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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道明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段考國二歷史科試卷 

範圍：康軒版第三冊 L1~L2                                   1~50題，每題 2分，共 100分 

出題：余承叡老師 審題：呂嘉凌老師  

D 1. 著於東周的《商君書》載：「國境之內，無論男女皆需記錄於簿，若過世則刪除。」《秋官司

民》亦載：「官員掌管百姓的數目，年紀超過八個月大就要紀錄。」請問：《商君書》與《秋官

司民》所討論的議題，其目的最接近於下列何者？ 

（A）利於掌握地方諸侯，維護宗法制度 

（B）車同軌，書同文，天下制度歸一統 

（C）確認婚姻和諧與否，為舉孝廉依據 

（D）編戶齊民，便於徵稅、徵兵或繇役 

D 2. 西元前 1046年，周人在周武王率軍下攻伐殷商。商在關鍵性的

戰役「牧野之戰」中敗戰，紂王自盡，商朝遂亡，史稱「武王伐

紂」。請問：武王伐紂的路線圖，應最接近於右圖何方向？ 

（A）甲（B）乙（C）丙（D）丁 

A 3. 唐太宗曾說：「自古以來君主都重視漢人，歧視外來胡族，可是我能夠不分胡漢，一視同仁。」

請問：唐太宗這句話所反映的史實與意義為何？（習作題） 

（A）這是胡漢長期交流的成果，使唐代文化兼容並蓄 

（B）此為唐太宗自誇，實際上胡人很少擔任唐朝官員 

（C）唐太宗一視同仁對待外族，故被尊為「天可汗」 

（D）其實魏晉南北朝的胡族君主對胡漢都能一視同仁 

B 4. 一首中國古代童謠唱道：「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

如雞。」請問：這首童謠最可能在下圖甲、乙、丙、丁何一朝代傳唱？ 

商 
周 

甲 西漢 乙 丙 隋 丁 
西周 東周 

 （A）甲（B）乙（C）丙（D）丁 

D 5. 隋唐盛世，諸多國家如日本、朝鮮，因與中國交往密切，受其影響而逐漸形成「東亞文化圈」。

請問：下列何者並非東亞文化圈之共同特色？ 

（A）漢字（B）衣冠（C）佛教（D）異國和親交流 

A 6. 右圖是某出土文物上刻寫的銘文，依其內容大意判斷，

最可能是呈現下列何人的事蹟？（精華集題） 

（A）秦始皇（B）漢武帝（C）唐太宗（D）明太祖 

C 7. 中國胡漢融合所帶來的影響極為深遠，在飲食方面，古食譜《齊民要術》中，記載一道名為

「羌煮」的辣味鹿、豬肉胡風料理。據傳羌煮若料理得宜，不僅比牛肉鮮嫩、比羊肉濃香，更

有美容、健體效果，因而成為歷朝帝王愛吃的宮廷大菜。請問下列帝王，最不可能吃過「羌煮」？ 

（A）唐高祖（B）北魏孝文帝（C）周平王（D）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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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8. 周朝建立統治政權以來，除了承認友好國家外，統治者為管理新取得的疆土，便賜予以同姓

和姻親為主的貴族土地及治理地方的權力，藉此穩固統治。上述所指的統治措施應為何者？（習

作題） 

（A）推舉孝廉（B）實施封建（C）設置郡縣（D）推行科舉 

C 9. 「太學」是古代中國的中央官學，為教育體系的最高學府，又因太學生透過「歲試」應考，

優秀者可被派任官職，太學也是培養人才的主要管道。此教育體制最早成形於何時？（精華集

題） 

（A）西周（B）秦代（C）漢代（D）隋代 

D 10. 右圖呈現某一時期東亞部分國家的都城規畫，

以及交流路線示意圖。根據內容判斷，圖中的路

線最可能是下列何者？（精華集題） 

（A）鄭成功船隊在東亞的貿易路線 

（B）耶穌會教士在東亞的傳教路線 

（C）甲午戰爭時日本進攻中國的路線 

（D）唐朝時日本使者前往中國的路線 

D 11. 請依序排列下列各事件之發生順序： 

（甲）漢武帝獨尊儒術（乙）郡縣制形成（丙）科舉制建立（丁）世族衰亡（戊）中國皇帝被

尊為「天可汗」 

（A）乙甲戊丙丁（B）甲乙丙丁戊（C）丙丁戊乙甲（D）乙甲丙戊丁 

C 12. 一位歷史學家稱：「焚詩書是秦始皇絕古的歷史手筆，然而「絕古」的手筆何其殘暴，百家

思想也就在「一尊」道理之下，連類而被禁了。因此，秦代的焚詩、書，廢古語，和漢代的注

詩、書，尊經師，其形式雖相反，而其實質則相一致，都是把活的自由思想斬絕。」請問以下

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A）作者反對秦始皇焚書之舉，但認同漢代尊經為師 

（B）漢代高祖劉邦建立漢朝，為鞏固統治，立即尊儒經為師 

（C）秦焚詩書和漢尊經師皆為求統一思想文化 

（D）漢代以後，中國即不再尊重儒家思想 

A 13. 小黑見到一幅地圖如右圖，請問右圖最可能

以下列何者為主題？ 

（A）造紙術西傳路線 

（B）漢人胡化與胡人漢化 

（C）絲路路線示意圖 

（D）「天可汗」稱號的形成 

D 14. 此朝代開國即尊道教為國教，但亦對其餘宗教抱持開放態度，如景教、摩尼教等宗教皆蓬勃

發展。其中又以佛教最為興盛，天竺、新羅、日本之僧侶往往遠赴首都進行交流，皇帝多亦崇

信之。但隨朝廷態度轉為仇外，數以萬計的僧侶、尼姑和寺院受到迫害、摧毀，景教、摩尼教

也被禁絕。請問：此朝代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周（B）漢（C）北魏（D）唐 

 

怛羅斯 

撒馬爾罕 

唐 

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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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5. 右圖呈現某一時期中外交流概況，下列何者

符合該時期的往來情形？（精華集題） 

(A)源自中國的佛教向外傳出 

(B)伊斯蘭教隨商人傳入中國 

(C)羅馬帝國被稱為「小漢」 

(D)中國以絲綢為主要輸出商品 

A 16. 歷史老師正在解說一句成語的典故，其內容如下：「楚王曾親自率兵北上，攻打周天子都城

附近的領地，周天子惶恐不安派使臣慰勞楚王，不料楚王卻向使臣詢問九鼎之大小及輕重，而

九鼎是天子權力的象徵，由此可見楚王背後奪權的野心，此即『問鼎中原』這句成語的由來。」

由此成語的典故可看出當時的政治局勢出現何種特色？（習作題） 

（A）周天子已經無實質權力（B）楚王畏懼周天子的權威 

（C）周天子更穩固封建秩序（D）楚王統一六國取代天子 

C 17. 阿鳴打算在國二升國三的暑假出外壯遊，他選擇從西安（即唐代長安）出發，徒步完成唐代

文成公主出嫁所行經的路線。下列四選項分別為從西安出發的路線海拔折線圖，圖左側○為出

發地長安海拔高度，右側☉為文成公主出嫁地海拔高度，何者最可能是阿鳴本次所選擇之路徑？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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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8. 中國長城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它在中國歷史上，與北方草原民族互動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下列關於「長城」的敘述，何者正確？（習作題） 

（A）秦朝時為防禦北方匈奴族的入侵，增築城牆成「長城」 

（B）「長城」是漢武帝時連結秦代所修的城牆，增築而成的 

（C）漢朝時期，「長城」完全發揮抵禦草原民族入侵的功能 

（D）「長城」是依秦朝疆域而修築，以防禦四周的草原民族 

A 19. 某時期，皇帝下令修葺孔廟，要求官員語言須從「正音」，且死後不得葬於黃河以北，特別

是舊首都附近。請問：其時代背景應為下列何一選項？ 

（A）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B）永嘉之禍，衣冠南渡 

（C）犬戎之禍，西周滅亡（D）盛唐太宗時玄奘取經 

D 20. 子貢曾問老師孔子說：「管仲是沒有道德的人吧！齊桓公殺公子糾時，管仲不能為自己原來

的主人挺身而出求情，反做了齊桓公的宰相。」孔子說：「管仲做齊桓公的宰相，輔佐齊桓公

稱霸諸侯，抵禦北方外族的入侵。如果沒有管仲，恐怕我們還要受外族統治，衣服要改換成外

族服飾，披頭散髮就像野蠻人的樣子。」請問：依據孔子的回答，孔子認為「我們」與外族是

以何者為區隔呢？（習作題） 

（A）居住地區（B）種族血統（C）統治政權（D）服飾文化 

 

C 21. 張騫出使西域，雖未能達到皇帝最主要託付的目的，但是張騫的出使卻帶來意外的成果，這

主要是指下列何者？（習作題） 

（A）漢朝征服西域，將新疆納入漢朝版圖（B）漢朝與西域諸國維持兩百多年的和平 

（C）增進漢朝與西域之間文化、經貿交流（D）促使歐洲的羅馬帝國派遣使節來中國 

D 22. 「君王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其下有輔助推動政務的宰相，以及漸趨系統化和專業化的文武官

員，地方上的郡縣長官也由君王直接任命。這些大小官員大部分不再是憑藉血緣世襲的封建貴

族，而是平民出身的才學之士。」上文最能說明中國歷史上何種情況的發展？（精華集題） 

（A）世族社會的出現（B）地方勢力的割據（C）君主立憲的實施（D）中央集權的形成 

C 23. 唐朝劉禹錫的詩作〈烏衣巷〉寫道：「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詩中的王、謝這些世家大族的沒落，除了與政治動亂有關外，也與下列哪

一項制度的實施最有關係？（精華集題） 

（A）封建制度（B）推舉制度（C）科舉制度（D）九品官人之法 

B 24. 右表為阿維在課後整理的歷史重點，若依出現時

間的先後排列，何者正確？（精華集題） 

（A）甲丙乙丁（B）乙丁丙甲 

（C）丙甲丁乙（D）丁乙甲丙 

B 25. 一則資料中提到：「中國在貴族掌政的階段，平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但隨著貴族階層沒落，

被迫流落民間依靠講學維生，造成私人講學風氣盛行，國與國之間因為競爭激烈，更競相爭取

人才，能力傑出者甚至可位居卿相之位……。」上述的變化應該出現在下列何時期？（習作題） 

（A）西周（B）東周（C）秦漢（D）魏晉 

甲 世家大族為社會特權階級 

乙 禮樂觀念為中華文化內涵 

丙 推行郡縣制度以強化中央集權 

丁 商鞅實行編列戶籍以掌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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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6. 知名作家余秋雨《從何處走向大唐》中寫道：「通向大唐之路，最具有象徵意義的是北方的

【甲石窟】和較南方的【乙石窟】。一座在北方舊都【丙】，一座在南方新都【丁】。一北一南，

正是北魏新、舊首都所在地。北魏的遷都之路，由這兩座石窟作為標誌。」關於引文之甲、乙、

丙、丁，何者敘述最為正確？ 

（A）甲是莫高窟（B）乙是雲岡石窟（C）丙是山西長安（D）丁是河南洛陽 

D 27. 孟郊《登科後》一詩寫道：「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

盡長安花。」請問：詩中描述場景，應與下列何者最為相關？ 

（A）嫡長子繼承爵位（B）孝子獲得推舉（C）獲九品中正官品為上品官（D）考上科舉 

B 28. 某座中國城市號稱「六朝古都」或「十二朝古都」。這座城市自三國孫吳定都於此起，其重

要性即日益增加。特別是當外族入侵，中原王朝逃難時，這座城市更成為與北方分庭抗禮的政

經中心。這座城市應為下列何者？ 

（A）平城（B）建康（C）洛陽（D）長安 

B 29. 隋唐時代以來，世族的勢力逐漸趨於衰微，無法長期掌握政治權力，此變化應該與下列何者

有關？（習作題） 

（A）品評只重家世與背景（B）有能力者皆可以報考 

（C）設立孝子、廉吏科目（D）依照規定來舉薦人才 

B 30. 歷史學家認為，東周以後，統治者治國多以法律為依歸，但各時期之法律又各有其特色。如

【甲時期】的特色是「倫理道德等教化思想開始援禮入法，法律漸儒家化。」【乙時期】為「天

下事一律依法為主，君王頒行法律，即便輕罪也要重罰。」請問甲、乙兩時期應為下列何者？ 

（A）甲：秦代/乙：西周（B）甲：漢代/乙：秦代 

（C）甲：西周/乙：唐代（D）甲：魏晉南北朝/乙：秦代 

C 31. 周王朝的貴族依據身分差異可分為不同階層，各階層使用的音樂、舞蹈及儀仗隊等方面，都

有明確的限制及規定，不同身分的貴族也遵守不同的禮樂規範，請問：周王朝制訂此規範的目

的何在（習作題） 

（A）提供貴族享樂的機會（B）解決地方封土的爭議 

（C）確保封建秩序的穩固（D）避免地方動亂的爆發 

B 32. 小惠在筆記上畫了一幅關係圖，其中「？」是筆記的主

題，如右圖所示。根據內容判斷，此主題應是下列何者？

（精華集題） 

（A）朝貢貿易的推動（B）中央集權的奠基 

（C）科舉制度的建立（D）九品官人法的實施 

B 33. 中國歷史發展，多以黃河流域為政治中心，但自孫吳政權立足於長江下游以後，數個朝代多

定都於此，加速南方地區的開發。這種現象的出現，與下列何者最有直接關係？（精華集題） 

（A）草原民族南下，勢力直達江南 

（B）北方長期戰亂，大批人士南遷 

（C）漢人人口過剩，往南移民以求溫飽 

（D）南方少數民族興起，勢力逐漸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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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4. 下列各項事件，何者不是日本的唐化內容？（精華集題） 

（A）7世紀中期推動的大化革新即是一系列唐化運動 

（B）片假名源自漢字楷書偏旁，平假名源自漢字草書 

（C）多次派遣唐使廣泛學習中國典章制度與宗教文化 

（D）玄奘不辭辛勞東渡譯經傳法，開啟當地佛教信仰 

B 35. 右圖為中國歷史上某種官方文件的內容，根據圖中內容

判斷，當時政府製作此官方文件的主要目的最可能為下列何

者？（精華集題） 

(A)配合科舉選拔人才，促進社會的流動 

(B)掌握人力作為徵集賦稅和勞役的依據 

(C)推行封建制度並保障貴族世襲的權力 

(D)根據儒家思想，實施以仁為政的措施 

D 36. 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又被稱為「鑿空」，對往後中國乃至於世界帶來深遠的影響。道明中學

二年十二班的同學們，想在露營晚會上表演「張騫通西域」的故事驚豔全場，殊不知因疏於考

證，導致劇情錯誤百出，反倒貽笑大方。下列情節共有幾項與事實相符？ 

（甲）遣使皇帝：漢高祖（乙）事件：張騫出使請求與匈奴和親（丙）時間：西漢（丁）地點：

西域即今日之西藏、雲南（戊）新物產：道教與造紙術傳入中國 

（A）4（B）3（C）2（D）1 

A 37. 下列史事，何者並非發生於唐代？（精華集題） 

（A）開通絲綢之路，促進文化交流 

（B）鄰近國家受其影響形成東亞文化圈 

（C）皇帝滅東突厥，被尊為天可汗 

（D）科舉制度更為完善使社會階層流通 

B 38. 右圖是玉潔參觀「歷代中國婦女生活文物展」時，在某

朝代的展示區內所看到的文物簡介。依內容判斷，此朝代

最可能是下列何者？（精華集題） 

（A）漢代（B）唐代（C）宋代（D）明代 

C 39. 下圖為中國某朝代選才任官制度流程圖，根據內容研判，此制度可能會對當時社會造成哪些

影響？（精華集題） 

（甲）社會階級流動頻繁（乙）助長經學世家發展（丙）世家大族對政權造成威脅（丁）平民

可以為官的機會增加 

（A）甲乙（B）甲丁（C）乙丙（D）乙丁 

 

 

 

 

按九品等第評定 

本籍州郡人才等級 
呈報 

核查、核實 

（大中正、司徒） 

派官任職 

（吏部） 
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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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0. 《周禮》載，樂舞八人為一「佾」，天子可用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但大夫

季桓子卻用八佾舞，孔子於是批判季桓子：「竟然連八佾舞這麼過分的事都做了，季桓子還有

什麼不敢做的嗎？」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A）孔子批判季桓子破壞宗法制度（B）季桓子「八佾舞於庭」的時間應在西周 

（C）周人透過禮樂制度區別尊卑等級（D）禮樂制度目的在於規範平民行為舉止 

C 41. 中國的第一間佛教寺廟是洛陽的「白馬寺」。佛教傳入中國不過數年後，皇帝夢見佛教金剛

自西方飛來，獲知此為西方之「佛」，於是遣使西行求法。途中，使者遇見身騎白馬，攜佛經

與佛像的僧人攝摩騰、竺法蘭，遂禮聘回國講經傳法，並建立中國第一座寺廟「白馬寺」。請

問：白馬寺最可能建於下列何時？ 

（A）東周（B）西漢初年（C）東漢初年（D）西晉 

C 42. 下列史事與朝代的配對，何者正確？（精華集題） 

（A）西周：發生永嘉之禍政權南遷，領土縮減（B）東周：實施封建、禮樂制度維持社會秩序 

（C）漢代：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推舉孝子廉吏（D）西晉：政治社會動盪，平民任官機會增加 

D 43. 張裕是南朝的讀書人，下列何者最可能是他的生活情形？（精華集題） 

（A）研讀四書五經，準備參加科舉（B）依政府政策，娶胡人女子為妻 

（C）因事親至孝被推薦至中央任官（D）憑藉父祖關係直接在朝中任官  

A 44. 西元 751年（唐玄宗天寶 10年），大食部隊與唐朝的部隊大戰於中亞的怛羅斯河畔，結果唐

軍被大食打敗。請問：這場戰役後造成哪一項中國的發明西傳？（習作題） 

（A）造紙術（B）指南針（C）印刷術（D）火藥 

C 45. 隨疫情解封，阿華一家決定在春節出國遊

玩，導遊說，他們要去的這個國家曾模仿中

國的文字、曆法、儒學、佛教等，因而有「君

子國」之稱。請問阿華一家最可能要至右圖

何處旅遊？ 

（A）甲（B）乙（C）丙（D）丁 

B 46. 二年十二班的同學正在排演一齣《大唐記

事》歷史劇，下列哪一個場景最不應該出

現？（精華集題） 

（A）日本僧侶、學生遠渡重洋來學習佛法 

（B）政府派官至各地品評士人，選拔人才 

（C）百姓以喝葡萄酒，欣賞胡旋舞為娛樂 

（D）外來宗教傳入，有信徒研究回教教義（回教即伊斯蘭教） 

B 47. 漢代沿「絲綢之路」出發，最遠可到達何處？（精華集題） 

（A）西域諸國（B）羅馬帝國（C）阿拉伯帝國（D）印度 

甲 

乙 

丙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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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8. 「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的區別，在於歷史事實是客觀呈現過去發生的事件；而歷史解

釋則是後人運用歷史資料，對相關歷史事件進行的詮釋與評價。下列敘述中，何者最適合歸類

為「歷史事實」？（精華集題） 

（突厥：歐亞大陸上的一支游牧民族；可汗：部分游牧民族統治者的稱號。） 

（A）甲（B）乙（C）丙（D）丁 

A 49. 以唐代為故事背景的傳奇故事《枕中記》描述，官途平步青雲，官至宰相的盧生，不僅得皇

帝重用，更盡享人間榮華富貴後高齡善終，含笑離世。但盧生「死後」才驚覺，如此完美的人

生，不過只是他午睡時的一場夢而已。現實中，他只是位想當官卻不可得的落魄書生，一切只

是一場空。請問：下列何者最可能是盧生官途受挫的原因？ 

（A）盧生屢試不第，考不上科舉無法當官（B）盧生家世寒素，無法與世家大族競爭 

（C）因盧生是平民，官職被封建貴族壟斷（D）盧生為漢人，胡人種族歧視難以當官 

C 50. 仁修以「佛教在中國」為主題撰寫報告，下列是他蒐集的各項資料，何者最不適合引用？

（精華集題） 

（A）佛教起源於印度，西漢末年經西域傳入中國 

（B）魏晉動盪，人民以佛教為心靈寄託廣為流傳 

（C）隋代時，玄奘前往印度取經，促進文化交流 

（D）佛教傳入新羅、日本等地，形成東亞文化圈 

 

題目到此結束，請把握時間謹慎檢查。 

祝作答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