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二下期期末考试语文题带参考答案（高二下期期末考试语文题带参考答案（2021-2022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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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考试历来被认为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平等精神，但事实上有着一定的经济门槛。这个非常

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科举考试表面上的公平性所掩盖。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

古人，应承认科举考试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的典范价值，但同时也应注意，科举考试并非想

象中的那样亲民，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而言，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能不过
就如“高山上的花朵那样遥不可及”。
科举考试的所谓开放，主要是相较于“前科举时代”而言。清代学者魏源客观评价了科举考试制
度：“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
秦、汉以后，公族虽更而世族尚不全革，九品中正之弊，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至
宋、明而始尽变其辙焉，虽所以教之未尽其道，而其用人之制，则三代私而后世公也。”也就
是说，科举考试不同门第和血统，主要以教育资格而不是出身的门第或世袭的等级来授予官

职，在用人制度上显然更加具有某种开放性。

但科举考试的开放性和平等性相当有限。“定例：娼、优、隶、卒之家，不准考试”，这些所
谓“贱民”，均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参加科举考试的大多是读书人的子弟，而那些在社会总人口
中占据一半比例地位的女性，从来都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制度体系之外的。

权势、财富等才华之外的因素在科举考试中的干预，稀释了科举竞争的开放性和公平性，“从
理论上说，这一途径对任何想取得绅士地位和官职的平民，都是一视同仁的，但实际上它对于

那些有财有势者却大为有利。”清代高官显贵子弟可以凭借家族的背景的权势，在科举考试中
获得特殊的恩惠和照顾，他们的试卷是单独的，与普通士子分开，标明“官卷”，录取时还为其
另立举额。富家子弟还可以依靠家族积累的财富，通过“捐纳”而获得“例监生”或“贡生”等身
份，由此，就可以跃过竞争激烈的童试而直接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不仅如此，在童试和乡试

中，针对商人子弟还单独设立了“商籍”，并且另立“商额”，这样他们中举机会就远比平民要多
一些。

科举考试的成功者往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必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应试者

本人及其家庭没有经济基础，那么就必须通过民间长时间的资助才能“家贫力学”。这种经济基
础的形成，一是家庭前几代人通过生产经营，积累一定的财富，供给后代子孙参加科举考试；

二是家庭其他成员专心务农或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所得积蓄主要用来供给家庭中的那些聪颖慧

学之人，从而培养科举考试的苗子。

科举考试并不是自由竞争，是一种科举定额制度下的有限竞争。不但举人是各省有各省的定

额，就是进士也是南北分界，所以各省出人物的机会，受了科举定额的影响，不是自由竞争的

结果。

在科举时代，真正直接受益于科举考试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人，封建王朝统治阶层始终掌握和

把持着科举考试是一个无法撼动的事实，而即使存在一些所谓的贫寒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进

入“士”这个特权阶层的案例，仍然不会改变科举考试的性质。
（摘编自《科举考试的社会经济限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科举考试存在经济门槛的这一事实长期以来被科举考试表面的公平性所掩盖了。
B.科举考试的身份、权势、财富等门槛，使广大普通老百姓无法受益于科举考试。
C.以教育资格而不是出身来选拔人才，科举考试在用人制度上具有了一定的开放性。
D.没有经济基础家庭的子女想实现“家贫力学”，通常必须经过民间长时间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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