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史易错点



• 易错角度：在分封制下，最高执政集团并
没有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

• 【易错点拨】西周实行分封制，周天子被
尊为“天下共主”，但实际上受封的诸候在
自己的领地内拥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
权，可以设置官员、建立武装、征派赋役

• 等，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
中。

古代中国政治



• 樊树志在《国史十六讲》中说道：“政治和
血缘的结合，看似牢不可破，其实不然。
既然周天子授土授民给诸侯叫作“建国＇，
诸候授土授民给卿大夫叫作“立家

• 那么对于卿大夫、土而言，就有“国’和“家”
的对立，只知效忠于“家”，而不知效忠于

• 国”。”材料表明

A．分封制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弊大于利

B．宗法制与分封制是互为表里的关系

C．分封制隐含着国家分裂割据的因素

D．宗法制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

C



• 易错角度：分封制为分裂割据埋下了隐患
，但也孕育了统一的因素。

• 【易错点拨】分封制的实质是地方分权，
诸候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和
自主权，随着诸候国势力的日益社大，到
西周后期，王权衰弱，出现了诸候争霸的
局面，所以说分封制为分裂割据埋下了隐
患。但在分封制下，不管是通过层层分封
管理地方，还是通过周文化的传播增强文
化认同感，一定程度上都有利于统一国家
的形成。



• 西周时，周天子经常将刻有铭文的青铜器
分发给各地诸侯。这样，周人使用的文字
就传播到了各诸侯国。这说明西周

A．天子与诸侯的臣属关系明确

B．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辖

C．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比较频繁

D．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D



• 易错角度：宗法制下嫡长子的认定

• 【易错点拨】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宗
法制下，嫡长子的认定与其母亲的身份密切相关
，一母所生亦有嫡庶之分。

• 《吕氏春秋）记载，商纣王有个同母的哥哥叫微
子启，纳王的父母都想立子启为太子，但有大臣
据法力争，认为其母生微子启时为妾，生纣王时
为妻，有妻的儿在，就不能立妾的儿子为太子，
纣因此成为王位继承人。这说明商朝时期

A．分封制度有待完善

B．宗法制度影响很大

．神权观念十分浓厚

．内部权力争斗激烈

B



• 易错角度：封国制在汉初曾发挥了积极作用
• 【易错点拨】西汉初推行的封国制导致了后
来的王国问题，严重威胁中央集权。但它的
实行有一定的合理性，对维护汉初政权的稳
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 汉初诸吕叛乱时，郡县官吏消极观望，未闻
有讨伐诸吕者。是齐王刘襄、琅琊王刘泽等
刘氏子弟发兵讨伐，一举诛灭了诸昌，维护
了刘氏统一政权。这表明汉初

• 封国制度有利于

A．加强君主专制

．稳定政治局势

．削弱中央集权 ．解决王国问题

B



• 有学者认为，刘邦在打天下过程中有两类
帮手，一类是“职业经理人”，比如萧何、
张良，此类人战后论功行赏，出任各种职
务；第二类是大小“股东”，他们被分封为

• 诸侯王，刘邦只是这些诸侯王推举的“董事
长”。下列与材料观点一致的是

A．刘邦分封诸侯符合历史潮流

B．汉初郡国并行制是顺势而为

C．汉高祖未实现皇权高度集中

．两类帮手推动田庄经济产生

B



• 易错角度：唐宋时期，皇权也受到一定程
度的制约。

• 【易错点拨】唐宋时期，皇帝虽然拥有至
高无上的权力，但皇权也受到一定程度的
制约，一方面有政治制度的制约，如唐朝
的三省六部制；另一方面有思想的制约，
如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等。



• 易错角度：科举制并未取消世家子弟参与
官吏选拔的资格。

• 【易错点拨】科举制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以
荐举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将封建官吏的
选技和任用权收归中央，剥夺了士族地主
的政治特权，削弱了地方豪强士族的势力
。科举制向社会各阶层士子开放，既包括
中下层士子，也包括世家子弟。



• 易错角度：元代行省权力大而不专。
• 【易错点拨】行省作为中书省的对外派出
机构，掌管辖境内的钱粮、兵甲、屯种、
漕运及其他军国重事，统领路、府、州、
县，基本掌握地方的军政大权。但行省行
使权力时受到中央的节制，且行省内部也
存在权力制约，行省权カ的大而不专，决

• 定了它只能为中央集权服务。



• 易错角度：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并不能反
映皇权的削弱，其反映的是皇权的强化。

• 【易错点拨】古代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制度的核心是皇权至上。但很多时候由于
皇帝年幼或不理政事等，会有人代替皇帝
处理政事，因此便出现宦官专权、外成干

• 政现象。不过，这种现象反映的不是皇权
的削弱而是皇权的强化，因为宦官、外戚
的权力皆来源于皇帝。同样，明中后期内
阁权力的增大反映的也是皇权的强化。



• 汉唐明三代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宦官专权
现象，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

• 没有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因为魏晋南北朝
时期

A．皇权不断加强

B．长期处于分裂

C．外戚势力衰落

D．皇权相对削弱

B



• 易错角度：明朝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
一级的行政机构

• 【易错点拨】明太祖设置殿阁大学士作为
情从顾问，帮他处理繁多的政务。明成祖
在位时，选技翰林院官员入值文渊阁，开
始参与机密事务的决策，“内阁”由此出现

• 后来，内阁地位日益提高，大学士有了票
拟权。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时，六部几乎变
成内阁的下属机构。但是明朝内阁始终不
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
，只是位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



• 易错角度：内阁并非无任何权力。
• 易错角度：内阁虽然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
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但它并非无
任何权利，在明朝后期，很多时候内阁都
在履行宰相职权。



• 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时制定了一个考成规
制：以内阁稽查六科（六科是明

• 初设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科，
各设给事中，辅助皇帝处理奏章，稽査驳
正六部之违

• 误），以六科稽査六部、都察院，六部、
都察院稽査巡抚、巡按。这一规制的实施
说明此时的内阁

A．有了一定的行政权

B．已经威胁到了皇权

．具有了宰相之实

．取得中央的监察权

C



• 易错角度：内阁对皇权也有一定程度的约
束

• 【易错点拨】内阁的叔力来源于皇帝，但
对皇权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明朝内阁对皇
帝“不合理”的诏旨，可以拒绝草拟，封还
执奏。皇帝不满内阁票拟发回重拟时，如
内阁认为自己的意见正确，可以拒绝重拟
，以原票封进。



• 明武宗即位，阁臣刘健等提出几条压制近
幸的办法，“健等拟旨，上不从，

• 令再拟。健等力谏…不报。居数日，又言
……越五日，健等复上疏，历数政令十失
…

• 建知志终不行，首上章乞骸骨（请辞），
李东阳、谢迁继之…帝勉从之”。材料中的
阁臣

A．升降由皇帝决定

B．对皇权有一定的制约

C．巩固了中央集权

D．拥有制度化的决策权

B



• 易错角度：明朝科举考试不是只考四书五
经，也有许多其他内容。

• 【易错点拨】明朝科举考试的内容并不局
限于四书五经，八股文也只是当时科举考
试的一小部分。明朝科举考试与八股取士
并不是对等的概念。



• 有学者指出：明朝完整的科举考试共有三
场，不仅包括“四书”“五经”的记诵，
还包括诏、诰、表、判和策问等内容，八
股文只占第一场中的一小部分。该学着旨
在说明

• A科举考试存在复杂程序

• B应该全面评判科举考试

• C八股文不利于人才选拔

• D应辩证评价八股文考试

B



• 易错角度：古代中国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长
期存在

• 【易错点拨】君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的
矛盾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长期存在
的两大矛盾。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后，君
权与相权的矛盾基本得到解决。北宋以

• 后，中央在与地方分叔的斗争中已占绝对
上风，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在整个封建社
会长期存在。



• 易错角度：在古代的监察制度下，皇权受
到一定程度的监督

• 【易错点拨】古代中国的监察制度有谏诤
君主、纠察百官的作用。总的来说，在

• 宋代“台谏合一”和清代雍正“科道合一”以
后，监察制度更主要地成为专制皇权驾驭
百官的工具，而失去了对皇权监督制衡的
功能，但在其他朝代，监察制度特别是言
官谏诤制度基本上能发挥“匡正君主，谏
诤得失”的功用，并成为相权制衡皇权的
有力杠杆。



• 法国汉学家汪德迈指出，在中国古代，“
对皇帝的决定可以提出批评，这一条在某
种程度上蕴含着言论自由的原则，每每令
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人倍感兴趣”。

• 这里所评述的制度

A．有利于完善君主专制

B．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

C．使君臣关系趋于平等

．为官员升迁提供了方便

A



• 易错角度：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内涵不同

• 【易错点拨】君主专制主要体现在帝位终
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
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
策到权力行使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发

• 展趋势是皇权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是相对
于地方分叔而言的，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
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
严格服从中央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
发展趋势是中央权力不断加强，地方权力
不断削弱。一般来说，君主专制以中央集
权为基础，中央和地方都必须服从皇帝一
人。皇权加强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
时；皇权削弱时，往往是中央集权不力时。



古代中国经济

• 易错角度：自给自足并不意味着生活富足
• 【易错点拨】受文学作品的影响，很多同
学认为小农经济下，农民过着衣食无忧的
田园生活。事实上，由于小农经济与生俱
来的脆弱性以双封建政府沉重赋税的压

• 迫，农民的生活非常困苦。如秦代“收秦半
之赋”，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
不足衣服”。



• 易错角度：均田制是土地国有制，但并不
意味着所有土地都属于国家。它只是将政
府手中掌握的大量无主荒地和部分官田进
行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并不属于均田范
畴。它的推行有利于荒地的开垦和农业的
恢复发展。

• 【易错点拨】均田制是土地国有制，但并
不意味着所有土地都属于国家。它只是将
政府手中掌握的大量无主荒地和部分官田
进行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并不属于均田
范围。它的推行有利于荒地的开垦和农业
的恢复发展



• 均田制是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一种按人口
分配土地的制度，部分土地在耕作一定年限
后归农民所有，部分土地在其死后归还给官
府。到了唐朝中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至
唐天宝年间，土地还授根本无法实行。由此
可知，均田制实行的重要前提是

• A．出现大量无主荒地

• B．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 C．政府控制部分土地

• ．当时人口大量减少

C



• 易错角度：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土地私有制

• 【易错点拨】中国古代的土地私有制开始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
年。它主要有三种形式：君主土地私有制
、地主土地私有制和自耕农土地私有制

• 秦汉以后，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土地私有制
，归根到底，都受皇帝控制。



• 秦、汉、唐、明都有过大规模强制迁徒富
豪的事情，涉及数万人，他们的田产一律
化为乌有。权势再大的官僚地主，只要皇
帝一声令下，他的土地就会被全部没收。

• 这反映了中国古代

• A．土地私有权实质上没有法律保障

• B．土地不允许自由买卖

• C．迁徙富豪是整顿吏治的主要手段

• D．土地经营权完全自主

A



• 易错角度：佃农在封建社会受地主的剥削，但并
非始终没有自主性。

• 【易错点拨】宋代以后，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
关系减弱，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战国时租佃关
系已经产生，汉代时比较普遍，当时佃农与地主
的人身依附关系很强，如东汉田庄的劳动者与田
庄主就形成了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宋代，租佃
经营已经成为仅次于自耕农经营的重要经营方式
。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双方通过契约形成利与
被剥削的关系，佃农在契约期满后可以离去，佃
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弱。明清时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最，租佃制普及全国，成为农
村土地经营中的主要形式。



• 宋代没有田产的客户（即佃户）不会被束
缚在土地上，按宋代法律，客户退佃离开
时，地主不得阻挠。这表明宋代

• A．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控制减弱

• B．政府户籍管理松散混乱

• C．租佃成为主要经营方式

• ．地主对佃农的封建剥削减轻

A



• 易错角度：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粮食不能自给反映的不
是当地农业的衰落。

• 易错点拨：江南地区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粮食供应区，但
到了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出现了粮食不能自给的情况。
这是由于当地主要种植经济作物，农业商品化程度较

• 高，并不意味着当地农业衰落。
• 宋代太湖平原盛产粮食，故谚云“苏湖熟，天下足”，
但到了明清时期，江“

• 汉平原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地，民间俗称“湖广熟，
天下足”，而太湖平原则出现了粮食产

• 不能自给的情况。太湖平原的这一变化是因为

A．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B．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

．农业生产关系的改变 ．农业生产人口的增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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