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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题　　　　　　　　 　　　　 　　　　 　 　　
有学者在研究中注意到，唐朝立国后重铸新币（见下示拓图）。这种新币是唐近三百年间流通

的主要货币，唐以后仍继续流通了七百多年。不唯如此，钱的大小与轻重都成为后来铸钱的范

例，对后世货币的铸造影响很大。有趣的是，关于此钱的读法，名曰“开元通宝”抑或“开通元
宝”，历来各执一词，成为一件历史的悬案。有学者认为，应读成“开通元宝”；有学者则认
为，“开元通宝”是正确的称呼，但考虑到唐宋时社会上称呼“开通元宝”已约定俗成，故也不能
说是绝对错误。这说明（ ）。

A.钱货可议，应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避免各执一词
B.文献记载语焉不详，造成研究信息不对称，原本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
C.研究历史需要正本清源，不仅要有文献资料和其他根据，还要有对材料的考证与辨伪
D.史料存在“记忆之殇”，需要采用新技术以“唤醒”，进而解释历史如何被表象的问题

2. 选择题　　　　　　　　 　　　　 　　　　 　 　　
如表为唐代翰林学士的起源和演进概况。它反映了唐代

时期 概况

高祖、太宗

时期
设立文学馆，弘文馆等学士，备君主顾问

高宗、武后

时期
学士开始参与决策事务

玄宗时期
开开元初，设翰林待诏，后改为翰林学士，建立学士院，专掌最机密的诏令起

草，正式参与朝政决策

A.翰林学士逐渐控制了决策权 B.文官地位日益提高
C.三省六部制渐趋成熟 D.朝廷内部权力的再分配

3. 选择题　　　　　　　　 　　　　 　　　　 　 　　
唐代确立了严格的官吏致仕(退休)制度，官吏致仕的法定年龄为七十岁，或“年虽少,形容衰老
者,亦听致仕”。五品以上的官致仕，直接奏皇帝批准，六品以下则由尚书省奏皇帝批准。这一
制度

A.有利于官员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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