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年高二期中考试题带答案和解析（湖北省荆州市荆州中学）年高二期中考试题带答案和解析（湖北省荆州市荆州中学）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最大 “冤假错案”。从秦始皇到清宣统，明明两千年的专制王朝，硬被张
冠李戴地定性为封建社会，致使天下以讹传讹，谬误流行至今。适时纠正这一错误，准确判断

这两千年的性质，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何以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可以为研究传统社

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何谓封建？由《大英百科全书》可知，封建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用于描述中世纪的西
欧社会。在各种著作和研究中，这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最宽泛的定义涵盖了西欧中世纪全部

的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关系，而最狭义的用法仅指具有贵族身份的封君和封臣之间的契约

关系。

定义无论宽窄，封君和封臣的契约关系为封建社会所特有，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封建社会的实

质。封君赐予封臣一份领地或采邑，为封臣提供保护；作为交换，封臣宣誓对领主的忠诚，以

及承诺进贡、劳役和兵役等义务。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较为完整的治理权或统治权。

在中文文献中，“封建”一词经常被简化地拆解为封土建国或封爵建藩，建国或建藩准确地说明
了封建社会的实质——政权的逐级承包。西欧历史上大致有国王—诸侯—骑士的三级承包，日
本为幕府—大名—武士，而中国的西周则是周天子—诸侯—大夫三个等级。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封建，立郡县”，由皇帝直接派出郡
守，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网系，统治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虽然郡守、县令在辖区内拥有巨

大的权力，他们却与昔日之诸侯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的来源，以及由来源

决定的权力性质。官员经皇帝授权进行统治，而诸侯则以承担义务换取治理权，前者为上下级

的单向命令关系，而后者为双向的契约关系。简言之，官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封臣的权力来

自契约保障的权利。

至于历代皇朝所封的王、侯，除了少数几个朝代的初期如西汉、西晋和明朝，大多数仅有爵位

和收入，而无实际的地方治理权，与封臣享有的权利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史家称为虚封而非

实封，虚就虚在只封爵而不建国。汉高祖刘邦实封同姓九国，结果吴王刘濞造反，汉景帝平乱

撤藩，此后所封诸王又回复到虚位上。如此只封不建，岂可称为封建社会?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学术界早已有共识。周谷城提出，从周武王灭商到秦统一，中国的政

治是封建制度，之后变为统治于一尊的郡县制。瞿同祖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土地、宗法、阶级和

政治制度，认为周武王在全国建立了系统的封建组织，而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封建社会。钱穆

在 《国史大纲》的引论中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
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西汉诸王仅“衣租食税”而已，封邑内的治理，仍
由国家委派官吏主持。钱穆又指出，秦以后的土地可自由买卖，地主和农民为经济契约关系，

不似封建社会中地主即封君，佃户为依附封君的农奴。梁漱溟也以人身依附关系作为封建制的

特征，在他看来，封建制仅存于周朝，秦汉之后，进入地主—自耕农经济和官僚政治。胡适称
殷商西周为封建时代，秦汉以下为专制一尊主义时代。

（节选自许小年《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用于描述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封建主义一词，其定义无论宽窄，都不适用于研究中国历史。
B. 中文文献中的“封建”一词，指的是诸侯封土建国或者大夫的封爵建藩，政权的逐级承包是其
实质所在。这一点与西欧日本有着根本的不同。

C. 郡守、县令与诸侯、大夫都拥有巨大权力，但权力的性质和来源有着根本区别。前者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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