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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史书记载，太公吕尚被封于齐，征服了当地土著人“莱夷”。于是“太公修政，因其俗，简其
礼”。周公长子伯禽受封于鲁，亦“变其俗、革其礼”。这表明分封制
A. 扩大了地方权力 B. 推动了经济发展
C. 强化了中央权力 D. 促进了文化整合

2. 选择题　　　　　　　　 　　　　 　　　　 　 　　
《嬴政的道》一文中写道：“始皇帝嬴政比较黏糊，只要走进历史，不管你是否乐意，也无论
你停在哪一段儿，他都将不请自来，躲不掉也避不开。”作者这样评价秦始皇，主要是基于他
A. 确定了后世2000多年的国家政治制度的框架
B. 开始实行郡县制加强对地方的管理
C. 确立了分封子弟的制度
D. 开始用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

3. 选择题　　　　　　　　 　　　　 　　　　 　 　　
中国古代的地理学非常发达，从《汉书》到《清史稿》均有《地理志》，元、明、清三代有

《一统志》，府、州、县多有地方志书，舆地之书汗牛充栋。这表明古代地理学

A. 服务于封建国家的政治统治
B. 立足于研究自然地理的规律
C. 在古代科学体系中位居主导
D. 取代了史学研究的社会地位

4. 选择题　　　　　　　　 　　　　 　　　　 　 　　
秦汉以后，中国存在一种“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政治现象。它指的是官员和胥吏的职位均
不得世袭，但胥吏却常常利用办事程序繁琐、官员不熟悉政务之机，使其职位实际成为自家

的“封建”领地。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A. 分封制的长期存在 B. 郡县制不能完全解决地方行政的弊端
C. 中央集权制度的削弱 D. 不重视对官员的选拔与考核

5. 选择题　　　　　　　　 　　　　 　　　　 　 　　
著名学者工学泰指出，“士大夫”的含义在唐宋之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朝及其以前，“士大
夫”中的“大夫”和“士”是贵族的两个阶层，宋代之后的“士大夫”的含义是“文人士大夫”，是普通
民众中的精英。唐宋之际“士大夫”含义的变化是由于（　　）
A. 科举制的发展和完善 B. 重文轻武政策的实行
C. 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 D. 理学对文化大力推崇

6. 选择题　　　　　　　　 　　　　 　　　　 　 　　
唐中宗不经中书省和门下省封拜官职，因心怯，故他装置诏敕的封袋，不敢照常式封发，而改

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敕”。这表明
A. 中书省和门下省秉公执法
B. 唐中宗时期皇权有所弱化
C. 国家制度对皇权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D. 唐朝中枢机构的行政决策具有民主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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