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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 設 問 內 容 涵 蓋 甲 、 乙 部 ， 佔 5 0 分 。  
 
1 .  資 料 一 ：安史亂後的藩鎮形勢  

藩 鎮 類 型  主 要 淵 源  
與 唐 室 的

政 治 關 係  

與 唐 室 的

財 政 關 係  

與 唐 室 的

軍 事 關 係  

動 亂

次 數

河朔割據型  
（如魏博、成

德、盧龍）  

安史殘餘勢力  割據  不上供  擁重兵  
自擅  

6 5  

中原防遏型  
（如宣武、昭

義、河東）  

戰亂中新興藩

鎮  
不割據  無上供或  

少上供  
駐重兵，  
防驕藩  

5 2  

邊疆禦邊型  
（如西北的鳳翔

及西南的安南）  

開元時沿邊節

鎮  
不割據  度支補貼  

（或少上

供）  

駐重兵，  
防邊疆  

4 2  

東南財源型  
（如浙東、浙

西、荊南）  

相當於開元時

採訪使  
不割據  為唐室賦稅

之地  
駐兵少，  
防盜賊  

1 2  

改寫自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  
 
 資 料 二 ：十九世紀末列強在華畫分勢力範圍示意圖  

 
 

 

 

 

 

 

 

 

 

 

 

 

 

 

 

 

 

 

 

 

 

 

 

 

 

 

 

參考張海鵬編著《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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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料 三 ： 1 8 9 9年海約翰致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的信函  

 
「美國政府熱望，凡在中國有利害關係的國家，不能排斥合眾國對中國商業的平等

和完全的參加。」  
 

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  
 

資 料 四 ： 1 8 9 9年美國提出「門戶開放」的聲明  

 
「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乃圖謀……維持中國領土及行政上的完整。」  
 

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  
 

資 料 五 ： 1 8 9 9年美國向各國提出「門戶開放」的照會內容  

 
「 ( 1 )  各國在中國勢力範圍或租借地內對通商事業或投資事業，不得加以干涉。  

( 2 )  中國現行海關稅率，對於勢力範圍之口岸之貨物進出，均為適用，稅款由中

國徵收。  
( 3 )  勢力範圍內之口岸，對他國船舶所課碼頭稅不得較本國船舶為高。」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  

 
( a )  ( i )  根據資料一，哪一類型藩鎮對唐政府的軍事威脅最大？試從資料一找出兩

項證據支持你的看法。 ( 6分 )  
 

 ( i i )  根據資料一，安史之亂如何導致「河朔割據型」和「中原防遏型」藩鎮的

出現？ ( 8分 )  
 

( b )  ( i )  資料二A、B、C分別是哪個國家的勢力範圍？把答案連同代表的英文字母

寫在答題簿內。 ( 3分 )  
 

 ( i i )  承上題，這些國家怎樣取得這些省份作為勢力範圍？試就你所知，加以解

釋。 ( 9分 )  
 

 ( i i i )  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的目的，資料三及資料四的說法有何不同？ ( 2分 )  
 

 ( i v )  承上題，你認為資料三及資料四的說法均是美國提出門戶開放的真正目的

嗎？參考資料五，並就你所知，加以解釋。 ( 7分 )  
 

( c )    
 
 
 
 

 
  藩鎮互相牽制是唐國祚得以延長的關鍵原因。 

  列強之間的互相牽制是清免被瓜分的關鍵原因。 

 

   
  你同意以上說法嗎？試根據資料一至資料五，並就你所知，加以論述。  

( 1 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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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 料 一 ： 

 
李斯說：「請焚毀秦國歷史以外的史書。除了博士官所掌管之外，天下所有的詩、

書、諸子百家著作，全部都要送到地方官署燒掉。如敢聚在一起議論詩、書的人，

都處以死罪示眾；以古非今的要全族處死。官吏如果知情不報，以同罪論處。命令

下達後三十天內不燒毀禁書的，判罰黥面（臉上刺字）及苦役。醫藥、占卜和種植

之書無須焚毀。如果有人想要學習法令，就以官吏為師。」秦始皇接納李斯的意見。

 
意譯自《史記‧秦始皇本紀》 

 
 資 料 二 ：  

 

「中央認為有必要……在全黨重新進行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僚主義、反宗派主

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堅決實行『知無不言，言無不盡；言者無罪，聞

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非黨員願意參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

但是必須完全出於自願，不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這次整風運動，……

應該首先從檢查領導幹部的思想作風開始。」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1 9 5 7年4月 2 7日） 

 
 資 料 三 ：  

 

「（大鳴大放）有人說，這是陰謀。我們說，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了敵人：牛

鬼蛇神只有讓它們出籠，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便於鋤掉。」 

 
《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人民日報》社論（1 9 5 7年7月1日） 

 
( a )  ( i )  根據資料一，什麼書籍在民間不可以保留？試舉出兩個例子。 ( 2分 )  

 
 ( i i )  根據資料一，除了醫藥和卜筮的書外，還有什麼書籍可以保留？試舉出兩

個例子。 ( 2分 )  
 

 ( i i i )  承上題，列舉這些書籍得以保留的兩項原因。 ( 6分 )  
 

 ( i v )  根據資料一，舉出哪兩種違法行為會受到最嚴厲的懲罰。 ( 2分 )秦始皇遏

止這些行為的目的是什麼？試加以分析。 ( 6分 )  
 

( b )  ( i )  根據資料二，整風運動的目的是什麼？ ( 3分 )  
 

 ( i i )  根據資料二，中央如何鼓勵人民參與整風運動？ ( 4分 )  
 

 ( i i i )  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闡述 1 9 5 7年 4月至 7月期間政治氣氛的轉變；並就

你所知，分析轉變的原因。 ( 1 0分 )  
 

( c )   你認為秦始皇的焚書與毛澤東的整風能否達致鞏固政權的目的？參考資

料一至資料三，並就你所知，加以析論。 ( 1 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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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 分 甲 部 及 乙 部 ， 每 題 佔 2 5 分 。  

甲 部 ： 上 古 至 十 九 世 紀 中 葉   
 
3 .  資 料 一 ：  

 

丞相王綰向秦始皇上奏：「六國剛被消滅，燕、齊、楚三地遠離首都，不分封諸侯，

難以維持該等地區的穩定……」  
 

改寫自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 

 
 資料二：  

 

主父偃向漢武帝進言：「現時諸侯連城數十，地方千里。他們平日驕縱奢侈，他日

更有可能恃仗強大，聯合反抗朝廷……」  
 

改寫自司馬遷《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 a )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比較秦始皇和漢武帝所面對問題的異同。 ( 5分 )  
 
 ( b )  承上題，二人如何解決這問題？試援引史實加以說明。 ( 1 0分 )  
 

( c )  論史者認為「秦始皇集權中央，權在丞相；漢武帝集權中央，權在君主」。你

是否同意這一說法？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 ( 1 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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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資 料 一 ：清室統治漢族的部分措施  

 
  尊孔崇儒 

  開科取士 

  興文字獄 

  禁止集會結社  

 
改寫自羅香林《中國民族史》 

 
 資 料 二 ： 

 
清室對待漢人，無論是懷柔或是高壓，目的都在於防範漢人；至乾隆朝，漢人反動

心理，大致已消失殆盡。 

 
改寫自錢穆《國史大綱》 

 
 資 料 三 ： 

 
孝文帝明白鮮卑遊牧故習，不足以統治中華，因而努力將一個塞北遊牧民族整體漢

化。 

 
改寫自錢穆《國史大綱》 

 
( a )  ( i )  資料一提及的措施，主要針對漢族哪類人士？ ( 1分 )  

 
 ( i i )  承上題，上述措施如何達致資料二的效果？ ( 4分 )  

 
( b )  ( i )  參考資料二及資料三，北魏孝文帝對待漢族的策略與清初康雍乾時期有何

不同？試援引史實加以說明。 ( 6分 )  

 
 ( i i )  承上題，北魏孝文帝與清初君主為什麼採取不同的策略？ ( 4分 )  

 
( c )   論者認為清初君主能有效管治邊疆民族，全因實施「因俗而治」的統治方

針。你同意嗎？試援引史實抒發你的意見。 ( 1 0分 )  
 

HKDSE-CH HIST 1-6（樣本試題） 6 

http://www.studentbounty.com/
http://www.studentbounty.com


5 .  資 料 一 ：  

 
崔群說：「玄宗即位之初，知民間疾苦，躬勤庶政，加上有姚崇、宋璟、蘇頲、盧

懷慎等守正之人輔政，孜孜進諫……」  
 

改寫自《舊唐書．憲宗本紀》 

 
資 料 二 ：  

 
唐玄宗年歲已高，漸怠於處理政事。李林甫善於刺探皇帝的心意，唐玄宗任之不疑。

與李林甫同時為相的張九齡、李適之，皆遭罷逐。李林甫居相位凡十九年，蒙蔽天

子耳目，諫官無敢正言。  
 

改寫自《新唐書．奸臣列傳》 

 
資 料 三 ：  

開元年間  邊將二十八人中，漢人佔二十六  

天寶年間  除一二人外，邊將幾乎全是胡將  

改寫自李樹桐《唐史研究》  
 
 ( a )  根據資料一及資料二，比較唐玄宗不同時期施政的相異之處。 ( 5分 )  
 

( b )  資料二及資料三是否足以解釋安史之亂出現的原因？試據史實加以論證。  
( 1 0分 )  

 
 ( c )  有言安史之亂令藩鎮強而唐室弱。你同意嗎？試據史實加以評論。 ( 1 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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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資 料 一 ：歐陽修曾任知州，而《歸田錄》主要是他耳聞目睹的宋代官員軼事  

 
宋初有個叫錢昆的餘杭人，餘杭人喜歡吃蟹。錢昆曾經要求外放到地方當知州，別

人問他想到哪個州去？錢昆回答說：「只要有螃蟹而沒有通判的地方就可以了。」 
 

改寫自歐陽修《歸田錄》 

 
 資 料 二 ：  

 
宋太祖削弱宰相權力的措施： 
  「總領一切事務」的宰相權力完全被分割。 

  設立參知政事，作為宰相的次官，政務由宰相、參知政事等幾個人一起討論，

最後由皇帝親自裁決。 

 
改寫自竺莎雅章《宋太祖與宋太宗》 

 
 資 料 三 ：  

 
漢唐以來，中央政府派出控馭各地的刺史、節度使……最終轉化為地方割據勢力，

元行中書省卻沒有重蹈漢唐的覆轍。  
 

改寫自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參考以上各段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 a )  ( i )  資料一的錢昆是京官抑或地方官？ ( 1分 )試就宋代的政制內容加以解釋。  
( 1分 )  
 

 ( i i )  承上題，你認為歐陽修對錢昆懼怕通判的描述是否可信？試援引史實，支

持你的看法。 ( 3分 )  

 
( b )   根據資料二，分析宋太祖削弱相權對宋代造成的不良影響。 ( 1 0分 )  

 
( c )   李治安認為元代行中書省「沒有轉化為地方割據勢力」。你同意嗎？試參

考資料三，並就元代行中書省的制度內容加以析論。 ( 1 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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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部 ： 十 九 世 紀 中 葉 至 二 十 世 紀 末   
 
7 .  資 料 一 ：李鴻章自述其辦理洋務的情況  

 
「我辦了一輩子的事，練兵也，海軍也，都是紙糊的老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理？」 

 
吳永口述、劉治襄筆記《庚子西狩叢談》 

 
 資 料 二 ： 1 8 9 9年 (光緒二十五年初 )，榮祿、廖守恒和康有為有關變法的對話 

 
榮祿：「祖宗之法不能變。」  
兵部尚書廖守恒：「如何變法？」  
康有為：「宜變法律，官制為先。」  

 
改寫自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 a )  根據資料一，李鴻章辦理洋務面對什麼困難？並援引史事說明為什麼會出現這

困難。 ( 5分 )  
 

( b )  舉述維新運動其中兩項措施如何配合資料二康有為所述的策略；又榮祿對康有

為的觀點為什麼持相反的態度？ ( 1 0分 )  
 

( c )  清代覆亡的原因，有人認為是清政府歷次圖強失敗；亦有人認為革命思想深入

民心。你較認同哪一種說法？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 ( 1 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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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資 料 一 ： 1 8 9 4年中日海軍實力比較 

項目  北洋艦隊 日本海軍  
艦隻數目  2 5艘  ( 1 8 8 8年前下水 )  3 3艘 ( 9艘於1 8 8 9年後下水 )  

主力艦航速  約1 5海里  約 2 3海里  
改寫自戚其章《晚清海軍興衰史》 

 
  資 料 二 ：地道戰示意圖  

圖片來自《中國近百年歷史圖集，1 8 4 0 - 1 9 7 8》 

 
 資 料 三 ：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的作戰方略 

 
1 9 3 8年 3月，總統(蔣介石)說明作戰方略，以廣大之空間土地，求得時間上持久之

勝利，尤以積小勝而成全局之大勝為要。  
 

改寫自張其昀《中華民國史綱》  
 

( a )  根據資料一，中國在甲午戰爭面對什麼困難？為什麼會出現這困難？試舉出一

項原因，並加以解釋。 ( 4分 )  
 

( b )  根據資料二及資料三，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國民黨分別採取什麼策略對抗日本侵

略？試就有關史實加以說明。 ( 6分 )  
 

( c )  有人認為中國兩次中日戰爭的勝敗，關鍵在於外交政策，而非軍事策略。你同

意嗎？試綜合各資料及有關史實加以析論。 ( 1 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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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資料一：  

 
1 9 2 2年，孫中山經歷了三十年的風浪，到了一生機運的低谷，而西方列強都不願

幫忙，於是按蘇維埃路線開始重組國民黨，建立黃埔軍校。 1 9 2 4年，中國共產黨

黨員在國民黨同意下，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  
 

改寫自費正清《費正清論中國》 

 
 資料二： 

 
1 9 3 6年，西安事變震驚中外。莫斯科也意識到中國的內亂只會有利於日本，認為

蔣介石應該被放出來領導抗日，以緩解對蘇俄及中國共產黨的壓力。中共的態度一

夜間從「反蔣抗日」轉變為「聯蔣抗日」。 

 
改寫自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 a )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分析國共兩黨兩次合作的相同原因。  

( 1 0分 )  
 

( b )  1 9 2 4年至1 9 4 6年間，國共始終未能衷誠合作，關鍵在兩黨的利益衝突，抑或受

外力影響所致？試據史實加以論析。 ( 1 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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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資 料 一 ：下列各圖顯示1 9 4 9 - 1 9 5 2年間的政治運動 

圖 一  

 
燒 毀 田 契  

圖 三  

圖 二  

 

 
 資 料 二 ：  

 
毛澤東深恐同僚幹部架空他的權力。江青等人與北京部分文化官僚又為了鞏固自身

權力，形成派系鬥爭。其後，林彪更把軍隊的權力滲入政治領域，使解放軍變為捍

衞文化大革命先鋒的朋黨。 

 
改寫自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 

 
 資 料 三 ：  

 
紅衞兵在社會上取得了合法地位，不再是少數學生的秘密結社，而成為有「戰鬥力」

的青年學生的群眾組織。如同洪水猛獸般撲向社會的各個角落，階級鬥爭的蓋子徹

底揭開了。 

 
改寫自米鶴都《聚焦紅衞兵》 

 
( a )  資料一所列圖一至圖三分別與哪三次政治運動有關？ ( 3分 )上述三次運動如何

解決建國初年面對的問題？試據史實加以分析。 ( 1 2分 )  
 

( b )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長達十年的全國群眾運動，資料二及資料三都是這次運

動愈演愈烈的原因。你認為哪一項較為重要？試據史實加以論證。 ( 1 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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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資 料 一 ：  

 
「從一九零零年八國聯軍佔領北京，中華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國家瀕臨滅亡邊緣，

到二零零零年中國在社會主義基礎上進入小康，大踏步走向繁榮富強，是中國發生

翻天覆地變化的一百年。……一個世紀以來，中國人民在前進道路上經歷了三次歷

史性的巨大變化，產生了三位站在時代前列的偉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參考資料一，評論孫中山、毛澤東和鄧小平三人在中國歷史從屈辱到小康發展歷程上

的重要性。 ( 2 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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