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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東高中 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原二歷史科第 2 次期中考試卷 

3-3 至 4-2 畫卡                                                                                 姓名____________  座號______ 

單選題：(1-20 每題 1 分,21-60 每題 2 分) 

(  )1. 中國近世的通俗文學具有濃厚的儒、道、釋三教融和的色彩。由於主角是被神化的歷史人

物，在小說、說書、戲劇、民間信仰以及行業保護神各方面均有重要地位，因此這齣戲曲

的盛行對於這種結合儒、道的忠義價值觀自然有鼓吹的作用。請問：下列何人符合上文所

述？ (A)孔明 (B)關公 (C)媽祖 (D)王爺。 

(  )2. 他曾說：「立君乃所以為民，君臣均為人民公僕。」彰顯了民本思想。請問：上述的人物

為何人？ (A)王守仁 (B)黃宗羲 (C)王夫之 (D)顧炎武。 
(  )3. 北宋時期興起的理學，又稱為「新儒學」，其探討的心性論與宇宙論等問題，多為前此儒

者較不觸及的。請問：「新儒學」的興起與下列哪一因素有關？ (A)唐中葉以來疑古風氣

興起與佛學思想的影響 (B)唐代以來東西文化交流繁盛與西學輸入的影響 (C)宋代權臣用

事與政治腐敗，促成學者思考方向的轉變 (D)宋初經學定於一尊反而阻礙經學進步，漸引

起學者反對。 

(  )4. 何人以歸納考證的方法研究典章制度的態度，使之成為清代考據學的前趨？ (A)顧炎武 

(B)黃宗羲 (C)王夫之 (D)顏元。 
(  )5. 宋代士大夫強調敬宗收族，是近世中國社會的另一特色。請問：北宋以來，下列哪位士人

嘗試撰修族譜，而成為後世修譜的體裁？ (A)朱熹 (B)蘇軾 (C)范仲淹 (D)歐陽修。 
(  )6. 明清時期，出現了一批在政治和社會上都具有影響力的士紳階層。士紳階層的形成與哪一

個制度密不可分？ (A)科舉制度 (B)義田制度 (C)市坊制度 (D)三省六部制。 
(  )7. 明清時期科舉考試盛行後，南方宗族亦極為注重族人的教育，下列何者不是其因應的作

為？ (A)設置族田 (B)編修典籍 (C)興辦族學 (D)重視仕途。 
(  )8. 某部文學作品是小說家吳承恩根據唐代玄奘赴天竺取經一事演化而來，故事生動活潑，人

物個性鮮明，是明代小說中的「四大奇書」之一。請問：這是指哪一部作品？ (A)《水滸

傳》 (B)《三國演義》 (C)《封神演義》 (D)《西遊記》。 
(  )9. 為了配合迎神祈福的祭典，娛神的表演項目包括「百戲」（即雜技）、戲劇、團體競技

（如集騎術、擊球、武術於一身的毬戲，拔河、划龍舟等），以及訓練腦力的博奕。請

問：這些傳統節慶活動是在何時隨著平民文化的興起而在民間流傳開來？ (A)唐代 (B)
宋代 (C)元代 (D)明代。 

(  )10. 哪個時代開始士大夫強調敬宗收族，主張設置田產救濟族人？ (A)魏晉 (B)唐代 (C)宋
代 (D)明代。 

(  )11. 這個時代朝廷重視文治，科舉興盛，士大夫具有強烈的使命感，他們注重道德修養，強調

經世致用的精神。這是哪一個時代？ (A)唐代 (B)宋代 (C)元代 (D)明初。 
(  )12. 這個節日是全年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五節氣，在春分後十五日，而一直要到宋朝掃墓才成為

這個節日最重要的活動。請問：這是中國哪一個傳統節日？ (A)重陽節 (B)中秋節 (C)
清明節 (D)端午節。 

(  )13. 「世間人睜眼觀見，論英雄錢是好漢。有了它諸般趁意，沒了它寸步也難。拐子有錢，走

歪步合款。啞吧有錢，打手勢好看。如今人敬的是有錢，蒯文通無錢也說不過潼關。實

言，人為銅錢，遊遍世間。實言，求人一文，跟後擦前。」這是朱載堉所寫的《山坡羊‧



錢是好漢》，談到錢的好處。這種以金錢至上的社會價值，使社會風氣趨向奢靡，最有可

能出現在哪一朝代？ (A)唐代 (B)宋代 (C)明初 (D)明末。 
(  )14. 小明研究歷史上某一時代的社會階級，發現其身分的獲得是通過科舉考試。他們有免除徭

役的特權，在地方上享有特殊地位，名分雖限於本人，無法世襲，但特權卻可以擴張到家

人身上。請問：這是哪一時代？ (A)唐代 (B)宋代 (C)元代 (D)明代。 
(  )15. 附表為晚明時期中國天主教教徒人數統計表，關於當時天主教在華的發展，請問下列的說

明何者正確？ (A)晚明天主教徒人數的增長，與利瑪竇等教士包容中國傳統及士人的提

倡，有密切的關連 (B)崇禎年間因教宗下令禁止中國信徒祭祖、祭孔，造成信徒人數大

減 (C)表中的數據亦反映天主教的社會影響力日趨增長，如當時社會流行的勸善書，即

與天主教有關 (D)崇禎年間因傳教士捲入宮廷事務導致朝廷禁教，傳教士被迫離開，信

徒日漸減少。 

 
(  )16. 《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改變了長期以來中國與外國人之間經商的習慣和組織，開始了新

的貿易制度。在這之前，外人在中國經商需透過哪一個組織，不能直接與本地商人貿易？ 

(A)買辦 (B)郊商 (C)公行 (D)坐賈。 
(  )17. 「……議定英國駐在中國之總管大員與中國大臣無論京內京外者有文書往來用照會字

樣，……兩國屬員後來必當平行照會。」請問：上文應係何約之內容？ (A)《尼布楚條

約》 (B)《南京條約》 (C)《望廈條約》 (D)《黃埔條約》。 
(  )18. 「六三禁煙節」的由來係林則徐在何地海灘銷燬鴉片？ (A)澳門 (B)虎門 (C)黃埔 (D)

廣州。 
(  )19. 下列哪一國雖未直接從滿清政府手中租借港灣，卻一樣享有港灣之租借？ (A)德 (B)英 

(C)俄 (D)日。 
(  )20. 中日《馬關條約》中對中國工業打擊最大的條款是什麼？ (A)日本享有最惠國待遇 (B)

日本人得在通商口岸設立工廠 (C)賠款二萬萬兩 (D)割讓臺灣、遼東半島、澎湖群島。 
(  )21. 太平天國之亂雖然為清廷所平，但其餘眾未完全肅清，而造成下列哪一亂事的擴大？ (A)

川楚教亂 (B)捻亂 (C)回變 (D)庚子事件。 
(  )22. 北京是中國一個重要的城市，下列相關敘述正確的是 (A)曾被太平天國攻陷，改名為

「天京」 (B)位於北京的頤和園曾被外國侵略者焚燬 (C)八國聯軍時曾遭到攻陷 (D)從

明太祖時就是明代的首都。 
(  )23. 甲午戰前，英國在中國的利益遍於南北。甲午戰後，情勢大為不同：東北與長城內外、黃

河流域、西南和福建分別為俄、德、法和日本的勢力範圍。此時出現「門戶開放政策」，

主張列強開放在中國的勢力範圍，大家利益均霑。請問：此政策由何國提出？實際推動者

最可能為何國？ (A)美、英 (B)美、德 (C)俄、英 (D)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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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白蓮教自清嘉慶元年開始，教徒在湖北、陝西、四川起事，隨後蔓延到河南、甘肅，而以

川（四川）、楚（甘肅）最烈，故通稱川楚教亂。清廷花了鉅額經費，屠殺了幾十萬人，

到清嘉慶九年，才平定了這次民變。請問：清廷平亂最主要的武力為何？ (A)八旗 (B)
綠營 (C)鄉勇 (D)新軍。 

(  )25. 何事開啟了中國「三千年來未有之大變局」？ (A)滿清入關 (B)消滅南明 (C)消滅明鄭 

(D)鴉片戰爭。 
(  )26. 形成清代中葉後，中外貿易衝突的根源為何？ (A)自古即有重商輕農的觀念 (B)對外商

尊重，認為夷人為義而來 (C)外商若不遵守天朝規定，中國體恤外人，不加追究 (D)認
為准許外商做買賣，是一種撫綏的方式。 

(  )27. 附圖為哪一動亂的路線圖？ (A)庚子事變 (B)太平天國 (C)捻亂 (D)回變。 

 

(  )28. 某一段史料敘述：「□□，乾隆四十一年出任軍機大臣，嘉慶四年賜令自盡，抄沒其家

產，估計其財產總值約八萬萬兩。」文中□□指的是何人？ (A)張廷玉 (B)和珅 (C)鄂
爾泰 (D)李蓮英。 

(  )29. 乾、嘉年間，英國派大使來華交涉是為了要解決什麼問題？ (A)希望可以合法販賣鴉片 

(B)希望壟斷對中國的貿易 (C)希望取消對英商居住、行動、貿易的限制，並加開口岸 

(D)希望允許天主教會再度來華傳教。 
(  )30. 乾隆五十八年，英國派遣特使馬加爾尼來華交涉；嘉慶二十年，英國再派阿美士德為專使

來華交涉，他們俱因覲見的禮儀與清廷發生爭執，這主要是由於中國傳統的哪一種觀念導

致如此？ (A)天人合一 (B)天朝觀念 (C)重農抑商 (D)天道觀念。 
(  )31. 乾隆帝統治的時間很長，但晚年吏治不善，諸弊叢生，社會動盪不安。當他讓位給兒子嘉

慶的時候，正是湖北□□叛變之時，清朝統治由盛極走向衰微。請問：□□應填入何者？ 

(A)白蓮教 (B)天地會 (C)太平天國 (D)小刀會。 
(  )32. 晚清時期西南邊疆的雲南與西北的陝甘地區均曾發生「回變」，關於當時回民起事的背景

與原因，下列何者符合史實？ (A)回民信仰堅定且團結，但清廷卻長期實行壓抑伊斯蘭

教的政策 (B)回民多為遊手好閒與不事生產之徒，平時易生事端 (C)官府遇到漢回糾紛

往往偏袒漢人，引起回民不滿 (D)受到英、俄等列強勢力的鼓動，遂起而發動抗清起

事。 

(  )33. 清末由於國勢衰弱，列強紛紛攘奪我藩屬，在宗主國未能保護藩屬之下，利用「以夷制

夷」的外交政策確有其必要。或論「與其多讓於倭，而倭不能助我以拒俄，且我既失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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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而又將失之於俄；例如稍讓於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懾日。」此為何人在當時提出的外

交政策之構想？ (A)奕訢 (B)曾國藩 (C)左宗棠 (D)李鴻章。 
(  )34. 清末條約當中，何者與基督教發展無關？ (A)《中英南京條約》 (B)《中法黃埔條約》 

(C)《中英法天津條約》 (D)《中英法北京條約》。 
(  )35. 清季漢人地位提高，民族意識再度興起，是哪一事件所產生的影響？ (A)鴉片戰爭 (B)

英法聯軍 (C)太平天國起事 (D)孫中山革命運動。 
(  )36. 經歷過清初盛世，自何時開始，清代衰象已生？ (A)高宗晚期 (B)仁宗晚期 (C)宣宗初

期 (D)宣宗晚期。 
(  )37. 鴉片戰爭前，下列何國占中外貿易額的 80％，成為當時中國的主要貿易夥伴？ (A)英國 

(B)美國 (C)法國 (D)荷蘭。 
(  )38. 鴉片戰爭前英國為了改進清英間的貿易障礙，曾做了很多的努力，下列所述何者為是？ 

(A)康熙年間派耶穌會教士東來介紹西學，但卻無功而返 (B)乾隆年間以祝賀皇帝大壽為

名，派遣馬加爾尼前來 (C)馬加爾尼欲覲見乾隆帝，但卻以「與天朝體制不合」而遭拒 

(D)道光年間東印度公司再派員由廣州溯東南沿海北上，調查沿海情形，得知北方人民也

反對與外人貿易。 

(  )39. 一位西方人記錄他在中國旅行的見聞，指出：「這個城中，男女比例為 1：2，很多人新

近才從外地遷來，與我先前看到的中國城市不同。此地的婦女徒步或騎馬公開地在大街上

招搖過市，一點也不害怕外國人。」這應當是何時何地的情況？ (A) 1750 年的北京 (B) 
1810 年的上海 (C) 1860 年的南京 (D) 1900 年的廣州。 

(  )40. 十九世紀前期，英國對美國、中國的貿易情況，以下何者敘述最為恰當？ (A)英國自中

國購絲，賣至美國，買回棉花，並以棉布賣至中國 (B)英國自中國購絲，賣至美國，買

回玉米，並以棉布賣至中國 (C)英國自中國購茶，賣至美國，買回玉米，並以鴉片賣至

中國 (D)英國自中國購茶，賣至美國，買回棉花，並以鴉片賣至中國。 

(  )41. 某一歷史古蹟的導覽手冊描述：指揮官縱容官兵搶劫擄掠之後，又下令縱火破壞，誓言留

下永久的烙印以示懲罰，還得意地說：「我不以為在藝術方面，我們能從中國學到什麼東

西。」但是，有良知的文明人對此暴行無不斥責。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就說：「將

我們各大教堂的寶物集中在一起，也抵不上東方這處龐大輝煌的博物館。……我們歐洲人

是文明人，在我們眼中，中國人是野蠻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對野蠻人幹了什麼？」這份導

覽手冊描述的是清末哪一場戰爭？ (A)鴉片戰爭 (B)英法聯軍 (C)中法戰爭 (D)八國

聯軍。 

(  )42. 清道光中期以後，鴉片為害日甚，鴉片若不嚴禁，將「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

壑，易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

之眾，無吸食，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不來矣。」請重治吸食者。由上文看出，

禁菸的動機應著重在 (A)防止鴉片伐性戕生 (B)防止鴉片造成風俗、人心日壞 (C)防止

鴉片造成「銀漏」，使國計民生日艱 (D)防止鴉片造成國家無兵可用。 

(  )43. 《李文忠公全書》提及：「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利器。欲學習外國利器，則莫如

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不必盡用其人。」上述所指為何？ (A)戊戌變法 (B)立憲運動 

(C)保路風潮 (D)自強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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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他」是晚清洋務派大臣，出身滿洲正紅旗人。1860 年英法聯軍攻逼北京，咸豐出走熱

河時，隨恭親王奕訢留北京與英法議和。次年與奕訢及大學士桂良等聯名奏請改變清政府

的外交、通商制度，設立總理各國事務衙門，並被任為總理衙門大臣。請問：「他」是下

列何人？ (A)李鴻章 (B)張之洞 (C)左宗棠 (D)文祥。 
(  )45. 「驅除韃虜，恢復中華，創立民國，平均地權。」請問：這是哪一組織的入會誓詞？ (A)

天地會 (B)大刀會 (C)興中會 (D)同盟會。 
(  )46. 下列何者是清末中國設立的第一個學習外國語文的學校，其目的是以培養外語及外交人才

為主？ (A)北京同文館 (B)上海廣方言館 (C)臺灣西學館 (D)廣東實學館。 
(  )47. 下列哪一個軍隊體系與袁世凱有直接關係？ (A)湘軍 (B)淮軍 (C)北洋軍 (D)國民革

命民軍。 
(  )48. 甲午戰爭前，已有知識分子倡議君主立憲制。請問：這是仿行哪一國的制度？ (A)德國 

(B)日本 (C)法國 (D)英國。 
(  )49. 某段文獻資料上記載著：「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利，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流。此四事

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仿效西方亦後於

我，其維新之政為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請問：這是誰寫給何人的信？ (A)
康有為→梁啟超 (B)孫中山→李鴻章 (C)康有為→李鴻章 (D)孫中山→慈禧太后。 

(  )50. 孫中山先生受到哪一個刺激後，決心走向革命之路？ (A)庚子之役 (B)甲午戰爭 (C)中
法戰爭 (D)英法聯軍。 

(  )51. 清末立憲運動大為盛行，以及立憲派人士轉而支持革命的兩大重要關鍵為何？ (A)庚子

拳亂的刺激，日俄戰爭的教訓 (B)日俄戰爭的教訓，清廷皇族內閣的成立 (C)清廷皇族

內閣的成立，革命力量聲勢浩大 (D)瓜分危機重挫革命派，日俄戰爭的教訓。 
(  )52. 清末湖北地區的新式學堂中，同學們爭先閱讀《革命軍》。同時軍中更廣布宣傳書籍，如

《民報》及《警世鐘》、《猛回頭》諸書等。由此我們可以推知下列何事？ (A)年輕人

對禁書特別有興趣 (B)滿清末年，鼓吹革命的刊物紛紛出現，深入人心，有助於革命運

動的推行 (C)印刷術發達，故書籍相當普遍 (D)文中提及書刊皆是新文化運動中的白話

文小說。 

(  )53. 清季一系列的變法圖強，實是面對西方勢力的挑戰，所做出的回應。下列「挑戰 ── 回

應」的配合，何者錯誤？ (A)英法聯軍 ── 自強運動 (B)中法戰爭 ── 百日維新 (C)八
國聯軍 ── 清末新政 (D)日俄戰爭 ── 立憲運動。 

(  )54. 慈禧太后最初反對康、梁變法，但於 1901 年卻開始以光緒名義下詔變法，史稱「清末新

政」或「庚子後新政」。請問：當時推行新政的背景與原因為何？ (A)八國聯軍之役

後，慈禧為穩住朝局與收攏人心 (B)戊戌政變後，慈禧為穩住漢人官僚對中央朝廷的向

心力 (C)瓜分危機後，朝野對制度面的變革開始形成共識 (D)義和團事變後，清廷為強

化中央集權與壓抑地方勢力。 

(  )55. 經過哪一事件的刺激，中國人才真正領悟到，不能單只學習西方人的船堅砲利，還必須實

施政治法制上的革新才足以救國？ (A)鴉片戰爭 (B)英法戰爭 (C)甲午戰爭 (D)八國

聯軍。 
(  )56. 資料一：「革命流血破壞為不祥之事：流血殺人怵目，破壞則以後建設不易；所以和平的

要求改革，即可達救中國的目的。」資料二：「任何一國在革命時難免會流血犧牲，即

http://192.192.96.173:8080/web34m/Content.asp?ID=51957
http://192.192.96.173:8080/web34m/Content.asp?ID=53088
http://192.192.96.173:8080/web34m/Content.asp?ID=5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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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之革命，較諸我國歷來之改朝換代流血更甚。革命固然要流血，不革命則我同胞死

於異族統治之非刑、饑寒凍餒，正不知多少，故一次之流血，可避免長期之流血。」請

問：以上資料，分別是屬於「立憲派」或「革命派」的論點？ (A)資料一是立憲派；資

料二是革命派 (B)資料二是立憲派；資料一是革命派 (C)兩者均屬於革命派 (D)兩者均

屬於立憲派。 

(  )57. 興中會於光緒二十年創立，革命組織於是誕生，下列敘述何者與興中會無關？ (A)以
「驅逐韃虜，恢復中華，創立合眾政府」為誓詞 (B)發行刊物《猛回頭》，宣傳革命 

(C)廣州起事，陸皓東等人殉難 (D)孫中山先生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理論。 
(  )58. 有一份文件的開頭這樣寫著：「奏設川漢鐵路公司……為發給股票事。」請問：這張文件

出現的時代背景較可能是何時？ (A)外資在中國建鐵路，決定向中國人民集資 (B)革命

黨人為求革命經費，因而以建鐵路名義籌集資金 (C)清廷因為建鐵路的錢不夠，乃發行

股票向民間籌集基金 (D)清廷准允商辦鐵路，各地成立鐵路公司，發行股票。 

(  )59. 資料一：他曾在 1894 年考中狀元，當時正值甲午戰爭戰敗，他毅然選擇辭官，並返鄉推

展實業。在他看來，實業與教育才是國家的「富強大本」。資料二：他在 1903 年赴日本

遊歷，對其君主立憲制相當讚賞，返國後曾建議張之洞奏請立憲。後來，他成為立憲運動

的重要領袖，對推動立憲不遺餘力。請問：上述資料所描述者應為何人？ (A)梁啟超 

(B)馮桂芬 (C)張謇 (D)伍廷芳。 

(  )60. 資料一：這本著作不僅介紹西方地理，拓展國人的世界觀，並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

觀點，宣揚改革的思想。資料二：最初，國人對此書未重視，日本人得到後卻如獲至寶，

汲取其中的新思想，並加以翻譯出版。根據這兩段資料。請問：下列說明何者正確？ (A)
此書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直至清末新政時才受到朝野關注 (B)這本有關

地理與改革思想的著作應為康有為所撰，旨在為其變法提供理論基礎 (C)此書為魏源的

《海國圖志》，出版於鴉片戰爭之後，對日本明治維新亦有其影響 (D)魏源在書中認為

改革應同時包括物質文明與制度、文化層面，其理念在自強運動時終獲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