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台東高中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二年級歷史科第一次期中考試題 
 

劃卡:是 +答案卷            適用班級:2-4~2-7 

[在此鍵入] 二年級歷史科共 6 頁第 1 頁 [在此鍵入] 

一、單選題(1~20題毎題 1.5分，21~50題毎題 2分) 共 90% 

 1、荀子曾說：「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富貴輕重皆有稱者也。」荀子的這段話是在說明西周時期

「禮」的用意為   (A)嚴明上下等級 (B)擴大階級差異 (C)促進階層流動 (D)緩和貧富差距 A 

 2、中國某個時期各代帝王貴族資助譯經、修建寺院、開鑿石窟，在各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現，中間雖然

經歷了兩次毀佛的運動，但為時不久，即得到恢復，又有新的發展。請問這個時期是   (A)東漢 

(B)晉朝 (C)北朝 (D)唐朝 C 

 3、鄒衍認為虞、夏、殷、周的歷史是一個勝負轉化的發展過程。它按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勝

而具有階段性，又按照始於土、終於水、徙於土的循環往復而具有週期性。在木勝土、金勝木、火

勝金、水勝火的每一發展階段都存在著陰陽兩種勢力消長。根據鄒衍的說法，秦朝是屬於哪一種

「德」？   (A)木德 (B)水德 (C)金德 (D)土德 B 

 4、周人有鑑於商朝的滅亡，因而發展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輔」的觀念。在此觀念下，下列何者最可

能會是周人的行事標準？    

   (A)遇有祭典，則大肆慶祝，務求祭品之豐盛，以求祖先庇佑  

   (B)除了敬天之外，更要保民，人世間的所作所為需小心謹慎  

   (C)注重道德修養，凡事遵循儒家學說，謹守禮樂制度的規範  

   (D)拋棄迷信的宗教儀式，不再信仰神祇，全面發展務實精神 B 

 5、秦漢的中央行政制度為三公九卿制，採行政、監察、軍事三權分立。據此推斷，漢初爆發宗室內亂

的七國之亂時，應該由哪一個職位負責平定？   (A)丞相 (B)御史大夫 (C)太尉 (D)尚書 C   

 6、資料甲：本州本縣將應徵之田賦與力役全折合成銀兩，計算其總數。 

資料乙：資以人丁為單位，稅分粟、力役及絹等內容。 

資料丙：以現在居住地區為主，登記納稅、按畝徵收、量出制入，蓋以錢計。 

以上各項賦稅內容依其實施先後順序排列應為   (A)甲乙丙 (B)丙甲乙 (C)丙乙甲 (D)乙丙甲 D 

 7、東亞某國舉行科舉考試時，曾派撥大象在各考場外鎮守，直到 1843年後才改以士兵防察。二十世紀

初時，該國鄉試出現外文與本國語文的互譯題目。請問以下有關該國科舉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兩班貴族把持科舉入仕之途  

   (B)曾實行儒、佛、道三教考試  

   (C)某國是世上最早實行科舉的國家  

   (D)上文提到的「外文」應是指漢文 C 

8、在黃河中、下游地區，陸續發現城牆與夯土建築遺跡，請問其主要的意義為何？   (A)人口增加，房

屋增建 (B)建築工藝技術進步 (C)互通有無，貿易頻繁 (D)戰爭頻仍，國家出現  D 

9、四人在課後討論一款標榜「符合史實」的手遊「游牧王國」，請判斷何者可能在遊戲中看到？   

    (A)浩浩身為滿洲的一員，他除了要對他的君主效忠，應該也可以在遊戲過程中參與修築長城的工事 

(B)阿滴角色所屬的大契丹國為了方便統治，在所有管轄地區不論部落或漢地都採行契丹制度管理 

(C)阿翰選擇的人物是匈奴族，他參與了單于帶領西域各國發展絲綢之路的限時活動  

    (D)綺陽藉由部落會議的推舉，成功讓他的角色成為部落的大汗 D 

10、某一時代的讀書人到京城參加考試，他的名字被彌封起來，甚至考過的試卷還要由別人重新抄錄一

遍，這樣嚴格的防弊措施，最早出現於何時？ (A)明朝 (B)宋朝 (C)唐朝 (D)元朝 B 

11、某一遊戲公司打算推出一款以日本史為背景的手遊，以知名歷史人物的事蹟作為技能，讓玩家進行

卡牌對決。以下是該公司設計的開服限定卡，請問以下哪一人物的技能合乎史實？    

   (A)卑彌呼；發動大一統之術，建立中央集權  

   (B)聖德太子；召喚征夷大將軍，天皇權力下降  

   (C)孝德天皇；發動大化革新，天皇權力上升 (D)源賴朝；召喚遣隋使，獲得文化力加成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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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關隴集團」是北朝末至初唐時期的重要政治勢力，包括北周、隋、唐的皇帝都來自這個集團。請問

其建立者是誰？ (Ａ)馮太后 (Ｂ)高歡 (Ｃ)宇文泰 (Ｄ)楊堅 Ｃ 

13、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對促進民族融匯起了很大的作用，卻也造成北方保守的鮮卑人與中原漢化的

鮮卑人之間的隔閡，因而引發了哪一場亂事？ (A)永嘉之禍 (B)六鎮之亂 (C)七國之亂 (D)黃巾

之亂    B 

14、唐代前期能夠推行均田制、租庸調制，但到了安史之亂卻無法實施，最主要的原因為何？   (A)長

期戰亂，人口銳減 (B)戶籍掌握不良 (C)行政系統官僚化 (D)皇權低落，威信下降 B 

15、宋真宗時，遼軍大舉南下入侵，最後因宋真宗的親征，遼軍攻勢受挫，雙方因而議和，簽訂澶淵之

盟。以下是盟約的部分內容：「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虔守歡盟，……每

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從盟約內容可以看出    

    (A)宋遼雙方以平等關係互視 (B)宋遼約定開放邊境貿易 (C)宋以金錢贖回失地 (D)遼同意遣使

向宋朝貢 A 

16、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迅速發展，除了一般庶民階層之外，帝王權貴與世家大族亦多崇奉佛教。請

問此時期人民普遍接受佛教的主要原因為何？   (A)帝王的提倡 (B)佛經的翻譯 (C)大師的推廣 

(D)社會的動亂 D   

17、《睡虎地秦簡》：「某里的無爵平民甲的家屋、妻、子女、奴婢、家財、畜產如下：家屋一棟二室，各

有入口，室皆瓦蓋，設有木造的門；種有桑樹 10 棵；妻某在逃，不予查封；成年女兒某，未

婚；未成年男子某，身高 6 呎 5 吋；奴婢，未成年女子某；雄犬一隻。」試問此資料可說明

下列哪一主題？ (Ａ)編戶齊民 (Ｂ)黃老思想 (Ｃ)禮樂崩壞 (Ｄ)布衣卿相 Ａ 

18、徐、豫、幽、冀、并、青、司原本是北方的州名，但有一個時期，卻將這些地名設置於長江一帶，

謂之「僑州郡縣」。這個時代為何？   (A)東漢建立後 (B)晉室南渡後 (C)北魏孝文帝漢化後 

(D)隋文帝統一天下後 B 

19、日本以天皇為主體的政治制度在 9世紀開始解體，12世紀末由武士所建立的幕府成為日本政權的實

際擁有者。請問日本幕府執政的順序為下列何者？ (Ａ)鎌倉幕府→德川幕府→室町幕府 (Ｂ)德

川幕府→鎌倉幕府→室町幕府 (Ｃ)鎌倉幕府→室町幕府→德川幕府 (Ｄ)室町幕府→鎌倉幕府→

德川幕府  Ｃ 

20、南韓國寶高麗末戶籍關聯文書完成於高麗王朝晚期，為該國針對特定地區所做的戶口調查手卷，詳

述每戶家庭成員和奴隸數量，就連後來推翻高麗王朝，建立朝鮮王朝的李成桂也名列其中。請你就

朝鮮半島文化發展的認識，推測高麗末戶籍關聯文書最有可能是以什麼語言寫成？   (A)諺文 (B)

日文 (C)漢文 (D)滿文 C 

21、某學者研究指出：「東漢時期，265名家世背景可考的孝廉當中，出身於官宦家族的有 139名，占 52

％；在 139名孝廉中，三代以上累世當官者有 76名；家族成員中，官至二千石以上者有 97名。」

請問，以上所使用的統計資料，最有可能用來說明東漢社會的什麼現象？    

   (A)「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階級差異 (B)「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讀書風氣 (C)少

數家族重視儒學的教育與傳承 (D)官宦世家把持察舉制度躋身官員 D 

22、「唐代的百丈懷海禪師主張『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有一次，百丈禪師身染重病，隨侍的弟子們偷

偷把禪師的農具收起來，怕禪師過於勞累而病體加重。沒想到，禪師卻因此而不吃不喝，著急的弟

子們，只好把禪師的農具還給他。」請問百丈禪師如此作為應是對當時社會對佛教的哪一批評做反

思？   

 (A)出家人背棄家庭 (B)出家人不事生產 (C)出家人對君王不忠 (D)出家人不行善舉  B 

23、中國在東亞文化圈的影響深遠，有個鄰國不只派遣官員到中國學習其政治體制，還利用漢字創造語

言系統，更仿造格局方正的長安城建設數個都城，請問該國是以下哪一國？   (A)韓國 (B)越南 

(C)日本 (D)泰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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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有一制度，是將徭役折價併於田賦中徵收，人民是按田畝資產繳納銀糧，所以無田產者幾無負擔，

人力可以獲得解放，對城市經濟的繁榮很有影響。這制度是   (A)租庸調法 (B)均田制 (C)兩稅

法 (D)一條鞭法 D   

25、某寺院為了紀念佛陀誕辰，打算在寺院廣場上演一部舞臺劇「護法君王傳」。故事內容主要以中國歷

代君主為佛教進行貢獻的事蹟為主，並打算邀請寺院信眾來作為該劇的素人演員。假設花花入選了

該劇主角，他可能會有演出下列哪一角色的機會？   (A)梁武帝 (B)北魏太武帝 (C)北周武帝 

(D)唐武宗 A 

26、漢代儒者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獨尊儒術時，曾說：「春秋推重統一，這是天地永恆的原則，是古今共

通的道理。……臣認為不屬於儒家『六藝』範圍、不符合孔子學說的學派，都應禁絕，不能與儒學

並進。邪惡不正的學說歸於滅絕，如此才能使政令統一，法度明確，人民就知道該遵循什麼！」從

此來看，董仲舒尊儒真正的目的應該在於：   (A)協助人民遠離異端邪說 (B)樹立帝國治理正統論

述 (C)提倡學術研究和獨立性 (D)訂定民眾服從法律規範 B 

27、日本天皇的統治正當性來自於神道教，具有政教合一的雙重性格，即便經過了幕府時代，天皇的統

治仍號稱「萬世一系」，也因此成為了其統治正當性來源，請問「萬世一系」屬於下列何種統治論

述？   (A)血緣論 (B)德性論 (C)文化正統論 (D)天命論 A 

28、某一個清朝機構成立後，加強了皇帝的專權，打擊了舊貴族的專擅，溝通了君臣上下，提高了辦事

效率。皇帝的一切命令，直接由該機構發出，下面的公文和密摺，也由該機構直送皇帝的手裡。請

問該機構是指 (Ａ)六部 (Ｂ)軍機處 (Ｃ)內閣 (Ｄ)都察院Ｂ  

29、這一朝代，由考試出身的官吏數目仍然不多，從社會立場言，考試制度並未促成全面性的社會流

動。這一朝代最可能是   (A)唐朝 (B)宋朝 (C)明朝 (D)清朝 A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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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31、小華翻閱一本由當代日本學者所寫的東亞史，提到中國的夏朝時，他以「夏朝是夢幻王朝嗎？」作

為標題，試問作者為何下如此標題？   (A)因為目前所存的神話中，以夏朝為背景的最多 (B)因為

夏朝崇尚迷信，是神權統治的顛峰 (C)因為夏朝確立家天下的規模，為後來朝代建立典範 (D)因

為夏朝缺少考古文字資料，其存在性被質疑 D 

32、日本的和尚在明治維新後，幾乎都可以結婚、吃肉；有些甚至在更早以前就沒有吃素、不婚的規

定，即是所謂的「肉食妻帶」。中國佛教的僧尼，到了現代，絕大部分還是必須吃素、獨身，與日本

的佛教有很大的差異。有關日本與中國佛教間差異的解讀，何者較正確？   (A)兩者的差異顯示出

佛教在各處發展出在地特色 (B)日本佛教主要受朝鮮的影響 (C)日本佛教已脫離佛教的範疇 (D)

中國佛教在現代還遵守吃素、獨身的戒律，才是正統的佛教  A   

33、兩個鮮卑大臣議論國政時發生爭執，一人口操漢語，引用儒家理念發表議論，另一人責罵他為「漢

兒」。這個現象最早可能發生在：   (A)北朝後期，實施漢化改革政策後 (B)隋、唐前期，種族融

合形成之後 (C)五代十國，契丹南下打草穀之時 (D)北宋初年，北亞民族南下中原時Ａ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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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以下是四位學生討論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哪幾位的說明正確？ 

甲生：「佛教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很快地便成為普及民間的信仰」 

乙生：「兩晉南北朝是佛教發展的關鍵，因為長期的戰亂使佛教大受打擊」 
丙生：「歷代帝王不乏崇信佛法者，隋、唐更以佛教為國教」 

丁生：「佛教傳入中國後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曾歷經三武滅佛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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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甲 (B)乙 (C)丙 (D)丁 D 

36、高麗光宗九年（958年)，模仿唐朝制度，創造高麗王朝的選才制度。由禮部主持，其制度與唐宋之

制略同。1392年，李氏王朝取代高麗王朝，仍繼續實施此制度，直到 1894年才廢除。請問此制度為

何？   (A)察舉制度 (B)九品官人法 (C)科舉制度 (D)世襲制度   C 

37、當時朝廷用人缺乏客觀標準，武人在行伍濫用人員，不依制度。長久以來為門閥把持，乃至賄選之

風極盛。……此制大體，在中央任職，「賢有識見」者，由各州郡分別公推大「中正」，由「中正」

以簿世（譜牒家世）、行狀（才幹、道德）、鄉品（中正鑑定）為標準查訪評定州郡人士，把人才分

等……做為吏部授官依據，分別黜陟。請問關於此制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A)這個制度是漢朝的

察舉制 (B)制度實行後解決了士族門閥壟斷官位的現象 (C)此制度是為了改革察舉制的流弊，強

化中央的人事權而制訂 (D)制度實行後開啟了「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門閥政治時

代 C 

38、小華在 DVD出租店中，想要尋找一部老師在課堂上曾播放過的連續劇。可惜小華不太記得片名為

何，只記得影片的主角是一名得道高僧。透過這位高僧的努力，把中國境內分歧的各種佛教戒律統

整訂定、推動僧團組織，使僧人們能夠更有組織紀律的向外傳教。如果你是老闆，根據小華的這些

片段記憶，你會推薦給他下列哪一人物為主角的影片？ (A)道安 (B)葛洪 (C)張陵 (D)西山大師  

A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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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某一史料提到：「第五條，朕仰賴敝國山川庇佑，以成大業，可謂我國地脈安穩、地德立國的根

本……第六條，朕所希望的，在於燃燈八關（佛教中指八扇可以關住惡的門），燃燈是為了事佛，以

及事天靈與五嶽名山的神。」此為東亞某一皇帝在死前寫下了給後代的訓斥，希望後代繼任者能引

以為鑑。請問這份史料源自哪一地區？又其所主張的統治正當性從何而來？   (A)越南；陰陽五行

加上佛教思想與地德說 (B)日本；文化及血緣上與中原地區的連結 (C)蒙古；文化及血緣上與中

原地區的連結 (D)朝鮮；陰陽五行加上佛教思想與地德說 D 

41、附圖為兩張不同時代的觀世音像，其中左圖之觀世音像為男性樣

貌，而右圖的觀世音像則為溫婉女貌。請問下列關於這兩座觀世音

像的敘述，何者較為適當？    

(A)觀世音像應為女性化身，左圖應為阿彌陀佛，而非觀世音  

(B)觀世音像在印度為女相，故右圖的觀世音像應為仿印度佛像所製  

(C)觀世音像在明代以前均為男性樣貌，明代以後則多為女性樣貌 

(D)女性觀世音像的出現與強調觀世音慈悲度眾生的形象有關 D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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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甲、乙分別指何者？ (A)遼、金 (B)遼、清 (C)金、遼 (D)清、

金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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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苻堅死後的北方又陷入一陣混亂，此時的南方也出現短暫統一的政權。請依照這個時期的南北發

展，將下列的地圖按時間順序排列 (A)甲丙乙丁 (B)甲丙丁乙 (C)丙甲丁乙 (D)丙甲乙丁   C 

(甲)                (乙)                   (丙)               (丁)  

                                

 

   

 

44、 由邊 族 的

分布 來 判

斷， 附 圖

是哪 一 朝

代的版圖？ (A)秦 (B)西漢 (C)東漢 (D)隋。答案：C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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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C) 金朝統治的居民 (D) 蒙古人統治的居民 A 

46、一位皇帝喜歡握權獨斷，更喜歡「游宴後庭」，於是找來一批親近的私臣就在後庭襄贊書奏辦起公

來，並常以宦官居中傳達，因而形成後來所謂的外朝或內朝。外朝的丞相因此常失去參預決策的機

會。這位皇帝是 (A)秦始皇 (B)漢武帝 (C)宋太祖 (D)明太祖 B 

47、「兩稅法」之所以名為「兩」稅，其關鍵為何？ (A) 一年分夏、秋兩個季節繳納 (B) 只需負擔

「租」與「調」兩種稅捐 (C) 一家有兩位以上丁男才需納稅 (D) 百姓以銀兩為納稅的媒介 A 

48、印度佛教經由西域逐漸傳入中國的時間為何？       (A)秦漢之際 (B)兩漢之際 (C)魏晉之際 

(D)隋唐之際 B 

 

◎題組題 

◎、隨著財政經濟的改善，人戶的迅速增加，提出了「永不加賦」的政策。□□諭旨稱：「今海宇承平已 

久，戶口日繁，若按見在人丁加征錢糧，實有不可。人丁雖增，地畝並未加廣，應令直省督撫，將見

今錢糧冊內有名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其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糧，編審時只將增出實數

察明，另造清冊提報。」請問： 

49、□□應是下列哪一位皇帝？ (Ａ)嘉慶帝 (Ｂ)乾隆帝 (Ｃ)雍正帝 (Ｄ)康熙帝  D  

50、確定了「永不加賦」的國策，具體操作中有的官員提出了將丁銀（人頭稅）攤入地銀（土地稅）的

建議。至何時開始普遍推行「攤丁入畝（地）」的政策？ (Ａ)嘉慶帝 (Ｂ)乾隆帝 (Ｃ)雍正帝 

(Ｄ)康熙帝  Ｃ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2分，答錯倒扣 1/5) 6% 

51、中國歷史上曾經發生帝王排佛的「三武之禍」，這是指哪三位帝王在位時對佛教進行迫害？   (A)晉

武帝 (B)宋武帝 (C)唐武宗 (D)北周武帝 (E)北魏太武帝 CDE 

52、關於附圖，以下論述何者正確？   (A)此源於戰國時期鄒衍的學說 (B)此為秦漢時

期儒家的學說 (C)此為五行相生之說 (D)此為五行相剋之說 (E)此說多用於王朝

更替之時，按圖之所述，秦朝應屬土德 AD 

53、中國一直以來是影響東亞文化圈的重要國家，其文字、宗教、制度都曾為鄰近國家

吸收、學習，像是科舉制度同樣受到東亞許多國家的學習與落實於自身本國。請問

下列國家哪些曾實施過科舉制度？   (A)日本 (B)韓國 (C)泰國 (D)寮國 (E)

越南 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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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東高中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二年級歷史科第一次期中考試題 

 

劃卡:是 +答案卷             適用班級:2-4~2-7 

                                      班級:         姓名:            座號: 

三、混合題組題(每個答案 2 分，錯字及注音一律不給分) 4% 

1、花花的外婆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在退休之後長年茹素，把生活重心擺在念佛上。花花常聽到外婆在

家不斷誦念：「南無阿彌陀佛！」，認為如此一來，就能在往生後到達西方極樂世界。孝順的花花為

了讓外婆能多出門走走，還特別幫她報名參加中國的進香旅行團，遊覽名山古剎等佛教聖地。而外

婆在旅遊的過程中，也常把看到的景色拍下來與花花分享。出發的第二天，外婆傳了一張拍攝「寶

雨經變」的照片，據說是武則天下令繪製的石窟壁畫；第四天時外婆又傳給花花一張照片，照片中

是一尊高鼻深目，法像莊嚴的佛像，其位處在壯麗的佛教石窟群中，面孔有些不似漢人，據說是北

魏時代留下來的。而在照片之後，外婆還跟花花說，明天旅行團就要離開此地，預計最後一個景點

是去參觀目前全世界現存最高的大佛像。 

(1) (   ) 請問從題幹敘述推測，花花的外婆應該是信仰下列哪個佛教的派別？（單選） (A)淨土宗 

(B)神道教 (C)禪宗 (D)藏傳佛教 

答案：____________ 

(2) 請問旅行團第四天所參觀的景點，應該是哪一著名的佛教石窟藝術？（簡答） 

 

 

  

答案： ( 1 ) A ( 2 ) 雲岡石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