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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题　　　　　　　　 　　　　 　　　　 　 　　
山东素有“齐鲁之邦”之称，这与西周的分封制有关，但山东的简称是鲁，而不是齐。 关于是鲁
不是齐的原因，下列解释最合理的是

A. 鲁国的历史更为悠久 B. 受宗法制正统观念影响
C. 因孔子受到历代推崇 D. 由分封制等级体系决定

2. 选择题　　　　　　　　 　　　　 　　　　 　 　　
春秋时期，鲁国季氏家臣南蒯叛乱，事败后逃至齐国，齐景公呵斥其为“叛徒”！南蒯解释
道：“我是想帮助鲁国君王夺回政权啊。”齐国大夫韩晳指出：“身为季氏的家臣，却奢言加强
鲁国公室的权力，罪过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由此可见当时
A. 士阶层日益成为重要力量 B. 齐国积极维护周大子权威
C. 礼乐制度仍有社会约束力 D. 宗法制度已被诸侯破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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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说明
A. 分封制在秦汉以后仍然长期存在
B. 郡县制不能完全解决地方行政的弊端
C. 中央集权制度在秦汉后受到削弱
D. 郡县制大大地提高了地方的行政效率

4. 选择题　　　　　　　　 　　　　 　　　　 　 　　
河南尹田歆的外甥王谌，以知人出名，田歆对他说：“如今应推举六名孝廉，多有贵戚书信相
命，又不好违背，我想自己选一名名士以报效国家，你助我求之。”这体现了当时
A. 地方无官员选举权
B. 科举制的弊端
C. 选拔官吏以品评为主
D. 自上而下的选官方式

5. 选择题　　　　　　　　 　　　　 　　　　 　 　　
唐代的科举考试并不严格，多数的录取并不完全倚重考卷，还要看平时的文字高下，考生的声

名、影响、家世、地位等；有时甚至完全不看考卷，未曾开考，名次已定。据此可知，唐代的

选官制度

A. 继承了前代的遗风
B. 主要受制于门阀
C. 未得到平民的认可
D. 考生名望决定结果

6. 选择题　　　　　　　　 　　　　 　　　　 　 　　
据南宋吴自牧所著《梦梁录》记载：“杭城（杭州）食店，多是效学京师人”；“更有瑜石车子
卖糖糜乳糕浇，亦俱曾经宣唤，皆效京师叫声”。这一现象主要反映了当时
A. 经济重心已转移到南方地区 B. 发达的外贸促进了大众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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