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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北京市西城区高三一模历史考试逐题解析 

第一部分（选择题 共 45 分） 

一、选择题（本部分共 15 题，每题 3 分，共 45 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

最符合题目要求的一项。） 

1．儒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间的两套秩序：社会政治秩序和道德心灵秩序。孔子以

后儒家的代表人物，有一位提出了纲常名教，突出了礼；另一位则建立了一套完整的、

思辨化的哲学体系。他们分别是 

 A．孟子和王阳明 B．荀子和朱熹  

 C．董仲舒和顾炎武 D．董仲舒和朱熹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汉朝儒学和宋明理学的相关知识。 

 A选项，孟子的主要观点为仁政，主张“民贵君轻”，并未涉及对纲常名教的强

调，故A选项排除； 

 B选项，荀子礼法并重、主张仁义王道，未涉及对纲常名教的强调，故B选项排

除； 

 C选项，材料中并未涉及顾炎武经世致用、朴实学风的特点，故C选项排除； 

 D选项，材料中“纲常名教”体现董仲舒倡导的“三纲五常”，“创立完整的思辨

的哲学体系”的表述体现了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成就。说法正确且符合题意，故

D选项入选。 

 综上所述，答案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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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北朝以来，“婚”“宦”关系到士大夫一生的成败得失。隋炀帝时期一反隋文帝“前

代品爵，悉可依旧”的政策，限制勋贵子弟的政治特权；唐代多次禁止世家大族间联姻。

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是 

 A．使孝廉成为士大夫做官的主要途径 

 B．克服察举制弊端，确立九品中正制 

 C．削弱贵族特权垄断，加强中央集权 

 D．促使士大夫阶层放弃传统的婚姻观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隋唐世家大族衰落与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知识。 

 A选项，孝廉为汉代察举制的选官标准，隋唐以来主要以科举制选拔官吏，与史实

不符，故A选项排除； 

 B选项，材料中并未涉及为世家大族服务的九品中正制，且九品中正制使用于魏晋

时期，与材料时间不符，故B选项排除； 

 C选项，材料中提到“限制贵族政治特权”、“多次禁止世家大族间联姻”，体现

削弱特权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说法正确且符合题意，故C选项正确； 

 D选项，材料中“多次禁止世家大族间联姻”是为了削弱特权加强中央集权，并不

等同于放弃传统婚姻观，故D选项排除。 

 综上所述，答案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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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当地发生瘟疫，他创建“安乐坊”收治病人，闻说三年医好病

人千人以上，得到朝廷的承认，继而买田收租、以租金维持病坊的日常支出。后来，朝

廷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人治病。据此可知当时 

 A．地方政府享有很大的自主权 B．确立了中医临床学的基础 

 C．政府重视对民众的医疗救助 D．土地兼并的现象十分严重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宋代政府社会救济措施。 

 A选项，宋代地方实行“防弊之政”，地方权力较小，故A选项排除； 

 B选项，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临床学的基础，与材料时间不

符，故B选项排除； 

 C选项，材料中提到“朝廷承认”，并且“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人治

病”，这说明了苏轼的措施得到认可并推广，体现了政府重视对民众的医疗救助，符

合题意，故C选项入选； 

 D 选项，材料中并未提及土地兼并问题，“买田收租”只是为了维持开支而非兼并

农民土地，故 D 选项排除。 

 综上所述，答案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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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中期，“歙人（徽商）聚都下（北京）者，已以千万计”。嘉靖年间，歙县在京徽

商出资出力创建了会馆，令来者“无论崇卑，咸得解装于斯，而从容别定馆舍。”这表

明 

 ①徽商活动范围广，在都城有一定影响 

 ②血缘关系是徽商集团不断发展的纽带 

 ③民间自发集资，为同乡商民提供服务 

 ④明朝政府对会馆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A．①② B．①③ C．①④ D．③④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明朝商帮的相关知识。 

 ①选项，“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体现徽商数量庞大且活动范围广，故①符

合； 

 ②选项，“无论崇卑，咸得解装于斯，而从容别定馆舍。”未体现血缘关系，故②不

符合； 

 ③选项，材料提到了“歙县在京徽商出资出力创建了会馆，令来者‘无论崇卑，咸

得解装于斯，而从容别定馆舍’”，正体现了“民间自发集资，为同乡商民提供服务”，

故③符合； 

 ④选项，材料未涉及明朝政府相关措，故④不符合。 

 综上所述，①③选项正确，答案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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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近代某文献提出了一系列“新事物”，如：禁止与外国交涉时使用“夷狄”等

带侮辱性的文字，主张建设铁路、轮船等设施，提倡学习欧洲建立银行，并提出废除

八股等改革措施。该文献是 

 A．《海国图志》  B．《资政新篇》 

 C．《变法通议》  D．《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文献。 

 A选项，材料中提出“禁止与外国交涉时使用‘夷狄’等带侮辱性的文字，”与

《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固守的夷狄观相悖，故A选项排除； 

 B选项，《资政新篇》提出主张学习西方，发展工商业，文教上主张设立学校等主

张，符合材料，故B选项入选； 

 C选项，《变法通议》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所撰写的政论文章，提出设议院，

颁宪法，未涉及近代工业发展，故C选项排除； 

 D选项，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1905年清末新政时期已经废除科举制

度，故D选项排除。 

 综上所述，答案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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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以下关于台湾的诗句，其反映的历史事件按时间先后排序，正确的是 

 ①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②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③汪辜会谈开先河，二老共创新关系。 

 ④窃喜战功归祖国，更欣光复到台湾。 

 A．①②④③  B．②③①④ 

 C．①④②③  D．④②③①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祖国统一与台湾问题的相关知识。 

 ①选项，从“耕凿”可知诗句出自农耕为主的古代中国，“九壤同”说明台湾划归

中国版图，这是在康熙皇帝时期； 

 ②选项，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湾岛给日本； 

 ③选项，“汪辜会谈”时间是 1992年，两岸达成“海峡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

重要共识； 

 ④选项，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台湾光复，重新回归祖国。 

 综上所述，按时间先后排序为①②④③，答案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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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某次会议的亲历者评价说：“它在党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内战时期党内有两

条路线：一条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

它是“由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的关头。”他评价的是 

 A．八七会议  B．遵义会议 

 C．重庆谈判  D．中共七大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重要转折。 

 A选项，材料中提到“‘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与选项中八七会议中右倾错误

内容相悖；故A选项排除； 

 B选项，材料中提到“‘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并且“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

路线”、“由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的关头”，遵义会议妥善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

的基本矛盾和分歧，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的正确军事主张，成

为党历史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符合题意，故B选项入选； 

 C选项，材料提及的时间为“内战时期”，而重庆谈判时期国共并未开始内战；与

材料时间不符，故C选项排除； 

 D选项，材料中提到“内战时期”说明时间是1927—1937年或者1946-1949年，但

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会议会时间不符；故D选项排除。 

 综上所述，答案选B。 

8．“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为了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和平的国际环境，创造和睦的周

边关系，保障中国的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新中国在外交工作中接连采取了一系列积极

主动的重大行动。”这些“积极主动的重大行动”包括 

 ①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②参加万隆会议 

 ③签署《中美联合公报》 ④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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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新中国 50年代的外交活动。 

 ①选项，1953 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

将它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符合题意，故①入选； 

 ②选项，1955年中国参加亚非万隆会议并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获得与会者认

可，故②入选； 

 ③选项，1972年中美签署上海《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正常化，故③排除； 

 ④选项，1991年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故④排除。 

 综上所述，①②选项正确，答案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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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某学者在写作“中国现代经济史”时,将不同时段经济发展的特征作为专著各章的

标题内容。以下表述,符合 1979~1984年的是  

 A．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徘徊  

 B．改革开放的起步与农村经济的黄金时期 

 C．两种经济体制的磨擦与经济在震动中前进 

 D．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改造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改革开放的知识。 

 A选项，徘徊时期为1976-1978年，故A选项排除； 

 B选项，改革开放起步及农村经济改革开始于1978年，处于黄金时期的表述说法正

确，故B选项入选； 

 C选项，材料中并未涉及市场与计划两种经济体制的摩擦，故C选项排； 

 D选项，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改造是一五计划时期，与材料时间点不符，故D

选项排除； 

 综上所述，答案选 B。 

10．有观点认为:《十二铜表法》中说“人民对于最新情况的投票就是法律”,没有比

这句话更能体现出法律中所发生的革命了;它使罗马自神的法律中解放出来,法律成了

一项人类的工作。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其中“人民”是指罗马帝国的自由民  B．成文法一经产生便不可更改 

 C．罗马法对宗教改革起到直接推动作用  D．罗马法中蕴含人文主义精神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罗马法的相关知识。 

 A选项，《十二铜表法》颁布于罗马共和国时期，故A选项排除； 

 B选项，材料中并未涉及法律更改的相关信息，故B选项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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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选项，材料中未涉及其与宗教改革的直接关系，选项与题意不符，故C选项排

除； 

 D选项，《十二铜表法》使得罗马“从神的法律里解放出来”，“法律成为人的工

作”，体现了罗马法中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故D选项入选； 

 综上所述，答案选 D。 

11．康有为在论及西方向近代迈进的历程时说:“然而是三百年间,适当欧人新世勃

兴,____________。意大利文学复兴后,新教出而旧教殆……于是破封建万千之侯垒,

而王权成。”下列他的论述,适合填入横线处的句子是 

 A．科仑布则寻得美洲,渐乃觅得全地以增新识 

 B．腾扬丕天之革命波,而立宪遍于各国矣 

 C．其汽船、铁路、电线、汽球并出齐奏,绝地通天 

 D．于是倍根、笛卡儿创新学,讲物质,自是新艺、新器大出矣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世界近代史发展时间线索。 

 A选项，由材料可知，横线部分之后所发生的的事情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新教

出），因此可知该事件应在宗教改革之前发生（16世纪之前）。A选项为15-16世纪新

航路开辟时期，与材料中表述时间相符，故A选项入选。 

 B选项，选项表述为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发生在宗教改革之后，故B选项排

除； 

 C选项，选项表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相关内容，发生在宗教改革之后，故C

选项排除； 

 D选项，选项表述为17世纪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发生在宗教改革之后，故D选项

排除； 

 综上所述，答案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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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

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

史……”该《宣言》  

 A．宣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 B．标志着英国确立起君主立宪制度 

 C．成为法国第一部宪法的序言 D．使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变为科学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唯物史观的相关知识。 

 A选项，《独立宣言》强调人权，宣告美利坚合众国成立，未体现阶级斗争，故A

选项排除； 

 B选项，《权利法案》确立了英国君主立宪政体，是资产阶级与封建专制统治的斗

争，故B选项排除； 

 C选项，法国第一部宪法序言是《人权宣言》，法国建立了第一共和国，是资产阶

级与封建专制的斗争，故C选项排除； 

 D选项，“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体现出工业革命后西方资产阶级和无产

阶级的斗争，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使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变为科学，故D选项入

选； 

 综上所述，答案选D。 

13．下图中，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恭敬地在俾斯麦的画像前行礼，俾斯麦画像的位置在日

本一般用于摆放祖先牌位。下列改革措施，最符合此画寓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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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宣布废藩置县，中央派官员直接管理 

 B．实行四民平等，平民享有更多的自由 

 C．允许土地买卖，废除领主土地所有制 

 D．颁布明治宪法，赋予天皇绝对的权力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日本明治维新的相关知识。 

 A选项，材料中伊藤博文把俾斯麦摆放到祖先的牌位上进行祭拜，说明崇拜俾斯

麦，可以看出日本明治维新借鉴了德国改革的部分内容，废藩置县并未借鉴德国的改

革，故A选项排除； 

 B选项，废除四民平等为日本独有的改革措施，并未体现向德国学习，故B选项排

除； 

 C选项，土地私有制改革和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未体现向德国的学习，故C选

项排除； 

 D选项，德意志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完成统一，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颁布的《德意

志帝国宪法》，皇帝任命宰相，宰相对皇帝负责，皇帝权力极大。日本于1889年颁布

《大日本帝国宪法》，赋予天皇绝对权力，体现了其向德国学习，D的表述说法正确

且符合题意，故D选项入选。 

 综上所述，答案选D。 

14．1961 年，英国正式提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在美国看来，扩大到英国的

欧洲经济共同体将成为一个可靠的伙伴。但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英国是美国的“特洛

伊木马”。1963 年，他表示英国与美国关系过于紧密，因而否决了英国的申请。从中

能够看出 

 ①英国因国力衰落而追随美国  ②马歇尔计划未能发挥作用 

 ③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存在矛盾  ④欧洲的经济合作已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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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①②③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②③④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相关知识。 

 ①选项，英国在二战后失去了世界霸主地位，说法正确且符合题意，故①入选； 

 ②选项，法国认为英国是美国的“特洛伊木马”可看出英国受到了美国的控制和影

响；马歇尔计划是美国扶持欧洲经济发展，与题意不符，故②排除； 

 ③选项，英法美同属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等西欧国家希望走向联合摆脱美国控制，

因此③说法正确且符合题意，故③入选； 

 ④选项，英国提出加入经济共同体，说明④说法正确且符合题意，故④入选。 

 综上所述，①③④选项正确，答案选 C。 

15．下表是美国二战后不同时期实际 GDP 及其他若干经济指标的统计数据。影响美国

战后经济波动的因素主要有 

时期 

实际 GDP 

（年均复合

增长率） 

私人国内总投资 

（年均复合增长

率） 

劳动生产率

（年均复合

增长率） 

失业率 

（年平均失业

率） 

1950-1973 4.2 5.7 2.8 4.8 

1974-1982 2.0 0.5 0.9 7.2 

1983-2007 3.4 4.7 2.3 5.8 

 ①信息技术的发展 ②殖民体系的变化 

 ③经济政策的调整 ④霸权地位的丧失 

 A．①② B．②④ C．①③ D．③④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二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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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选项，90 年代后美国发展以信息科技及经济全球化为特点的新经济，经济迅速

发展，故①入选； 

 ②选项，二战后帝国主义力量普遍被削弱，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兴起，殖民体系开

始瓦解，至 1990年世界殖民体系最终瓦解，美国战后经济的波动与其关系不大，故②

排除； 

 ③选项，美国在二战后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战后经济快速恢复；70 年代由

于国家过度干预经济，市场失去活力，加之国家福利政策开支过大，经济出现“滞涨”，

发展缓慢；90 年代后美国发展以信息科技及经济全球化为特点的新经济，经济迅速发

展，美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材料中美国经济发展规律相符，故③入选； 

 ④选项，70年代美国霸权地位被动摇但未丧失，该选项不符合史实故④排除。 

 综上所述，②④排除，①③选项正确，答案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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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共 5 题 共 55 分。） 

16．（7 分）“烽火戏诸侯” 

 “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出自《史记》，其中记载周幽王为取悦褒姒“数举烽火”

而失信于诸侯，等到申侯与西夷犬戎来攻时，“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

骊山下。” 

 史学家钱穆先生曾对此提出质疑：“诸侯兵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

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之役，由幽王举兵讨

申，更不需举烽。史公对此番事变，大段不甚了了也。”日本学者平势隆郎认为，

“烽火戏诸侯”如果真实，“其前提是君主的权力发展到了足够强大的阶段。” 

 另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记载：“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

（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受宠爱）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

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给），曾人乃降西戎，以攻

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 

 请你结合材料和所学，辨析“烽火戏诸侯”的真实性。 

【答案】示例：不真实。理由：从史料价值角度说，战国竹简为实物史料，且时间上

比《史记》更早，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从史料内容角度说，战国竹简未记载此事，

而是记幽王为主动进攻，应不需要召集诸侯来救；《史记》中诸侯远近不同却几乎同

时赶到等记载不符合常理。从史事所处时代角度说，分封制下周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

有限，且西周后期王权衰弱，分封制已遭到破坏。从史书作者角度说，可能由于历史

久远缺少相关史料，以及当时君权强大和举烽传警等现实对司马迁产生了一定影响。

（7 分） 

【解析】本题依托文献等史料，考查学生对古史事件的辨析能力。 

 首先从材料可知“烽火戏诸侯”这个典故出自于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近代

史学家钱穆、日本学者平势隆郎对该事件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提出了另一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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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清华大学所藏竹简的记载代表了一手史料对该事件的记载，也可以为“烽火戏诸

侯”真实性的确定提供佐证。 

 据此，考生可以从史料价值、史料内容、史实所处时代、史书作者角度来分析，

得出“烽火戏诸侯”的真实性并不高。 

17．（10 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 

 材料一  陆上丝绸之路开通于西汉，这条官方开辟的“政治之路”“和合之路”

东起长安，西至罗马。为了保障丝路畅通，汉、唐、元、明各朝代在沿途设置馆舍为

驼马商队提供食宿，并建立都护府、都督府、州、县等以加强治理。虽然历经了魏晋

战乱，拓跋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和经略西北，也曾使丝路再度繁荣。海上丝绸之路在

《汉书》中有明确记载。唐中叶受政治局势等影响，陆上丝路衰落，宋元时期海上丝

路进入大发展时期。中国的船队活跃在印度洋，远航至非洲东海岸。宋代一艘海船的

货运量可达 60~70 万公斤，相当于 2000 多匹骆驼的运输能力。海上丝路主要进行商

贸活动，也有个别政府主导的“朝贡”“外交”等活动。 

 材料二  通过陆上丝路，核桃、葡萄、良种马、宝石、乐舞等传入中原，丝绸布

帛、凿井和铸铁技术、印刷术与火药等得以西传。佛教、景教等多种宗教传入中国，

多地发现了不同宗教共存融合的遗迹。占城稻、玉米、土豆、烟草、钟表、阿拉伯数

字等由海路传入中国。中国的瓷器、茶叶，以及文化典籍、中医中药、园林艺术等传

向海外，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地区。 

 请以“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为主题，解读上述材料。 

 要求：提取信息充分；总结和归纳准确、完整；解释和分析逻辑清晰。 

【答案】评分标准： 

 水平三（10—8 分）：能够多角度提取两条丝路发展变化的信息；把丝路放在具体

的时空框架下，全面分析其背景；能够对两条丝路的影响进行准确分析；逻辑清晰、

结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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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二（7—4 分）：能从两个角度提取丝路发展变化的信息；把丝路放在具体的

时空框架下，较全面地分析背景；能对两条丝路的影响进行比较准确的分析。 

 水平一（3—0 分）：能从一个角度提取丝路发展变化的信息，但分析不全面、不

准确；或信息提取比较全面，但没有分析。 

【解析】本题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为切入点考查学生提取

信息，概括、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从材料第一段可知丝绸之路在汉朝开通，此后历朝政府都重视对陆上丝绸之路的

保护，确保其繁荣、畅通；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进入到大发展时期，结合背景可

知，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受到安史之乱造成北方战乱，路上丝绸之路不畅以及经济重心

从北向南迁移的影响，以及宋元时期的科技进步、开放有关； 

 材料第二段阐述了陆上、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外国特产、

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同样中国的科技、文化艺术等也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至国

外。 

 本题需要从多角度提取两条丝路发展变化的信息；把丝路放在具体的时空框架

下，分析其背景；需要对两条丝绸之路的影响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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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分）晚清中国的危机与应对 

材料一 

 19 世纪中后期，原来“一直处在思想话语边缘”的诸子学进入了士人关注的视野。

例如： 

派别 相关史事 

兵家 

1861年，胡林翼编撰的《读史兵略》出版，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因其“详

于考古而略于适今”，陈龙昌于 1897 年编成《中西兵略指掌》,“采曾文

正左文襄之法，通古今而系之论……合中西而编之。” 

 

农家 

1863年，夏燮为《广蚕桑说》作序时说，蚕丝出口之数惊人，几与茶叶相

同，如不注意技术改进，这个维持贸易平衡的产业将无法持续。1897年，

赵用宾给《裨农最要》作序时指出：“试观外洋诸国，囊括中国之利，几欲

一网打尽，所赖稍稍收利权者，丝为尚，丝可忽乎。” 

 

墨家 

最早在中国使用摄影术的邹伯奇用《墨子》来解释西洋的数学、重学和视

学等。1896 年，王仁俊根据《墨子·尚同》“选天下之贤者立以为天子”，

论证泰西“举民主， 

有万国公法，皆取于此。” 

材料二 

 办洋务是在西风吹拂之下经世的新阶段、再发展。中国历史上儒法之间的王道和霸

道之争，其实质就是政治正当性究竟应该以民生为基础还是以国富为基础的争论。李鸿

章幕下的马建忠说得很明确：“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国家富强成为中

心，民生降到了第二位。在日益严峻的国势衰落面前，儒家的经世精神与法家的富国强

兵论产生了奇妙的合流。 



北京新东方中小学全科教育出品 

19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等 

 （1）阅读材料一，分析晚清兵家、农家和墨家被重新发现和诠释的时代背景。（6

分）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说明洋务运动中“儒家的经世精神与法家的富国强兵

论”是如何“合流”的。（8分） 

【答案】（1）背景：19 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打开中国国门，面对西

方的军事威胁，兵家受到重视，且兵书的内容涵盖中外。（2分） 

 凭借从不平等条约中获得的特权，列强的洋纱、洋布等商品大量涌入中国，丝、茶

等农产品的出口有利于改善中外贸易平衡，农学因此受到士人关注。（2分） 

由于中外交往的日益增多，西方的科技、政治、思想等随之传播，对国人形成巨大冲击，

墨家学说成为理解和应对新知的思想资源。（2分） 

（2）示例：洋务派力图解决清政府内忧外患的现实困境。为了巩固统治，必须学习西

方的先进科技；同时又面临朝廷内部的改革阻力。他们因此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的思想，体现了儒家传统的经世精神。 

 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建成了新式海军，并创办了一批

近代民用企业。但民用企业的创办并非为了传统儒家关注的民生，而是为了解决军事工

业在资金、燃料和运输等方面的困难，在追求富国强兵这一点上和历史上的法家相同。 

总之，洋务派采取了比较务实、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以应对现实危机，实现了儒家

和法家在近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8分） 

【解析】本题以晚清的危机和应对为背景，考查晚清思想变化和洋务运动知识。 

 第一问，通过分析材料一可知，晚清兵家被重视应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洋务派

开始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有关；晚清农家被重视应与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有关；晚清墨

家被重视应与西方科技和制度等不断在中国传播有关，据此考生可从政治、经济、思想

等角度进行组织答案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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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问，通过对材料二的分析，结合问题，儒家的经世精神侧重讲民生，法家的富

国强兵论侧重国家富强，两者合流结合材料，富强为第一位，民生为第二位，洋务运动

前期以自强为口号，后期以求富为口号，可以看出先考虑富强，再考虑民生，据此考生

可从洋务运动的内容角度进行组织答案作答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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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分）博物馆和近代民族国家 

 18 世纪末的欧洲，博物馆向大众开放的呼声日益高涨。1822 年，普鲁士国王威廉

三世将建设博物馆的大任交到申克尔的肩上。 

 

申克尔设计的博物馆及其二楼大厅透视图 

 博物馆位于皇家花园乐趣园之北，与普鲁士皇宫遥遥相望，东有象征神权的普鲁士

宫廷教堂，西有昭示军威的军械库。它立于高台之上，屋顶安置着象征普鲁士文化影响

的鹰和狄俄斯库里（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孪生神灵）雕像。博物馆 1825 年开始施工，

1830 年落成，是柏林第一座公众博物馆。藏品及建筑物的主人是帝王，被称为“皇家

博物馆”。 

 因收藏猛增，“皇博”难以胜任，威廉四世下令将“皇博”之北的地段专门用于新建

博物馆、学术机构及大学，并称之为“艺术和科学的自由之地”。新博物馆采用了蒸汽

压桩机、蒸汽动力升降机等工具，并用火车将建筑材料直接运入工地，内部还大量使用

预制铸铁构件。该馆 1855 年完工，成为当时舆论的焦点。1867年，出于政治需要，用

于收藏当代德语艺术家作品的“国家画廊”工程动土，1876 年对外开放。 

 （1）依据材料，概括柏林“皇家博物馆”的特点。（4分） 

 （2）结合所学，对普鲁士建立和发展博物馆这一现象进行评析。（8分） 

【答案】（1）特点：地理位置重要，周围分别是代表君权、军威和神权的建筑；由皇

帝主持修建；建筑体现出浓厚的古希腊和罗马的风格和元素；皇家藏品面向大众展

出；馆藏物品丰富；等等。（答出 1点 2分，2点 3分，3点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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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示例：启蒙运动在欧洲扩展，自由和平等思想得到传播，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成

为大势所趋，“皇家博物馆”的建立顺应了这一趋势；工业革命的进行促成了新博物

馆的建成，推动了“艺术和科学”的进一步传播；在德意志统一前后，建设“国家画

廊”以保存本民族文化，有利于提升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感，有助于巩固德意志帝国

的统一。（8分） 

【解析】本题以普鲁士的博物馆的修建和开放为背景考查德国 18 世界末到 19 世纪的

历史发展。 

 第一问属于概括材料题，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可以从博物馆的出资者、收藏内

容、修建位置、修建技术等角度进行概括，考生依托材料从上述角度作答即可。 

 第二问属于评析题，先分析后评价，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可以对普鲁士建立和发

展博物馆的过程进行时间阶段的划分，然后分析不同阶段内普鲁士博物馆的状况，分

析这个阶段内博物馆修建的背景及影响。最后对上述角度进行总结即可。考生可以据

上述思路组织答案。 

20．（12分）孙中山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1924年 1 月，孙中山曾说：“（俄国）最初之共产主义，亦由六年间之经验渐与民生

主义相暗合。可见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过了一个多月，他又说：“俄国政

府两年前实行的政策，其原则与方针与我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俄国政府的现行政策

——新经济政策，其主要点与应在中国实行的我的《建国方略》如出一辙……这个政策

在两国实施的情况迥异，但是它们的政策基本上是相同的。”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经济能力”，使之

“互相为用”，共同促进人类的文明发展。这是一种充满辩证思想的远见卓识，人类历

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这一思想的伟大意义。 

——摘编自杨天石《师其意不用其法——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二题》 

 （1）依据材料，概括孙中山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结合所学，简析他形成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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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的原因。（4分） 

 （2）孙中山主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互相为用”。结合所学，各举一例对其

观点进行论述。（8分） 

【答案】（1）认识：孙中山认为“新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具有一致性。（2分） 

原因：苏俄的政策发生转变，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的态度相对缓和；孙中山寻求与中国

共产党的合作，逐渐确定了“联俄”的政策。（2分） 

（2）示例：1921年，苏俄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行“新经济政

策”，通过恢复自由贸易、国家暂时无力开发的矿产等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经营等措

施，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恢复、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面对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不再固守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实

施了“新政”，通过加强对工业的计划指导、用行政手段调整农业政策和调控市场等

措施，使美国经济逐渐走出低谷、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社会矛盾。 

两国分别借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验，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可见，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可以“互相为用”。（8分） 

【答案】 

【解析】本题以孙中山对俄国战时共产主义及新经济政策的不同态度为背景，考察社

会主义模式与资本主义模式各自的优势。 

 第一问中，第一小问通过分析材料第一段中的“新经济政策，其主要点与应在中

国实行的我的《建国方略》如出一辙……这个政策在两国实施的情况迥异，但是它们

的政策基本上是相同的。”可知，孙中山认为俄国现阶段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与三民主

义很接近。从苏俄与孙中山两个角度分析此种认识形成的原因，考生可据此组织答案

作答。第二小问结合所学解析原因，由于孙中山认为新经济政策与三民主义接近，考

生可从新经济政策和三民主义的内容出发，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如两者都提倡

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发展生产；另外结合彼时俄国正在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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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俄、联共”政策正在形成之中，考生据此作答即可。 

 第二问，通过对材料第二段的分析并结合设问可知，文中观点为“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可以“互相为用”，即两种看似对立的制度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或者各有自

己的优势所在；如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家可以统一调配人力物力资源，能够集中力

量办大事；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实行以保障企业自主为前提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的

干涉力度小，从而可激发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据此考生可以以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

的罗斯福新政、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等知识组织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