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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共 40題，第 1~20題，每題 3分， 

   第 21~40題，每題 2分，總分 100分；範圍 L5~L6） 

1、宋太祖趙匡胤建國後，面對唐末以來藩鎮割據及禁軍將

領專權等問題，採行下列何種方法解決此困境？ (A)

大舉分封諸子為王，鎮守各地要塞  

(B)禁止私人講學，不准士人議論政治  

(C)廢丞相以集權皇帝，殺功臣以絕後患  

(D)將地方將領召回京師，命文臣出守地方。【95 基測】。 

2、宋遼間簽訂「澶淵之盟」，在中國歷史上具有下列哪一方

面的意義？   

(A)第一次以對等外交關係與外族簽訂盟約   

(B)第一次漢人主動出擊而令外族稱臣   

(C)第一次漢人君王與外族領袖和平對談   

(D)第一次打敗外族與其訂立勝利條款。 

3、戰國時代因商鞅變法，使秦富強，最後統一天下。宋朝

時卻因下列哪一大臣的變法，引發黨爭，造成政局日益

惡化？   

(A)范仲淹  (B)寇準  (C)王安石  (D)秦檜。 

4、下列哪一因素是導致北宋中期以後，財政的開銷龐大，

支出日漸吃緊？   

(A)皇帝及后妃的生活費用過大，稅收入不敷出   

(B)外族索求過多，國庫不堪負荷   

(C)冗兵與冗官人數過多，支出龐大   

(D)過度興建大型公共建設，經費不足。 

5、靖康之難後，宋高宗為了躲避戰禍，南遷偏安，史稱南

宋。面對金人一再地威脅，朝廷內出現主戰與和兩派不

同意見，宋高宗最後採行哪一項政策？ˉ 

(A)聯合蒙古，夾攻金人ˉ(B)停止北伐，宋金議和ˉ 

(C)鼓勵通婚，融合族群ˉ(D)下詔北伐，收復汴京。【94 基測】。 

6、古代有一俗諺：「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藉由此諺語可

說明北宋想藉由下列哪一外族滅掉遼國，但最後北宋卻

反被該外族所滅？  

(A)契丹  (B)女真  (C)蒙古  (D)匈奴。 

7、下列宋朝外患中，哪一國是由党項族所建立，時常在中

國邊境騷擾貿易活動的進行，並且劫掠百姓物資？  

(A)遼國 (B)大理 (C)金國 (D)西夏。 

8、蒙古帝國在三次西征期間，還南下消滅了下列哪兩個國

家，建立橫跨歐、亞的龐大疆域？   

(A)大理、吐蕃  (B)遼、北宋   

(C)高麗、天竺  (D)西夏、金。 

9、阿拉罕一家人世居中國西域一帶，自蒙古人統一中國後，

他因擅長理財而受到政府的器重，負責國家徵稅的工

作。請問：阿拉罕最有可能是當時哪一個階級的人？ˉ

(A)蒙古人ˉ(B)色目人ˉ(C)漢人ˉ(D)南人。【91 基測】。 

10、西元十三世紀時，一支來自東方的民族由下列何人開

始，展開西征過程，征服了義大利威尼斯，並摧毀歐洲

的封建城堡？  

(A)司馬炎 (B)李世民 (C)鐵木真 (D)朱元璋。 

11、元朝某商人為了攜帶方便，拿了紙幣作為交易工具，他

所使用的紙幣應是下列何者？  

(A)飛錢  (B)交子  (C)會子  (D)寶鈔。 

12、承上題，紙幣應運而生，表示當時的社會呈現下列何種

特色？  

(A)商業規模擴大 (B)商人地位低落  

(C)種族融合快速 (D)各地交通便利。 

13、「市舶司」是宋元時代重要的機構，負責管理進出口貨

物與商船，以及徵收稅金。市舶司的設立，和當時哪一

種社會現象有關？  

(A)貿易興盛 (B)海盜猖獗  

(C)外患嚴重 (D)華夷不分。 

14、暑假小華與家人到松山區的饒河街夜市逛街、吃美食，

於是他問父親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夜市起源於何時？請

問：小華爸爸的答案會是下列哪一個朝代？  

(A)唐朝 (B)宋朝 (C)元朝  (D)明朝。 

15、臺灣的故宮博物院中有一幅名畫「清明上河圖」，這幅

畫作的主要描繪北宋哪一個城市的繁榮情形？  

(A)長安 (B)汴京 (C)臨安 (D)泉州。 

16、元朝的讀書人在準備科舉考試的時候，下列哪一部是非

讀不可的書籍？  

(A)史記 (B)本草綱目 (C)四書集注 (D)莊子。 

17、北宋朝時期已知人工磁化指南針的方法，並廣泛運用於

航海上，至南宋中期由下列哪一國的商人將指南針的製

造技術傳入歐洲？  

(A)日耳曼  (B)大理  (C)吐蕃  (D)阿拉伯。 

18、有關於資治通鑑這部歷史著作，下列的敘述何者正確？  

(A)記載從黃帝到漢初的歷史  

(B)作者是司馬遷  

(C)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  

(D)此書完成於宋朝。 

19、由於宋元時期戰爭頻繁，火藥被廣泛運用在軍事上，直

到下列哪一歷史事件發生後，火藥技術才傳入歐洲？  

(A)怛羅斯之役 (B)十字軍東征  

(C)蒙古西征  (D)鄭和下西洋。 

20、中國儒學歷經魏晉、隋唐時代的發展，演變為宋代理學。

此一過程除受本土道家思想影響外，亦受到下列哪一外

來文化的影響？  

(A)佛教文化  (B)日本文化  

(C)阿拉伯文化 (D)基督教文化。【96 基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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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國歷史上，廢除丞相，使君主專制政體變本加厲，是

始於下列那一皇帝？   

(A)秦始皇  (B)唐高宗  (C)元世祖  (D)明太祖。 

22、發生於明初的靖難之變，就其性質而言，是屬於下列何

者？   

(A)反政府的民變   (B)王室骨肉相殘   

(C)軍事將領的叛變  (D)邊疆外族入侵。 

23、明成祖即位之後，疏通南北運河，以南方的經濟來支持

北方的政治與軍事的需要。請問：下列哪一個朝代開始

修築運河？   

(A)漢朝  (B)隋朝  (C)宋朝  (D)元朝。 

24、明中葉以後，土地兼併的情形嚴重。神宗時，張居正推

動一系列的革新，並調整稅收方式，其中的「一條鞭法」

主要是針對下列哪一方面的改革？ˉ 

(A)經濟 (B)軍事ˉ(C)外交ˉ(D)政治。。 

25、明成祖為了宣揚國威，派鄭和率領龐大艦隊前往下列哪

一個地區，影響不少閩粵居民移往該區，奠定了日後的

經濟社會基礎？   

(A)非洲東岸  (B)東南亞   

(C)南美洲   (D)阿拉伯半島。 

26、明朝末年，陝北發生嚴重的饑荒，災民與飢兵結合成流

寇，四處劫掠，其中何人領導的勢力攻陷北京城，導致

明思宗自縊身亡？  

(A)張角 (B)張憲忠 (C)李自成 (D)朱溫 。 

27、清朝為女真人所建，這與中國歷史上哪一個國家的創建

者為同一族群？   

(A)遼  (B)西夏  (C)金  (D)蒙古。 

28、盛清時期，平定三藩之亂，攻克臺灣，穩定清朝統治的

皇帝是下列哪一位？   

(A)太宗  (B)聖祖  (C)世祖  (D)高宗。 

29、清朝從下列哪一位帝王以後，因對外用兵導致財政困

難，加吏治敗壞，動亂不斷，使國勢由盛轉衰？  

(A)順治  (B)康熙 (C)雍正 (D)乾隆。 

30、明初，隨著國內外貿易的展開，美洲的哪一種貨幣大量

流入中國，逐漸成為交易的主要媒介？   

(A)白銀  (B)銅錢  (C)黃金  (D)飛錢。 

31、下列有關明清時期「士紳階級」的敘述，哪一選項為正

確？  

(A)可免除力役及享有司法上的特權  

(B)透過察舉制度形成的特殊階級  

(C)專門負責國家對外事宜  

(D)身分地位與服裝穿著，和其他階層沒有區別。 

32、范進是明朝人，他某年參加官府舉辦的哪一階段的考試

而獲得貢士的頭銜？  

(A)童試 (B)鄉試 (C)會試 (D)殿試。 

33、明朝中期以後，人口快速增長，為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

除了鼓勵人民移民邊區與開墾荒地外，還用下列哪一種

方法，解決糧食不足的現象？  

(A)從占城引進早熟稻 (B)從美洲引進耐旱的新作物  

(C)搶奪外族的糧草  (D)有計畫的移民臺澎地區。 

34、明代江西景德鎮因瓷器製造聞名，鎮上人家一年四季不

分晝夜，皆不停製作，有「四時雷電鎮」之稱，這反映

出當時的哪一種現象 ？  

(A)商幫組織的出現 (B)坊市制度的分離  

(C)專業市鎮的興起 (D)國家經濟政策的改革。 

35、圖書館的書架上有一本名為《天工開物》的書籍，該部

書籍的內容為下列何者？  

(A)外來宗教在中國發展的情形  

(B)中國傳統文學的演變過程  

(C)歷代帝王的家族年譜  

(D)傳統農業、手工業的生產技術與操作方法。 

36、明清時期，有一部著名的小說，內容講述唐朝僧人玄奘

與孫悟空、豬八戒、沙悟淨等弟子至印度取經的故事，

這部小說應該是指下列哪一本？ (A)聊齋誌異 (B)西

遊記 (C)三國演義 (D)水滸傳。 

37、比較元朝與清朝統治中國的政策，清朝統治中國的時間

遠超過元朝，主要原因為下列何者？  

(A)實施公平的科舉制度  

(B)懷柔與高壓政策並用  

(C)對任何族群皆一視同仁  

(D)迫使各族互相通婚。 

38、明中葉以後，隨著新航路的開拓，越來越多的傳教士來

華傳教，當時到中國的傳教士以下列哪一個教派為主？ 

(A)長老教會 (B)英國國教派  

(C)耶穌會  (D)路德教派。 

39、清朝某位皇帝即位之後，因下列哪一項因素，下令禁教？ 

(A)傳教士制訂的曆法不準   

(B)傳教士不准民眾祭拜祖先   

(C)傳教士介入皇位之爭   

(D)傳教士與外國政府勾結入侵中國。 

40、承上題，宣布禁教的是下列哪一位皇帝？  

(A)順治 (B)雍正 (C)嘉慶 (D)光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