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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東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二年級歷史科第一次期中考試卷  
 

    劃卡:是             適用班級:2-5、2-6、2-7 

一、單選題 (1~40題，每題 1.5 分；41~56題，每題 2分) 共 92% 

 1、文獻記載了唐朝的一場內亂，文中提及「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以

致「衣冠舊族，多流落閭閻間，沒而不振。」請問：上述文獻所記載的應為何場亂事？  

(A)安史之亂 (B)楊玄感之亂 (C)黃巢之亂 (D)八王之亂答案：C 

2、隋唐時代中國文化東傳均富有中國特色。下列各國何者不在東亞文化圈之內？ (A)吐蕃 (B) 朝鮮 

(C)日本 (D)越南答案：A 

 3、「夫宰相之名，自前朝時已廢而不設，其後置大學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職僅票擬承旨，非如古

所謂秉鈞執政之宰相也。」請問：講這段話的皇帝為何？ (A)清高宗 (B)明太祖 (C)元世祖 (D)

宋太祖   A 

 4、在一份與戶籍登錄有關的古文書記載：「戶主余善意，年二十二歲，……擁有二十畝永業田，二十八

畝已受，七畝口分田，總計應受田一頃六十一畝，一畝居住園宅，一頃三十三畝未受……」請問：

這份文書反映的制度為何？  

(A)王莽的王田制度 (B)唐代的均田制 (C)北宋的青苗法 (D)明代的一條鞭法答案：B 

 5、唐代有一些帝王，信仰某一宗教，服食丹藥後，性格改變，神經錯亂，最後吐血暴死。請問：他們

是受哪一宗教的影響？ (A)回教 (B)佛教 (C)道教 (D)祆教答案：C 

 6、史書記載：「初，□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贈

也）甚厚，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虜俗亦壞。」請

問：這段話是指大唐帝國及其哪一藩屬之間的交往與影響？  

(A)吐蕃 (B)回紇 (C)突厥 (D)南詔答案：B 

 7、邊疆民族入主中原，對漢民族的統治政策有其差異：「(甲)將官制分為南、北面官，分別治理漢人與

本族；(乙)以『猛安、謀克』作為本族的行政、軍事組織、後又設置州、縣管理漢人；(丙)實行旗、

民分治的政策，中央部院雖置漢官，但卻是任重而位低。」請問：甲、乙、丙分別指何者？ (A)遼、

金、清 (B)遼、清、金 (C)金、遼、清 (D)清、金、遼。  A    

 8、「他的功勞在於他為後晉帶來小康；他的過失在於割讓燕雲十六州，間接影響了未來數百年中原的安

定與戰亂。」請問：他是哪一位歷史人物？  

(A)趙匡胤 (B)李克用 (C)石敬瑭 (D)柴榮答案：C 

 9、有四個學生討論某個時期的經濟發展，但其中有一位所討論的時代與其他三位不同，請你辨別是哪

一個人？ (A)甲生：「自占城引進耐旱早熟稻」 (B)乙生：「此時出現南北飲食交流的情形」 (C)

丙生：「商人為了交易之便，乃有私造紙幣之情事」 (D)丁生：「當時已有『湖廣熟，天下足』的諺

語」答案：D 

10、有位學者說：「整個世界經濟秩序在當時（15 至 19 世紀中期）名副其實是以中國為中心。因為以中

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實際上構成了一個多邊的納貢貿易網。同時中國還從這個貿易網以外獲得

大量的商品。」這位學者所說的商品指的是 (A)白銀 (B)黃金 (C)銅錢 (D)紙幣   A 

11、上歷史課時阿正老師說：「中國歷史上哪一個朝代的兵制，既是兵民合一也是兵農合一；既可節省養

兵之費，又可避免將帥專擅；既可防守地方又可戍衛京師？」請問：下面哪一位同學的回答正確？  

(A)甲生：「東晉北府兵」 (B)乙生：「清代八旗兵」 (C)丙生：「唐代府兵」 (D)丁生：「唐代彍

騎」答案：C 

12、下列何者是張居正「一條鞭法」的內涵之一？ (A)將田賦和徭役分開，有助於賦稅公平 (B)按畝徵

收銅錢，便利政府收稅 (C)有助於農民增加人身自由，提供城市手工業勞動力 (D)徵收米、布等實

物，方便農民繳稅。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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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史書記載中國耕地面積擴大，江浙農民開始「與水爭田」，以修隄堰的方法開闢圩田、海塘；福建、

廣東、四川農民大量開墾梯田，「與山爭地」。請問：這是指中國歷史的哪一段時期？  

(A)秦漢 (B)隋唐 (C)宋元 (D)明清答案：C 

14、(甲)創立於北魏；(乙)計口授田；(丙)沿襲到唐代中葉；(丁)實現「為民制產」。請問：上面四則是

哪一個制度的線索？  

(A)井田制度 (B)租庸調 (C)均田制 (D)府兵制答案：C 

15、某個時期，專業市鎮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江南地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專業市鎮，如棉花及棉織業市

鎮；蠶桑及絲織業市鎮；其他地區也都擁有此類專業市鎮。某個時期是指什麼時代？ (A)唐宋 (B)

兩宋 (C)元代 (D)明清 D                                                                                                                                                                                                                                                       

16、史載：「少好學，博通群籍，尤好神仙導養之術。……至廣州……乃止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優遊

閒養，著述不輟，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此係指何人？  

(A)張陵 (B)張魯 (C)葛洪 (D)寇謙之答案：C   

17、唐代的宦官自肅宗開始，日益驕恣，他們外結藩鎮，內交朝臣，甚至廢立皇帝，左右政局。請問：

這是因為宦官有什麼特權？  

(A)人事任命 (B)代批奏章 (C)情報蒐集 (D)掌握禁軍答案：D   

18、小馬取得某朝代的行政區域圖，上面標示：四川行省、甘肅行省、遼陽行省、嶺北、湖廣行省、雲

南行省、安南行省、占城行省、緬中行省、征東行省等名稱。請問這是那一時期的行政區域圖？ (A)

唐代 (B)北宋 (C)元代 (D)明代 C 

19、唐中葉以後，外患為患嚴重，威脅唐朝邊防的安全。請問『不』包括不列那一族？ (A)突厥  (B)回

紇  (C)吐蕃 (D)南詔 A 

20、中國史上有一位開國君主，在其建國後，因生性猜忌多疑，隨時充滿戒心，要求臣下對他要絕對的

服從，所以派密探四出巡視。他以親信密探負責偵察在京中官吏的大小事。1382年，正式建立了特

務組織。請問：這位帝王所建立的特務組織為何？  

(A)軍機處 (B)內閣 (C)內廠 (D)錦衣衛答案：D  

21、從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來看，這種士人應有的風範，在哪一朝代最明顯？  

(A)唐代 (B)宋代 (C)元代 (D)明代答案：B 

22、這個朝代有幾個特徵：(1)進行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政治體制改革，把全國軍政大權集中於皇帝一

人 之手，同時發展特務組織，以確保君主極權；(2)改變科舉考試內容；(3)經濟上有非常活潑的發

展，私人企業的擴大及資產的增加，使得學者認為達到「資本主義萌芽」的階段。請問：這個朝代

是指那一時代？ (A)北宋 (B)南宋 (C)元代 (D)明代  D 

23、小鍾是中國古代的一位讀書人，他先是通過了地方考試，接著又通過禮部所舉辦的考試，卻在最後

一關的吏部考試中，因字跡過於潦草而名落孫山。請問小鍾應身處於那一個朝代？   (A)三國 (B)

東晉 (C)唐朝 (D)北宋 C 

24、王安石的變法內容中，那一項是試圖以學校教育代替科舉考試？   (A)更改貢舉法 (B)立太學三舍

法 (C)市易法 (D)制置三司條例司  B 

25、「大皇帝為求黃教得到興隆，特賜一金瓶，今後遇到尋認轉世靈童時，邀集四大護法，將靈童的名字

及出生年月日，用……三種文字寫於籤牌上，放進瓶內，選派真正有學問的活佛，祈禱七日，然後

由各呼圖克圖和駐藏大臣在大昭寺釋迦佛像前正式認定。……這些都是大皇帝為了黃教的興隆，和

不使護法弄假作弊。這個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護淨潔，並進行供養。」 請問資料中的

「大皇帝」是那一朝代的皇帝？ (A)唐代  (B)宋代  (C)元代  (D)清代 D 

26、唐朝的牛李黨爭，從國家政策衝突演變為意氣之爭，更使唐末朝政加速崩壞。請問牛李黨爭是指那

兩個群體的鬥爭？   (A)山東士族和進士新貴 (B)太學生和宦官 (C)江南士族和關隴集團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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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  A 

27、「陷汴京，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得金三十七萬八千兩，銀七百四十萬兩，衣緞

一百四萬匹；將皇帝、皇后、親王、太子、妃嬪、公主、駙馬、宮戚諸臣共三千餘人北行。」以上

資料是針對哪一亂事的描述？  

(A)永嘉之禍 (B)安史之亂 (C)靖康之禍 (D)黃巢之亂答案：C    

28、道教生於中國，孕育於中國，歷史悠久，是中國本土的宗教。請問：道教創立於何時？ (A)春秋末

期 (B)戰國末期 (C)西漢末期 (D)東漢末期。D 

29、資料一：「他曾主持對西夏的軍事，力主營田屯兵以固守，後來宋朝的西北邊防才漸區鞏固。」資料

二：「他擔任參知政事時，曾提出十項改革主張，雖然其內容多屬溫和漸進的改革措施，但因影響到

一些權勢人物的既得利益，不到兩年改革就趨於落幕。」請問：上述這位人物應為下列何者？  

    (A)王安石 (B)司馬光 (C)范仲淹 (D)李綱  C 

30、清雍正年間在西南地區推動的「改土歸流」政策內容為何？  

(A)徵發少數民族力役，將河川截彎取直 (B)撤除少數民族建立的邊區政權，由中央直接指揮 (C)

國家在當地設立官學，教育地方土人 (D)以流動的官吏取代世襲的土司答案：D 

31、遼、金、元、清對漢文化接受程度高低不同，若由高至低順序排列是 (A)遼→金→元→清 (B)金→

遼→元→清 (C)金→清→遼→元 (D)清→金→遼→元  C 

32、一個民族在中國建立政權後，國君諮詢學者，以了解統治中國之術。一位漢人建議：「為政應以原本

法令為主，並參酌中國制度」。這種說法引起該民族的王公大臣反對，認為中國僅是帝國的一部分，

不必重視，而統治者也不需採用亡國者的制度。這個統治民族是：  

(A)女真 (B)鮮卑 (C)契丹 (D)蒙古答案：D  

33、蒙古帝國的疆域，除了中國本土之外，在三次西征的過程中，另建有四大汗國。四大汗國雖然是原

蒙古帝國的組成部分，但互不隸屬，各自為政，也不屬於忽必烈統治下的元朝。請問：下列何者不

是四大汗國之一？  

(A)察合臺汗國 (B)欽察汗國 (C)窩闊臺汗國 (D)帖木兒汗國  D  

34、 請問「闖王西安建大順」、「獻忠成都建大西」是描述那一時期的史事？   (A)五代十國 (B)北宋末

年 (C)元代末年 (D)明代末年 D 

35、馬可波羅遊記記載某港口：「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貴重貨物咸蒞此港。是亦為一切蠻子商人

常至之港，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後由此港轉販蠻子境內。我敢說亞歷山大

或他港運載胡椒一船赴諸基督教國，乃至此刺桐港者，則有船舶百餘，所以大汗在此港徵收稅課，

為額極巨。」請問這港口是 (A)廣州 (B)泉州 (C)福州 (D)溫州  B    

36、史家指出，中國航海事業的高峰，之所以在某朝初期劃下句點，主要原因在於：1.所花資財甚鉅；

2.外交政策轉以防守國境北方的韃靼與東南海上的倭寇為主，需要不少經費挹注。這個朝代是   (A)

唐代 (B)宋代 (C)明代 (D)清代 C 

37、學者評論皇帝的作為，在位期間，平定三藩，征討準噶爾，進剿朱一貴，軍需挪用，直省虧空，國

庫收入，嚴重不足。請問這位皇帝是   (A)順治 (B)康熙 (C)雍正 (D)乾隆 B 

38、康熙晚期，社會繁榮安定，人口穩定成長，與那一政策的實施有密切關係？   (A)攤丁入地 (B)計

畝徵銀 (C)籠絡士人 (D)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D 

39、以下內容出自某部史書：「機務及用兵皆軍機大臣承旨，天子無日不與大臣相見，無論宦寺不得參，

即承旨諸大臣亦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也。」請問「某部史書」最有可能為何？   (A)

宋史 (B)明史 (C)新元史 (D)清史稿 D  

40、小明的書架上擺有山西商人的起源、中國會館史論兩本書，請問他最有可能研究的主題是   (A)唐

朝的商人 (B)宋朝的商人 (C)元朝的商人 (D)明朝的商人 D 

41、元朝將社會階級區分為四大類，其中「南人」是指 (A) 南宋境內的居民 (B) 居住在黃河以南的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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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C) 金朝統治的居民 (D) 蒙古人統治的居民 A 

42、以下是四個不同時代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的情景： 

(甲)考試時，試卷的姓名處被遮住；作答完畢，試卷內容會由專人重新抄寫； 

(乙)作答時，字數有所限制，起承轉合也有規定，內容必須是「代聖人立言」； 

(丙)礙於身分，只能參加左榜考試，競爭相當激烈； 

(丁)應試前，可以先將自己作品呈送給社會名流，增加錄取的機會。 

請問四人生活的時代先後順序為何？   (A)甲乙丙丁 (B)乙甲丁丙 (C)丁甲丙乙 (D)丙丁甲乙 C 

43、 五代十國的建立，是唐代那一亂事的變相和延長？   (A)藩鎮之亂 (B)安史之亂 (C)宦官之亂 

(D)黃巢之亂 A   

44、清朝某一政策是將丁銀平均分攤於地畝之內，不再按人丁和地畝雙重標準收稅，變成了單一的土地

稅。這是一項意義重大的改革，從此廢除了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人頭稅，簡化了收稅標準和手續，

有利於丁多地少的貧苦農民。請問這是那位皇帝開始施行的政策？   (A)順治皇帝 (B)康熙皇帝 

(C)雍正皇帝 (D)乾隆皇帝 C 

45、清乾隆時期，胡仲藻、徐述夔兩位文人的詩作分別出現「一把心腸論濁清」、「大明天子重相見，且

把壺兒擱半邊」的語句，結果，前者被處死，後者被戮屍。請問這是清廷實施那項政策的關係？  

    (A)禁止士子上書言事 (B)廣攬士子編纂典籍 (C)不准士子攀附權貴 (D)大興文字獄  D 

46、道教係起源於民間，起初其宗教內容繁雜，組織鬆散。但隨著東晉南北朝以來，若干名士的整理歸

納，使道教漸成一具理論的宗教團體，並更為盛行。請問以下何人對道教發展，並無此類貢獻？   (A)

張魯 (B)陶弘景 (C)葛洪 (D)寇謙之  A 

47、一個名叫何宋英的文臣，給宋高宗的上書這樣寫著：「自曠古以來，未有受辱如朝廷也！未有忍辱如

陛下也！」到底宋高宗經歷了什麼遭遇，讓這位大臣這麼激動呢？ (A)把岳飛殺了，江山落入金人

手裡 (B)聯金滅遼，致大宋於險境 (C)對金稱臣，不惜一切展開和議 (D)受金威脅，逃難至海上 

    C 

48、甲為同時期的西域龜茲高僧，深明大乘佛學。他來到中國後，廣譯佛經，介紹佛理；其譯文之精美，

韓愈曾自嘆不如，近人陳寅恪亦認為已達藝術境界。請問甲指的是那一位高僧？ (A)法顯  (B)慧

遠  (C)玄奘  (D)鳩摩羅什 D 

49、王維明天預定要到大陸旅遊，他去的地方只有大同、洛陽和敦煌。請問他參觀的主題可能是什麼？  

     (A) 佛教藝術 (B) 道教建築 (C) 手工藝技術 (D) 城市設計規劃  A 

50、中國歷史上有一個時代，政治很不安定，政權經常更迭，戰爭也是常有的事，各大勢力之間經常兵

戎相向。戰禍連綿使人民負擔沉重，生活困苦。這個時代幾乎沒有特殊的表現，政治上看不到偉大

人物，學術文化也無甚成就，一片沉寂。但是，繼之而起的時代，結束了動亂，開啟了安定和平的

局面，經濟上立即出現繁榮景象，人口大為增加。也就是說，這個時代政治的動亂對經濟與人口並

未造成太大的影響。請問這是哪一個時代？ (A)戰國 (B)三國 (C)南北朝 (D)五代十國。 D   

51、下列哪一名詞，不適合論述宋朝政治、社會的現象？ (A) 「文人政治」 (B)「富貴不過三代」 (C)

「中央集權」 (D) 「門閥社會」  D 

52、某時期中國僧侶流行以道家經典解釋佛理，促使更多人接觸佛法；另外，此舉也顯示當時翻譯佛典

之數量與精確度仍然不足，方使道家學說能附會其上。請問當時以道家經典解釋佛理的行為又稱之

為何？ (A)佛教中國化 (B)格義 (C)清談 (D)三教合流 B 

53、有一個朝代，開國君主發誓絕不因意見相左而處死大臣，並責成繼位者照此規矩行事。朝官們一般也

以朝政為重，支持強化中央的權力，但黨爭與官僚政治卻削弱了國家的發展。這是哪一個朝代？  

    (A)唐 (B)宋 (C)漢 (D)明  B   

54、明清兩代，以經營金融業為主的商幫為哪一地區的商人？ (A)山西商人 (B)徽州商人 (C)福建商

人 (D)四川商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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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附圖為明代中期之後對外貿易過程的說明。請問：下列哪一種說法最為正確？ 

(A)地理大發現後，明代官方朝貢貿易轉趨興盛  

(B)江浙絲織品行銷世界，中國白銀大量外流  

(C)這種貿易型態帶動了中國國內貿易和手工業的興盛  

(D)西班牙的白銀，主要來自中南歐   答案：C 

 

 

 

 

56、附圖為中國歷史上中央官制的發展，若依史實言，則其發展與變遷的順序應是： 

(A)甲乙丙 (B)丙乙甲 (C)乙丙甲 (D)乙甲丙答案：D 

     

 

 

 

 

 

 

 

二、多重選擇題  (每題 2 分，答錯倒扣 1/5) 8% 

57、佛教初入中國並未馬上獲得人們的注意，直到魏晉南北朝中原紊亂，人心徬徨失去寄託時，佛教適

時成為人們心中的慰藉才逐漸擴大其勢力；然而，面對中原不同的文化，西來的佛教與中國社會產

生不少衝突。請問：下列哪些是兩者的衝突？  

(A)剃度出家 (B)不事生產 (C)不禮拜君主 (D)重男輕女 (E)輪迴觀念。ABCE  

58、 關於兩宋時期的對外關係，下列說明哪些符合史實？  

    (A)北宋對遼與西夏均採取「歲幣買和」的政策，南宋對金與蒙古則採取輸送歲幣與和親並行的政策 

(B)北宋與遼、西夏在政治上確立了君臣關係，南宋與金、蒙古則長期維持「國與國」的對等關係  

    (C)北宋後期在外交上曾實行聯金滅遼的政策，南宋後期則實行聯蒙古滅金的政策 

   (D)北宋和遼的「澶淵之盟」確立雙方的平等關係；南宋與金的「紹興和議」則是宋對金稱臣  

    (E)遼與金皆創制屬於自己的文字   CDE   

59、相對於宋代的外患嚴重、國勢疲弱，其社會、文化卻呈現出物質文明繁榮的現象，下列哪些敘述符

合此一發展狀況？  

(A)新市鎮興起，呈現商業繁榮的景象  

(B)玉米、甘藷的引進足以養活更多百姓  

(C)越南引進的占城稻使糧食產量增加  

(D)「蘇常熟天下足」的諺語，足以見證江南的繁華  

(E)以政府發行的紙幣「飛錢」支付各種生活、娛樂消費答案：ACD  

60、所謂的「東亞文化圈」，係指以那些文物為基礎所構成的文化區域？   

 (A)漢字 (B)佛教 (C)儒學 (D)中國律令 (E)中國科技 ABC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