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文学常识选择题 

1、古人的年龄有时不用数字表示，不直接说出某人多少岁或自己多少岁，而是用一种

与年龄有关的称谓来代替。下面属于儿童到成人的年龄称谓且按从小到大年龄称谓顺序排

列正确的是.①束发②而立③垂髫④总角⑤期颐⑥弱冠⑦耄耋⑧不惑⑨花甲⑩豆蔻  B 

A.②⑦⑤⑧①        B.③④⑩①⑥     C.①③⑤⑥⑩     D.④⑥⑨⑩② 

2、在中国古代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独尊。以下属于对皇帝尊称的是①天子②

孤③圣上④殿下⑤陛下⑥圣驾  C 

A.①②③④         B.②③④⑤        C.①③⑤⑥       D.②④⑤⑥ 

3、在人与人交往中，礼貌称呼是很重要的，它有“尊称、谦称、雅称、婉称”等书面

语，下面属于他人母亲雅称的是  B 

A.椿萱             B.萱堂            C.泰山、泰水     D.巾帼 

选 B。自家父母称“椿萱”，他人母亲称“萱堂”，岳父母称“泰山、泰水”，兄弟称“昆

仲、棠棣、手足”，夫妻称“伉俪、伴侣”，丈夫称妻子“内人、可卿”，妇女称“巾帼”，男

子称“须眉”，同学称“同窗”。 

5、在中国古代，名、字与号是有区别的：前者由父亲或尊长取定，后者由自己取定。

字是为了便于他人称谓，对平辈或尊辈称字出于礼貌和尊敬；号又叫别号、表号，一般只

用于自称，以显示某种志趣或抒发某种情感；对人称号也是一种敬称。下列选项中属于称



 

“号”的是  D 

A.李太白           B.杜子美         C.苏轼           D.青莲居士 

6、下图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地（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23 号）。现门口悬挂“孙中山

先生逝世纪念室”匾。外间西墙上镶有一长方形汉白玉刻石，上刻“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

十二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孙中山先生在此寿终。”刻石上悬挂孙中山遗像。右方镜框内是在

此写的《总理遗嘱》，左边镜框为致苏联书。条案上放着《建国方略》《中山全书》等一切

均照其生前样子陈列。按我国古代传统干支纪年方法，国父孙中山先生逝世应是   A 

A.乙丑年         B.甲子年         C.乙寅年          D丙寅年. 

选 A。把 1925 年换算为干支纪年。可根据以下表格里的干支（公元后纪年）与数字的

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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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的个位数对应的天干即为该年份的天干，1925 年的个位数是 5，该年的天干从表

格中可知是“乙”；公元纪年的年份除以 12 后的余数对应的地支即为该年份的地支，1925

÷12＝160 余 5，5 对应的地支为“丑”。因此，本题选 A，国父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干支年

份应是乙丑年。本题也可以联系教材所学的知识 1911 年为辛亥年，按 60 年为一个周期进

行推算，得出 1925 年为乙丑年。 

7、姜夔《扬州慢》：“予过维扬……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

有《黍离》之悲也”。对这句话中“淳熙丙申至日”理解正确的是 D 

A.“淳熙”、“丙申”都是宋代皇帝年号。 

B.“淳熙”、“丙申”、“至日”都是干支纪年法。 

C.“淳熙”是干支纪年“丙申”是皇帝年号，“至日”是用二十四节气中“冬至”来纪

日。 

D.“淳熙”是南宋皇帝年号，“丙申”是丙申年，这是帝王年号和干支兼用的纪年法，

“至日”是冬至这一天。 

8、《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下令“更名民曰黔首”。秦始皇

三十一年（前 227）下令“使黔首自实田”。黔首之称，在战国时已经广泛使用，含义与当

时常见的“民”、“庶民”相同。下列选项中同属于对百姓称呼的是（）①黎庶②苍生③优

伶④氓  A 

A.①②④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9、不同的朋友关系之间的称谓有“贫贱之交”、“金兰之交”、“刎颈之交”；、“患难之

交”、“莫逆之交”、“竹马之交”、“布衣之交”、“忘年交”、“忘形交”、“车笠交”、“君子交”、

“神交”等。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廉颇和蔺相如之间的关系应属于  C 

A.金兰之交     B.贫贱之交       C.刎颈之交        D.莫逆之交 

10、下列诗文中含有“天下”、“全国”之意的是  C 

①司马光《资治通鉴·赤壁之战》：“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②《阿房宫赋》：“六王

毕，四海—。”③李白《古风》诗：“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④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A.①②④B.②③④C.①②③④D.①③④ 

11、南京在历史上其称谓变化频繁。下列诗文中含有“南京”别称的是  A 

①《柳敬亭传》：“尝奉命至金陵。”②《病梅馆记》：“江宁之龙蟠……皆产梅。”③《梅

花岭记》：“吴中孙公兆奎以起兵不克，执至白下。”④《送孟浩然之广陵》：“烟花三月下扬

州。”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12、某同学对宋词的研究性学习时，要查阅“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等方面的

作品及论述，应该查阅  D 

A．经部       B．史部          C．子部          D．集部 

选 D。我国古代图书分为四部，即“经史子集”，经，指儒家经典；史，指各种体裁的



 

史学著作；子，指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及政治、哲学、医学等著作；集，泛指诗词文赋专集

等著作。 

13、古人为诗文集命名的方式，主要有：以作者姓名命名；以谥号命名；以书斋命名；

以作者字、号命名；以居官地或居住地命名；以出生地命名；以帝王年号命名等。下列古

人的诗文集命名以官爵命名的是  A 

A.《杜工部集》(杜甫)。         B.《范文正公集》(范仲淹) 

C.《饮冰室合集》(梁启超)      D.《梦溪笔谈》(沈括) 

14、月球在我国古代诗文中有许多有趣的美称，下列诗文中含有“月亮”美称的是   D 

①著意登楼瞻玉免，何人张幕遮银阙———辛弃疾；②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

香陌———李贺；③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苏轼；④阳鸟未出谷，顾菟半

藏身———李白；⑤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 

A.①②③④   B.②③④⑤       C.①③④⑤      D.①②③④⑤ 

15、在学史过程中，经常碰到“河西”、“河东”、“河南”、“河北”、“江东”、“江南”、

“关东”、“关中”、“关西”、“东洋”、“西洋”、“南洋”和“北洋”等一些历史地理概念。下

列选项中属于同一历史地理概念的是  A 

①《群英会蒋干中计》：“即传令悉召江左英杰与子翼相见。”②李清照诗云：“至今思

项羽，不肯过江东。”③《赤壁之战》：“江表英豪，咸归附之。”④《史记·项羽本纪》：“且

籍与江东子弟八干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A.①②④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16．传统文化是现代流行文化的重要灵感源泉。《青花瓷》这首歌在同学们中间广为传

唱，“素坯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碗底”，传神地表达了青花瓷的

特点。下列关于青花瓷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 

A、青花瓷的出现要早于青瓷、白瓷  

B、青花瓷的烧制成功，使瓷器与书画的结合更为紧密 

C、青花瓷是一种彩瓷，景德镇是其重要产地 

D、元代以后，包括青花瓷在内的瓷器大量销往海外 

17、春节是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它依据中国古代历法把正月作为岁首。这一节日

最早应起源于  B 

A、秦始皇时期   B、汉武帝时期   C、宋太祖时期   D、唐代宗时期 

18、春联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下列新中国成立以来某地农村百姓家盛行的春联，出现

的先后顺序是  B 

①扎根农村干革命，志在全球一片红  ②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饱暖万人心   ③改革

开放同添异彩，经济建设共展宏图  ④万里山河归人民，五亿群众庆新生。 

A、①②③④     B、④②①③    C、③①②④      D、②①④③ 



 

19、祭扫亲人的坟墓是清明节的主要习俗。这种习俗的积极意义在于  D 

A、懂得珍惜生命                B、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  

C、增强环保意识                D、增强爱国爱家的意识 

20、“清明后，谷雨前，又种高粱又种棉”“谷雨前，先种棉；谷雨后，种瓜豆”。下列

关于这些谚语的说法正确的是  C 

①清明、谷雨是二十四节气里的两个节气   ②二十四个节气是北宋沈括制订的   ③

这些说法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   ④这些谚语我国古代农民对生产经验的总结 

A、①②④     B、②③        C、①④         D、②③④ 

21、最早把二十四节气和十二个月完全统一起来的历法的制订，应归功于   C 

A、汉武帝     B、僧一行      C、沈括         D、郭守敬 

22、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端阳节、五月节、艾节、夏节等。端午节这天，家

家户户都悬挂钟馗像，挂艾叶菖蒲，赛龙舟，吃综子，饮雄黄酒，游百病，佩香囊，备牲

醴。端午节的由来，有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东汉孝女曹娥说等。上述材料，不

能说明端午节  A 

A、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故事发生是偶然产物  

B、积淀的是深厚的底蕴和千年不变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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