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课 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4.1 西汉与东汉--政治和经济 

1.（2020 浙江卷·3）史载：“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

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其中“颇有所改”的是（   ）。 

①设丞相②设内朝③设御史大夫④设司隶校尉 

A. ①③  B. ①④  C. ②③  D. ②④  

【答案】D 

【解析】题干考查汉代与秦朝制度差异。根据所学知识可知，汉武帝为削弱相权，实行内外

朝制度，设置内朝，有别于秦朝。汉武帝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首创司隶校尉一职，以监

督京师（中央）和周边地方，②④是汉代有别于秦朝的内容，D正确；汉承秦制，实行三公九

卿制，在中枢设置丞相和御史大夫，①③是秦汉相似之处，不符合题意，排除 A、B、C。 

2.（2020 全国Ⅲ卷·24）图 5 为不同时期的部分货币，据图可知，其形制变化的共同原因是

（   ） 

         

商周贝币               春秋战国布币         汉五铢钱 

图 5 

A．铸铁技术的进步                   B ．商品交易的需要 

C．审美观念的不同                   D ．国家统一的推动 

【答案】B 

【解析】据材料可知货币由自然货币（贝币）向人工货币（布币）转变，由杂乱形态（春秋

战国布币）向统一形态（圆形方孔）转变，自然货币无法满足商品交易扩大的需要，杂乱货

币不利于贸易的开展，因此随着商品交易的需要，货币形制发生变化，故选 B 项；据所学春

秋战国布币是铜币，而商周是贝币，与铸铁技术进步无关，排除 A 项；材料中货币形制的变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化主要是因为商品交易发展的需要，与审美观念不同无关，排除 C 项；春秋战国社会战乱不

断，国家并没有统一，排除 D项。 

3.（2020 全国Ⅲ卷·25）东汉末年，曹操在许下和各地置田官，大力发展屯田，以解决军粮

供应、田亩荒芜和流民问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曹操实行屯田，客观上 

A．助长了大土地所有制               B ．推动了农业商品化进程 

    C ．促进了中原人口南迁               D ．缓和了社会的主要矛盾 

【答案】D 

【解析】据材料“解决……流民问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可知流民问题得到一

定的解决，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故选 D 项；大土地所有制是相对于小土地私有制而言，就

是一个地主、领土或贵族私人掌握大量土地，据材料“大力发展屯田，以解决军粮供应”可

知是军屯，结合所学军屯属于国家所有制，排除 A 项；材料“解决军粮供应”说明粮食不是

用来销售，排除 B项；材料“解决……流民问题。”说明屯田制有利于减少南迁，排除 C 项。 

4.（2020山东卷·2）先秦至西汉前期，山东东部地区得“鱼盐之利”，总体上是商业活跃的

地方。西汉中期以后，这一地区的商人活动开始步入低谷。这是由于西汉政府 

A. 重视关中地区经济发展 B. 强化了经济控制 

C. 开通了丝路贸易 D. 以儒家义利观教化百姓 

【答案】B 

【解析】山东东部地区由西汉以前的商业活跃到西汉中期以后步入低谷，结合所学内容可知

这种变化主要是汉王朝实行重农抑商、盐铁官营等政策有关，这些政策抑制了民间商业活动，

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导致了商人活动开始步入低谷，故选 B；重视关中地区不一定就要

导致山东东部商业活动步入低谷，排除 A；开通丝路贸易应该有利于相关的商业活动活跃，排

除 C；以儒家义利观教化百姓和商业活动的变化没有直接关系，排除 D。 

5．（2019·江苏高考·2）《史记》载：“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大者叛逆，

小者不轨于法。”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汉初(  ) 

A．实行察举制度   B ．独尊儒家学说   C ．实行郡国并行制 D．全面推行郡县制 

【答案】C 

【解析】“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指的是汉

初实行郡国并行制，诸侯权力过大而发生叛乱，故 C项正确；察举制是汉朝实行的选官制度，

与诸侯叛乱无关，故 A 项错误；独尊儒家学术是汉武帝时期实行的，与诸侯叛乱无关，故 B

项错误；全面推行郡县制是在秦朝，与题干时间不符，故 D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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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9·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25）汉武帝时，朝廷制作出许多一尺见方的白鹿皮，称为

“皮币”，定价为 40 万钱一张。诸侯王参加献礼时，必须购皮币用来置放礼物，而当时一个

“千户侯”一年的租税收入约为 20万钱。朝廷这种做法(  ) 

A．加强了货币管理                   B ．确立了思想上的统一 

C．削弱了诸侯实力                   D ．实现了对地方的控制 

【答案】C 

【解析】据材料“定价为 40 万钱一张。诸侯王参加献礼时，必须购皮币用来置放礼物”可知

对诸侯王在经济上进行限制，进而削弱诸侯实力，故选 C 项；材料“称为‘皮币’”，而且有

定价的，说明不是货币，排除 A 项；材料仅涉及经济方面，不是思想上的统一，排除 B项；

材料“‘千户侯’一年的租税收入约为 20 万钱”说明地方仍旧享有租税权，所以没有实现对

地方的控制，应该只是加强控制而已，排除 D项。 

7．（2019.4·浙江高考·27）【加试题】史载，汉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

州”，有学者认为此部刺史是由秦代的监（御史）嬗变而成。秦时除置一守一尉外，又置一监。

汉兴，省监不置。惠帝三年，“相国奏御史监三辅。”武帝置刺史，“郡守不得面奏事，而刺史

得面奏事”。这说明(  ) 

①秦与汉在地方均设有专门负责监察的官员 

②秦与汉监察方向有别，一在中央，一在地方 

③秦汉监察体制的实际效能有限 

④秦汉监察机构的设置受到最高执政集团的重视 

A．①④    B．②③   C．①③④   D．②③④ 

【答案】A 

【解析】根据材料“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刺史是由秦代的监（御史）

嬗变而成”，秦与汉均设置专门的地方监察官，故①正确；根据材料“秦时除置一守一尉外，

又置一监”，监御史为郡一级监察官，故②错误；秦汉的监察体制对整顿吏治，防止贪腐，加

强中央集权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故③错误；根据材料“秦时除置一守一尉外，又

置一监……武帝置刺史……刺史得面奏事”，表明秦汉统治者对监察制度的重视，故④正确，

选择 A项符合题意。 

8．（2018·海南高考·2）《汉书》云：“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

之柄。”这表明在西汉(  ) 

A．分封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B．宗法制度趋于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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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郡县制有利于维护皇权 D．官僚制度未能建立 

【答案】C 

【解析】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与材料时间不符，故 A 项错误；春秋战国时

期宗法制度趋于瓦解，与材料时间不符，故 B 项错误；据材料郡县制使得“主有专己之威，

臣无百年之柄”，可得出郡县制有利于维护皇权，故 C项正确；秦朝确立三公九卿制，官僚制

度已经建立，故 D项错误。 

9．（2018·江苏高考·2）右图是山东省微山县两城镇出土的东汉“射爵射侯”画像石。图中

树上有 20 多只雀和猴，树下两人持弓仰射。古代“雀”“爵”相通，“猴”“侯”同音。这类

画像在汉代石刻中较为常见。这反映了当时人们(  ) 

 

A．抑制王侯势力的政治诉求            B ．追求显贵地位的价值取向 

  C ．关注自然和谐的生态理念            D ．推崇尚武健身的社会风气 

【答案】B 

【解析】《礼记·射义》说：“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

射不是抑制之意，西汉通过推恩令等抑制王侯势力，与材料中“东汉”不符，故 A 项错误；

材料中“古代雀爵相通，猴侯同音”表明这类图像中的“雀”就是“爵”，“猴”便是“王侯”

之“侯”，表示物主希望加官进爵甚至封侯，这在文献中有足够的证据，《陈留耆旧传》曰：“雀

者，爵命之祥。”此图像与“立官”有关，是保佑子孙得官爵、得显贵之意，“射雀射猴”是

汉代人“射爵射侯”理想的艺术表现，故 B项正确；关注自然和谐，与材料中“树上有 20 多

只雀和猴，树下两人持弓仰射”不符，故 C 项错误；材料中“射爵射侯”不等于尚武健身，

更谈不上社会风气，故 D项错误。 

10．(2017 年北京卷 12)．2016 年，在北京市通州区发掘出汉代渔阳郡路县城址和 800余座战

国至汉代墓葬，出土了钱币及大量陶屋、陶仓等随葬品。这些考古发现，有助于研究(  ) 

①秦汉时期郡县的设置状况       ②本区域古代农业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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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汉代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情况    ④大运河对本区域交通的影响 

A．①②③        B ．①②④ C．②③④        D ．①③④ 

【答案】A 

【解析】根据材料中“汉代渔阳郡路县城址和 800 余座战国至汉代墓葬”可以研究秦汉时期

郡县的设置状况，故①正确；根据材料中“出土了钱币及大量陶屋、陶仓等随葬品” 可用于

研究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和手工业、商业情况，故②③正确；通往通州的大运河是元代

修建的，与题目时间不符，故④错误，选择 A项符合题意。 

11.（2017 江苏 2）．公元前 113 年，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和民间私铸钱币，指定专门官吏负

责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这一举措(  ) 

A．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B ．首次实现了国家统一 

C．加重了百姓赋税负担                D ．空前强化了君主专制 

【答案】A 

【解析】“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和民间私铸钱币，指定专门官吏负责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

币”表明汉武帝把铸造货币的权力由地方收归中央，这一举措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故 A 项

正确；首次实现了国家统一是在秦朝，与题目时间不符，故 B 项错误；加重了百姓赋税负担

是指提高百姓的赋税与材料的内容把铸币的权力由地方收归中央不符，故 C 项错误；空前强

化了君主专制是在明清时期，与题目时间不符，故 D项错误。 

12．(2017 年新课标全国Ⅰ卷 25)．                                 表 1 

                              表 1 

皇帝纪年 公元纪年 郡级政区 

汉高帝十二年 前 195 年 15 郡 

汉文帝十六年 前 164 年 24 郡 

汉景帝中六年 前 144 年 68 郡、国 

汉武帝元封五年 前 106 年 108 郡、国 

表 1为西汉朝廷直接管辖的郡级政区变化表。据此可知(  ) 

A．诸侯王国与朝廷矛盾渐趋激化       B ．中央行政体制进行了调整 

C．朝廷解决边患的条件更加成熟       D ．王国控制的区域日益扩大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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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从材料可知，郡国的数量不断增多，结合所学知识，这应该是汉朝削弱封国设置郡

县的结果，汉武帝推行推恩令，只诸侯国的面积越来越小，诸侯国的实力也越来越小，对中

央集权的威胁日益削弱，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的矛盾逐渐缓和，A项错误。材料反应的是地方

郡国并行制，不是中央官制，B项错误。结合汉武帝时期的时代特征可知，当时匈奴对边境的

威胁越来越严重，汉武帝通过推恩令缓解了内部王国威胁中央集权的问题，国家综合国力明

显上升，有利于解决对外抵御匈奴侵略的问题，C项正确。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汉朝汉景帝时

期就开始削弱藩国，地方王国控制的区域只可能越来越小，不会越来越大，故选 C。 

13．（2016·新课标全国Ⅲ卷文综·25）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萧何入秦，收拾文书（国

家档案文献），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其意在说明，西汉成功地实现对全国的统

治，是因为汉初(  ) 

A．实行了崇尚儒家的政策     B．继承了秦朝的基本制度 

C．未能充分发挥文书功能     D．官吏熟知秦朝典章制度 

【答案】B 

【解析】汉初实行“无为而治”，并不是崇尚儒家，故 A 项错误；“萧何入秦，收拾文书”使

得汉朝能够掌握秦朝的制度，所谓“汉承秦制，有所损益“，汉初在掌握秦朝制度的基础上

继承了秦朝有利于国家统治的制度，如皇帝制、三公九卿制等，故 B 项正确；根据“文书之

力也”可知充分发挥了文书功能，故 C 项错误；秦朝的典章制度并非都适用于汉初，官吏仅

熟知秦朝典章制度并不能实现对全国的统治，故 D项错误。 

14．（2016·海南单科·5）西汉初年，刘邦封置诸侯王国，封子弟为王，功臣为侯，并规定

“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这表明刘邦推行分封制意在(  ) 

A．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B．继承西周的政治体制 

C．确保皇位传承稳固 D．否定秦朝的政治体制 

【答案】C 

【解析】汉初实行分封诸王的办法，固然有利于地方发展，但却让地方势力迅速发展，尾大

不掉的局面形成，与加强地方控制不符，故 A项错误；西汉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与西周政治体制不符，故 B 项错误；西汉初年，刘邦分封子弟为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

共击之”突出了对刘氏皇位的拥护，故 C 项正确；西汉初年，汉承秦制，与否定秦朝政治不

符，故 D项错误。 

15．（2016·新课标全国Ⅰ卷文综·25）图 4为汉代画像砖中的农事图。此图可以用来说明当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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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个体农户的生产劳作状态       B．精耕细作农业的不断发展 

C．土地公有制下的集体劳作        D．大地主田庄上的生产情形 

【答案】D 

【解析】此图反映的是集体劳动的场景，而非个体农户分散的生产劳作状态，故 A 项错误；

此图没有反映出耕作技术的进步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因此不能说明精耕细作农业的不断发

展，故 B 项错误；汉代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故 C 项错误；此图反映出汉代豪强地主在

庄园内驱使农民集体生产的情形，故 D项正确。 

16．（2015·新课标全国Ⅱ卷文综·25）汉宣帝曾称：“与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郡

太守）乎！”后来的帝王反复重申上述观念。这主要体现了(  ) 

A．地方吏治是国家安定的重要因素   B．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矛盾 

C．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为后代所沿用    D．历代帝王将汉宣帝作为治国榜样 

【答案】A 

【解析】从材料可知汉宣帝强调的是天子与称职郡守能维护天下稳定，后被历代帝王重申，

可知古代重视地方官吏的管理，故 A项正确；材料中没有体现出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变化，

故 B 项错误；“良二千石（郡太守）”意思是称职的郡守，后来帝王采用的是维护官吏清廉

的观念，而不是采用汉代的地方行政制度，故 C项错误；D项与“后来的帝王反复重申上述观

念”不符，故 D项错误。 

17．（2015·海南单科·3）西汉初年，皇帝找不到颜色相同的四匹马来驾车，将相大臣甚至

只能乘坐牛车；到汉武帝初，普通百姓也拥有马匹，“阡陌之间成群”。马匹大量增加的主要

原因是(  ) 

A．社会稳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B ．西域良马引进与马种改良 

C．游牧民族大规模地移居中原         D ．长期和平使战马消耗减少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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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西汉初年，由于社会经济凋敝，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秩序稳定，到汉武

帝时经济得到发展，因此马匹大量增加，故 A项正确；材料中并未涉及引进西域良马的信息，

故 B项错误；游牧民族大规模移居中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题干时间不符，故 C项错误；

马匹增加主要是经济发展，百姓也能养得起马，并不是因为战马消耗减少，故 D项错误。 

18．（2015·新课标全国Ⅰ卷文综·25）两汉时期，皇帝的舅舅、外祖父按例封侯；若皇帝幼

小，执政大臣也主要从他们之中选择。这被当时人视为“安宗庙，重社稷”的“汉家之制”。

汉代出现外戚干政的背景是(  ) 

A．皇帝依靠外戚抑制相权       B．“家天下”观念根深蒂固 

C．母族亲属关系受到重视         D．刘氏同姓诸侯王势力强大 

【答案】C 

【解析】“执政大臣也主要从他们之中选择”，因此外戚也可能掌握相权，与“皇帝依靠外

戚抑制相权”信息不符，故 A项错误；“家天下”观念强调的父系血缘关系，与外戚干政无关，

故 B 项错误；外戚属于母族亲属关系，汉代外戚干政反映出母族亲属关系受到重视，故 C 项

正确；刘氏同姓诸侯王反映的是父系血缘关系，与外戚干政无关，故 D项错误。 

19．（2014·全国新课标卷Ⅰ文综·24）中国古代，“天”被尊为最高神。秦汉以后，以“天

子”自居的皇帝举行祭天大典，表明自己“承天”而“子民”，官员、百姓则祭拜自己的祖先。

这反映了秦汉以后(  ) 

A．君主专制缘于宗教权威             B ．政治统治借助于人伦秩序 

C．皇权至上促成祖先崇拜             D ．祭天活动强化了宗法制度 

【答案】B 

【解析】君主专制源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宗教权威，故 A 项错误；

统治者举行祭天大典，其目的是在于神化皇权，巩固统治，从材料中“‘承天’而‘子民’，

官员、百姓则祭拜自己的祖先”的信息可知，统治者借助了人伦秩序来巩固其统治，故 B 项

正确；祖先崇拜在秦汉以前就已出现，故 C 项错误；题干主旨在于通过祭天活动来巩固政治

统治，而不是突出宗法制度的强化，故 D项错误。 

20．（2014·重庆文综·2）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远至今中亚阿姆河流域，受到渴望与汉

通使往来的大宛等国的欢迎。其间，汉设置河西四郡，打通了与西域的直接交通。张骞在出

使过程中所获得的信息对打开丝绸之路和建立中国与西方的联系起到了关键作用。据此可知，

张骞出使西域的功绩是(  ) 

A．开辟了沟通中西的丝绸之路         B ．建立了汉朝与西方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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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确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管辖权         D ．开启了中国与中亚的交往 

【答案】D 

【解析】题干强调的是张骞在出使过程中所获得的信息对打开丝绸之路和建立中国与西方的

联系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不是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建立了汉朝与西方的联系，与材料信息

不符，故 A、B项错误；C项是在汉宣帝时期，设立西域都护府，故 C项错误；“张骞出使西域，

远至今中亚阿姆河流域”“打通了与西域的直接交通”，而西域大体就是现在的中亚，因此张

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中国与中亚的交往，故 D项正确。 

21.（2014·全国大纲卷·12）汉初，官方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但后来一些商人“假二千

石（官员级别）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这反映出(  ) 

A．朝廷的抑商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B ．休养生息造成消费观念的改变 

C．官员与商人的社会地位渐趋一致     D ．原有规制受到商业发展的挑战 

【答案】D 

【解析】从材料关键词“后来一些商人‘假二千石舆服’”可见此后商人社会地位有所上升、

但仍受到限制，故 A项错误；“休养生息造成消费观念的改变”在材料中没有体现，故 B项错

误；从材料关键词“后来一些商人‘假二千石舆服’”可见此后商人社会地位有所上升，但并

没有与官员地位一致，故 C项错误；从材料关键词“汉初，官方禁止商人‘衣丝乘车’”并结

合所学可知：汉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后来一些商人……奢

侈日甚。”可见原先对商业的限制受到挑战，故 D项正确。 

22．（2013·广东文综·13）东汉初年桓谭上书说：“（重本抑末）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

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收税与封君比入。”据此推论合理的是(  ) 

A．东汉初年金融业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B．东汉初年商人与封君勾结，中央集权削弱 

C．东汉初年商人经济实力强，桓谭建议厉行重农抑商 

D．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基本政策，桓谭描述的现象不存在 

【答案】C 

【解析】“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收税与封君比入”说的是富商大贾实力与封君一样。“比”

是差不多的意思。因而选 C项。A项“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中叶。材料没有说与封君勾结。

D项过于绝对。 

23．（2013·山东文综·10）《汉书·食货志》记载：“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

便农。敢犯令，没人田货。”该禁令的主要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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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商人经营范围                 B ．增加赋税收入 

C．加强商人户籍管理                 D ．保护小农经济 

【答案】D 

【解析】阅读材料分析，商人有市籍，商人及家属不得占有田地，目的是“以便农”所以答

案为Ｄ。不准商人占有田地，不属于商业经营范围的内容，排除 A。材料没有涉及到赋税问题，

排除 B。材料强调商人不能做什么，不是户籍问题，排除 C。 

24．（2012·广东文综·13）“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的现象发映了(  ) 

A．君主专制的削弱                   B ．宗法制的消亡 

C．中央集权的加强                   D ．分封制的巩固 

【答案】C 

【解析】题干中的现象说明了诸侯权力的削弱，其依据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正事。因此，

C项正确；A BD项说法错误，排除。 

25．（2012·全国课标卷·24）汉武帝设置十三州刺史以监察地方，并将豪强大族“田宅逾制”

作为重要的监察内容，各地财产达 300 万钱的豪族被迁到长安附近集中居住。这表明当时

(  ) 

A．政权的政治与经济支柱是豪强大族   B ．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出现严重分离 

C．抑制豪强是缓解土地兼并的重要措施 D．经济手段是巩固专制集权的主要方式 

【答案】C 

【解析】关键信息：将豪强大族“田宅逾制”作为重要的监察内容。“被迁到长安附近集中居

住”的原因是“各地财产达 300 万钱”、“田宅逾制”，说明汉武帝的做法是要抑制豪强，其目

的是缓解土地兼并，C项正确；“经济支柱”说法错误，A项排除；B项无从反映；题干的是政

治手段，D项排除。 

26．（2012·上海单科·10）右图中的斜线部分是中国古代某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该王朝是

(  ) 

A．西周 

B．秦朝 

C．西汉 

D．唐朝 

【答案】C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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