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信阳高级中学北湖校区 2024-2025 学年高二上期期中测试

历史试题

考试时间：75 分钟 分值：100 分

一、单选题（本题 24 小题，每题 2 分，共 48 分）

1. 商建国后，自商汤至商纣，历 17代、31王，前后将近 600年。《诗·商颂·殷武》中记载：“昔有成

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下列表述符合商朝史实的是（   ）

①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  ②国家管理实行内外服制

③土地是奴隶主土地国有制      ④形成“天子一诸侯一卿大夫一士”的等级结构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③④

2. 秦代规定，地方郡守每年需定期向中央汇报本郡的财政收支、户口增减、治安状况等情况。同时，中央

会派遣御史到地方进行巡查，核实郡守所汇报的内容。若发现郡守有虚报或瞒报等行为，将予以严惩。由

此可见，秦代（   ）

A. 地方郡守的权力被逐渐削弱 B. 御史拥有地方行政事务决策权

C. 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较为严密 D. 形成较为成熟的官员考核制度

3.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议政体制。在议政过程中，若持不同意见，可上书驳论，陈说己意。议郎虽

在众官中位居最末，却是参议朝政的重要力量，具有一定话语权。这说明秦汉时期（    ）

A.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限 B. 皇权受到有效的制约

C  政治决策具有一定理性 D. 出现“共和行政”局面

4. 汉代政府规定官员每年需定期汇报辖区治理情况，要求制作计簿上报中央并接受考核。据史载，汉元帝

时期，一些郡国为躲避惩罚，特意挑选擅长文书撰写、熟悉计簿事务且能够欺瞒上级的人担任要职，以此

来应付中央政府的考核。这说明当时（   ）

A. 地方势力日益膨胀 B. 巡视监察制度瓦解

C. 上计制度有待完善 D. 官员腐败现象严重

5. 北魏确立了“存留养亲”条款：死罪的人，若家中有七十以上的祖父母或父母无人照顾，而犯罪者又是

家中的独子“单丁”，律则网开一面，可奏请皇帝予以宽宥。《唐律》对存留养亲制度又作了详细规定，该

制度一直保留到清代。“存留养亲”的规定（   ）

A. 旨在保障社会弱势群体 B. 深受社会主流价值观影响

C. 表明司法审判的随意性 D. 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的冲突

6. 从北宋最后一位帝王宋钦宗，到南宋宋高宗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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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帝王，对王安石是负面评价。明朝和清朝的皇帝将王安石等人视为“奸臣”。直至进入近代，迎来

“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后，人们才重新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正面意义，并给王安石以全面客观的评价。这

表明（   ）

A. 历史评价缺乏统一标准 B. 史学方法决定历史观点

C. 时代越接近评价越客观 D.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7. “揭帖”原为明初特许近臣密陈朝政得失的公文，后演变为内阁专享的密奏文书，故称"密揭"。明中后期，

密揭成为内阁与皇帝沟通的主要方式，包括商推票拟、随事指陈和承谕答对等。这一变化反映出（       ）

A. 内阁决策权力的增强 B. 行政中枢运转的成熟

C. 君主专制进一步强化 D. 内阁辅政功能合法化

8. 清王朝曾将西餐刀叉视为“野蛮杀伐”的饮食符号，认为吃西餐的洋人“未开化”，而到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年），慈禧在颐和园设宴招待各国公使夫人时，宴会食物“全是中国式的，但是也预备了刀叉供来

宾随意使用”。上述变化反映了当时（   ）

A. 清朝的国际地位有所下降 B. 闭关锁国局面开始被打破

C. 传统的华夷观念发生动摇 D. 清政府竭力维护国家主权

9. 中法战争期间，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法兵业已开衅，按照公法，各国商人不得私济法船，各国在中

国境内电报公司不得用暗码代法传报”。经此照会后，除日本外， 其他中立国对法国军舰的接济大大减少

了。这说明当时（   ）

A. 摆脱公法束缚符合弱国利益 B. 近代外交观念已影响到中国

C. 公法在外交实践中形同虚设 D. 日本想乘机对中国发动侵略

10. 1902年创办的山西大学堂设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中学专斋初设经、史、政、艺四科，后只保留经学

一门，并增设外文、理化、史地、艺体等。1905年首批毕业生分别被授予“贡生名义”。对此解读正确的

是（   ）

A. 新式学堂已摆脱传统教育的模式和观念 B. 近代教育呈现出新旧交织的转型期特征

C. 该学堂创办标志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端 D. 学堂选官已经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方式

11.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公务员考试是非国民党员进入政府的主要渠道，其中党义是必考科目。若应

考者党义考试不合格，便会被取消复试资格，彻底丧失此次录取机会。国民政府还明文规定：“如果党员

与非党员能力相当时，用人先优党员任用，裁员先裁非党员。”据此可知，这一时期的文官制度（   ）

A. 具有鲜明的政治偏向性 B. 加强了人民的思想控制

C  正式建立文官考试制度 D. 正式建立了公务员制度

12.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政府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施政。村里计划修建灌溉农田的水利设

.



施。为此，根据地政府组织了会议，参会人员涵盖共产党员、地主、农民和乡绅等。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

协商，最终达成了令各方都满意的方案。这说明“三三制”的推行（   ）



A. 消除了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 B. 充分发挥了共产党的抗日领导作用

C. 提高了根据地政府行政效率 D. 有效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

13. 1949 年 10 月 3 日，中苏正式建交，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在此之前，开国大典

时，时任“苏联驻北京总领事”的齐赫文受邀参加，但齐赫文参加大典的身份却不是“总领事”，而是国

际友人。这体现的新中国外交方针是（   ）

A.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B. “另起炉灶”

C  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D. “一边倒”

14. 下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部分法律条例。这些法律条例的制定（   ）

时间 法律 备注

1950年 4

月
《婚姻法》 废除封建婚姻制度

1950年 6

月
《土地改革法》 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1951年 2

月

《惩治反革命条

例》
镇压反革命活动

1952年 4

月

《惩治贪污条

例》

惩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

行为

A. 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B. 促进了三大改造进行

C. 表明中国法制建设进入新时期 D. 巩固了新生民主政权

15. 1970 年至 1972 年，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达 39 个，除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外，还包括欧

洲的意大利、比利时和北美的加拿大等国，三年间，我国同美国以外的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正

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在这一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    ）

A. 中美关系的迅速改善 B. 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

C. 国际多边机制的斡旋 D. 意识形态对抗的减弱

16. “一带一路”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并充分借助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

与有意向的国家和地区一起规划，共同协商，6年时间先后推动 126个国家和 29个国际组织参与签署 170

多份合作协议。据此可知，“一带一路”（   ）

A. 体现中国致力于加强与周边邻国合作交流

.



B. 极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全面合作

C. 开拓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新篇章

D. 经济援助成为中国外交主要手段

17. 罗马共和国时期，公民大会没有立法创制权，只能对议案进行表决，无权修改或者提出新的议案。在涉

及政治、军事等关乎国家存亡的重大事务中，基于元老院的崇高地位，人民也往往对元老院的决定表示接

受和服从。这说明罗马共和国（   ）

A. 公民大会权力来自元老院 B. 具有贵族寡头政体的特点

C. 以元老院为最高权力机构 D. 公民大会完全没有政治权利

18. “七宗罪”这个概念来源于西方的天主教，指的是会引起人们犯下诸多罪恶的七种重大罪行，一切罪

行都是由七种原罪引发而成的。基督教会根据严重程度将人类恶行由高到低分为七宗，即傲慢、嫉妒、暴

行、懒惰、贪婪，暴食和色欲。下列选项中，对此解读最准确的是（   ）

A. 宗教推动西方文化教育的发展 B. 天主教推动了西方法律的发展

C. “七宗罪”折射资产阶级诉求 D. 宗教伦理在西方社会较大影响

19. 中古时期，英王亨利二世试图改革税收制度，以增加财政收入用于扩充和建设军队。然而，教会认为

此举侵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便联合贵族对国王施压。国王不甘示弱，利用民众对宗教改革的呼声，与教

会和贵族展开了长期的斗争。这反映了中古时期英国（   ）

A. 王权处于绝对弱势地位 B. 政治权力呈现多元并立的格局

C. 教权能够有效制约王权 D. 宗教改革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20. 15世纪佛罗伦萨历史学家列奥纳多·布鲁尼编纂《佛罗伦萨人民史》，他从佛罗伦萨建城开始写，以政

治、军事为主线，充满强烈的城邦爱国主义的情绪。这一著作开人文主义新史学的先河。此后，各国的人

文主义历史学家纷纷效仿，写作自己民族的历史。这一现象（   ）

A. 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 B. 有利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C. 标志着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 D. 加速了近代史学理论的完善

21. 有学者认为:“尽管大西洋把英、美、法三国永远地分隔开了，但三国的革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有

一定的联系，而且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这说明三国资产阶级革命都体现了（   ）

A. 对民主和人权的追求 B. 民主与封建专制的斗争

C. 对共和制政体的实践 D. 君主立宪制的构建进程

22. 英国政府于 1855 年和 1870 年两次颁布法令，规定文官作为从事具体行政管理及法令实施工作的人员，

不受选举的影响，只要无过失就不受免职处分；1884 年，英国政府再次下令：凡有意参加竞选的文官，必

须预先辞去文官职务。这些法令的颁布（   ）

A. 无法规避政党分肥制的风险 B. 有助于政治和管理的分离



C. 不利于政府工作的稳定性 D. 杜绝了营私舞弊等政治乱象

23. 《法国民法典》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妻子有完全管理其动产与不动产的自由及享用其

收益的权利；子女与其他直系卑亲属，不问性别与长幼，亦不问其是否出生于同一的婚姻，得继承其父

母、祖父母或其他直系尊亲属血亲的遗产。这表明《法国民法典》（   ）

①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  ②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神

③是英美法系的重要成果  ④注重维护个人合法权利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③ D. ②④

24. 近代国际法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相关著作、签署了一系列条约使之发展、完善。下列相关表述不

正确的是（   ）

A. 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确定了国际法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奠定了国际法的基础

B. 维也纳体系开创了用国际会议和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结束国际战争的先例

C. 国际联盟规定了形成决议的“全体一致”原则，使之不能真正维护世界和平

D. 《非战公约》宣布废弃以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二、材料分析题（本题共 4 小题，共 52 分）

25.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秦朝在数百年时间里进行过多次移民活动，秦惠王十三年，秦攻占巴蜀地区，“移民万家实

之”，这是秦朝首次大规模向南进行领土扩张。秦始皇三十三年，移民五十万迁往“桂林、象郡、南海”，

三十五年“囚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三十六年“徙北河榆中三万家”。这些移民活动皆是强制性的

迁移，都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秦朝的移民政策与其国家实力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关系，军事征服、

移民占领、军事再征服、移民再占领，秦朝通过这种模式一步步扩张领土，进而取得了相对于其他六国的

一国独大优势。

——摘编自张昭、刘娜《秦朝政治性移民的再分类、比较优势及其后世影响》

材料二  在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中，移民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鉴于匈奴时常侵扰西北边郡，文

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募民实边，通过优厚条件吸引民众充实西北边疆。到公元前 127 年，“募民徙朔

方十万口”。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在西北边地设张掖、酒泉郡，置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

之”，军屯戍边由此成为安置移民的一种主要方式。此外政府还通过迁徙罪犯及家属戍边、迁降卒于边郡等

向西北边疆移民。这些政策既开发了边疆又保卫了边疆。

——摘编自翟麦玲《两汉西北边疆移民政策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朝移民 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汉推行边疆移民政策的措施及意义。

26.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的



材料一：戊戌变法是以康梁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所展开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

它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将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国改造成君主立

宪制的国家，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戊戌变法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康有为、谭嗣同、严

复等启蒙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批判旧伦理，揭露中学的不足，倡导博爱、平等、自由、人权。这些

思想观念并没有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消失，反而更加深入人心。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规定了中国社会

未来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摘编自颜炳罡《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材料二：清末新政和历史上所有传统君主制下的改革一样，以传统政治权威合法性为基础，运用传统

的官僚行政组织手段，自上而下地进行政策创新，在保持既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社

会变迁和政治结构的自我更新，并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这场新政包括废除科举，创办新

式学堂，奖励出国留学，扩展新式军队，改革司法制度和巡警制度，创立地方自治与筹备立宪，等等。新

政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最后也未能挽救清王朝，最终走向失败。

——摘编自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戊戌变法的目标及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新政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失败的共同原因。

27.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从 1337年开始，英格兰与法兰西由王位而引发了百年战争，在国王的鼓动下，一系列爱国口

号在英格兰流传开来。战争结束后，英法间国家界限逐渐明朗化，国家主权也逐渐清晰。由于法语成为了

敌人的语言，英国人产生了创立民族语言的想法。16世纪，在宗教仪式中英语逐渐取代拉丁语的地位。15

世纪，英国两大贵族家族就王位的归属爆发了战争，他们相互残杀，贵族势力消灭殆尽。之后都铎王朝建

立了绝对专制王权制度。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后，国王成为了世俗界与宗教界的双重首领。同时不断推

进的国家机构的改革，为英国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摘编自袁广雪、张士昌《论英国民族国家的成因》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后，英国政府以东印度公司贸易为平台，相继征服了印度各邦。印度全境第一次

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这成为印度民族主义兴起的首要条件。英语最终作为共同的交流语言，加强了各地

区的相互理解和民族沟通，促使他们产生了休戚与共的认同感。最早出现的一批懂英语的精英阶层接受了

西方的先进文化后，通过报纸、演说、编写小册子和群众集会等方式宣传民族主义和西方的民主和平等观

念。他们发出了学习西方、复兴印度的呼声，成为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代表。

——摘编自马忠玲《英语在印度：谁的选择》

（1）据材料一概括近代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的原因。



（2）据材料二指出英语在印度的推广产生的客观影响。

28.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以下为世界近现代史上的若干关键词：

新航路开辟、光荣革命、启蒙运动、《独立宣言》、俄国农奴制改革、工业革命、

美国内战、日本明治维新、资本主义制度、世界市场、《共产党宣言》、巴黎公

社、第一次世界大战、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新政、两极

格局、世界贸易组织。

从材料中任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有逻辑关联的关键词，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内容予以阐述。（要求：明确

列出关键词，观点明确，联系符合逻辑，史论结合）



河南省信阳高级中学北湖校区 2024-2025 学年高二上期期中测试

历史试题

考试时间：75 分钟 分值：100 分

一、单选题（本题 24 小题，每题 2 分，共 48 分）

1. 商建国后，自商汤至商纣，历 17代、31王，前后将近 600年。《诗·商颂·殷武》中记载：“昔有成

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下列表述符合商朝史实的是（   ）

①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  ②国家管理实行内外服制

③土地是奴隶主土地国有制      ④形成“天子一诸侯一卿大夫一士”的等级结构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③④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所学可知，商朝的国家管理实行内外服制，商朝实行奴隶主土地国有制，②③正确，C 项正

确；夏朝是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排除①，排除 AB 项；西周实行分封制，形成“天子一诸侯一卿大夫

一士”的等级结构，排除④，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2. 秦代规定，地方郡守每年需定期向中央汇报本郡的财政收支、户口增减、治安状况等情况。同时，中央

会派遣御史到地方进行巡查，核实郡守所汇报的内容。若发现郡守有虚报或瞒报等行为，将予以严惩。由

此可见，秦代（   ）

A. 地方郡守的权力被逐渐削弱 B. 御史拥有地方行政事务决策权

C. 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较为严密 D. 形成较为成熟的官员考核制度

【答案】C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推断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秦代（中国）。根据材料信息可知，秦朝政府要求郡守定期汇报，并派遣御史到地方进行巡查，对

地方的财政收支、户口增减、治安状况等多方面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督，这说明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较为严密，

C项正确；材料中没有涉及郡守权力变化的信息，排除 A项；御史主要负责监察，并不拥有地方行政事务的

决策权，排除 B 项；仅凭材料中的这些监察措施，不能得出秦代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官员考核制度的结

论，排除 D项。故选 C项。

3.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议政体制。在议政过程中，若持不同意见，可上书驳论，陈说己意。议郎虽

在众官中位居最末，却是参议朝政的重要力量，具有一定话语权。这说明秦汉时期（    ）

A.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限 B. 皇权受到有效的制约



C. 政治决策具有一定理性 D. 出现“共和行政”局面

【答案】C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句，可知这是推断题。据本题空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秦汉时期。根据材料可知，秦汉时期形成议政体制，且议郎位卑权重，这表明秦汉时期政治决策

中具有一定的理性因素，C项正确；本题说的是中枢机制，并非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排除 A项；秦汉时期实

行专制统治，皇权至上，最终决策取决于皇帝意志，“皇权受到有效的制约”说法错误，排除 B 项；“共

和行政”为西周时期的政治现象，排除 D项。故选 C项。

4. 汉代政府规定官员每年需定期汇报辖区治理情况，要求制作计簿上报中央并接受考核。据史载，汉元帝

时期，一些郡国为躲避惩罚，特意挑选擅长文书撰写、熟悉计簿事务且能够欺瞒上级的人担任要职，以此

来应付中央政府的考核。这说明当时（   ）

A  地方势力日益膨胀 B. 巡视监察制度瓦解

C. 上计制度有待完善 D. 官员腐败现象严重

【答案】C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 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

时空是：汉代（中国）。题干描述了汉元帝时期，一些地方郡国为了应付中央考核，选择擅长文书撰写且

能够欺瞒上级的人，这表明当时的上计制度存在漏洞，使得地方官可以通过作假来规避中央的监督和惩

罚。这反映了上计制度在设计或执行上可能不够完善，未能有效约束地方官员的行为，C 项正确；一些郡

国为躲避惩罚，不代表地方势力日益膨胀，排除 A 项；巡视监察制度瓦解说法绝对化，排除 C 项；材料主

旨反映的是当时上计制度存在漏洞，并非强调官员腐败现象，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5. 北魏确立了“存留养亲”条款：死罪的人，若家中有七十以上的祖父母或父母无人照顾，而犯罪者又是

家中的独子“单丁”，律则网开一面，可奏请皇帝予以宽宥。《唐律》对存留养亲制度又作了详细规定，该

制度一直保留到清代。“存留养亲”的规定（   ）

A. 旨在保障社会弱势群体 B. 深受社会主流价值观影响

C. 表明司法审判的随意性 D. 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的冲突

【答案】B

【解析】

【详解】

.

的



本题是多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次题干的提示词可知是影响题、本质题和原因题。时空是古代中国。据

材料“死罪的人，若家中有七十以上的祖父母或父母无人照顾……律则网开一面”，可知，家中如有大龄

的亲人需要照顾，法律会网开一面，是中国古代法律家族化、伦常化的具体体现，主要是受到儒学家庭伦

理观念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主流价值观的影响，B项正确。“存留养亲”体现儒家所倡导的“亲亲”原则

和孝道精神，其主旨是为维护统治，排除 A项；“存留养亲”是特殊情况下的法律规定和制度，并非司法

审判的随意性，排除 C项；材料没有体现德治与法治的治国理念的冲突，排除 D项。故选 B项。

6. 从北宋最后一位帝王宋钦宗，到南宋宋高宗之后的历代帝王，对王安石是负面评价。明朝和清朝的皇帝

将王安石等人视为“奸臣”。直至进入近代，迎来“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后，人们才重新评价王安石变

法的正面意义，并给王安石以全面客观的评价。这表明（   ）

A. 历史评价缺乏统一标准 B. 史学方法决定历史观点

C. 时代越接近评价越客观 D.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答案】D

【解析】

【详解】由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在中国古代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南宋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对王安

石评价较低，而进入近代以后，面对列强侵略，变法图强成为社会的强音，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趋于

正面，反映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D项正确；历史评价是有一定的标准与原则的，排除 A项；史学方

法影响历史观点，但并非决定历史观点，排除 B项；历史评价是否客观与时代久远没有必然关系，因此

“时代越接近评价越客观”一说错误，排除 C项。故选 D项。

7. “揭帖”原为明初特许近臣密陈朝政得失的公文，后演变为内阁专享的密奏文书，故称"密揭"。明中后期，

密揭成为内阁与皇帝沟通的主要方式，包括商推票拟、随事指陈和承谕答对等。这一变化反映出（       ）

A. 内阁决策权力的增强 B. 行政中枢运转的成熟

C. 君主专制进一步强化 D. 内阁辅政功能合法化

【答案】C

【解析】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根据本题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根据本题题干时间信息可知时

空是中国明朝。根据材料信息，密揭是“内阁专享的密奏文书”“内阁与皇帝沟通的主要方式”，可知内阁的

权力有所加强，这是君主专制进一步强化的表现，C 项正确。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内阁没有决策权，排除

A 项；行政中枢运转成熟是在唐朝，排除 B 项；“合法化”的说法在材料中没有体现，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8. 清王朝曾将西餐刀叉视为“野蛮杀伐”的饮食符号，认为吃西餐的洋人“未开化”，而到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年），慈禧在颐和园设宴招待各国公使夫人时，宴会食物“全是中国式的，但是也预备了刀叉供来



宾随意使用”。上述变化反映了当时（   ）

A. 清朝的国际地位有所下降 B. 闭关锁国局面开始被打破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

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361450321210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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