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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02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巩固

与魏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选择题部分）

年份 考点分布

2024

1. 浙江·秦朝的地方行政管理

2. 湖北·秦朝延续秦国耕战 
3. 浙江·汉代尚书职能

4. 浙江·汉代均输平准

5. 浙江·汉代西域都护

6. 浙江·汉唐时期天文学成就

7. 全国新课标卷·门阀政治

8. 浙江·汉至唐政治特征

9. 安徽·魏晋时期的民族交融

10. 浙江·东晋门阀政治

11. 湖南·豪强大族势力膨胀

12．广东·北魏的传统习俗

13．辽宁·北魏对儒家文化的推广

14．甘肃·孝文帝修定律法

2023

1. 天津·楚汉战争

2. 天津·汉初郡国并行制的影响

3. 广东·汉初的修养生息

4. 北京·汉朝的行政体制

5. 福建·东汉的南北经济发展

6. 山东·东汉社会风尚的变化

7. 全国新课标·两汉地方监察演变

8. 辽宁·史记的史学研究

9. 江苏·曹操的大一统思想

10. 湖南·南北政权对华夏的认同

2022

1. 湖北·秦汉大一统的时代特征

2. 河北·秦朝的文书行政

3. 浙江·古代职官的演变

4. 浙江·西汉的刺史制度

5. 天津·汉武帝的财政政策

6. 湖南·汉代重农抑商政策

7. 广东·两汉的政治制度

8. 辽宁·汉代的的大一统政治理念

9. 山东·汉代相马术

10. 山东·汉代的官员素养建设

11. 浙江·西汉造纸术

12. 浙江·汉代指南仪

13. 海南·西晋时期的民族交融

14. 北京·魏晋江南经济开发

2021

1. 浙江·秦兵马俑

2. 湖南·汉抑制外戚干政

3. 河北·汉中外朝制度

4. 广东·汉至魏晋的相权变化

5. 重庆·汉朝的丝绸之路

6．全国甲卷·汉代监察制度

7．河北· 魏晋刺史制度

8．江苏·司马迁的史学研究

9．福建·东汉的农业

10．浙江·评价历史人物

11．浙江·汉代教育

12．浙江·素纱禅衣

13．全国乙·汉代经济发展

14．福建·三国鼎立

15．天津·魏晋书法发展条件

2020

1．浙江·著名水利工程（空间布局）

2．浙江·秦汉政治沿革

3．全国新课标Ⅲ·古代货币演变

4．浙江·汉代手工业

5．全国乙卷·汉代文化

6．山东·重农抑商政策

7．北京·三国两晋南北朝民族交融

8．浙江·晋代书法

命题趋势：

秦汉时期主要围绕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与巩固，注意掌握秦汉时期各自采取的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国家统一

的措施，尤其是秦朝加强大一统的措施，民族政策和边疆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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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重点关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注意政治现象、经济现象及思想文化现象的特点、影响及出现的原

因等；把握分裂时期蕴含着统一的趋势；关注江南开发的重要作用；注重这一时期的民族交融。

1．（2024·浙江卷）以下是某时期洞庭郡行政管理体系示意图。该时期是（    ）

A．春秋 B．秦朝 C．宋朝 D．元朝

2．（2024·湖北卷）《岳麓书院藏秦简》记载：“丞相其以制明告郡县……毋令吏以苛徭夺黔首春夏时。令

皆明焉，以为恒。不从令者，赀（处罚）丞、令、令史、尉、尉史、士吏、发弩各二甲（甲胄）。”这表

明秦朝（      ）

A．相权挑战皇权 B．延续秦国耕战国策 C．统治残暴严苛 D．崇尚儒家民本思想

3．（2024·浙江卷）史载：“（西）汉成帝初置尚书五人，其一人为仆射，四人分为四曹：常侍曹（主公

卿），二千石曹（主郡国二千石），民曹（主凡吏民上书），客曹（主外国夷狄）。后又置三公曹（主断

狱），是为五曹。”由此可知（      ）

A．尚书台正式确立为新行政中枢 B．汉成帝开始设立中朝削弱相权

C．尚书各曹掌握朝廷的重要职能 D．尚书仆射控制中朝威胁到皇权

4．（2024·浙江卷）有史料记载：“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

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以上史料

反映的是（    ）

A．相地而衰征 B．盐铁官营 C．均输平准 D．摊丁入亩

5．（2024·浙江卷）公元前 60 年，西汉在乌垒城设置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该机构位于下图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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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① B．② C．③ D．④

6．（2024·浙江卷）中国天文学起步较早，成果丰硕。下列成就按时间先后排序正确的是（    ）

①创立延续至今的干支纪日法   ②编订新的历法《授时历》

③僧一行测算地球子午线长度   ④张衡撰写天文学专著《灵宪》

A．①④②③ B．①④③② C．④②①③ D．④①③②

7．（2024·全国新课标卷）三国魏代汉、西晋代魏，都通过“禅让”实现：权臣在切实掌握军政权力后，皇帝

下诏表彰其功业、德行，表示尊重天意、民心，主动让位；公卿大臣则群起劝进，权臣再三谦退，“不得已”

建立新政权。“禅让”反复出现（      ）

A．保障了政治和平稳定 B．放弃了血缘世袭传统

C．维护了特权阶层利益 D．巩固了儒学忠孝伦理

8．（2024·浙江卷）据《通典》记载，西汉末人口约 6000 万，历经 700 余年之发展，至唐中期鼎盛的天宝

年间，人口约 5300 万，才大体接近西汉末的数字。关于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生产工具、技术长期停滞不前 B．政局长期动荡、战乱频繁

C．疆域变化不定、人口不断外迁 D．土地兼并、南北经济衰退

9．（2024·安徽卷）《晋书·陶侃传》记载，陶侃为武昌太守时“立夷市于郡东，大收其利”。《梁书·张稷传》

亦载：“郁州（今属连云港市）接边陲，民俗多与魏人交市。”此类记载所反映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      ）

A．海外贸易增加财政收入 B．市镇兴起维护了时局稳定

C．互市交易促进民族交往 D．榷场的设立带动民间交流

10．（2024·浙江卷）东晋政权以“王与马共天下”为开端，下启庾、桓、谢氏迭相执政局面，这种“共天下”

的局面是秦汉以来专制皇权结构的一大变化。这说明当时的政治特征是（    ）

A．相权崛起 B．民族交融 C．政权更替 D．士族专权

11．（2024·湖南卷）下表为史籍所载东汉至南朝时期官府掌握的湖南地区户口数和人口数。其变化的主要

原因是（      ）

时间 户口数（万） 人口数（万）

东汉永和五年（140） 64.98 2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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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太康初年（280-289） 14.23 85.39

南朝宋昇明三年（479） 4.19 33.48

A．大规模的瘟疫流行 B．战乱异常频繁

C．豪强大族势力膨胀 D．官府组织移民

12．（2024·广东卷）如表《魏书》记载的部分皇帝赏赐

道武帝登国 3年（388年） 杂畜十余万……各有差

明元帝永兴 5年（413年） 赏征还将士牛马、奴婢各有差

太武帝始光 4年（427年） 留文武生口、缯帛、马牛各有差

由此可知（      ）

A．北方游牧经济衰落 B．封建等级制度森严

C．鲜卑民族习俗的延续 D．俸禄制改革不彻底

13．（2024·辽宁卷）下表是北魏皇族女性墓志的部分内容。

人物 内容

将军冯邕之妻元氏 母义三恪，道著二王，肃穆闺闱，见重君子。

长乐长公主元瑛 六行允备，四德无违，孝友出于自然，柔恭表于天性。

乐安郡公主元仲英 女节茂于公宫，妇道显于邦国。

该表反映了当时（    ）

A．门第观念得到强化 B．因俗而治政策得到推广

C．礼仪规范得到传承 D．儒家伦理道德得到认同

14．（2024·甘肃卷）北魏孝文帝留心刑法，多次下诏改定刑律，其中太和元年诏令提到“参详旧典，务从宽

仁”“民由化穆，非严刑所制”“齐之以法，示之以礼”。从上述诏令可知，孝文帝修定律法（      ）

A．深受儒家影响 B．借鉴南朝经验

C．沿袭鲜卑传统 D．意在托古改制

1．（2023·天津卷）秦朝灭亡后，项羽在具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情况下，取得咸阳后没有称帝，而是分封诸王，

并自立为西楚霸王；他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遂率部东归。这主要反映了项羽（    ）

A．目光远大 B．观念传统

C．审时度势 D．优柔寡断

2．（2023·天津卷）汉初采取郡国并行制，后爆发“七国之乱”；曹魏创立九品中正制，后出现门阀士族把持

政权；唐朝在边境重地设置军镇，后藩镇势大引发“安史之乱”。对上述三组历史现象的共性。解释正确的是

（    ）

A．历史评判要以成败为基本依据 B．制度设立之初存在明显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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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央与地方矛盾导致社会动荡 D．历史事物之间因果关联复杂

3．（2023·广东卷）汉初儒家代表人物陆贾的《新语》云：“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

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故无为者乃有为也。”陆贾的上述思想（      ）

A．适应了休养生息的政治需要 B．契合了德法并用的治国理念

C．为尊崇儒术提供依据 D．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4．（2023·北京卷）“邮”是汉代一种通信机构，官府的重要文书可以通过“邮”传递，称为“以邮行”。1930 年，

新疆罗布泊北岸的遗址出土大量汉代简牍，如图为其中一件的照片。据研究推断，此遗址是汉代设立的居

卢訾（zǐ）粮仓。这一发现说明，汉朝（    ）

   

①推动中外丝绸贸易的发展   ②有较发达的信息传递体系

③在西域地区推行了郡县制   ④发展交通有利于边疆治理

A．①③ B．②④ C．①④ D．②③

5．（2023·福建卷）东汉前期，许慎在编撰《说文解字》时，征引全国各地的政区地名资料，用以分析字形、

考辨字义。其中提及次数较多的郡、国如图所示。这反映了该时期（      ）

A．行政制度的重大调整 B．豪强势力的地方割据

C．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 D．经济发展的南北差异

6．（2023·山东卷）先秦贵族尚马车，贱牛车，此风秦汉犹存。及至东汉晚期，天子至士因牛车慢、稳、宽

敞、严密，可障帷设几、任意坐卧而竞相乘坐，出行乘牛车遂成为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反映了（    ）

A．政治衰颓的时代景象 B．戒奢尚俭的社会风气

C．重农崇耕的思想观念 D．豪强势重的政治现实

7．（2023·全国新课标卷）汉武帝时设置十三州部，州部可以推举秀才。东汉，“州里”“州闾”“州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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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语汇逐渐行用，意为同乡，州刺史被尊称为“使君”。东汉后期，以州为中心的地域观念逐渐形成，这在当

时（    ）

A．推动了察举制度的形成 B．不利于统一国家的巩固

C．有利于抑制豪强的势力 D．强化了监察制度的效力

8．（2023·辽宁卷）《史记》注最有影响的是“三家注”，即南朝裴驷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

隐》和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今有学者认为，除“三家注”外，还应有第四家注，即考古学家的注。该学

者意在强调（    ）

A．《史记》具有真实性和文学性 B．文献价值有赖于当代学者阐释

C．文献必须得到出土文物的印证 D．考古资料有助于探求历史真实

9．（2023·江苏卷）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下诏恢复古代九州之制，“省幽、并州，以其

郡国并于冀州”，裁撤本为孙权控制的交州。至建安二十四年，将全国州数始终维持在九个。曹操复古改制

的实践体现了（    ）

A．魏国在三国中占据优势 B．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传承

C．东汉朝廷政令执行通畅 D．地方行政层级持续变化

10．（2023·湖南卷）南北朝后期，南北政权遣使频繁，双方挑选使节，必求“容止可观，文学优赡者”。北

朝使节皆为汉族高门人物，而非鲜卑子弟。这说明（    ）

A．南方政权整体实力占优 B．南北政权文化认同趋近

C．南北政权关系趋向和好 D．汉族高门控制南北政权

1．（2022·湖北卷）下列关于秦汉历史的记述，集中反映了（    ）

文献记述 出处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 贾谊《过秦论》

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

接汉绪，茂育群生，恢复疆宇。 《后汉书·班固传》

A．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 B．家国同构模式改变

C．“大一统”的观念开始出现 D．华夏认同不断增强

2．（2022·河北卷）有学者研究简牍发现，秦代上级机构向下级机构下达的行政文书中通常有“书到相报，

不报，追”等字样，郡向属县下发文书时也特别要求“别书相报……”，汉代同类文书则不再额外强调。这说

明（    ）

A．秦代集权体制有其限度 B．汉代官吏管理水平提高

C．汉代交通利于文书传递 D．秦汉治国思想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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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浙江卷）历代职官制度的演进，既有传承又有创新。下表所列秦、元、明、清四朝职官信息，按

时序排列正确的是（      ）

① 理藩院尚书、军机大臣、水师提督

② 丞相、御史大夫、郡守

③ 大学士、内阁首辅、锦衣卫指挥使

④ 监察御史、宣政院使、福建行省右丞

A．①③②④ B．②④③① C．③①②④ D．④②①③

4．（2022·浙江卷）汉武帝置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定期在辖区内巡行，年终赴京奏事。刺史

秩仅 600 石，但能以卑临尊，监察秩 2000 石的郡太守和王国相。由此可知，西汉刺史的设置

A．可以弥补宰相才干不足的缺陷 B．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C．是地方行政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D．代表着社会履行监察官员的职能

5．（2022·天津卷）汉武帝时期，“以均输调盐铁助赋”，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但武帝常年对外用兵，还前后

巡游二十余次，仅一次巡游“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这一时期国家财政没有得到根本好

转，主要是由于（ ）

A．朝廷过度干预经济 B．国家经济资源枯竭

C．盐铁官营不合时宜 D．只重开源未能节流

6．（2022·湖南卷）汉武帝南征北伐，东巡西幸，奢靡无度，政府库告竭，遂用聚敛之臣，“至于卖爵、更

币、算车船、租六畜、告缗、均输、盐铁、榷酤，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遗，独于田租不敢增益”。武帝此举

（ ）

A．体现以农为本 B．服务于汉初战事

C．意在藏富于民 D．解决了财政危机

7．（2022·广东卷）“奉朝请”是两汉朝廷给予退休大臣和列侯、宗室、外戚的特殊待遇，被授予者特许参加

朝会，地位也随之提高。东汉中叶以后，王、侯多不就国，而是以“奉朝请”的名义留驻京师，封国大权操于

国相，这客观上

A．有助于遏制地方豪强势力的扩张 B．埋下了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隐患

C．为外戚干政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D．有利于朝廷对封国的直接控制

8．（2022·辽宁卷）《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文献中常见有“四海之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方内

安宁”“日月所照”等类似表述。这反映了汉代（    ）

A．边疆治理趋于完善 B．地方行政制度的发展

C．“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D．“华夷之辨”的思想意识

9．（2022·山东卷）云梦秦简《日书》对选择善马的标准有严格规定，汉代官府内有专门学习相马理论者，

相马术已成为专门技术自设一科，与书数、射御等同。这一时期相马术的发展主要服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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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农耕技术的推广 B．商业交往的便利

C．军事战争的需要 D．礼乐制度的重建

10．（2022·江苏卷）汉初，朝廷让功臣和他们的子弟们占据要津，但具体政务依然委之文吏，把“能书

会计”和“颇知律令”规定为文吏的基本技能。由此可知，汉初（   ）

A．选官重视品德才能                         B．将儒学作为主导思想

C．注重任用专业吏员                         D．皇权与士族相互依赖

11．（2022·浙江卷）中国是纸的发明地，敬惜字纸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目前已知书写用纸的发明可能是在（   ）

A．西汉               B．唐代                C．北宋               D．元代

12．（2022·浙江卷）汉代科学家王充曾介绍一种指向仪器，样子如同一只圆底的勺。它在平滑的盘子上

自由旋转，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自然指向南方。这种指向仪器是（   ）

A．司南 B．指南鱼 C．指南龟 D．支撑式指北罗盘

13．（2022 海南卷）西晋初年，中原的很多百姓喜欢用细毛毡子做头巾、系带儿、裤边儿。有人戏说中原

必会被西北的少数民族所击败，因为人们头上戴的、腰上系的、身上穿的都是西北产的，“能无败乎”？

这一现象反映了（    ）

A．群言百家影响社会风尚 B．人口流动利于区域开发

C．经济往来促进民族交融 D．地方特产丰富人们生活

14．（2022·北京卷）汉代某地区“地广人稀”，到南北朝时期逐渐发展为“民多田少”。这一地区位于下侧示

意图中的（    ）

   

A．① B．② C．③ D．④

1．（2021．6·浙江高考·2）秦兵马俑造型精美，比例匀称，神态逼真，威武雄壮的军阵生动再现了秦统

一中国的磅礴气势。秦兵马俑大型艺术群塑体现了（   ）

A．和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谐地融为一体    B．实用性与装饰性精确巧妙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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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鲜明的民本意识和高超的表现技巧    D．高度概括和细腻写实的艺术手法

2．（2021·湖南卷）汉初，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宗室大臣平定“诸吕之乱”后，商议新帝人选，经再三

讨论，认为代王刘恒在高祖刘邦在世诸子中，“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决定迎立刘恒为帝，

是为汉文帝。这一做法

A．反映嫡长子继承制得到执行 B．旨在预防外戚干政的重演

C．推动仁孝成为选帝主要标准 D．表明相权对皇权构成威胁

3．（2021·河北卷）下图为中国古代某皇帝在位期间政令信息承转运行关系示意图，对图中信息解读正确

的是

A．尚书是中央最高行政机构 B．分权造成了冗官现象

C．决策权与执行权出现分离 D．王国问题得到了解决

4．（2021·广东卷）汉代设尚书台，其首领是尚书令、尚书仆射。魏晋时期，“事无大小，咸归令、

仆”。这一现象说明

A．皇权旁落 B．相权转移

C．地方权力削弱 D．行政效率降低

5．（2021·重庆卷）如图是分别在埃及、阿富汗和中国出土的罗马搅胎玻璃瓶，有学者指出它们是罗马工

匠制作的。这可用于佐证（    ）

A．大月氏成为丝绸之路的中心 B．丝绸之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C．罗马搅胎玻璃瓶技术沿丝绸之路东传 D．东汉与罗马帝国建立了官方直接往来

6．（2021·全国甲卷）汉代，中央各部门长官与地方各郡太守自行辟召属官，曾一度出现“名公巨卿，以

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秉为重”的现象。能够保障辟召制度有效运作的是（   ）

A．分科考试选官制建立                      B．监察体系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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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郡国并行制度的完善                      D．察举制度的实施

7．（2021·河北高考）三国时期，魏明帝召集大臣议政。针对刺史制度问题，杜恕建言：“古之刺史，奉

宣六条，以清静为名，威风著称，今可勿令领兵，以专民事。”由此可见，与西汉相比，当时魏国（   ）

A．地方监察制度逐渐完善                   B．刺史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

C．刺史的职权发生了异变                   D．刺史制度保障了吏治清明

8．（2021·江苏高考·2） 《史记·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

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在这里，司马迁

采用的史学方法是（   ）

A．档案文献与现场考察结合                B．口述资料与实地探访互证

C．出土简牍与历史文献参校                D．民间传说与墓志铭文比对

9．（2021·福建高考·2）图 1 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出土的东汉墓壁画（局部），描绘了农业生产的

场景。据此可推知，东汉时期该地区（   ）

图 1

A．存在大量戍边军民                         B．生计方式受中原影响

C．耕作方式日益完善                         D．农耕经济占优势地位

10．（2021·浙江高考）历史人物评价常易引发讨论，如对商纣王、曹操、武则天等人，古今史家众说纷

纭。尤其是新材料的发现会引发新一波的讨论，以曹操墓的发现为例，一时曾有“不堪寂寞，曹操出土”

的说辞。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是历史学习与研究的重要内容。下列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和方法，

合理的是（   ）

A．知人论世，以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评价标准

B．与时俱进，以今日之价值标准全面衡量前人之是非

C．察言观行，评价历史人物活动应侧重动机而非效果

D．综合考量，看是否符合历史运动趋势推动社会进步

11．（2021·浙江高考）《汉书》称颂汉武帝：“雄材大略……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他在

位期间（   ）

A．推行科举制                         B．令各郡国建立学校

C．不改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       D．重新确立儒学为正统思想

12．（2021·浙江高考）中国是丝的国度，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丝绸文明。至汉，纺织技术已经相当发达。

在某汉代考古遗址发现有一件素纱禅衣，重量仅 49 克。识图（右为汉代局部示意图）判断，该遗址位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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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①                  B．②                   C．③                  D．④

13．（2021·全国乙卷）

表 1 西汉末、东汉中期部分地区民户数量表 单位：户

郡名 西汉末 东汉中期

代郡（今河北、山西间） 56771 20123
太原（今属山西） 169863 30902
南阳（今河南南部及湖北、陕西部分地区） 359316 528551
汝南（今河南东南、安徽西北） 461587 404448
豫章（今属江西） 67462 406496
零陵（今湖南、广西间） 21092 212284

据表 1 可知，在此期间（   ）

A．长江以南经济发展加速                   B．豪强大族势力没落

C．南北经济的不平衡加剧                   D．个体农耕经济衰退

14．（2021·福建高考）三国时期，孙吴立国江东 59 年，前后四帝共有 18 个年号，如黄龙、赤乌、神风、

天册、天玺、天纪等，而曹魏和蜀汉此类符瑞年号较少。据此可知，孙吴政权（   ）

A．推崇天人感应思想                         B．权力更迭导致年号更换频繁

C．借助年号宣扬正统                         D．大力削弱儒家思想主导地位

15．（2021·天津高考）魏晋时期，一批书法家的书法艺术各具特色，如钟繇“每点多异”、王羲之“万

字不同”，表明书法艺术的发展从自发进入自觉阶段。这一转折所依托的条件是（   ）

A．书法实用性加强                            B．书法流派的统一

C．竹简木牍的应用                            D．纸张使用的推广

1．（2020·浙江卷）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以非凡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兴修了许多著名的工程。观察下图（局

部），对图中所示区位，命名及标注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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