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D

華工進入美國之後，因吃苦耐勞而受到雇主歡迎，反而搶走美國人工作，對華工出現負面評論。1882年美國政府通過排

華法案，禁止華人前往美國，因此人數急遽減少，故(D)為正解。

2.

A

從題幹中的非自願以及美國通過法案，可知華人定居中國城的原因，跟華人遭受歧視、衝突有關。

3.

D

根據題幹所提及之由於人數增加、為了管理華人社群而設立的職務，可知答案為(D)。

4.

B
5.

C

(A)資料一是以漢朝為中心的角度描寫，說明漢朝對匈奴的戰略與對西域的經營；(B)(D)資料二則是從西域的角度，說明

樓蘭與車師攻殺漢使的原因。

6.

B

錢幣鑄有粟特文字，顯示粟特族掌握貿易活動，由綠洲、大食人及佛教僧侶的活動可推斷與絲路交通有關。(A)不符合題

文條件，且匈奴在漢帝國北方，不在絲路之上，當時不可能有大食人（阿拉伯人）進出中國；(B)符合題文條件，粟特人

自三、四世紀起即控制絲路貿易，唐代時最興盛；(C)兩邊貿易通常透過榷場、貢使或兩邊商人直接進行，不須粟特人仲

介；(D)不符合題文條件，此時粟特人已經沒落。故選(B)。
7.

B
8.

B

由題幹中的字句「又中國四民，商賈最賤，豈以賤民興動兵革；又商賈中棄家游海、壓冬不回，父兄親戚共所不齒，棄

之無所可惜！」可知神宗認為沒有必要為了移居海外的商人大動干戈，且這些人拋棄家人、長年未歸，亦為家人所不齒

，他們的遭遇並不足惜。故選(B)。

9.

A

(C)戚家軍由浙江招募來的農民組成，比較接近因地緣關係而形成的組織；(D)(E)無法從題幹中判讀。

10.

A

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是第一代華人移民與第二、三代華人移民在認同上的差異，題幹提及「第二代或第三

代華人移民來說，他們在移居地成長並接受教育」，這是造成兩種認同價值觀的關鍵因素。故選(A)。

11.

D

明太祖時因仍有反元勢力逃亡海外，加上有日本倭寇劫掠中國東南沿海，故下令實施海禁，嚴禁人民出海貿易，也限制

外商來華，實行朝貢貿易，然而徽州、東南沿海民眾迫於生計，仍私自出海，從事非法走私貿易，甚至鋌而走險成為海

盜。；(A)明太祖實施海禁是為防範反元勢力和日本倭寇。；(B)與題幹旨意並不相符。；(C)自宋元以來，阿拉伯商人即

為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實施海禁政策並非防範阿拉伯商人。

12.

D

根據題幹，元代銅錢流通至中南半島甚至東南亞，並且是商品交易的媒介，海外貿易的船隻運載的也是銅錢，推知中國

因貿易發達而使銅錢流通海外。故選(D)。

13.

D

自唐代以後，東南成為政府的財賦要地，糧食經由運河輸往北方，以補北方糧食不足。不純粹是因為北方動亂問題而已

。

14.

C

解析：(C)從資料一的情境，以及資料二描述人口販子「代為答應，強其畫押」的情形，可知當時前往海外工作的華工，

並非出於自願。

15.

C

宋代的蘇常地區是稻米產區，但到了明清，由於出現許多專業紡織的機戶，致使農田轉作經濟作物，生產稻米的中心於

是轉移到了湖北、湖南一帶，這是明清專業化市鎮興起後的現象。

16.

B

宋代因為科舉盛行，改變原本的政治條件，加上社會、經濟變遷，宋代士人開始以族譜、祠堂、族田來作為凝聚宗族的

手段。；(D)所指的是商幫。

17.

D

清朝時鼓勵人口往雲南、四川等地移動。

18.

A
19.

B
20.

C

由文中題幹的敘述，可見十九世紀時中國皇帝的觀念，認為中國地大物博，不勝枚舉，對於漂流國外之浪民（移民者

），無心顧及，也不是考量的重點，故(C)較合適，其他選項與題幹敘述較不合適。(B)近代以來中國並無獎勵移民政策

；(A)的民本思想與題幹敘述較無關係。

21.

C

 (C)因為華工會影響到美國白人勞工的工作機會，美國社會開始出現排華的風氣。



22.

B

 (A)明太祖建國面臨西北蒙古與東南倭寇的交相威脅，採行海禁政策，直至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才解除；(C)清初康

熙時期，面臨鄭氏政權的威脅，先後頒布海禁與遷界之令，嚴格禁止沿海居民出海；(D)即使文革結束，在鄧小平改革開

放的風潮上，中國政府仍然嚴格禁止中國文物外流。

23.

D

解析：從「戰亂中發展」、「險峻之地」、「具經濟和軍事活動的社會組織」，可說明是塢堡這種具有防禦功能的莊園

。(A)宗祠主要是聯繫家族血緣，題幹沒有描述此特性；(B)倉儲從西漢以來便有，豐足時存積米糧，災難時可以賑貸，屬

儲糧機構；(C)會館是商旅時接待同鄉的組織。故選(D)。
24.

C
25.

D
26.

C

士紳通常在地方上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承擔許多地方政府的職責及公共事務　

27.

C

(A)明清以科舉為入仕的主要管道，宗族僅為地方基層組織，非政府組織　(B)士族從唐末以來已漸式微　(D)宋代已有官

員設立家廟，平民私設神龕祭祖　

28.

B

(A)太平天國目標是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的理想社會　(C)歌詞並未提及移居美洲　(D)華僑自視為「過客」，最

終希望能「衣錦還鄉」、「落葉歸根」　

29.

C

語言不同時，圓仁與中國人藉「筆言通情」（筆談），可見此時漢字已成共通文化基礎，東亞已形成漢字文化圈，故答

案為(C)。(A)高僧圓仁所求應為佛教經典；(B)佛教早在七世紀已傳入日本，圓仁於九世紀到中國，並非最早將佛教傳回

日本之人；(D)大化革新於七世紀中開始推行，並非受到圓仁影響。

30.

C

「其往者須附西國商人名，始無礙阻」，可知當時西方國家的船隻也可前往日本貿易，日本並無鎖國，東亞海域仍然有

貿易活動。「華商以近來取利甚微，而日本之禁嚴，以故不樂往」，意指相較以西國商人身分前往日本貿易則幾乎沒有

阻礙，顯示日本對華商的歧視，呈現了十九世紀中晚期後，華商在對日貿易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獲利不若以往，使得

赴日貿易的意願降低，故選(C)。
31.

C

(C)唐宋時期主要為海上國際貿易，明清時期才是以朝貢貿易為主。

32.

D

題幹所述，安史及黃巢之亂皆有授予節度使、北方皆遭破壞，也都有藩鎮割據，唯一差別在於「是否破壞江南富庶之區
」，可知關鍵在於南方經濟的破壞與否。

33.

D

從題幹內容說明：「勞動人民在山坡上開出了梯田」、「南方還開闢了湖田」可知是宋朝以後的情況。

34.

D

從史料中可知，此組織強調「人民自衛」，無論農夫、牧童皆挺身保衛家鄉，故描述的應是(D)團練。(A)府兵指西魏至隋
唐時期的主要兵制；(B)商幫是商人結合同鄉和宗族關係下的產物；(C)會黨是通過異性結拜維繫之祕密團體，故非本題所
指之組織。

35.

C

路瓊之雖為太后的親族，拜訪世族時卻受到汙辱，即使太后去找皇帝哭訴，皇帝也對世族的行為莫可奈何，還反過來說
是路瓊之的錯。可見世族在社會上的地位難以撼動，即使是皇親國戚，只要是寒門出身就無法與其有平等地位，故選
(C)。

36.

B

 (A)文中記述范仲淹購買土地設置義田，以救濟貧困族人；(C)補助對象不限於男女，且文中提到「再嫁者三十千」，代
表女性也為其補助對象；(D)家中有成年人過世，補助三十千。

37.

A

(B)「書文混四方」，所指為政令傳到天下的各個角落，並非政令不統一的意思；(C)無法從詩文中分析出這個結論；(D)
天可汗非唐太宗自封的稱號，而是受諸國推戴。

38.

B

 (A)鄭和下西洋為官方性質的交流活動；(C)無法從題幹中得知官方是否有繼續支持遠航活動，且事實上鄭和七次下西洋
後，官方也不再進行這種大規模遠航行動；(D)無法得知官方對民間海上活動是否採開放且支持的態度。

39.

B

圖一為「太平天國事件」、圖二為「捻亂」、圖三為「川楚教亂」、圖四為「回變」，因此符合圖一民變的敘述應選

(D)。

40.

D

題幹提及「清廷決議設置新的行政區加強管理」，符合此敘述之民便應為回變，左宗棠平定回變後，清朝便於1884年將

新疆改為行省。

41.

C

資料一提及「一拜天為父，二拜地為母」、資料二提及「洪門」、資料三提及「歃血拜盟」可知應為天地會，故選C。

42.

B

資料三「本原異姓締結，同……不共父，義勝同胞共乳，似管、鮑之忠，劉、關、張為義，……視同一家。」可知透過

異姓結拜的方式強化凝聚力。

資料一中提及「進士出身自商人家庭的情形相當普遍，加上捐官途徑，商人以捐官取得官職也是時有所聞。」故選B



B
44.

A

資料二提及「商幫為同鄉商人結幫經商、合夥經營的方式組成」故選A

45.

A

文中未提及移居海外可以改變其身分。

46.

D

僑姓世族南遷的原因為永嘉之禍，其中永嘉之禍又是因外族侵擾中原導致的移民，選項中同屬外族侵擾中原的為D選項。

47.

C

文章中並未出現平民反抗造成世族優勢的下降。

48.

C

永嘉之禍後，人口大量南遷，而留在北方的人民為了保護自己，故由世族領導建築塢堡，並與北方後來的游牧政權合作

，游牧政權也傾向合作以維持社會穩定，故選(C)。

49.

D

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的移民原因並不包括華人欲往海外宣傳。

50.

A
51.

D

題幹中提及華人在東南亞之產業以甘蔗種植具代表性，其中甘蔗又是熱帶栽培業的代表性作物之一。結合地理科熱帶栽

培業的介紹可以知曉熱帶栽培業會先經過初級加工廠才會進入市場。

52.

D

資料中並無提及服飾文化造成排華運動。

53.

B

1740年因為失業率甚高，荷蘭政府因此擔心失業人口造成社會問題，乃予以鎮壓華人，沒想到卻造成更大規模的反抗運

動。荷蘭政府便大規模屠殺華人，是為紅河事件。

54.

B

宋代宗族流行的原因之一乃是科舉制度無法讓家族維持一定的政治權力，因此各家族只好透過不同的方式來讓自己的家

族得以長期發展，因而形成宗族組織。

55.

A

根據資料並未提及明清時期重視族譜的編修，但是從廣置族田、興辦族學及重視仕途可以發現宗族組織在明清時期是有

所擴大的。

56. (1)漢人胡化的現象
57. (2)反對或沉痛　
58. 丙
59. 甲
60. 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