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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共25小题，每小题2分，共50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 
1. 单选题　　　　　　　　 　　　　 　　　　 　 　　
据记载，周武王克商后，分（弟）鲁公以“殷民六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
分（弟）康叔以“殷民七族”；分（弟）唐叔以“怀姓九宗”。西周此举（    ）
A. 消除了王室与商朝旧族的矛盾 　　B. 加强了中央对各地的垂直管理 　　C. 开创了天下为
家的政治局面 　　D. 凸显了宗法血缘的政治意义

2. 单选题　　　　　　　　 　　　　 　　　　 　 　　
下表所示为不同史籍关于西周王朝用人制度的历史叙述。据此可以推断的历史结论是，西周

（    ）
A. 笼络贵族以稳固统治 　　B. 官吏选用局限于贵族 　　C. 世卿制并未严格实施 　　D. 严
格控制官吏选用权

3. 单选题　　　　　　　　 　　　　 　　　　 　 　　
《左传》中有“楚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的记载，《战国策》等书也有齐、秦等国试图从周天子手
中夺鼎的记录。上述记载折射出春秋战国时期（    ）
A. 贵族政治难以为继 　　B. 西周王室权威动摇 　　C. 诸侯纷争局面形成 　　D. 分封体制
走向瓦解

4. 单选题　　　　　　　　 　　　　 　　　　 　 　　
史载，春秋时期，当其他诸侯各国基本上仍推行“亲亲尊尊”的国策时，晋国开始把一些亲信或
建立过功勋的异姓贵族吸收到国家政治集团中。这一变动（    ）
A. 有利于巩固晋国的统治 　　B. 是对官僚政治的冲击 　　C. 严重挑战了周王室的权威 　

　D. 使分封制度遭到破坏

5. 单选题　　　　　　　　 　　　　 　　　　 　 　　
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赵国的十三位宰相中，有三位是公子，两位与其他国家的王室有联

系，剩下的八位明显与王室无关；秦国的十八位宰相中，其中有十三位是平民出身；魏国十八

位宰相的背景较为复杂，但其中至少有九位属寒微之士。据此可推知，战国时期（    ）
A. 官僚政治得以确立 　　B. 丞相成为百官之首 　　C. 宗法制度已被废除 　　D. 世官制受
到了冲击

6. 单选题　　　　　　　　 　　　　 　　　　 　 　　
战国时期，秦国的廷议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其他诸侯国所无法比拟的，也正是如此，廷议制

度促进了秦国的发展，使其能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可以说，廷议制度是秦统一的一项重要的

制度保证。这表明廷议（    ）
A. 激发了各级官员的主动性 　　B. 增强了治国政策的可行性 　　C. 实现了皇帝对决策的掌
控 　　D. 体现了集体决策的民主性

7. 单选题　　　　　　　　 　　　　 　　　　 　 　　
“文法吏”是战国以来随着官僚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一种官僚类型。秦朝时，中央和地方各
级“文法吏”在任职前，都需经过严格的文书、法律训练，其主要目的是（    ）
A. 加强法家理念的宣传 　　B. 提高官员的文化素养 　　C. 形成依法行政的氛围 　　D.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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