物 内容

将军冯邕之妻元氏
 母义三恪,道著二王,肃穆闺

闱,见重君子

长乐长公主元瑛
 六行允备,四德无违,孝友出

于自然,柔恭表于天性

乐安郡公主元仲英  女节茂于公宫,妇道显于邦国

该表反映了当时 ( )

A.门第观念得到强化

B.因俗而治政策得到推广

C.礼仪规范得到传承

D.儒家伦理道德得到认同

2.[2024·广东卷]
《魏书》关于皇帝赏赐的部分记载

道武帝登国

三年（388年）

 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各

有差

明元帝永兴

五年（413年）
 赐征还将士牛马、奴婢各有差

太武帝始光

四年（427年）

 赐留台文武生口、缯帛、马牛各

有差

上表反映了 ( )

A.北方游牧经济衰落

B.封建等级制度森严

C.鲜卑民族习俗的延续

D.俸禄制改革不彻底

3.[2024·黑吉辽卷]唐代宗大历初年,国子司业归

崇敬上疏提出,明经科考试“不求其文义,及第先

取于帖经”,士子为了应试,多死记硬背儒家经典,
不从师、不问道,遂使“专门业废”“传受义绝”。其

所强调的是 ( )

A.明经科考试改革的必要性

B.复兴儒学的紧迫性

C.进士科考试内容的合理性

D.官学教育的重要性

4.[2024·湖北卷]唐朝后期,一位河朔藩镇幕僚述

及本镇节度使更替时称,朝廷要么立刻任命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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