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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突破练三　中国古代的经济与社会生活

(时间:75分钟　满分:100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6小题,每小题 3分,共 48分)

1.(福建龙岩二模)西汉初年,汉惠帝曾诏令女子到十五岁不出嫁者就要缴

纳六百钱的税额。对于妇女的再嫁法律也予以保护,“夫死无男,有更嫁之

道”“夫死未葬,就嫁之妇,亦不干法规”。这表明当时(　　)

A.婚姻观念自由开放

B.国家加强对基层社会控制

C.农民田赋负担沉重

D.政府重视社会经济的恢复

2.战国时期,各国货币出现交变现象。行铜贝的楚国在晚期亦铸行布币,行

刀币的齐、燕亦铸行圜钱。这说明战国时期(　　)

A.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趋势

B.统一市场逐渐形成

C.区域间商贸联系的加强

D.货币使用状况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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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汉政府在丝织业发达地区设置官营丝织作坊,如齐郡有“三服官”主

管制作“天子之服”,所属“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长安有东、

西织室,汉元帝时,每年花费五千万钱以上。这反映出汉朝(　　)

A.丝织业的生产技术高超

B.官营生产超过私营作坊

C.官营丝织业生产规模大

D.丝织业为政府垄断专卖

4.汉朝的国有土地称为“公田”,除了士兵、服役农民耕种之外,遇到灾荒

时还“假”(出租借贷)给百姓耕种并征收一定数量的假税,称为“假民公

田”。从东汉永平九年(公元 66年)到元兴元年(公元 105年),政府假民公

田近 20次。这一措施(　　)

A.有利于维护政权的稳定

B.改变了土地所有制

C.打击了地主豪强的势力

D.扩大了自耕农群体

5.(河北石家庄一模)唐朝两税法采用“以支定收”的方法,建立中央至地

方三级财政主体,将各地上缴的两税分为“上供、留使、留州”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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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严禁税外科配。然而一直到唐末,地方官员在两税之外“科配”的现象

却禁而不止。这可以用来说明,唐后期(　　)

A.官吏考核流于形式

B.中央集权弱化

C.地方行政效率低下

D.均田制被破坏

6.据《文献通考》载,孝文帝颁行均田令:“令有盈者无受不还,不足者受

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是令其从便买卖,以合均给之数,则又非强夺之以为公田,而授无田之人。”

这反映出北魏均田制的基本原则是(　　)

A.禁止民间土地交易　

B.保障土地平均分配

C.限制土地兼并行为

D.强化土地国有政策

7.《大医精诚》出自《千金方》,是历代医者的必读文献。其中提道:“凡

大医治病……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

得问其贵贱贫富……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

生大医。”这一言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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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反映了理学思想影响加深

B.强调医者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C.奠定了中医临床学的基础

D.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实证精神

8.北宋规定,无论是典卖还是绝卖,均需订立买卖合同,合同为一式四

份,“一付钱主,一付业主,一纳商税院,一留本县”。至南宋时改为一式两

份,即“在法:典田宅者,皆为合同契,钱、业主各取其一。此天下所通行,

常人所共晓”。上述材料说明宋朝(　　)

A.土地契约制度已比较完善

B.自耕农的数量增多

C.政府对土地控制完全放开

D.庄园经济迅速发展

9.(辽宁葫芦岛二模)宋代盛行论财婚姻,商人“榜下捉婿”成为一种婚姻

文化,这一现象遭到士大夫的批评。理学家张栻认为:“婚姻结好,岂为财

物?”甚至表示:“当治其尤甚者,以正风俗。”这反映了当时(　　)

A.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显著提升

B.商品经济发展引发观念冲突

C.门第族望不再是婚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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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科举改革导致社会阶层流动

10.元末明初顺德人孙蕡在《广州歌》中写道:“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

气长如春……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贾客千家万家室。

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广州歌》主要描绘了元朝广州

(　　)

A.商贾大量云集　　B.长途贩运发达

C.城市经济繁荣　 D.国际贸易发达

11.“虑及对外贸易在经济上的必要性,以及谨防这些外国与中国商人,明

太祖朱元璋以更严格的海禁来提升国家垄断的朝贡贸易这条通道。”这一

做法(　　)

A.有效地维护了实际的国家利益

B.使朝贡贸易成为中外贸易的唯一通道

C.成功遏制了海上贸易走私活动

D.体现出传统农业社会对外交往的特征

12.(山东泰安一模)北宋大臣文彦博曾对宋神宗进言说:“行交子不便。”

宋神宗说:“行交子诚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自不须此。今未能

然,是以急难不能无有不已之事。”据此可知,北宋发行交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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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与北宋中期财政困难有关

B.是商业贸易发展的产物

C.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需要

D.使之成为单一流通货币

13.明清时期,形成了一个积累大量财富的商人群体——淮扬盐商。康乾年

间,“奢靡风习创于盐商,而操他业以致富者群慕效之”,扬州地区经济繁

荣、名流荟萃,周边乃至全国都追慕扬州,以至“尽事奢华也”。这主要反

映了该时期(　　)

A.盐铁贸易完全向民间开放

B.工商业市镇在江南地区大量兴起

C.传统的俭朴观念发生变化

D.淮扬率先出现区域性的商人群体

14.禁酒政策在中国由来已久,最初多发生在政局动荡、王朝初创、年歉灾

荒时,政策也多属临时性,实施的时间短。清朝康雍乾时期,政府多次颁行

禁酒令,禁令严,禁酒时间长。康雍乾时期禁酒令的颁行基于(　　)

A.维护小农经济的需要

B.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C.抑制私营手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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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

15.人类学家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一书中提及“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很少

吃牛肉,而牛肉却是西方饮食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食物原料”。造成这种饮

食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

A.生产方式不同 B.宗教信仰不同

C.生活习俗不同 D.历史传统不同

16.(河北唐山一模)宋朝农村市场中“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

每逢春冬农闲季节,农民则“为工、为匠、为刀镊、为负贩”,将自身和技

艺作为商品投入市场。这表明,农村市场在一定程度上(　　)

A.促进了乡村社会的交流

B.有利于经济重心的南移

C.加剧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D.说明了长途贩运的兴起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4小题,第 17题 12分,第 18题 14分,第 19题 12

分,第 20题 14分,共 52分)

17.(山西运城联考)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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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无论是儒家、墨家,还是道家等古代

思想流派,在社会生产生活中都主张“崇俭抑奢”,从而使“崇俭节用”思

想始终成为中国传统消费思想的主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消

费思想发展史就是一部崇俭抑奢文化史。特别是在古代,崇俭抑奢作为中

国传统消费思想的核心理念,贯穿于帝王的圣旨御撰、官员的公文案牍、

学者的讲章论著、平民百姓的家规家训等大部分文献典籍之中,清人朱伯

庐著名的《治家格言》共 600字,谈论节俭的就达 120字之多。“在中国

消费思想史中,讲得最多、最久、最深刻的问道是奢俭问题。奢俭论,是中

国消费思想的核心。”

——赵迎芳《中国优秀传统消费思想

及其现代转换》

材料二　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消费群体

——商人。他们因为没有功名利禄的牵绊,在消费中体现出强大财力,引起

社会瞩目。例如,“扬俗尚侈,蠹之自商始”“商贾并凑,粮食馔,鲜衣服,

丽车栋,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告”。由于显赫的政治经济地位,

官僚更易于成为奢侈的榜样。连被誉为“中兴之臣”的张居正亦未能免

俗,“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在奢侈风气的影响

下,普通百姓也投入到消费热潮中,在杭州,“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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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殽酒,夫妇团

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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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欧磊《明代中后期奢侈

风气差异特征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消费观念,并简

析其形成的原因。(6分)

(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中后期消费观念的变化,

并予以简要评价。(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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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广东名校 2月联考)有同学探究南宋初期沉船“南海Ⅰ号”是否到过

广州,收集了如下材料,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贾耽记录了从广州经过南中国海、

印度洋至波斯湾的“广州通海夷道”。

——据《新唐书·地理志》整理

材料二　宋朝对船舶的出入管理极严,如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等地区

和国家经商的船舶,必须在广州口岸发舶;往朝鲜、日本的船舶,则必须在

明州(宁波)发舶。泉州在宋初未设市舶司时,其商船出海贸易亦须前来广

州发舶。

——摘编自广州市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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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　朝廷要求广州市舶司及港口所在地方官员对到来的蕃汉商人热

情迎送,海舶初到之时有“阅货宴”,停靠港口住舶期间提供酒食,离开时

还要设宴张乐欢送。招待用酒来自地方官府所设的公使酒库所酿造的公使

酒。

——据《宋史》整理

材料四　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整理宋朝地层和遗迹出土的陶瓷器时,发现

大批肩部刻印字款或纹饰的酱釉大罐,与“南海Ⅰ号”沉船和佛山南海奇

石窑出土同类陶罐高度一致。通过考古类型学对比研究和实验室科技检测

证实,这些酱釉罐都只能产自今佛山市南海区的奇石窑和文头岭窑。这批

釉罐质地粗糙,较为低廉,多属于酒水类盛储器等船上生活实用器,不是简

单的外销商品。

——摘编自吴寒筠等《广州南越国宫署

遗址和“南海Ⅰ号”沉船

出土酱釉器产地分析》

(1)有同学根据上述材料,认为“南海Ⅰ号”到过广州,请你谈谈理由。(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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