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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题　　　　　　　　 　　　　 　　　　 　 　　
樊树志在《国史十六讲》中指出：西周时期，庶民与士只知效忠于“家”(卿大夫)，不知
有“国”(诸侯)，更不知“天下”(天子)这一现象( )
A. 促使西周强盛 B. 导致诸侯割据
C. 强化宗法体制 D. 促成秦朝统一

2. 选择题　　　　　　　　 　　　　 　　　　 　 　　
秦朝时，有一政府官员，每天工作非常繁忙，除了将大臣们的奏章进行归纳整理外，还必须对

举报的违法乱纪的官员进行暗访、调查。该秦朝官员最有可能是（ ）
A．丞相 B．太尉 C．御史大夫 D．郡守

3. 选择题　　　　　　　　 　　　　 　　　　 　 　　
唐初，唐太宗命高士廉修《氏族志》，将李唐皇室的李姓列为第一等，外戚次之，山东士族为

第三等；宋代的《百家姓》开篇则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将皇室赵姓排在第一位。上述现象
不能说明

A. 中国古代社会皇权至上
B. 宗法制仍有影响
C. 中央集权得到加强
D. 姓氏文化源远流长

4. 选择题　　　　　　　　 　　　　 　　　　 　 　　
中国在汉代就建立了封驳制度。所谓“封”，就是把皇帝的敕令退还回去拒不执行；所谓“驳”，
就是指出皇帝敕令中存在的错讹失误。汉代的丞相，在制度上享有封驳权。例如汉哀帝时，丞

相王嘉就退回了皇帝要加封董贤的诏书。可见，封驳制(　　)
A．避免了君主决策失误 B．保证了吏治清明
C．易为当权者所利用 D．对皇权有一定制约

5. 选择题　　　　　　　　 　　　　 　　　　 　 　　
（题文）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规定：“州、郡皆置中正，已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
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其与察举制相比
A.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选官的随意性
B. 提高了儒生的地位
C. 使社会各阶层流动制度化
D. 打破了政治权威和物质财富等级的世袭

6. 选择题　　　　　　　　 　　　　 　　　　 　 　　
“品”是我国古代官吏的级别，分一到九品。在隋唐时期六部最高长官是正三品，到了明代提升
为正二品。这主要是因为明代

A. 官员晋升制度化规范化
B. 官员层级设置调整
C. 文官地位得到明显提升
D. 废丞相，权分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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