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卷參考

本文件供閱卷員參考而設，並不應被視為標準答案。考生及沒有參與評卷工作的教

師在詮釋文件內容時應小心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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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評卷參考

' 
本評卷指引只就各題提供一套建議的評卷要求，供教師參考。教師和學生不應將此視為標準答

案。只要言之成理，其他答案亦可給分。

第一部分：此題必笞，設問內容藩蓋甲丶乙部，佔50分。

1. (a) (i) 根據資料一，王莽得以建立新朝有哪兩項天時因素? (2分）試從資料二各援引一項

證據加以説明。 (6分） • 

. 漢祚中衰 (1 分）：從資料二可見，成帝丶哀帝丶平帝皆無子嗣繼位／哀帝、平帝均

短祚，在位分別只有六年和五年，於是王莽得以策立九歲的平帝及兩歲的子嬰

為皇帝 (3 分）。. 元帝的皇后王氏長壽 (1 分）：從資料二可見，哀帝時傅、 T 兩太后均已先死，

但王太后長籌，遂得以成為宮廷約主人，復任王莽為大司馬輔助朝政 (3 分）。

(ii) 資料－的作者對王莽的評價如何? (2分）試從資料一援引兩項證據支持你的看法。
(4分）. 資料一對王莽的評價是負面的。 (2 分）. 實料－以「詭托」來描述王莽自比周公輔助成王，「詭」一字屬貶義。 (2 分）. 資料一認為王莽因憑藉王太后的權勢脅迫所致，並非靠個人實力。 (2 分）

(b) (i) 在資料三中，三幅漫畫的主角是哪一位歷史人物? (1分）試從三幅漫畫找出一項相
同的證據支持你的看法。 (2分）

. 袁世凱。 (1 分）. 漫畫題為「老猿百態」，三幅漫畫均以「猿」為主角，而「猿」與袁世凱的
姓氏「袁」同音。 (2 分）

(ii) 三幅漫畫各表逵了什麼信息? (3分）試從資料三的三幅漫畫各找出一項證據，並各
援引一件發生在1913年的相關史事，印證漫畫表達的信息。 (9分）

. 漫畫一批評袁世凱禪護宋教仁案的要犯 (1 分），漫畫繪畫袁世凱裨護洪丶趙兩
要犯 (1 分）。根據史事， 1 913 年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殺，調查顥示與袁世凱的
親信（國務院嵇書洪述雜和內閣總理趙秉鈎）有關 (2 分）。. 漫畫二批評袁世凱置民死地 (1 分），漫畫繪畫一個寫著「借款」的錢幣壓在國
民身上，實「置民死地」 (1 分）。根據史事， 1913 年，袁世凱在未得到國會
通過下，向五國銀行借貸，以鹽務收入及海關盈餘為擔保，令各省收入大減

(2 分）。. 漫畫三批評袁世凱蹂躪還舉 (1 分），漫畫繪畫袁世凱踐踏國會議員 (1 分）。
1913年，袁世凱策動公民團包固國會，迫使議員選他做大總統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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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 就資料－和資料四的數據，能否印證資料五的觀點？試加解釋。 (6分）. 資料－的藪據能印證資料五的覬點一：實料－指出噹時擁截王莽
者共因十八篙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噹中包挂官吏及百姓，足以印

證概點一「順人」的看法。. 資料－的藪據不能印證資料五的觀』點一：資料－指出雖然噹時擁
截王莽者共因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噹中包挂官吏及百姓，

但他們都是脅迫於王氏的摒勢，未能印證覷點一「順人」的看

法。. 資料四的救據能印證資料五的概點二：資料因指出噹時有－千九
百九十三名代表一致推戴袁為「中華帝國皇帝」，只反映袁氏為

國民代表支持，能印證觀，點二「似是民意所歸」的看法。. 資料因的鼓據不能印讒資料五的既點二：資料因指出噹時有一干
九百九十三名代表一致推截袁為「中華帝國皇帝」，愿反映袁氏

為國民代表支持，未能印證襯點二「完全違反政治潮流」的看

法。

每
項
三
分

任
選
一
項

每
項
三
分

任
選
一
項

,。

(ii) 王莽成功建立新朝，洪憲帝制只維持了 83天。試根據資料五的觀點，並援引史
實，析論兩者成敗的關鍵。 (15分）

實料五覬點一技出王莽成功建立新朝的闕鍵是能「應天順人」：. 西漢以來，土地兼併劇烈，元帝以後，賞富懸殊，農民失去土地後，部分人賣
身成為奴婢，部分人四，處流徙，成為流民。加上連年水丶旱災荒，百姓無以為

生，遂渴望新聖人出現，冀能協助擺脫困境。. 王莽順應時勢，在漢平帝時賑濟百姓，例如在郡國發生旱災時，王莽捐錢一百
萬丶獻池三十頃，遂受百姓擁截。. 漢代五德終始說盛行，認為如果王朝德衰，君主便要讓位給新聖人。例如元
帝、成帝經帝在奇異現象發生後發罪己詔，表示自已對國家瘡理不好。成帝及

哀帝時，也曾有讓位給賢人的說法。. 王莽又利用五德終始說，假造各種祥瑞丶符命，製造與論，力證漢朝國運已
衰，自己就是上天委託的新聖人。例如武功縣長開井，得一白石，石上寫著

「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王莽遂順從天意，自為假皇帝。一位黃衣人在高帝廟
出現，留下一個銅盒，然後離去，銅盒裏有圖和文字，大意是說王莽應為真天

子，於是王莽就接受天命，即真天子位，改國號新。

資料五覬點二指出洪憲帝制失敗的關鍵是「看似是民意所歸，實違反政治潮流」：. 袁世凱的具籍顧問古德諾發表文章說中國不適宜實泥共和政體，檣度也維織籌
安會鼓吹君主立憲，並上書要求袁世凱稱帝。噹時共有 83個商會、學會丶團

盤等遞交請願書要求恢復君主制度，結果在 1915 年國民大會一致推截袁世凱

為「中華帝國皇帝」。從以上史事看來，帝制運動「看來似是民意所歸」。. 與此同時，反對帝制的大有人在。在袁世凱醞釀稱帝時，梁啟超為代表的進步
黨與孫中山在日本維織的中華革命黨，均策劃討袁。 1916 年，前雲南都督蔡

鍔緝織護國軍討袁，南方各省攀應護國軍，紛紛宣告獨立，遙尊黎元洪為大總

統，維合成一個與北方對等池位的政府，迫使袁取消帝制。而原忠於袁氏詧治

的潰州、廢西、廣柬獨立，為袁氏跳信管治的因 Jll 、湖南亦宣布獨立。袁世凱

部屬段祺瑞、馮國璋等，先以病推辭征滇，後更請袁退位，內定的閣部大臣也

紛紛請辭。袁世凱見眾叛緹離，又得不到外國的貸款，遂於 1916 年 3 月宣佈

撤銷帝制。. 辛亥革命後，共和已是大勢所趨，袁世凱稱帝違反歷史潮流，以致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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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考生能充分扣緊題旨，運用資料五的

襯點，從「應天順人」分析王莽成功

建立新朝的原因，從「違反政治潮

流」分析洪憲帝制失敗的關鍵：；且能

準嚀引用相闢史實，多角度、全面均

衡地析論。

熊力表現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

運用正璀及相關的資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
後一致，願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析能力。

所得分敷

13-15 

' 
- 
' 
- - 考生能掌握題旨，運用資料五的襯

點，從「愿天順人」分析王莽成功建
立新朝的原因，從「違反政治潮流」

分析洪憲帝制失敗的關鐽；且能準哦

引用棓關史實，多角度、均衡地析

論，惜部分證據欠完備，史實稍嫌不

足。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

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
漏；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
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I 或提出有
理據的議論。

10-12 

,_ 
. _ 

考生尚能理解題旨，運用實料五的觀，
點討論，惜未能均衡地從「應天順

人」分析王莽成功建立新朝的原因及

從「違反政治潮流」分析洪憲帝制失
敗的關鍵，又或史論結合不盡理想。

對題旨暸解一般；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

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

題加以議論及／或分析，但論點
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蓬重史

實的鋪陳。

6-9 

考生未能準璀理解題旨，運用資料五

的觀點討論王莽成功建立新朝及洪憲
帝制失敗的關鐽，析論欠全面，也未

能恰噹運用史事論述。

對題旨瞭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
不棓闢的實料；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
盾。

3-5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析論欠全面，史 完全誤解題旨；事貧乏。 I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
l,c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0-2 

-
- 
-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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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分甲部及乙部，考生須於每部各選笞一題，共笞兩颺，每釀佔25分。

甲部：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下列三蝘，遞笞一頲）

2. (a) 秦始皇在位期間，對外大力征討，並修建大型防禦工事。根據資料－，在答題簿內寫

出這三個英文字母代表的邊疆民族名稱，以及數目字0代表的防禦工事名稱。 (4分）

A: 匈奴 B: 百越 c: 西南夷 (i) : 長城 （每項 1 分）

(b)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析述秦始皇以法家思想治國的原因。 (6分）. 沿用法家 3台國：秦孝公任用商鞅以法家思想進行變法，秦國自此國富兵強，對外
戰爭屢獲勝利，歴代國君都沿用法家思想3合國，並由此奠定秦統一六國的基礎。. 有利君主集權：法家主張集大權於君主一身，有利秦始皇的統治。面對六國遺民
的潛在威脅，加上有人重提封建之議，秦始皇相信只有以法家思想治國，消除所

有惑亂人心的思想，才可以讓秦國的統治千秋萬世。

(c) 資料三的觀點是否足以解釋秦始皇的猛政令秦政權迅速被推翻？試援引史實加以析
論。 (15分）

`. 考生同意資料三的覷點足以解釋秦始皇的猛政令秦政摧迅速被推翩，可循以下思路析
論：. 秦國奉行法家學說，一向以嚴法為治，始皇更專務刑罰，壓制人民服從。人民觸
犯法令，動輒罰款、戍邊、沒收為官府奴隸，而且行連坐法，一人犯法，舉家連

坐，一家犯法，鄰里連坐。又焚詩書，箝制思想言論，用高壓手段鎮壓人民，引
超人民普遍不滿。. 秦始皇伐匈奴，玻百越，第長城等，動員人數不下三百萬人，故秦之力役，三十
倍於古，民力實不能勝任。賦稅亦繁重，以致「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

織，不足衣服」，弄得天下共苦秦惡政。. 噹陳勝、吳廣因天雨失期，按律當誅，唯有描竿而越時，天下攀應，致秦政權迅
速被推翻。

考生不同意資料三的觀』點足以解釋秦始皇的猛政令秦政搵迅速被推翻，可循以下思路
析論：. 秦始皇刑罰過重丶窮兵黷武固然令人民怨憤，但秦始皇在位期間，民變未超，及

至二世繼位，秦朝政局才迅速惡化。. 秦始皇將權力集於一身，所有國事由他一人裁決，此種情形，遇到繼位者是昏庸
君主時，容易形成大亂。秦二世昏庸愚昧，宦官趙高弄椎，妄殺宗室、大臣丶將

軍等，使群臣離心，秦國政局才因而加速崩潰。. 秦始皇雖廢封建，但六國遺民當懐故國之思，噹天下有事，六國遺民便乘機而
趨，謀求推翻秦朝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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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1概念 熊力表琨 所得分鐓

考生充分認識秦始皇的管治措施，多 能扣緊題旨； 13-15 

- 角度析論資料三的襯點是否足以分析 答案完備，內容豐膽，能有效

秦政攏迅速被推翩的原因；援引詳盡 運用正嚀及租關的資料；

史事說明，論據具說服力。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

後一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 
析能力。

考生對秦蛤皇的管治措跪有正璀認 能掌握題旨； 10-12 
識，嚐試多角度析論資料三的観點是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

否足以分析秦政椎迅速被推翻的原 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
.. 

因；援引史事說明，但稍欠豊贍。 漏；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 ' { 

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
j 

」

理據的議論。
' 

考生對秦始皇的管治措詭有基本認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 
~ 

識，析論實料三的襯點是否足以分析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嚀，但稍欠 ~ 

秦政攏迅速被推顳的原因時有欠均 均衡； ; 
弓l 

衡，欠多角度立論；只能援引史事作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
1 

簡單說明，部分論據矛盾。 題加以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 ^' 
钅

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署重史

實的鋪陳。

考生對秦始皇的管治措詭只有禪疏的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理解，立場含糊，未能多角度析論資 內容夾雜重大鏵誤及I 或與題目

料三的襯點是否足以分析秦政権迅速 不相關的實料；

被推翻的原因；未能運用史事析論。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

盾。

考生對秦始皇的管治措紇毫無認識， 完全誤解題旨； 0-2 
欠立場，亦未能析論資料三的覬點是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

否足以解繹秦政權迅速被推細的原 紐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因；完全沒有援引史事說明，甚至離

題。 \ ,^ 

-. •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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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析論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15分）. 內部分痕：孝文帝推行各項漢化措砲，引超不少鮮卑貴族強烈反對；再加上孝文
帝給予南遷鮮卑蕢族種種特權，提高他們的政治地位，令留居代北的鮮卑貴族受

到壓抑，造成內部分袞。. 六鎮叛亂：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漢化，使北方邊塞與洛陽地區鮮卑人地位的差
距日大。北方邊塞的鮮卑人大多保留舊俗，備受南遷的鮮卑貴族所歧梶，後來北

方邊霎六鎮兵將，乘柔然入侵而發動叛亂；亂事雖然得到平定，但已對北魏的統

治帶來沉重的打擊。. 勇武消失：孝文帝力推各項漢化措施＇，使鮮卑人的文化水平得到提高；但鮮卑貴
族漸染華風，勇武之風日漸消失，國力日漸衰弱。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籠力表現 所得分歟

考生充分認識孝文帝的漢化措苑，多 能扣緊題旨； 13-15 
角度析論孝文帝推行漢化所帶來的負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

面影攀；援引詳盡史事說明，論據具 運用正確及租關的資料；

說服力。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

後一致，顥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析能力。

考生對孝文帝的漢化措旄有正維認 能掌握題旨； 10-12 
識，嚐試多角度析論孝文帝推行漢化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

所帶來的負面影攀；援引史事說明， 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

但稍欠豊贍。 漏；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租關

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I 或提出有

理據的議論。

考生對孝文帝的漢化措詭有基本認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識，析論孝文帝推行漢化所帶來的負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璀，但稍欠

面彩攀有欠均衡，欠多角度立論；只 均衡；

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部分論據矛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常試對試

盾。 題加以議論及／或分析，但論點

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蓬重史

實的鋪陳。

考生對孝文帝的漢化才昔跪只有桿疏的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理解，立場含糊，未能多角度析論孝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 或與題目

文帝推行漢化所帶來的負面影攀；未 不相閼的實料；

能運用史事析論。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

盾。

考生對孝文帝的漢化措詭毫無認識， 完全誤解題旨； 0-2 
欠立場，亦未能析論孝文帝推行漢化 內容賞乏及／或不切題；

所帶來的負面影攀；完全沒有援引史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事說明，甚至離題。

36 Provided by dse.life



(b)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述清初君主對漢族士人施行的高壓和懷柔措施。 (10分）

. 懷柔政策：清初君主重視漢人傳統的儒家思想，尊崇孔子，提倡理學；並襲用明
代入股取士的方法，另特設博學鴻詞科，以羅致名士，取錄授官。此外，又編纂

書籍，如康熙徵集名儒編纂《康熙字典》等，乾隆令學者編輯《四庫全書》等巨
籍，目的在籠絡知識分子。. 高壓政策：為箝制漢人的民族思想，防範漢人用文字煽動反清情緒，大興文字
獄，知識分子當因片言隻語而被殺害，且任意誅連，遭禍的極多，最慘烈的如莊
廷鏡的「《明史》獄」、戴名世的「《南山集》獄」等。此外，編纂書籍的同

時，亦會借機禁毀各種不利清廷的書籍，以控制思想。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對資料二有透微的理解，並能緊 能扣緊題旨； 9-10 
扣題旨，準璀池引用相闢史事，闡述 答案完備，內容豊贍，能有效運

清初君主對漢族士人旄行的高壓和懷 用正璫及租關的資料；

柔措旅。內容豐瞻，條理分明。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

一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

力。

考生對資料二有正璀的理解，並能有 能掌握題旨； 7-8 
條理地闡述清初君主對漢族士人旄行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無

的高壓和懷柔措施，惜未能廣泛援引 夾雜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漏；

資料。整體而言，表達清晰，所引史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的

例無重大錯誤。 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

據的議論。

考生對題旨僅有概括的了解，未能有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效運用租關史實，有條理地闡述清初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璀，但稍欠均

君主對漢族士人旄行的高壓和懷柔措 衡； 丶

跪。內容咯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 表達一般，頫示考生嚐試對試題

作簡單說明。整體而言，尚能切題， 加以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

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的

鋪陳。

考生未能準璀理解題旨，闡述清初君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主對漢族士人施｛行的高壓和懷柔措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

詭。對棓關歷史認識膚淺，內容失 不相關的實料；

衡，錯漏亦多。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答卷偏離題旨，或內容完全失 完全誤解題旨； 0-1 
衡，或論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表現逯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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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你是否同意資料－的説法？試援引史實加以分析。 (10分）. 考生箔同意安史之亂是由於唐玄宗長期信用少數民族將領所必然造成的後杲，可
循以下思路撰寫：
唐玄宗時，李才木甫為杜絕邊將入相之途，向玄宗進言，多用胡人任節度使，因而
令胡人勢力日大。安祿山本為營州雜胡，得玄宗信任，身兼三鎮節度使，擁兵十
八萬，形成胡人兵圍，兵勢甲於天下，遂得以於天寳十四年超兵叛唐，連陷洛
陽、潼關丶長安等地。其後，安祿山軍隊內訌，安祿山為子安慶緒所殺，唐軍一
度收復長安和洛陽。惜已降唐的胡人史思明再叛，大敗唐軍，後來史思明又為其
子所殺，亂事前後持續八年才得以平定。

. 考生若不同意安史之亂是由於唐玄宗長期信用少款民族將領所必然造成的後果，
可循以下思路撰寫：
雖然安祿山超兵反叛，但安史之亂期間仍有很多忠於唐室的胡將盡力平亂。事實
上，安史之亂的發生是由眾多不同的原因所引發。首先，玄宗為鎮撫外族，沿邊
設十大兵鎮，由十節度使統領，使其擁有軍事丶政治丶財政大權，以致外重內
輕。此外，府兵制早於高宗時開始敗壞，至玄宗時，改以募兵制代替，中央 3廣骑
戰鬥力弱。最後，玄宗晚年寵幸碭貴妃，耽於逸樂，荒怠朝政，任用李林甫、榻
國忠等小人為相，使朝政敗壞，才令安祿山有可乘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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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錐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對資料一有透徹的理解，並能緊 能扣緊題旨； 9-10 
扣題旨，準璀地引用棓關史事，分析 答案完備，內容豊贍，能有效運

資料－的觀點。內容豐贍，條理分 用正繃及租關的資料；

明。
\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
` 

一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

力。

考生對資料一有正維的理解，並能有 能掌握題旨； 7-8 
條理地分析資料－的襯點，惜未能廣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無

泛援引資料。整髖而言，表達清晰， 夾雜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漏；

所引史例無重大錯誤。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的

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

據的議論。

考生對題旨僅有概括的了解，未能有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效運用相關史實，有條理地分析資料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均

－的觀點。內容略欠均衡，或只能援 衡；

引史事作簡單說明。整髖而言，尚能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
切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加以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

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蒂重史實的

鋪陳。

考生未能準苲理解題旨，分析實料－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的觀點。對租關歷史認識膚淺，內容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

失衡，錯漏亦多。 不指關的資料；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答卷偏離題旨，或內容完全失 完全誤解題旨； 0-1 
衡，或論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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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解釋安史之亂對唐代政局帶來的影響。 (5分）. 藩鎮割據：安史之亂後，朝廷無法收回兵権，遂封賜安史舊將及平亂有功的將領
為鎮帥，使地方勢力繼續擴張，中央難以控制，演變成藩鎮割據的局面，促成唐
之衰亡。. 吐蕃入侵；安史之亂時，西北邊防的牆鈧部隊，被唐室內調平亂，形成邊防空
虛；吐蕃等乘廑入侵，河西丶隴右盡為邊疆民族所有。

(c) 承上題，除了資料二提及的影響外，安史之亂還為唐代政局帶來哪些負面的影響？
(10分）. 政治方面：安史亂時，宦官擁立肅宗，肅宗使之掌握禁軍，宦官有機會左右朝
政，又與大臣互相勾結，排斥異己，釀成宦官之禍和朋黨之爭，使人才凋零，朝
政混亂。. 經濟方面：安史之亂後，社會上物資短缺，物價飛漲，民生困苦。此外，戰亂時
期，戶籍散失，租庸調制遭受玻壞，國庫收入大減，政府不得不另立名目，徵收

其他税項以作補足，加重人民的負擔。而且回紇自恃助唐平定安史之亂有功，日
益驣橫，苛索財帛。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籠力表琨 所得分數

考生充分認識安史之亂的影禦，多角 能扣緊題旨； 9-10 
度解釋除實料.::.提及的影攀外，安史 答案完備，內容豊贍，能有效

之亂還對唐代政局帶來的負面影攀； 運用正維及租關的實料；

援引詳盡史事說明，論據具說服力。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

後一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析能力。

考生對安史之亂的影竽有正璀認識， 能掌握題旨； 7-8 
嚐試多角度解釋除資料二提及的影攀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

外，安史之亂還對唐代政局帶來的負 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

面影零；援引史事說明，但稍欠豊 漏；

瞻。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租關

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

理據的議論。

考生對安史之亂的影攀有基本認識，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解釋除資料二提及的影攀外，安史之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嚀，但稍欠

亂還對唐代政局帶來的負面影享有欠 均衡；

均衡，欠多角度立論；只能援引史事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

作簡單說明，部分論據矛盾。 題加以議論及／或分析，但論點

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落重史

實的鋪陳。

考生對安史之亂的影禦只有稈疏的理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解，立場含糊，未能多角度解釋除資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料二提及的影攀外，安史之亂還對唐 不租關的資料；

代政局帶來的負面影攀；未能運用史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

事說明。 盾。

考生對安史之亂的影零毫無認識，欠 完全誤解題旨； 0-1 
立場，亦未能解釋除資料二提及的影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

舉外，安史之亂還對唐代政局帶來的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負面影繕；完全沒有援引史事說明，

甚至離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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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十九世紀中葉至＝十世紀末（下列三題，選笞一題）

5. (a) 根據資料－，並援引史實，分析洋務運動產生的背景。 (10分）

圄一：. 這是圄明團的遺址，它受到英法聯軍的肆意玻壞。. 英法聯軍之役，是中國繼鴉片戰爭後再一次戰敗，京師失陷，咸豐帝逃往熱
河，及後簽訂北京條約，主椎淪喪。清廷痛定思痛，欲．改革自強。. 恭親王奕訢受命留守北京議和，槻睹西洋武器之先進，遂主張學習西方的軍事
技術。

圖二：. 這是由洋人訓練的洋槍隊，被譽為「當勝軍」。. 咸豐年間爆發民變，南京失守，清廷亟欲加強軍備以鎮壓民變。. 曾國藩、李鴻章等得洋人協助平亂，對洋槍隊的西洋武器留有深刻印象，故力
倡洋務，主張效法西洋的船堅砲利，以達強兵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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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錐力表琨 所得分數

考生善用資料－，並能緊扣題旨，準 能扣緊題旨； 9-10 
璀地引用桔關史實，分析洋務運動產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

生的背景。條理分明，答案均衡。 運用正嚀及相關的資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

後一致，顙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析能力。

考生能利用資料－，並能有條理地分 能掌握題旨； 7-8 
析洋務·運動產生的背景，惜未能廣泛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

援引租關史實。整髖而言，表達清 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

晰，所引史實無重大錯誤。 漏；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

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

理據的議論。

考生尚能利用資料－，但未能有效運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用相關史實，有條理地分析洋務運動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

産生的背景。內容略欠均衡，或只能 均衡；

援引史實作簡單說明。整盤而言，尚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

能切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 題加以議論及／或分析，但論點

誤。 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薯重史

實的鋪陳。

考生未能利用資料一分析洋務運動彥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生的背景，對棓關歷史認識膚淺，內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容失衡，錯漏亦多。 不棓關的資料；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

` 
盾。

考生答卷偏離題旨，或內容完全失 完全誤解題旨； 0-1 
衡，或論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內容賞乏及／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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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釋洋務運動的軍事和文教改革內容，並分析其成效。
(15分）

軍事：. 圖－的江南製造局，是洋務運動早期成立的大型兵工廠~，製造槍械、大炮丶彈
葯等，亦有生産銅鐵和製造輪船。圓二的定遠號軍艦，是北洋艦隊的主力艦，
由德國建造。. 洋務運動的改革重點之－是攻進軍力。洋務派引進了西方的軍事知識和棓關機
器，並設局生産，製造洋槍洋炮等；同時，也向面方購置新式槍炮，甚至軍艦
等以加強軍力。. 洋務運動是清朝軍事現代亻b 的開端，引進西方的軍事知識訓練軍隊，堵養軍事
人才，提升作戦能力，並逐步用新式裝備加強軍力，如成立了四支新式海軍，
其中以北洋艦隊規模最大。. 惟於中日亨午一役戰敗，以致成就不彰。

文教：. 圖三的同文館，是洋務運動期間成立的新式文教機搆。圖四是清政府派遣到美
國留學的第一批幼童；清政府前後共派出四批學生赴美，共 120 人。. 洋務運動的重點之－，是引進西方知識，堵秦新人才。洋務派設立了同文館等
機構，垮養翩譯人才，編譯西方書籍，包拮自然丶語言丶敗理等。同時，又派
遣學生到外國留學，學習法律丶機器、鐵路等洋務。. 洋務運動是清朝教育現代亻b 的開端，以同文館為例，學生必須修習洋文，並要
學習西方實用知識。洋務運動期間，新式學堂漸次出現，引致中國文教事業出
現變化。. 官費派遣學生出洋留學雖是一項劍舉，然受保守官、僚抨擊而撒回，為時甚短，
但亦有不少留學生日後對中國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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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1概念

考生善用資料二，並能緊扣題旨，準

璀地引用租關史實，析論洋務運動的

軍事與文教改革內容及其成效。分析

透徹，評論中竒，條理分明，答案均

衡。

考生能利用資料二，並能有條理地析

論洋務運動的軍事與文教攻革內容及

其成效，惜未能廣泛援引相關史實。

整盤而言，分析合理，論有所據，表

達清晰，所引史實無重大錯誤。

考生尚能利用資料二，但未能有效運

用相關史實，有條理地析論洋務運動

的軍事與文教改革內容及其成效。內

容咯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實作簡單

說明。整髖而言，尚能切題，表達尚

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未能利用資料二析論洋務運動的

軍事與文教改革內容及其成效，對相

關歷史認識膚淺，內容失衡，錯漏亦

多＇。

錕力表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

運用正噓及租關的資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

後一致，顥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析能力。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

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

漏；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

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I 或提出有

理據的議論。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瓘，但稍欠

均衡；

表達一般，顥示考生常試對試

題加以議論及／或分析，但論點

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署重史

實的鋪陳。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不相關的實料；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
盾。

考生答卷偏離題旨，或內容完全失 1 完全誤解題旨；
衡，或論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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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是否同意資料一蔣介石的看法？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 (25分）

考生同意資料－蔣介石的看法，可循以下思路析論：. 政治的缺點：
－經過八年抗日戰爭，百廢待興，人民渴望休養生息，但國民黨詭政不善，不但未
能解決社會民生諸問題，反而加捐加猊，民生困苦。國民黨內品流複雜，貪污聚

歛，以權謀私，大失民心。. 經濟的恐慌：
－八年抗戰和持續的內戰給經濟帶來嚴重影舉，國民黨軍費巨大，濫發鈔票，結杲
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幣值狂瀉，經濟崩潰，民怨沸騰，軍心搖動。. 內部紐織的鬆懈：
國民黨維織鬆散，派系分立，意見分歧，號令往往不能貫徹到底，在戰場上又互

不支援，結果被共軍逐個擊破。淮海戰役失敗後，蔣介石備受黨內外的攻擊，國
民黨內鬨升級，蔣介石下野，黨內分化情況更為嚴重。

考生不同意資料－蔣介石的看法，可循以下思路析論：. 蔣介石本身的責任：
－蔣介石犯了戰略上的錯誤。 1946年內戰全面爆發時，國民黨的軍力與裝備明頫佔
優，但是蔣介石犯上戰略錯誤，發動大規模進攻，戰線拉長，又在乎－城－地的
得失，保城守地，頗為被動；共軍則退到農村，採靈活戰術，消耗國民黨軍力，

抵轉了局勢。

－蔣介石處事專斷，處理內部派系矛盾時又存有私心，致使國民黨未能圍結一致，
出現內鬨。. 共彥黨優勝之處：

－共產黨實行土地改革，得到農民的支持；作風純撲，與不少國民常黨員的腐敗，

成強烈對比；擅於宣傳，取得民心；戰略靈活，使國民黨軍隊疲於奔命；軍紀嚴
明，事攏統一，步調一致。. 美蘇的態度：

－抗戰勝利後，美國力主國共和談，間接為共産黨提供整頓軍力的時機。內戰後

期，美國竟大幅削減軍事援助，國軍連番失利。

－抗戰勝利後，蘇聯把它在束北繳獲的日本軍備轉交共産黨，使其作戰能力有所提
升。內戰期間，共軍得到蘇聯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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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考生能充分理解資料－的観點，並能

緊扣題旨，準確地引用棓關史實，多
角度析論蔣介石的看法。立場清晰，

分析透徹，評論中肯，內容豊瞻，條

理分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考生能清楚理解資料－的襯點，並援
引租關史實，常試多角度析論蔣介石

的看法。整盤而言，分析合理，論有

所據，表達清晰，所引史實無重大錯
誤，但稍欠完備。 、

考生尚能理解資料－的観點，惜未能

多角度析論蔣介石的看法。整髖而

言，內容咯欠均衡，或史論結合不盡
理想，或部分論據矛盾。尚能切題，
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未能準嚀理解資料－的覬點，未

能運用相關史實加以析論，意見流於
表面。作答內容失衡，立論空洞無

物，錯漏亦多。
' 

熊力表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豊贍，能有效

運用正確及棓闢的資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
後一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析能力。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

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

漏；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

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

理據的議論。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確，但稍欠

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

題加以議論及／或分析，但論點

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箸重史

實的鋪陳。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不相關的資料；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
盾。

考生未能理解資料－的襯點，答卷偏 完全誤解題旨；

離題旨，或論據頗多錯誤，史事混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

淆。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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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 根據資料－、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就農村經濟改革和對外貿易兩方面闡
析中國推行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效。 (15分）

農村經濟改革：. 資料－反映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 1978年小崗村村民率先要求包産

到戶，即由農戶向政府承包土地，並承諾定期向政府繳納定量收成，豐歉由農

戶承擔。小崗村的農産大增，中央政府肯定了這個經瞼，並向各i也推廣。人民

公社逐步被廢除，農村生産力漸被解放。. 資料三說明了農村經濟改革的成效：從表中可見 1978 年-2000 年期間槿食產量

大增，由 1978 年的 30,477菡噸提升到 2000 年的 46,218 萬瀬，增加了 15,741 萬
噸，成就顯著。而農民也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杲。資料三說明農民的收入增加

不少， 1978 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只得人民幣 134 元，到 2000 年已提升到

2, 253 元，後者是前者的 16. 81 倍，十分可觀，。

對外貿易：. 實料二可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設立多個經濟特區及開放多個沿海城巿，作
為對外的窗口：中國政府積極推動對外貿易，在這些區域實行特別的經濟政

策，並提供種種優惠政策。. 資料三說明了對外貿易發展的成效：從資料三可見 1978 年 -2000 年期間貨物出

口總額不斷攀升。 1978年中國貨物出口總額只有 98億吳元，而 1990 年已達621
億美元， 2000 年更達2,492億羨元，增長甚大。貨物進出口總額於1990 年已由

入超變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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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熊力表現 所得分歟

考生全面善用資料－丶資料二和資料 能扣緊題旨； 13-15 
三，並能緊扣題旨，準瓘地援引棓關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

史實，就農村經濟改革和對外貿易兩 運用正璀及相關的資料；

方面闡析中國推行改革開放以來所取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

得的成效。分析透徹，條理分明，立 後一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論中背，答案均衡。 析能力。

考生能利用資料－丶資料二令資料 能掌握題旨； 10-12 
三，並能有條理地就農村經濟改革和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

對外貿易兩方面闡析中國推行改革開 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

放以來所取得的成效，惜未達能廣泛援 漏；

引租關史實。整髖而言，表 清晰，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租關

分析合理，所引史實無重大錯誤。 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

理據的議論。

考生尚能利用實料－丶資料二和資料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三，但未能有效運用相關史實，有條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

理池就農村經濟改革和對外貿易兩方 均衡；

面闡析中國推行改革開放以來所取符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

的成效。內容咯欠均衡，或只能援引 題加以議論及／或分析，但論點

史實作簡單說明。整髖而言，尚能切 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薯重史

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實的鋪陳。

考生未能利用資料－丶資料二和實料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三，就農村經濟改革和對外貿易兩方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面闡析中國推行改革開放以來所取符 不相關的資料；

的成效，對棓關歷史認識膚淺，內容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

失衡，錯漏亦多。 盾。

考生答卷偏離題旨，或內容完全失 完全誤解題旨； 0-2 
衡，或論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內容貪乏及／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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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 1978年至2000年期間，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發展，但亦產生不少問題。試援
引史實，就貧富懸殊和貪污腐敗兩方面的問題，加以分析。 (10分）

貪污腐敗：.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發展，社會上滋長了唯利是圖的意識，一些共產棠幹
部以権謀私，貪污瀆職；他們除了進行個別性的貪污活動外，還會勾結商企集
圜，形成貪污集團。. 改革開放以來引入了市場經濟的元荼，物價開始浮動。隨署企業與建設的快速
發展，很多生產資料求過於供，價格飛升。政府推行了物品價格雙軌制，即除
了市場價格外，有些物資會用特定的、低於市場價格提供給挂定的部門及企

業，稱為計劃供應。同一種物資，巿場價格與計劃價格之間的差距十分大。一

些官員便利用手中的權力和職務之便，以計劃價格購入物實，然後以市場價格

賣出去圖利。官倒對商企的發展及人民生活帶來負面影攀。

貧富恩殊：. 改革開放主張讓一部分人先富超來。部分人民因為辛勤工作及經營有術等而致
富，社會出現貪富不均的現象。因為經濟高速發展，貧富差距擔大。又因為物

價隨著經濟發展而上升，賞窮的人民生活困苦，形成社會問題。. 改革開放也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超來，具體策略是先發展沿海城巿，並提供優惠
政策。柬南沿海經濟高速發展，內陸地區相對貪窮，地區差異擔大。中國的賞
富懸殊問題，不僅呈現在地區的發展差距上，更表現在城鄉之間丶農商之間丶
官民之間丶行業與行業之間等；而官倒貪污、權錢交易、逃祝漏税等非法行
為，加劇了貧富懸殊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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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貪污腐敗 能扣緊題旨； 9-10 
和貧富懸殊的問題有全面而深入的認 答案完備，內容豊贍，能有效
識，並能準縮地援引史實，從多方面 運用正璀及相關的資料；

加以分析。內容豊瞻，條理分明，答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
案均衡。 後一致，顥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 析·能力。

考生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貪污腐敗 能掌握題旨； 7-8 
和貧富懸殊的問題有基本而準縮的認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

識，並能援引租關史實，常試從多方 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

面加以分析。表達清晰，引用史實無 漏；

大錯誤，但稍欠完備。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

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

理據的議論。

考生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貪污腐敗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和貧富懸殊的問題有概咯的認識，並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

能援引部分租關史實加以分析。內容 均衡；

咯欠均衡，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

誤。 題加以議論及／或分析，但論點

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薯重史

實的鋪陳。

考生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貪污腐敗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和貪富懸殊的問題認識膚淺，作答內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 或與題目

容失衡，空洞無物，錯漏亦多。 不相關的資料；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

盾。

考生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貪污腐敗 完全誤解題旨； 0-1 
和貧富懸殊的問題毫無認識，或答卷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

偏離題旨，論據頗多錯誤，史事混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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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評卷參考

全卷共六單元，每單元各設三題。考生從所遁的雨個單元中各遁笞一颺，共笞雨囍完卷，

每題佔 25 分。

單元一：＝十世紀中國傳縞文亻b的讎展：承傳與轉變

1. (a) 試就西方文化傳人、守舊思潮重現兩方面，分析1912-1919年間反傳統思潮形成的原因。

(10分）

西方文化傳入方面：. 自清末洋務、維新丶新政等運動及革命派的引入西學，至 1912-1919年間面方政治丶
哲學丶文學思潮進一步傳入中國，噹中西方人權丶民主丶科學等思想，成為反傳統思

想形成的原因之－。如梁卷超介紹法國大革命，掲櫫人權思想；吳稚輝、李石曾介緒

法國無政府主義；王國維介紹叔本華丶尼采丶康德的哲學思想；胡適介紹具國杜咸的

實瞼主義；張君勱介紹德國倭鏗的哲學等。

守舊思潮重現方面：. 繼 1913年頒佈「尊孔令」，袁世凱於 1915年為重行帝制，提倡尊孔讀經，規定「國
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本」；與此同時，孔教會、尊孔會、國教維持會、靈學會
等保守團髖陸續出現。至 1917年張勳復辟時，康有為更請張勳定孔教為國教。袁丶

張借傳統思想帶動復辟，促使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由抗拒而産生反傳統思潮。

51 

Provided by dse.life



評分準則

內容1概念 熊力表現 所得分敷

考生對 1912-1919 年間反傳統思潮形成 能扣緊題旨； 9-10 
的原因有深入而具盤的認識，並能緊扣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璀

題旨，就西方文化傳入丶守舊思潮重現 相關之資料；

兩方面，準璀地引用相關資料，作深入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

分析。內容豊贍，條理分明，立場鮮明， 願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考生對 1912-1919 年間反傳統思潮形成 能掌握題旨； 7-8 
的原因有具盤的認識，並能按題旨要求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雜

作答，從多角度進行分析。全文緊扣題 錯誤材料及I 或重要遺漏；

旨作深入的分析，惜未能廣泛援引資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題能

料，部分論據欠完備；但整髖而言，表 加以分析及I 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亻列無重大缺

漏。

考生對 1912-1919 年間反傳統思潮形成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的原因有樺咯的認識，但未能引用相關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均衡；

史實，深入而具盤地從多角度進行分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議

析。內容略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 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致，或

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或部分 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論據矛盾；但整髖而言，表達尚可，內

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對 1912-1919 年間反傳統思潮形成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的原因認識膚淺，也未能適噹援引史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租關

事，分析流於表面化。作答內容失衡， 之資料；

或避重就輳，或不理會題旨，泛論反傳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統思想概況。內容空洞無牣，錯漏亦多。

考生對 1912-1919 年間反傳統思潮形成 完全誤解題旨； 0-1 
的原因毫無認識，或記憶混亂，錯漏甚 內容貪乏及／或不切題；

多。忽咯題旨，胡亂分析評論，立場不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定，或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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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並援引史實，析論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對孔學和中國文字的主張。 (15分）

對孔學的主張：. 整髖而言，他們都主張廢孔學，打倒孔家店。他們要排斥含有奴隸道德的忠孝覬念和
家庭本位；又提倡解放婦女：反對三綱的君摧丶父搵、夫權和三從四德。並認為孔學

所強調的內省修養和重挑階級，與現代的共和政髖不能租容。

對中國文字的主張：. 最激進的主張認為中國文字有礙進步，應予廢除，力主將中國文字改為拼音文字。次
之者主張簡化漢字，字旁加羅馬注音字毋，推廣漢語注音等。文字運用方面，力倡白

語文，以達致「我手寫我口」，摒崇「已死了的文字」－文言文，推倒蕢族文學，建

設人民的丶通俗的社會文學。

評分準則

- 

I 

內容／概念 龍力表現 所得分歟

考生對資料一有透徹的理解，對五四新 能扣緊題旨； 13-15 
文化運動倡導者在孔學和中國文字的 答案完備，內容豐瞻，能有效運用正喧

主張有全面而深入的認識，並能緊扣題 及相關之資料；

旨，準瓘地引用相闢史事，作詳盡析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

論。內容豊瞻，條理分明，立場鮮明， 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能夠從多方面進行闡釋，立論充實有

度，令人信服。

考生對資料一有正琿的理解，對五四新 能掌握題旨； 10-12 
文化運動倡導者在孔學和中國文字的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雜

主張有具盤的認識，並能按題旨要求作 錯誤材料及I 或重要遺漏；

答，從多方面進行析論。全文緊扣題旨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題能

作深入的析論，惜未能廣泛援引資料， 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部分論據欠完備；但整鱧而言，表達清

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亻列無重大缺漏。

考生對資料一有概括的了解，對五四新 對題旨了鮮一般； 6-9 
文化運動倡導者在孔學和中國文字的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均衡；

主張有桿略的認識，但未能引用租關史 表達一般，颜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議

實，深入而具盤地從多方面進行析論。 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致，

內容略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 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說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或部分論據

矛盾；但整髖而言，表達尚可，內容無

重大錯誤。

考生未能準璀理解資料－，對五因新文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化運動倡導者在孔學和中國文字的主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租關

張認識膚淺，也未能適噹地運用資料及 之實料；

史事，析論流於表面。作答內容失衡，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或避重就輳，或不理會題旨，泛述新文

化運動的各種主張。內容空洞無物，錯

漏亦多。

考生未能理解資料內容，對五四新文化 完全誤解題旨； 1-2 
運動倡導者在孔學和中國文字的主張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

毫無認識，或記憶混亂，錯漏甚多。忽 鉺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咯題旨，胡亂分析評論，立場不定，或

自桂矛盾。

' 
- 

I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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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考資料－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就以下三方面比較新文化運動倡導者與國粹派學者在整
理國故上的不同主張。 (25分）. 國故的價值. 整理國故的方法. 整理國故的目的 -~ 

國故的價值：. 胡適等認為「國故」只是世界學術中的一種，不要太標榜它的重要性。「國故」有好的，
也有不好的，「國粹」可趼究，「國渣」則必須摒棄，而整理國故只是趼究歷史的學術

工夫。. 國粹派學者如章太災、劉師培、黃侃丶許守微等，則認為國故就是「國粹」，是立國之
本，係存國故便能保國家，係民族。但他們也認為國故中有「國學」、「君學」之別，

應予發描的是前者而非後者。. 要之，二者均認為國故中有好有壞。其分野是胡適等對國故視作所究材料，國粹派則認
為整理國故是民族復興之道。

整理國故的方法：. 胡適等以科學方法／實職主義入手，以懷疑及批判以往的定論為出發點，來整理國故。
重心是去掉為國故附加的神語；擺脱長期封閉造成的自大心理；抱疑古的態度－他們稱

此舉為「捉妖」、「打鬼」；並進行系統性的整理。. 國粹派如章太災等，大抵承襲清代考據學的方法，主張由經傳章句訓詰入手，透過歷史
典籍考訂，和語言文字音韻的妍究，來整理國故。他們又認為愿取國粹之精神，兼採歐

化與其他學術，共冶一爐，使國學更為完粹。. 要之，胡適等是以西方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並以國故為一病髖來作所究；國粹派則以
傳統考造學入手，兼採「歐化」以補不足。

整理國故的目的：. 胡適、顧頡剛等整理國故的目的，是要從古書找出封建的、迷信的丶過時的束西，然後
丟紊它，令它不再迷惑人心。透過這樣的過濾，中國文化才易於與西方文化接軌。而且

整理國故，只是整理世界學術的－環，其他比國故更有用的學術一「歐化」，是更為重

要的。. 國粹派整理國故的目的是「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希望藉闡明古書義理，從而
復興中華。他們反對「醉心歐化」的西化思潮，認為西方文化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歐

化」只是用來補儒的兼採材料。. 要之，兩者目的在主、次不同。新文化運動倡導者整理國故，目的在使之與西方文化接
軌，主要是發据西學。國粹派整理國故的目的則是將國故完善化，從而以國學振興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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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對資料－丶實料二有透徹的理解， 能扣緊題旨； 22-25 
對新文化運動倡導者與國粹派學者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維

整理國故上的不同主張有深入而具髖 棓關之實料；

的認識，並能緊扣題旨，準確地引用租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

關資料，全面而均衡地就國故的價值丶 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整理國故的方法、整理國故的目的三方

面作深入比較。內容豊贍，條理分明。

立場鮮明，能夠從多角度進行析論，立

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考生對資料－丶資料二有正苲的理解， 能掌握題旨； 16-21 
對新文化運動倡導者與國粹派學者在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雜

整理國故上的不同主張有具體的認 錯誤材清料及／或重要遺漏；
識，並能按題旨要求，就國故的價值丶 表達 晰，條理分明，對棓關之問題能

整理國故的方法、整理國故的目的三方 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面，從多角度進行比較。全文緊扣題旨

作深入的析論，惜未能廢泛援引資料，

部分論據欠完備；但整髖而言，表達清

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考生對資料－丶賁料二有概拮的了解， 對題旨了解一般； 10-15 
對新文化運動倡導者與國粹派學者在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均衡；

整理國故上的不同主張有雜咯的認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議

識，但未能平衡地兼顧國故的價值丶整 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致，

理國故的方法、整理國故的目的三方面 或過分署重史實之鋪陳。

作答。未能從多角度進行比較；或只能

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盡理

想；或部分論據矛盾。不過，整髖而言，

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未能準璀理解資料－丶資斜二，對 對題旨了解不足； 6-9 
新文化運動倡導者與國粹派學者在整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 或與題目不相關

理國故上的不同主張認識膚淺，也未能 之實料；

適當地運用資料及史事，比較流於表面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化。作答內容失衡，未能就國故的價

值丶整理國故的方法丶整理國故的目的

三方面作答，或避重就輕，或不理會題

旨，泛論學者整理國故概況。內容空洞

無物，錯漏亦多。

考生未能理解實料內容，對新文化運動 完全誤解題旨； 0-5 
倡導者與國粹派學者在整理國故上的 內容貧乏及I 或不切題；

不同主張毫無認識，或記憶混亂，錯漏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甚多。忽略題旨，胡亂分析評論，立場

不定，或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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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試就張君勱丶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於1958年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析述他們肯定儒家文化價值的論點。 (10分）

. 旁定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中國文化為一活的文化，還有活着的腈神生命；. 儒家含有「囿而神的智慧」、「温潤面怛惻或悲憫之情」，情理兼備，為西方文化所
不及．；. 儒家心性之學有宗教性質的超越性，既重倫理，亦有着「終極關懐」. 儒家中心思想的「仁」、「天下為公」，與西方民主才目通；. 儒家的「利用厚生」與西方的科學目標一致；. 儒家「天下一家之情懐」，更可補西方霸道有餘、王道不足的缺陷。

評分準則

內容1概念 龍力表琨

考生對張君勱丶唐君毅丶牟宗＝、徐復 能扣緊題旨；

襯於1958年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
界人士宣言》中背定儒家文化價值的論 棓關之資料；

點有深入而具鱧的認識，並能緊扣題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

旨，準嚀地引用相關資料，作深入分 頫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析。內容豊瞻，條理分明，立場鮮明，

能夠從多角度進行分析，立論充實有

度，令人信服。

考生對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 能掌握題旨；

概於1958 年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雜

界人士宣言》中背定儒家文化價值的論 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漏；

點有具髖的認識，並能按題旨要求，從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題能

多角度進行分析。全文緊扣題旨作深入 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的分析，惜未能廣泛援引實料，部分論

據欠完備；但整盤而言，表達清晰，論

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考生對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瘋 對題旨了解一般；

觀力於 1958年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均衡；

界人士宣言》中肯定儒家文化價值的論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常試對試題加以議

點尚有稈略的認識，但未能平衡地兼顧 論及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致，

各論點作答。未能從多角度進行分析； 或過分署重史實之鋪陳。

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

不盡理想；或部分論據矛盾。整盤而

言，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對張君勵、唐君毅、牟宗三、徐復 對題旨了解不足；

覬於1958年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相關

界人士宣言》中肯定儒家文化價值的論 之資料；

點認識膚淺，也未能適噹地運用資料及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史事，分析流於表面。作答內容失衡，

未能適噹兼顧各論點作答，或避重就

輳，或不理會題旨，泛論儒家文化價

值。內容空洞無物，錯漏亦多。

考生對張君勱丶唐君毅丶牟宗三、徐復 完全誤解題旨；

襯於1958年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

界人士宣言》中背定儒家文化價值的論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點毫無認識，或記憶混亂，錯漏甚多。

忽略題旨，胡亂分析評論，立場不定，

或自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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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試析論「文化大革命」時期「破四舊」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帶來的衝擊和破壞。 (15分）. 在打倒「舊思想丶舊文化丶舊風俗丶舊習慣」的口號下，因舊的代表人物一大量學者丶
文化藝術工作者、知識分子被批門丶迫害，引致自殺丶他殺丶傷殘，傳統文化趼究工

作停頓。同時大量公私的古籍、藝術品丶文物丶古蹟遭玻壞，傳統文亻b 的趼究失卻大

量趼究材料。. 此期間的所諝文化運動，如儒法鬥爭史運動、批林批孔運動等，任意解釋或拉曲歷史丶
文學丶學術思想，混淆是非黑白，對思想文化造成惡劣彩竽。. 為建立革命學術，顛農傳統價值覬，儒家倫理襯念被視為封建遺垂，於是子女清算父
毋，夫婦劃清界線，學生鬥爭老師，朋友互才目描發，成為風氣，使傳統倫理價值蕩然
無存。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龍力表琨 所得分數

考生對「文化大革命」時期「破因舊」 能扣緊題旨； 13-15 
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帶來的衝擊和玻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

壞有全面而深入的認識，並能緊扣題 璀及相關之實料；

旨，準維地引用相關史事，作詳盡析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論。內容豐瞻，條理分明，立場鮮明， 致，顙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能夠從多方面進行析論，立論充實有
度，令人信服。

考生對「文化大革命」時期「玻回舊」 能掌握題旨； 10-12 
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帶來的衝擊和玻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壞有具體的認識，並能按題旨要求作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答，從多方面進行析論。全文緊扣題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之問題

旨作深入的析論，惜未能廣泛援引史 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事，部分論據欠完備；但整髖而言，

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亻列無重

大缺漏。

考生對「文化大革命」時期「玻囟舊」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帶來的衝擊和玻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瓘，但稍欠均衡；

壞有槔略的認識，但未能引用棓閼史 表達－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實，深入而具髖比從多方面進行析 議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論。內容咯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 致，或過分薯重史實之鋪陳。

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或

部分論據矛盾；但整髏而言，表達尚

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對「文化大革命」時期「玻四舊」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帶來的衝擊和玻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相

壞認識膚淺，也未能適噹地運用史 關之實料；

事，析論流於表面。作答內容失衡，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或避重就輳，或不理會題旨，泛述「文

化大革命」概況。內容空洞無物，錯

漏亦多。

考生對「文化大革命」時期「玻國舊」 完全誤解題旨； 0-2 
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帶來的衝擊和破 內容貪乏及／或不切題；

壞毫無認識，或記憶混亂，錯漏甚多。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忽略題旨，胡亂分析評論，立場不定，

或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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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地瑊與資溉運用

4. (a) 根據資料－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析論長安能夠成為唐代首都的原因。 (15分）

. 隋朝兩代帝主先後鑿廣通、通濟、永濟丶江南、邗溝等漕河，駁通南 :lb' 令長安得到
南方富庶物資的供愿。. 從資料二可見，由漕運至京師的米禋佔全國稻米賦猊的半救。而關中物資富饒遠不如
江南地區，故隋唐兩代須靠運河為處於西陲的首都帶來南方米糧。. 加上唐代因經過太宗以來的經營，國勢長期安穩，步入強盛富庶的黃金時期。長安人
口因而大幅增長，令它成為世界古代史上規棋最大的城巿。. 通常政府在首都附近屯駐重兵，以防邊患。唐代邊患主要來自西北民族，所以定都長
安，有利鞏固國防。. 在地勢而言，除關中平原易於建立大型都城外，它處於第二梯階，較處關柬的第三梯
階為高，又有黃河天險守護，若要由束向面攻，需逆流而上；而由南向北攻，它也有

群山的環峙，在軍事上屬易守難攻的地區。. 長安既有渭水支援灌溉，所虞的關中也河流匯聚，其中涇 7J<._ 等支援周邊地區；再者，

自先秦至隋代以來已在此地開鑿河渠，方便灌溉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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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津則

內容1概念 龍力表琨 所得分敷

［三三!~I且鬚二二；：正 I13-15 
令人信服。

考生能就資料回應關中物資雷饒逯能掌握題旨；

不如江南的事實，也能運用地圄並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援引史實，指出關中在地勢上的各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種優勢；運河更令因方物資能快速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租關之問題

地運達首都；或能指出廣通丶通濟丶 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永濟丶江南丶邗溝等漕河的作用。 論。

整髖而言，內容或未能廣泛援引史

事，表達清晰，論有所據，並平衡作

答，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考生能就資料回應關中物實富饒遠對題旨了解一般；

不如江南的事實，也能運用地圖並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援引史實，指出關中在地勢上的各表達一般，颜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種優勢；運河更令四方物資能快速議論及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地運達首都。一般而言，內容咯欠均致，或過分署重史實之鋪陳。

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史

論結合不盡理想，或部分論據矛盾；
但整髖而言，尚能切題，表達尚可，

內容無重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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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僅能就資料回應關中物資富饒對題旨了解不足；

遠不如江南的事實，勉強能利用池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相

圄，捧出關中在地勢 J:. 的優點。但關之實料；

未能援用史實說明地勢、河漕的方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便。錯誤理解提問，或作答內容失衡，

或避重就輳，或不理會題旨。內容空
洞無物，錯漏亦多。

3-5 • 

考生僅能抄錄資料作答，不猗未能完全誤解題旨；

就史實回應長安能夠成為唐代首都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二］七；i~~ 圖作答。論 1 組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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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闡釋唐代長安的文化面貌。 (10分）

. 唐代國力富強，周邊地區來進貢的使節丶經營的商旅丶突厥降將和貴族丶外來宗教僧
侶及少欸民族的質子、內附的少數民族等雲集首都，他們帶來異域的風物與文化，令
這本來就自五胡至北朝時代充滿胡俗的關中，充斥著外來文明。. 資料三顯示唐代長安外來的物質文明甚為豊富，如自太宗時有胡漢夾雜穿截彼此帽式
的現象，太子承乾更好暴突厥風俗和語言；至玄宗時，更出現胡服、胡舞、胡食丶西
域酒大行於長安的現象。. 唐代絲綢之路自首都以西通往河右，交通遠達天竺丶波斯、大食等地，遂使長安百姓
受濡染的是眾多方面文1l:. 的色彩。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熊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援引史實，指出五胡至北朝 能扣緊題旨； 9-10 
時代充滿胡俗的關中，本就充斥署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
外來文化，而唐代絲綢之路通往各 墟棓關之資料；

地，令長安百姓進一步濡染眾多方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面文 1t. 的色彩。概括來說，內容豐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贍，條理分明，答案比例均衡，立論

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考生能根據資料並援引史實，闡釋 能掌握題旨； 7-8 
各式人物的文化特徵，如使節、商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旅丶突厥降將、僧侶等雲祟首都， 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為長安帶來國際視野和多元文化的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之問題

色彩。一般而言，內容雖未能廣泛援 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引資料，但全文仍能緊扣題旨作答， 論。

部分論據欠完備。整盤而言，表達清

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亻列無重大缺漏。

考生能根據資料並援引若干史實，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闡釋唐代長安多元文 11:. 的內容，其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均衡；

中各式人物的文化特徵，如使節丶 表達一般，顥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商旅丶突厥降將丶僧侶等都是長安 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文化中必有的原素。一般而言，內容 致，或過分署重史實之鋪陳。

咯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

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但整髖而言，

尚能切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

誤。

考生僅能抄錄資料作答，不能援引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史實補充。或答案只能陳述表面，或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相

作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輳，或不理 關之資料；

會題旨，內容空洞無物，張冠李截，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錯漏亦多。

考生抄錄資料作答，不能援引史實 完全誤解題旨； 0-1 
補充，甚至誤解題目。或答題完全失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衡，或論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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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根據資料－，並援引史實，闡釋南宋臨安的地理優勢。 (10分）

. 實料－顯示臨安因周江河匪聚，交通便利，鎮市環繞，經濟發達，是建都的優勢之－。. 隋代運河線以餘杭為南方終端；唐代經濟重心南移，南方戶口增加，上述地理優勢也
促使臨安人口上升，成為建都誘因之－。. 內河漕運為臨安主要的國內交通孔道，陸路可經浙江南下。會稽丶温州海産豊富，閩丶
廣土貨如水果可自海路往還，供愿快捷，而江南五穀充盈，自經濟南移以還，手工業
五花入門，足以支援首都日益膨脹的人口。. 錢塘概潮、西湖勝景等風光令高宗以臨安為首都。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引用資料，並援引史實，指出 能扣緊題旨； 9-10 
臨安交通便利，經濟發達，人口上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

升；加上內河漕運提供的各種方 維相關之實料；

便；江南農業為臨安市民提供足夠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糧食，手工業也支援了該地的各類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用度；臨安的美景也是地理優勢之

一。概拮來說，內容豊贍，條理分明，

答案比例均衡，立論充實有度，令人

信服。

考生引用資料，並援引史實，在交 能掌握題旨； 7-8 
通、地利、戶口、農業和手工業上，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展示南宋臨安的地理優勢。大體上， 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考卷內容雖未能廣泛援引資料，但全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之問題
文仍能緊扣題旨作答，部分論據或欠 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完備，惟整髖而言，表達清晰，論有 吟`田 。

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考生引用資料，顯示臨安四周江河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匯聚，交通便利，城巿環繞，經濟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均衡；

發達，是建都的基本優勢。一般而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言，內容咯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 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但 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整髖而言，尚能切題，表達尚可，內

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未能準確理解題旨，或引用錯誤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的史實，不能捧出臨安的地理優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相

勢，陳述表面。或作答內容失衡，或 關之資料；

避重就輳，只能引用資料，並無重要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史實的援引，內容空洞無物，錯漏亦

多。

考生僅能抄錄資料，或答卷嚴重偏離 完全誤解題旨； 0-1 
題旨，以政治等原因回應題目，或答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題完全失衡，或論據頗多錯誤，史事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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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一、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史實，析論南宋臨安經濟繁盛的原因。 (15分）. 南渡初年，跟隨宋室遷都的官吏及其家眷佔臨安城中人口百分之二三十之間，至於外
來居民及其後裔也佔人口半款，各行各業因應臨安成首都而以此地求業和棲身的，還

有實料二提及的各行各業的群眾。人口增加成為臨安經濟緊盛的主因。. 南宋時商業成為不少市民的生計，政府也樂於徵收商我，藉以支付龐大軍費或和約的
開支。. 臨安商業的蓬勃見於日市丶早市和夜市，因慮季節而出現的市場，如煙巿丶蟋蟀市等，
更有各種專門買賣、覬賞表演耍樂的市場，如米市、肉市、菜市、花市、布市、瓦市丶

慕市、馬市丶水果市、金銀市等。隨著首都生機盈然，臨安外固人口也租應增加，出

現資料一顯示各交易頻緊的鎮市，如浙江市、西溪市丶赤山市、龍山市丶南土門市等；

這些衞星城市都是環繞商機勃發的首都而發展越來。. 臨安人口稠密，運河穿流市內，因交通方便，市民多流連各市，店鋪經營時間也因遊
人如鯽，形成三因更收市、五更啟市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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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琨 所得分數

考生充分利用各條資料，並援引史 能扣緊題旨； 13-15 
實，析論南宋臨安經濟緊盛的原因 答案完備，內容豊瞻，能有效運用正

在於人口激增、工商發達丶周邊新 璀棓關之資料；

興城市支援；除日市丶早市和夜市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外，也有專門巿禁。能夠說明運河 致，顥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穿梭市內，市民多流連各市，店鋪

經營時間也因遊人如鯽，形成三因

更收市、五更啟巿的現象。考生甚

至指出南宋政府重視海運，發展束

海航線，令束北亞商旅抵達杭州，

令商貿經濟更趨國際化。分析詳盡，

條理分明，內容豐贍，立論充實有度，

令人信服。

考生根據資料，並援引史實，指出 能掌握題旨； 10-12 
宋室遷都的官吏及其家眷佔臨安城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中人口百分之..::.三十之間，至於外來 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居民及其後裔也佔人口半數，各行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題

各業因愿臨安成為首都而以此地求 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業和棲身的，還有實料二提及的各 吟,1111 。

行各業群眾。人口增加成為臨安經

濟緊盛的主因。整髖而言，表達清

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亻列無重大缺漏。

考生根據資料，援引史實，概拮地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從人口、商業及交通方面指出南宋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臨安經濟繁盛的原因，但未能均衡 表達一般，顥示考生常試對試題加以

作答。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 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史論結合不盡理想，或部分論據矛 致，或過分署重史實之鋪陳。

盾；但整髖而言，尚能切題，表達尚

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根據資料，從人口丶商業及交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通方面指出南宋臨安經濟繁盛的原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相

因。作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輳，或 關之資料；

不理會題旨。內容空洞無物，錯漏亦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多。

考生僅能抄錄資料；未能概拮指出 完全誤解題旨； 0-2 
人口、商業及交通是南宋臨安經濟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縶盛的原因；誤以政治丶軍事因素 紐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作答，或答題完全失衡，或論據頗多
錯誤，史事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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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口通商使廣州成為唯一延續對歐美各國貿易的口岸。試就商品經濟和
文化交流兩方面，析論鴉片戰爭前廣州的貢獻。 (25分）

商品經濟方面：
• 1757年前，外商在較自由的營商環境下，可在浙江丶江蘇丶福建、廣束等口岸貿易，一口通
商後，歐具商人只能在廣州進行貿易，於是在當池設立商館，促進廣州經濟發展。

• 1759年《防範外夷規條》更驅使外國商人及舟6 來貨品集中遠離政治核心的廣州，令厝州華洋
貨品雲集。. 噹 B寺英國、荷蘭丶西班牙、葡萄牙都在廣州進行貿易，出口貨品多屬茶葉、絲綢丶棉布和陶
瓷製品，而入口貨物多屬毛織品、棉花、白銀和鴉片。其他束亞或束南亞國家也進口香料丶
黃銅和其他珍貨。自 1749 至 1838年，外國船描進入廣州者超逾五千艘，許多中國商人也出海
貿易，進一步令·廣州的知名度大增，成為束面交通丶貿易，甚至文亻b 的樞紐。

文化交流方面：. 傳教士在廣州傳教，開展了原熙禁教後，面方宗教重叩中國大門的先河。. 各種書刊在西人文化影攀下出現，如英商出版《廣卅紀事赧》，傳教士郭士立創《束西洋考
每月統記傳》介紹西方新聞丶歷史丶宗教等，增進時人知識，直接影攀噹時士大夫的桃野及
對西方的認識，也令外國了解中國的時事和內政，成為束西文1t. 的橋樑。. 西洋醫學因廣州持續開放而得以傳入，其中皮爾遜在廣州行醫，教授接種牛痘方法；傳教士
伯為在 1835年開設眼科醫局，對中國貢獻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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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所得分歟

內容／概念 能力表琨

考生能均衡商品經濟和文化交流兩方能扣緊題旨； 22 25 

面，析論鴉片戰爭前廣州的貢獻，指 答案完備，內容豊贍，能有效運用正維
出清乾隆二十二年 (1757 年）一口通租關之資料；
商使廣州成為唯－延續對歐美各國貿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
易的口岸； 1759 年《防範外夷規條》 顥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更驅使外國商人及鈾來貨品禁中遠離
政治核心的廣州，而中國出口商品也
同時匪聚該地，令廣卅華洋貨品雲
集，並能挂出貨品名稱。在文化方面，

能舉列基督教傳教士的佈道丶書刊丶
鑿學等例子。概拮來說，內容豊贍，條
理分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考生能均衡商品經濟和文化交流兩方 能掌握題旨； 16-21 
面，在出口貨品和入口貨物的答案間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雜

取得平衡。指出外國船躺進入廣州者 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超逾五干艘，許多中國商人出海貿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題

易，進一步令廣州的知名度大增，成 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為束西交通、貿易，甚至文亻b 的樞紐。

外國傳教士的赧章、字典，不獨增進

時人知識，還直接影攀噹時士大夫的

祗野及對歐具各國的認識；西洋醫學因

廣州持續開放而得以入傳，對噹時棓對

落後的滿清中國貢獻至大。整髖而言，

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亻列無重大

缺漏。

考生未能均衡商品經濟和文化交流兩 對題旨了解一般； 10-15 
方面作答；對一口通商後，歐具商人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均衡；

厝、）升進行貿易，促進廣州經濟發展僅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常試對試題加以議

有概括的認識；對出入口商品認識不 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致，

多；未能拉出 1759 年《防籙外夷規條》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1 後廣州的優勢。整髖而言，尚能切題，
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既未能均衡作答；對一口通商僅 對題旨了解不足； I 6-9 
有概括的認識，對商品經濟和文化交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相

流認識不深，史料有錯誤。 關之資料；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誤解題目；答案並不環繞「一口 完全誤解題旨； 0-5 
通商使廣州成為淮－延續對歐美各國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貿易的口岸」 為中心，或論據頗多錯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誤，史事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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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時代與輝識分子

7. (a) 根據資料－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釋孔子周遊列國的遭遇，他又如何堅持他的理想。
(IO分）

.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因魯國國內同僚的排擠，離開魯國開始周遊列國的旅程。. 資料－顯示，孔子曾在衞丶曹丶宋、陳、蔡丶鄭丶楚等國遊歷並宣捅政治理想，但都
沒有得到重用。. 資料二說明孔子因齊國設計陷害，令魯定公和季極子疏遠孔子，驅使他辭官去位，開
始國外遊歷生涯。在遊歷生涯十三年中，他雖受到若千國君的禮遇，如衞靈公給他在

一魯國才目同的俸祿，但也經歷了不少危厄，其中如在宋時受司馬桓魅威脅砍去孔子棲息

的大樹，令孔子－行人繞道往鄭國；此外，孔子在陳國時糧食供應斷絕，跟隨的弟子

病倒；部分弟子如子路甚至出言埋怨，但孔子以君子在窮困時才能見到節操，而小人

窮困則會胡作非為為戒。到孔子六十入歲時，他因魯大夫季康子遺使迎回魯國，從此

除講學外，他埋首於薯述和整理經學的工作。. 上述事件證明士窮而節乃見，孔子在窮途時不獨堅持節操，告誡弟子，還不因不遇於
時而改變自己的政見來遷就或逢迎國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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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熊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根據資料－和資料二，指出孔 能扣緊題旨； 9-10 
子在魯國被排擠並開始周遊列國的 答案完備，內容豊瞻，能有效運用正

原因；闡釋資料－孔子周遊路線和 嚀相關之資料；

資料二孔子遭遇的內容，說明他在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窮困時所顯現的節操；晚年回魯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國，除講學外，埋首於著述和整理

經學的工作，都是堅持理想約表

現。概括來說，內容豐贍，條理分

明，答案比例均衡，立論充實有度，

令人信服。

考生根據資料，指出孔子在魯國被 能掌握題旨； 7-8 
讒言中傷，遭到排擠並開始周遊列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國的原因；並闡釋孔子周遊路線和 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遭遇在陳絕種等的內容，雖得國君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題

禮遇而不重用，說明他在窮困時所 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顥現的節操，是孔子堅持理想的表 -'-甜.b.冏°

現。全文能就題旨作深入的析論，惜

未能廣泛援引資料，部分論據欠完

備；整髖而言，表達清晰，論有所據，

所引史亻列無重大缺漏。
-- 

考生僅能根據資料－，指出孔子周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遊列國的路線；對資料.::..卣勺認識不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璀，但稍欠均衡；
足；對他堅持理想，如講學丶署述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常試對試題加以
和整理經學的工作，都無深入的認 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識。整髖而言，尚能切題，表達尚可， 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對列國路線及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周遊遭遇認識槔淺；更無法回愿孔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相
子堅持理想的提間。內容失衡，或避 闢之資料；

重就輕，或不理會題旨，內容稈疏，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頗有錯漏。

考生僅能抄錄實料－的路線作答。 完全誤解題旨； 0-1 
內容空洞，錯漏甚多，或偏離題旨。 內容貧乏及I 或不切題；

絪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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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析論孔子在教育上的貢獻。 (15分）. 據稱孔子有三千弟子，其中卓越有成的有七十二人，而「孔門十哲」有以德行見稱的
顔淵、閔子騫、冉伯牛和仲弓；善於辭令和遊說的宰我和子貢；以從政見著的冉有和

季路；以文學出色的子游和子夏。孔子教導門人以重視仁德為主，如顏淵窮達好學而

不違仁，便是教育導致的成果。. 孔子整理典籍，（《詩》丶《書》、《禮》、《樂》和《易》都在他重視承傳文1t. 的心

態下得到整理，在弘暢周文化之餘，也宣傳自己的教育覬念。. 孔子編纂《春秋》，目的在褒貶人物，賞善罰惡，令亂臣賊子不敢胡作非為。故《春
秋》雖是史書，但也是一部教育性的書籍。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琨 所得分歟

考生根據資料，指出化三千丶七十 能扣緊題旨； 13-15 
士的貢獻，而這些弟子又各具所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

長，在德行丶政治丶教化上有所建 堢相關之資料；

掛。孔子整理六經，重視承傳文化，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在弘捅周文化之餘，也宣傳自己的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教育覬念。而撰《春秋》賞善罰惡

的目的，有深遠的教育意義。內容

豊瞻，條理分明，立論充實有度，令

人信服。

考生根據資料，指出孔子弟子各具 能掌握題旨； 10-12 
所長，在德行、政治、教化上有所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建掛。孔子整理六經，重視承傳文 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化，在弘捲周文化之餘，也宣傳自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題

己的教育襯念。而撰《春秋》賞善 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罰惡的目的，有深遠的教育意義。 論。

全文緊扣題旨作深入的析論，但未能

厝泛援引資料，部分論據欠完備；整

髖而言，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

史例無重大缺漏。

考生根據資料，約咯舉證孔子弟子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各具所長，而孔子埜理六經，重視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均衡；

承傳文化，在弘捅周文化之餘，也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宣傳自己的教育觀念。而撰《春秋》 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賞善罰惡的目的，有深遠的教育意 致，或過分薯重史實之鋪陳。

義。內容略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

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或

部分論據矛盾；整髖而言，尚能切題，

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對孔子在教育上貢獻的認識僅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從資料三而來，但概括上仍能回愿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租

提問。作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輕， 關之資料；

內容空洞無物，頗有錯漏。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答案嚴重失衡，答案重點傾斜 完全誤解題旨； 0-2 
在孔子對後世的影舉上，錯漏甚多。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忽咯題旨，胡亂綜合，線索不明。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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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 你同意資料－的觀點嗎？根據資料一，並就司馬遷修撰（史記）時選取的人物，加以析論。
(15分）

考生同意實料－的襯點，可循以下思路析論：. 司馬遷在著作中歌頌陳涉、吳廣揭竿而超，把前者列入《世家》；又贊同項羽超兵反
抗暴秦的事功，把他列入《本紀》之中，凡此都是《史記》突玻傳統的桎梏，以人民

利益為前提的例子。. 司馬遷讚捲珍視百姓的循吏，非議草菅人命的酷吏；《醋史列傳》的出現，不啻是他
斥責漢武帝中央禁權管治下，呈現處政．黑暗的一面。. 司馬遷重視人民生活，重視實際生活需要，不盲目貶斥營商的風氣，甚至在《貨薤列
傳》中讚捲巴寡婦清發揮租業的事蹟。. 司馬遷以刺客~ 丶游俠入傳，說明他重視販夫、層狗之輩；褒捅重誠信的低下階層人物，
不惜牴牲．性命來完成使命。

考生不同意資料－的觀點，可循以下思路析論：. 司馬遷在著作中記載項羽、陳勝只是因署他們是抗秦的代表人物，前者固代表實族，
後者代表戍卒首領，和「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全無閼係。. 司馬遷在《史記》內雖有刺客丶游俠丶商賈的記載，但噹時社會構成的主要成分是農
民和奴隸，而太史公並無記載他們的生活。. 《史記》中的《刺客》丶《游俠》等傳內人物，多只為赧答公侯將租知過之恩而為之
效死，司馬遷在書寫中流露了他偏重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和「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

全無關係。. 司馬遷批評漢武帝純出於私人恩怨，批評漢武帝縱慾和黷武，但整體上還是歌頌他的
事功，談不上「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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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考生就司馬遷修撰《史記》時的選

取人物，回應資料－的提問。答案

或振出司馬遷把陳涉列入《世家》；

將項羽列入《本紀》；在《醋吏列
傳》和《平準書》斥責漢武帝虐政
黑暗的一面；在《游俠列傳》中褒

捲重誠信的低下階層人物等，說明

他臧否人物的標準，是以人民利益

而出發。考生同樣可拷出項羽丶陳

勝只是抗秦的代表人物，前者代表

蕢族，後者代表戍卒首領，和「以

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全無關係；噹

時社會構成的主要成分是農民和奴
隸，而太史公並無記載他們的生活

等理據作為反對資料－的回應。內

容豐瞻，條理分明，立論充實有度，

令人信服。

考生就司馬遷修撰《史記》時的選

取人物，能引用棓關史實，回愿資料

－的提問。未能廣泛援引實料，全文

緊扣題旨作深入的析論，部分論據欠

完備；但整髖而言，表達清晰，論有

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考生就司馬遷修撰《史記》時的選

取人物，回愿資料－的提問。內容

咯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

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或部分論據

矛盾；但整髖而言，尚能切題，表達

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未能理解才是問；未能針對司馬

遷撰著《史記》突破傳統的桎梏，

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的提問加以回

應，只能泛論司馬遷撰著《史記》
的動機，但仍有若干內容與題旨租

關。

答題維織混亂；強辯堆砌，但無關

宏旨。

熊力表現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豊贍，能有效運用正

璀相闢之資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題

能加以分析及I 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論。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議論及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致，或過分薯重史實之鋪陳。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租

關之資料；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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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分析司馬遷的著述和所處時代的關係。 (10分）. 根據實料二，司馬遷分析全國經濟生產特色與地域的傳統民風丶民俗有關，並能對噹
時全國經濟地區進行分析，以特質及天然資源來評析該地之所以成為畜牧丶農業丶工

業區域的原因。. 司馬遷靦合時代的要求，並．反映他並無傳統重農抑商的觀』點，提出按各地經濟生産特
色及傳統民風，發展自由經濟的理念，並在全國範圍形成不同經濟區的情況下，緝成

各有特色和優勢，又能互補不足丶相互協調的經濟共同髖。
• 

• 

' • 
• 
• ' 
• ' 
• 

; 

二

'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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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熊力表現 所得分歟

考生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 能扣緊題旨； 9-10 
史實，指出司馬遷在蓬作中分析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
國經濟生産特色與地域的傳統民 瓘租關之資料；
風丶民俗有關，統治者若能因勢利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導，則可按各區域的經濟特色加以 致，頫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發展；他贊同「依山吃山，依水食

水」，按特産而營生，因地利而存

活的理念；他並沒有重農抑商的觀，

點，反而提出按各地經濟生産特色

及傳統民風，發展自由經濟的理

念，並在全國蕤囯形成不同經濟區

的情況下，維成各有特色和優勢，

又能互補不足丶棓互協調的經濟共

同髖。一般而言，內容豐瞻，條理分

明，答案比例均衡，立論充實有度，

令人信服。

考生根據資料，並援引史實，指出 能掌握題旨； 7-8 
司馬遷就噹時全國經濟地區進行分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析，以特質及．天然資源來評析該地 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之所以成為畜牧、農業丶工業區域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題

的原因，藉此緊扣太史公著作和所 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處時代的關係。一般而言，蹤使未能 ~5A 冏°

廣泛援引資料，但全文仍能緊扣題旨

作答，部分論據欠完備。整髖而言，

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亻列無重

大缺漏。

考生根據資料，分析司馬遷按天下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大勢，闡述各地生産特色和所處時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璀，但稍欠均衡；

代的關係。一般而言，內容咯欠均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史 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論結合不盡理想；但整髖而言，尚能 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切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僅能根據實料，咯述司馬遷在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薯作中展示他對各生產區的了解，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 或與題目不棓

卻未能回愿司馬遷薯述與所處時代 關之實料；

的關係。一般而言，作答內容失衡，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或避重就輳，或不理會題旨，內容空

洞無物，張冠李戴，錯漏亦多。

考生僅能抄錄兩段資料，未能回慮 完全誤解題旨； 0-1 
司馬遷著述與所處時代的關係。答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題完全失衡，或論據頗多錯誤，史事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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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析論梁啟超在講學、辦報和其他學術活動三方面的成就。 (25分）

講學方面：. 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任總教習時，介紹民椎、大同等覬念，以及保國、保種丶係教的思想。. 梁啟超曾倡辨女學堂。在維新變法期間，參與創立京師大學堂和編譯學堂；於日本創立大同
學校；民國後，參與中國公學改辦為大學等計劃，為培養新一代作出多方面貢獻。. 梁啟超曾在北京大學丶清華學校丶北京師範大學等著名學府任教；又於各大城市，如北京丶
天津、上海等演講，宣捅傳統學術和中國文化，都影攀一代青年的思想。. 梁啟超改革舊文學，提倡「新民（文）髖」，為後來新文化運動奠下基礎。

辨赧方面：. 梁啟超是近代中國新聞史上具影禦力的人物，從事報刊活動近二十七年，創辦領導報刊《新
民叢報》、《清議報》十七種，以論政及抨擊時弊（社論）為赧章的主要內容，被譽為「言論

界之驣子」。. 梁啟超等人創辦《晨鐘赧》（《晨赧》），推動新文化為宗旨，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陣地，促成
了新一代的覺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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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彗言［言言［畦~i la; 訂；三三三;::~: 苲 I 所;~_!;數
為大學等計劃。考生並對梁啟超學術

署作有所介紹和認識。概括來說，內容

豊贍，條理分明，答案比例均衡，立論

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考生能就講學、辨報和其他學術活動能掌握題旨； I 16-21 
三方面，均衡析論梁啟超的成就，包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雜

括講學如梁啟超曾在北京大學等校任錯誤材料及I 或重要遺漏；

教；又於各大城市演講，宣捅傳統學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之問題

術和中國文化。在辨赧方面，如創辦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領導報刊《新民叢赧》、《清議報》；
創辦《晨報》，推動新文化為宗旨和

它的彩享。學術活動包拮改革舊文

學，提倡「新民（文）髖」，為後來新

文化運動奠下基礎，並整理國故，在

文學、遊記、歷史、思想史丶宗教上
均藩作貢獻。大體上，考卷內容雖未能

廣泛援引資料，但全文仍能緊扣題旨作

答，部分論據或欠完備，惟整髖而言，

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亻列無重大

缺漏。

考生能就講學、辨赧和其他學術活動對題旨了解一般； 丨 10-15 
三方面，析論梁啟超的成就。一般而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均衡；
言，內容咯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表達一般，顥示考生常試對試題加以議
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但整髖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致，

而言，尚能切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大錯誤。

考生未能準維理解題旨，分析梁啟超的對題旨了解不足； I 6-9 
成就棓對膚淺，未能運用相關史事作分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相
析，陳述表面。錯誤理解提問，或作答關之資料；
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輳，或不理會題旨。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內容空洞無物，鐠漏亦多。

考生未能就講學、辦報和其他學術活完全誤解題旨； I 0-5 
動，析論梁啟超的成就；以他參與維內容貧乏及I 或不切題；

新時期或民國期間的政治活動作答。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答卷偏離題旨，或答題完全失衡，或論

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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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制度與政治溟變

10. (a) 根據資料－，並援引史實，分析北魏推行垮田制的目的。 (10分）

. 鮮卑蕢族丶官僚丶宗主督護兼併土地，蔭庇隱户，使農民無地可耕，生計困難，或到
處流離，或賣身為奴婢；威脅政摧安穩，影舉國家收入。故欲行均田制加以改善。. 孝文帝即位後的十一年間，農民因生活困苦，頻頻超事，動搖國基。北魏政府乃欲藉
改革田制，改善百姓生計，以維持社會穩定。

評分準則

內容1概念 熊力表琨 所得分歟

考生對北魏推行均田制的目的有深入 能扣緊題旨； 9-10 
而全面的認識，並能緊扣題旨，從不同 答案完備，內容豊贍，能有效運用正

層面進行分析。內容豐贍，條理分明， 嚀租關之資料；

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考生對北魏推行均田制的目的有正雄 能掌握題旨； 7-8 
的理解，並能引用史實，分析北魏推行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均田制的目的。全文緊扣題旨作深入的 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析論，但未能廣泛援引資料，部分論據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題

欠完備；但整髖而言，表達清晰，論有 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考生對北魏推行均田制的目的只有 *'.!I.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略的認識，未能引用租關史實，多角度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璀，但稍欠均衡；

分析北魏實旄均田制的目的。內容咯欠 表達一般，顥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史 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論結合不盡理想；但整髖而言，尚能切 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未能準維理解題旨，對北魏推行均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田制的目的認識膚淺，未能運用相關史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桔
事作說明，陳述表面。作答內容失衡， 關之資料；

或避重就輳，或不理會題旨，泛論均田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制實范概況。內容空洞無物，錯漏亦

多。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對北魏推行均田制 完全誤解題旨； 0-1 
的目的毫無認識，或記憶混亂，錯漏甚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多。忽略題旨，胡亂綜合，線索不明。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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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北魏與唐代皆實施均田制。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析北魏丶唐代授田情況不同與
當時政治、社會的關係。 (15分）

政治方面：

• ;!I:; 魏時奴婢、耕牛可獲授田，唐代則廢棄。因南北朝時，門第制度盛行，北魏允許豪

強藉奴婢丶耕牛受田，是與豪強丶靑族妥協的做法。至唐代，門第社會逐漸消融，官

僚丶豪強佔有奴婢數量大減，唐政府亦刻意抑制豪強多佔土地，故奴婢、耕牛受田已

失去政治交易的現實作用而被廢除。

社會方面：. 唐時道士、僧徒、女冠、尼女古及工商業者獲授田，北魏並無此措旄。唐代佛丶道盛行，
工商業發達，寺襯與~1..商業者佔田甚多。唐政府將僧道、工商業者列為受田對象，是
要將其土 i也納入均田制之下，限制其數量。至於北魏時期，佛、道時盛時衰，工商業

亦未如唐·代篷勃，故無須向僧道、工商業者施行以授田為名、限田為實的措旄。

• :ii:; 魏婦人可受田，唐代只有寡妻妾受田，一般婦人没有。因北魏行均田之前的二百年，

北方長期戰亂，出現大量無主荒地，故北魏授田及於婦人，以增加租就。唐初頒令取

消婦人受田，目的在減輳百姓負擔。蓋北魏至隋，一夫一妻所納賦就是單 T者因倍，

負擔較重。唐·行均田目的在招撫流亡，安定民生，故取消授田予婦人，以減輳百姓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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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琨 所得分鐓

考生對北魏、唐代均田制有透徹的理解 能扣緊題旨； 13-15 
和深入的認識，並能緊扣題旨，準璀地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

引用租關史事，闡析北魏丶唐代授田情 確相關之資料；

況不同與噹時政治、社會的關係。內容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豊贍，條理分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信服。

考生對北魏丶唐代均田制有正維的理 能掌握題旨； 10-12 
解，並能闡析北魏、唐代授田情況不同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與噹時政治、社會的關係。全文緊扣題 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旨，但未能廣泛援引資料，部分論據欠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題

完備；整盤而言，表達清晰，論有所據， 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考生對北魏丶唐代均田制僅有梅．略的認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識，未能引用租關史實，闡析北魏、唐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均衡；

代授田情況不同與噹時政治、社會的關 表達一般，頫示考生常試對試題加以

係。內容咯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 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或部分 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論據矛盾；但整髖而言，尚能切題，表

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對北魏、唐代均田制認識膚淺，也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未能運用史事加以闡析，陳述表面。作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租

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輳，或不理會題 關之資料；

旨，泛論不租千的北魏、唐代均田制資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料。內容空洞無物，錯漏亦多。

考生對北魏丶唐代均田制毫無認識，或 完全誤解題旨； 0-2 
記憶混亂，錯漏甚多。忽略題旨，胡亂 內容賞乏及／或不切題；

分析，立場不定，或自棓矛盾。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i
`
`
i
!
i
l
i
i
!
i
3
'

才
1
1
r
\

如\
1
!
i
-
`
,
\
l
5

i
"
A
3
'
，
3
:
J
:^
「
；
A
:

77 

Provided by dse.life



11. (a) 試以唐代為例，從下列三方面，析論均田制敗壞如何導致府兵制的破壞。 (15分）. 授田不足. 兼併成風. 户籍不清
. 授田不足導致無力番上。唐均田制有狹鄉、亢鄉之分。狹鄉地少人多，大多授田不足；
兼之其後官僚架構日益龐大，職分田丶公廨田佔田 El 多，加上貞覬丶永徽、開元等盛

世後人口劇增，授田不足，甚至無田可授已成噹態，均田制名存實亡。惟是府兵服役，

例須自備七事（包括衣服、被丶資、物丶弓箭、鞍嘢丶器杖）以及番上途中所需糧食，
違者受刑。至均田制玻壞，農民生計日差，自給自足的府兵制自然無法維持。

. 兼併成風導致兵源不足。唐代均田制對土池買賣的限制較為亢鬆，至中葉以後，貴族丶
官吏丶豪強競租兼併民田；不少百姓失去田地，仍為課戶，須繳納税款，無法負擔者

惟有逃亡他鄉，或投靠莊囷，淪為隱戶。府兵徵自農民，逃匿之風使兵源枯竭，兵制

無法維持。

. 戶籍不清導致質量下降。唐初清查戶籍十分嚴護，作為田畝授受的憑藉。但開元以後，
政治日趨廢弛，原來三年一造籍變為多年不修改，使戶籍資料嚴重失準。府兵原以上
六等農民為徵兵對象，戶籍不清，導致隨意徵調，而不欲服兵役者更大舉逃亡，使兵

員質量均大大下降，府兵制遂告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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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琨 所得分數

考生對唐代均田制與府兵制兩者的關 能扣緊題旨； 13-15 
係有透徹的理解，並能緊扣題旨，準瓘 答案完備，內容豊瞻，能有效運用正

地引用租關史事，從授田不足、兼併成 璀棓關之實料；

風、户籍不清三方面析論府兵制破壞的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原因。內容豐贍，條理分明，立論充實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有度，令人信服。

考生對唐·代均田制與府兵制兩者的關 能掌握題旨； 10-12 
係有正璀的理解，並能從授田不足、兼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併成風、户籍不清三方面析論府兵制玻 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壞的原因。全文緊扣題旨作深入的析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桔關之問題
論，但未能廣泛援引資料，部分論據欠 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完備；但整髖而言，表達清晰，論有所

據，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考生對唐代均田制與府兵制兩者的闞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係僅有稈略的認識，未能引用相關史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璀，但稍欠均衡；

實，從授田不足、兼併成風、户籍不清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常試對試題加以

三方面析論府兵制玻壞的原因。內容咯 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 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史論結合不盡理想，或部分論據矛盾；

但整髖而言，尚能切題，表達尚可，內

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對均田制敗壞導致府兵制破壞的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原因認識膚淺，也未能運用史事作出分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棓
析，陳逑表面。作答內容失衡，或避重 關之資料；

就輳，或不理會題旨，泛逑唐代均田制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或府兵制的內容。內容空洞無物，錯漏

亦多。

考生對均田制敗壞導致府兵制破壞的 完全誤解題旨； 0-2 
原因毫無認識，或記憶混亂，錯漏甚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多。忽咯題旨，胡亂分析，立場不定，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或自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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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試從節省軍費與開墾荒地兩方面，分析明代衞所制的優點。 (10分）

. 節省軍費方面：明代衞所制與屯田制、結合，軍人平日須從事耕種，自給自足。軍人及
家屬屯田所得槿食要上繳官府，稱為「屯田子粒」，分為正槿和餘糧兩類。正槿貯存

在衞所屯倉內，供軍隊支用；餘粳則用來支付軍隊的俸槿，使國家可節省大量軍賣。
故明太祺曾誇言衞所優點：「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

. 開墾荒地方面：在衛所制下，由政府授田予軍人耕種，稱為軍屯。軍屯的實詭，使大
量土地被．開墾。軍人的駭防與田地的開墾結合，使有衞所處，就闢田實邊，如長城沿

線的九邊等地區，農業漸次發展，洪武時軍屯達數十萬頃，至成祺時更出現「屯田米

當溢三分之－」，可見墾荒的成效。這是衞所制的另一優點。

評分準則

內容1概念 熊力表琨 所得分鐓

考生對明代衞所制有深入而全面的認 能扣緊題旨； 9-10 
識，並能緊扣題旨，準璀地引用租關史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

事，從節省軍費與開墾荒地兩方面，分 璀相關之資料；

析明代衞所制的優點。內容豊贍，條理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分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致，頫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考生對明代衞所制有正嚀的理解，並能 能掌握題旨； 7-8 
引用史實，從節省軍費與開墾荒地兩方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面，分析明代衞所制約優點。全文緊扣 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題旨，但未能廣泛援引資料，部分論據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之問題

欠完備；但整體而言，表達清晰，論有 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考生對明代衞所制只有桿咯的認識，未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能引用相關史實，從節省軍費與開墾荒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嚀，但稍欠均衡；

地兩方面，分析明代衞所制的優點。內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容咯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 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但整髖而言， 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尚能切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

誤。

考生未能準哦理解題旨，對明代衞所制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的優點認識膚淺，未能運用棓關史事作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租

說明，陳述表面。作答內容失衡，或避 關之實料；

重就輳，或不理會題旨，泛論明代衞所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制的情況。內容空洞無物，錯漏亦多。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對明代衞所制的優 完全誤解題旨； 0-1 
點毫無認識，或記憶混亂，錯漏甚多。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忽咯題旨，胡亂綜合，線索不明。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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疍－

12. 根據資料－和資料二，說明中晚唐、北宋與明代官員出身的變亻13; 並從三個時期的科舉制度
內容，析論官員出身的變化成因。 (25分）. 變化是寒門出身而中舉的官員在比例上愈來愈多。唐代寒門中舉而見於史傳的官員佔

9. 3% , 至北宋就達到 58. 4%, 而到明代則佔進士的50% 。反之名族公卿及中等家庭出
身丶中舉入仕而見於史傳的比例則不斷下降；由唐代的約佔 90. 7%• 降至北宋的 41. 6% 
及明代佔進士總款的約 50% 。變 1t. 的成因是三個時期的科舉制由不利寒門逐步轉為標

準化。. 唐制不利寒門入仕。唐代當科的考生分生徒丶鄉貢兩途，以生徒佔多，而生徒多為高
門子弟。另明經科取錄人款較多，亦當為高門所壟斷。至於愿考前之行卷制，與根據
名流定考生名次的通榜制，均有利於高門子弟登第，所以唐時見於史傳而中舉的官員

出身名族公卿者近入成，寒門則只約一成。. 宋制改變促使寒門入仕上升。北宋投考科舉資格進一步放亢，使寒門應考者增加，入
仕比例亦隨之上升。另進士科獨盛，高門獨擅的明經科漸受冷落，高門優勢被削弱。
此外廢除行卷、通榜，增加糊名、謄錄等防弊措泥，及天子幌行殿試等，大大消除了
高門請託的機會，有利寒門亻士進。故北宋期間，一～寒門出身中舉而見於史傳的官員增至

58. 4%, 較唐代增49%; 而名族公卿入仕則較唐代大減63% 。

. 明制標準化促使寒門亻士進更為借及。明代所有考生不論出身，均須入學，循序參加童
試、鄉試、會試、殿試；然後自鄉試合格超，可獲授官，高門、寒門待過相同。另外

文科只設進士一科，考試內容統一為程朱學派的解說，文髖逐步固定為入股文。在程

序丶內容、文體都劃一下，高門登第的優勢不復存在，故明代進士出身寒門的達50% , 
成績優異而登第者更過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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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琨 所得分數

考生對資料－丶資料二有透徹的理解，並 能扣緊題旨； 22-25 
能緊扣題旨，準確地引用棓關史事，析論 答案完備，內容豊贍，能有效運用

中晚唐、北宋丶明代官員出身的變化及其 正確相關之資料；

與科舉制度的關係。內容豊贍，條理分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考生對實料－丶實料二有正確的理解，並 能掌握題旨； 16-21 
能引用相關史實析論中晚唐、北宋丶明代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

官員出身的變化及其與科舉制度的關 夾雜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漏；

係。全文緊扣題旨作深入的析論，但未能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之問

廣泛援引實料，部分論據欠完備；但整髖 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

而言，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 議論。

重大缺漏。

考生對資料－丶實料二僅有概括的了鮮， 對題旨了解一般； 10-15 
未能引用相關史實，就不同層面析論中晚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嚀，但稍欠均

唐丶北宋丶明代官員出身的變化及其與科 衡；

舉制度的關係。內容咯欠垮衡，或只能援 表達一般，顙示考生常試對試題加

引史事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 以議論及／或分析，但論黠或前後

或部分論據矛盾；但整體而言，尚能切 不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未能準維理解實料－丶資料二的內 對題旨了解不足； 6-9 
容，也未能運用實料及史事作出分析，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 或與題目不

述表面。作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輳，或 相闢之資料；

不理會題旨，泛論各時期科舉制的內容。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內容空洞無牣，錯漏亦多。

考生未能理解資料的內容，或記憶混亂， 完全誤解題旨； 0-5 
錯漏甚多。忽咯題旨，胡亂分析，立場不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定，或自棓矛盾。 維織混亂，表現逯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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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宗教傳擺與文化交流

13. (a) 遁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根據資料－，並援引史實，分析道教的源起。 (10分）

. 黃老思潮：漢初的黃老之學主張清靜無為丶與物同化，至束漢趨向宗教化，形成祭
祀黃帝丶老子的黃老道，成為道教的根源。. 鬼神崇拜：先民對日月星辰、山岳河海、祺先等崇拜，民間巫師降神丶解夢、占卜
等巫術，都影攀道教的發展。. 神仙思想：南方楚地的神仙之說，如《莊子》逍遙世外的神人丶《楚辭》的神遊故
事，都成為道教的思想根源。. 陰陽數術：陰陽五行與讖緯等思想亦對道教影攀很大，如《太平經》承傳了這些思
想。

評分準則

內容 1概念 錐力表璟 所得分數

考生能充分扣緊題旨，準維利用所提 能扣緊題旨； 9-10 
供的資料及其他棓關史實，全面析論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

道教的源超。答案均衡，析論令人亻言 正璀棓關之資料；

服L 。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考生能掌握題旨，並能利用所提供的 能掌握題旨； 7-8 
資料及引用相關史實，均衡地析論道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

教的源超，惜部分證據欠完備，史實 夾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稍嫌不足。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

題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之

議論。
, 

考生尚能理解題旨，能利用所提供的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資料，惟援引史實較為單薄。未能均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均衡；

衡析論道教的源超，史論結合不盡理 表達一般，顥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

未,目` o 以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一致，或過分署重史實之鋪陳。

考生未能準璀理解題旨，析論欠全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面，答案失衡，或未能恰噹運用資料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

及史事論述。 相關之資料；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析論欠全面，完 完全誤解題旨； 0-1 
全沒有援引資料，史事貧乏。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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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南北朝道教發展與當時政治關係密切。試據史實加以析論。 (15分）

• :lb 魏太武帝信奉道教，下詔禁佛，摧毀寺院佛像，坑殺沙門；更奉道士寇謙之為國

師。寇謙之改革天師道，以儒家禮教增訂科律。北周武帝信任道士張賓和元篙而進

行滅佛；北齊文宣帝則在佛道論難中禁止落敗的道教播教，道徒被勒令改奉佛教。. 南朝宋明帝喜好鬼神之說，傳詔道士陸修靜至建康，陸修靜便大力振興天師道，清
理道教經典，更提出整頓維織，改善道官晉升制度。其後梁武帝噹就國事諮詢道士

陶弘景，陶弘景創立茅山宗，建搆了一個等級有序的神仙譜系。後來梁武帝捨道崇

佛，廢境內道襯，敕令道士還俗。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龍力表現 所得分敷

考生能充分扣緊題旨，準璀援引相關 能扣緊題旨； 13-15 
史實，全面析論南北朝道教發展與噹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

時政治關係密切。答案均衡，闡釋令 璀相關之實料；

人信服。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致，顥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考生能掌握題旨，並能援引租闢史 能掌握題旨； 10-12 
實，均衡池析論南北朝道教發展與噹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時政治關係密切，惜部分證據欠完 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備，史實稍嫌不足。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闢之問題

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il1.,. l!ll o 

考生尚能理解題旨，惟援引史實較為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單薄。未能均衡析論南 ;!t, 朝道教發展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璀，但稍欠均衡；

與噹時政治關係密切，史論結合不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理想。 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考生未能準維理解題旨，析論欠全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面，答案失衡，或未能恰噹援引史事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租

論述。 關之資料；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析論欠全面，史 完全誤解題旨； 0-2 
事貧乏。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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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 根據資料－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分析魏晉南北朝佛教興盛的原因。 (10分）

. 資料－反映噹時借玄學弘捅佛法。魏晉南北朝時期，崇玄之士認為佛教約言析理與
玄學相通，阮贍、孫綽等玄學家均樂與僧人結交，孫綽更以竺法護、支遁等僧人比

擬竹林七賢；同時，僧人亦借用玄學來解釋佛教義理，康僧會等僧人的講經方法，
即稱為格義，促進佛教的傳播。. 資料二說明繹經與西行求法，有助佛教的傳播。鳩摩羅什等西來僧人，在中國開設
譯場，促使佛學廣為流傳；中國僧人如朱士行、法頫丶智猛等，則西行求法，攜回

大量佛經，為魏晉南北朝佛教義理發展奠立基礎。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琨 所得分數

考生能充分扣緊題旨，準維利用所提 能扣緊題旨； 9-10 
供的實料及其他相關史實，全面分析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

魏晉南北朝佛教興盛的原因。答案均 璀相關之資料；

衡，析論令人信服~。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考生能掌握題旨，並能利用所提供的 能掌握題旨； 7-8 
實料及引用相關史實，均衡地分析魏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晉南北朝佛教興盛的原因，惜部分證 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據欠完備，史實稍嫌不足。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租關之問題

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迏可同 。

考生尚能理解題旨，能利用所提供的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資料，惟援引史實較為單薄。未能均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均衡；

衡分析魏晉南北朝佛教興盛的原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當試對試題加以

因，史論結合不盡理想。 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致，或過分署重史實之鋪陳。

考生未能準璀理解題旨，分析欠全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面，答案失衡，或未能恰噹運用資料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相

及史事論述。 關之資料；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分析欠全面，完 完全誤解題旨； 0-1 
全沒有援引資料，史事貧乏。 內容貪乏及 I 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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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人認為外來宗教傳人中國後都趨向中國亻七。你同意嗎？試就唐代佛教或元代伊斯蘭
教，任噩其一，加以析論。 (15分）

考生就唐代佛教為例，可循以下思路析論：. 同意佛教傳入中國後趨向中國化：佛教發展至唐代，已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教
義方面，唐代佛教如禪宗主張修行不離世間，有別於印度佛教的出世和累世修行。
唐代佛教的倫理概亦趨中國化，如傳捅孝道等倫理規範。文學方面，僧侶也積極

把深奧的經義改編成通俗文學，禪宗僧人更創作大量禪詩，佛寺建第亦從古印度

佛塔形式，改變為木結構的寺院、佛殿等。

或. 不同意佛教傳入中國後趨向中國化；唐代佛教與中國文化仍多有衝突。唐代佛教
雖在教義上致力融於中國文化，但仍遭批評不拜父毋，主張落髮、不娶、棄親皆

與儒家倫理棓牴觸，太宗丶高宗丶玄宗更須詔令僧人敬父毋。唐代亦出現多次佛

道衝突，如武宗下詔滅佛，令僧尼還俗，拆毀寺隗。

考生就元代伊斯蘭教為例，可循以下思路析論：. 同意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後趨向中國化：元代大量穆斯林在中國以不同身份定居，
教義得以傳播。元代穆斯林雖傾向聚居在一超，但他們也在不同領域融入主流社

會，不少穆斯林改漢姓，通過禮俗融和，習知祭祀和拜桿的漢俗傳統。部分穆斯

林如賽典赤贍思丁及其後人投身官場後，仍以儒禮管治百姓。而瞻思以顯宦兼學

者身份精通漢學，也拉近穆斯林和主流社會的關係。
或. 不同意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後趨向中國化：元代穆斯林雖不再被視為外國僑民，並
散居在各地，但他們仍是集中於回回聚居區，未有融入主流社會。元代一些清真

寺雖舐入中國傳統的平面佈局和木結構特色，但大多款皆保留阿拉伯圄拱頂色

彩。元代穆斯林雖有攻漢姓、習知漢俗傳統者，但他們的生活仍主要根據伊斯蘭

教法，元政府更設回回掌教哈的所管理穆斯林；由於色目人助元建國有功，其地
位僅次於蒙古人，噹中穆斯林為款眾多，故較難得到漢人的普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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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熊力表現 所得分鐓

考生能充分理解題旨，就唐代佛教或 能扣緊題旨； 13-15 
元代伊斯蘭教，準璀地還取史實，多 答案完備，內容豐瞻，能有效運用正

角度析論外來宗教傳入中國後是否 琿及租關的資料；

都趨向中國化。立場~清晰~，內容豐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贍，條理分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 致，顥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信服。

考生能理解題旨，就唐代佛教或元代 能掌握題旨； 10-12 
伊斯蘭教元引用租關史實，多角度析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雜

論外來宗教傳入中國後是否都趨向 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中國化。惜部分論據稍欠完備。整髖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的問題

而言，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 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的議論。

例無重大錯誤。
, ,, - 

/ 

考生尚能理解題旨，對唐代佛教或元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代伊斯蘭教有槔咯的認識，惜未能多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瓘，但稍欠均衡；

角度析論外來宗教傳入中國後是否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都趨向中國化。援引史實較為單薄。 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整髖而言，尚能切題，表達尚可，內 致，或過分著重史實的鋪陳。

容無重大錯誤，但史論結合不盡理

才,.,, 目。

考生未能準苲理解題旨，對唐代佛教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或元代伊斯蘭教認識膚淺。析論欠多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棓

角度，未能引用租關史實，內容空 關的資料；
洞，錯漏亦多。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答卷偏離題旨，或論據頗多錯 完全誤解題旨； 0-2 
誤，史事混淆。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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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明清時期，基督宗教未為中國人普遍接受，利瑪竇和馬禮遜都努力嘗試採用不同的傳教方法。
試援引史實加以比較。 (25 分）

. 利瑪竇致力儕身儒林，結交名士，以士大夫階層為傳教對象。利氏了解．須融入主流社會的
禮俗才能順利傳教。於是在澳門取漢名，易華服，習漢語，趼究中國經籍，打通與士大夫

交往的橋櫟；與利瑪賓不同，馬禮遜礙於中國嚴行禁教，對外國人管制甚嚴，難以在內地

開展傳教工作，只能私下向平民百姓傳教。. 利瑪竇致力爭取皇帝支持。萬曆皇帝喜奇巧之器，利瑪賓帶來三稜鏡和自鳴鐘，投萬曆皇
帝所好，故得皇帝准許在京傳教；馬禮遜亦曾試圖隨英國使節到北京進行傳教，卻由於使

節的禮儀問題而未能晉見嘉慶皇帝。. 利瑪賓引進面洋科技傳教，帶來地理學《坪與萬國全圖》，又和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
等數學、測量書籍；馬禮遜與利瑪竇不同，和米憐興辦學校，嚐試透過教育傳教。. 利瑪竇和馬禮遜均致力著述，讓國人接受基督宗教的教義。利瑪竇編寫了《天主實義》丶
《畸人十篇》等宗教署述，傳教時採取闡發儒家聖賢之道的姿態，得到不少知識分子接受，
他更尊重祭祺尊孔等中國習俗；馬禮遜致力翻譯《聖經》，又編培《英華文法入門》丶《華
英字典》等書，私密印製宣教刊物，以文字傳道。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琨 所得分歟

考生對利瑪竇和馬禮遜如何努力嚐試 能扣緊題旨； 22-25 
採用不同的傳教方法有透徹的理解，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

並能緊扣題旨，準璀地引用相關史 噓棓關之資料；

事，比較二人的傳教手法。內容豐瞻，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條理分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考生對利瑪竇和馬禮遜如何努力嚐試 能掌握題旨； 16-21 
採用不同的傳教方法有正維的理解，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並能比較二人的傳教手法。全文緊扣 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題旨作深入的析論，j旦未能廣泛援引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租關之問題

資料，部分論據欠完備；但整髓而言， 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亻列無重 .... o.,,__ llfl • 。 . 

大缺漏。

考生對利瑪竇和馬禮遜如何努力嚐試 對題旨了解一般； 10-15 
採用不同的傳教方法僅有概拮的了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嚀，但稍欠均衡；

解，未能引用相關史實，比較二人的 表達一般，願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傳教手法。內容略欠均衡，或只能援 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引史事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盡理 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想，或部分論據矛盾；但整髖而言，

尚能切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

誤。

考生對利瑪竇和馬禮遜如何努力常試 對題旨了解不足； 6-9 
採用不同的傳教方法認識膚淺，也未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租

能運用資料及史事比較二 A 的傳教手 關之資料；

法，陳述表面。作答內容失衡，或避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重就輕，或不理會題旨。內容空洞無

物，錯漏亦多。

考生對利瑪竇和馬禮遜如何努力嚐試 完全誤解題旨； 0-5 
採用不同的傳教方法毫無認識，或記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憶混亂，錯漏甚多。忽略題旨，胡亂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比較，立場不定，或自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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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六：女性社會地位：傳統與變遷

16. (a) 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析論漢代儒家禮教和宋代理學家強化德育訓誨如何束縛女
性。 (15分）

漢代：.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定於一尊，主導了中國倫理規範。董仲舒主張「夫
為妻綱」，強調男尊女卑；要求女性賢良淑德丶卑弱順從的禮教規範日漸形成，

如西漢劉向《列女傳》闡明為婦之道，掛立女性賢妻良毋準則，束漢班昭的《女

誡》亦強調《周禮》的「因德」。. 此外，儒家學者又主張女性貞順守節，如西漢宣帝詔賜貞婦丶順女布帛，束漢安
帝丶順帝等頒佈詔令獎勵貞節，兩者都成為漢代女性的束縛。

宋代：. 宋代理學家強調「三綱五當」，強化女性柔順、「男主外、女主內」等德育訓誨。
如北宋程頤重新奇定男尊女卑襯念，主張「男女有尊卑之序」；南宋朱羔亦以「夫

為妻綱」為三綱之首。. 婦女貞節襯念逐漸深入民心，如北宋程頤認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男尊女卑丶
持貞守節的德育訓誨便成為女性的束縛。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琨 所得分歟

考生能充分扣緊題旨，準璀利用所 能扣緊題旨； 13-15 
提供的實料及其他租關史實，全面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

析論漢代儒家禮教和宋代理學家強 正瓘相關之資料；

化德育訓誨如何束縛女性。答案均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衡，析論令人信服。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考生能掌握題旨，並能利用所提供 能掌握題旨； 10-12 
的資料及引用租關史實，均衡地析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

論漠代儒家禮教和宋代理學家強化 夾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德育訓誨如何束縛女性，惜部分證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

據欠完備，史實稍嫌不足。 題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

之議論。

考生尚能理解題旨，能利用所提供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的資料，惟援引史實較為單薄。未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確，但稍欠均

能均衡析論漢代儒家禮教和宋代理 衡；

學家強化德育訓誨如何束縛女性，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

史論結合不盡理想。 以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

不一致，或過分薯重史實之鋪陳。

考生未能準瓘理解題旨，析論欠全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面，答案失衡，或未能恰噹運用資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

料及史事論述。 摔關之資料；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析論欠全面， 完全誤解題旨； 0-2 
完全沒有援引資料，史事賞乏。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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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史實，闡釋明代女性的地位。 (10 分）. 實料二：明代社會強調男尊女卑丶夫為妻綱，妻子對丈夫要柔順服從，女性的活
動範囯亦被限制在家庭之內；明代社會又強調男女有別，嚴男女之防，反映女性
受到棒大束縛，池位低落。. 資料三：明代社會對女性教育著重賢妻良毋覷念的灌輪，女性所學知識限於應付
家務，毋須多讀詩書，反映女性地位低落。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數

考生能充分扣緊題旨，準維利用所 能扣緊題旨； 9-10 
提供的資料及其他相關史實，全面 答案完備，內容豊贍，能有效運

闡釋明代女性的地位。答案均衡， 用正確相關之．資料；
析論令人信服。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

一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

力。

考生能掌握題旨，並能利用所提供 縂掌握題旨； 7-8 
的資料及引用租關史實，均衡地闡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

釋明代女性的地位，惜部分證據欠 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完備，史實稍嫌不足。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租關之
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

據之議論。

考生尚能理解題旨，能利用所提供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的資料，惟援引史實較為單薄。未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嚀，但稍欠均

能均衡闡釋明代女性的地位，史論 衡；

結合不盡理想。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

加以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

後不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

陳。

考生未能準維理解題旨，闡釋欠全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面，答案失衡，或未能恰噹運用資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

料及史事論述。 不租關之資料；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闡釋欠全面， 完全誤解題旨； 0-1 
完全沒有援引資料，史事貧乏。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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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婦女解放思潮，如何促進女性爭取獨立自主的地位？試援引史實，從
教育丶婚姻、就業和政治四方面加以析論。 (25分）. 教育方面：五因運動後，北京大學丶南開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廈門大學等院校，
都開放女禁，兼收女生；而各省女子中學亦陸續開設職業教育課程，有助女性就業。. 婚姻方面： 1930 年的《中華民國民法》中有關婚姻家庭關係的法規，便明嚀規定「允
許自願離婚」。. 就業方面：五因以後，女性就業搵利受到重視。越來越多婦女進入社會謀生。郵電丶
海關丶鐵路等行業，亦開始有女性任職。而北洋政府更鼓勵女性自由興業。. 政治方面：五四運動後，國民憶中央婦女部在廢州設立婦女運動講習所，又在武漢
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招收女學員，讓她們接受政治訓練。 1931 年，《訓政時期約法》
更承認男女平等，並規定女性有參政椎。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解力表現 所得分鐓

考生對五因新文化運動的婦女解放思 能扣緊題旨； 22-25 
潮有透徹的理解，並能緊扣題旨，準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璀地引用相關史事，全面析論該思潮 用正維相關之資料；

如何促進女性爭取獨立自主的地位。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

內容豊瞻，條理分明，立論充實有度， 一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

令人信服。 力。

考生對五因新文化運動的婦女解放思 能掌握題旨； 16-21 
潮有正璀的理解，並能均衡地析論該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

思潮如何促進女性爭取獨立自主的地 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

位。全文緊扣題旨作深入的析論，但 漏；

未能層泛援引資料，部分論據欠完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

備；但整髖而言，表達清晰，論有所 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

據，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據之議論。

考生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婦女解放思 對題旨了解一般； 10-15 
潮僅有概括的了解，未能引用棓關史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均

實，析論該思潮如何促進女性爭取獨 衡； ` 
立自主的地位。內容咯欠均衡，或只 表達一般，顙示考生嚐試對試題

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 加以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

盡理想，或部分論據矛盾；但整髖而 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

言，尚能切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 鋪陳。

大錯誤。

考生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婦女鮮放思 對題旨了解不足； 6-9 
潮認識膚淺，也未能運用資料及史事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

析論該思潮如何促進女性爭取獨立自 不租關之資料；

主的地位，陳逑表面。作答內容失衡，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或避重就輳，或不理會題旨。內容空

洞無物，錯漏亦多。

考生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婦女解放思 完全誤解題旨； 0-5 
潮毫無認識，或記憶混亂，錯漏甚多。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忽略題旨，對該思潮如何促進女性爭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取獨立自主的地位胡亂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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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 根據資料－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釋中國女性參與抗日的情況。 (10分）. 參與文教宣傳工作：協助政府宣傳抗戰，並鼓勵男性服役；. 經濟支援與後方生産：購買公債，支援抗戰經費；參與後方軍需品、輜工業和農
産品的生産；. 參與後勤支援：參加戰地服務工作，如護理傷兵丶救護慰勞等，又參與保育難童
等工作；. 親赴前線抗日：參與地方自衞軍，直接於前線抗敵。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熊力表琨 所得分歟

考生能充分扣緊題旨，準確利用所 能扣緊題旨； 9-10 
提供的資料及其他租關史實，全面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闡繹中國女性參與抗日的情況。答 用正確相關之．實料；

案均衡，析論令人信服．。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

一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

力。

考生能掌握題旨，並能利用所提供 能掌握題旨； 7-8 
的資料及引用相關史實，均衡地闡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

釋中國女性參與抗日的情況，惜部 無夾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分證據欠完備，史實捎縑不足。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租關之

問題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

據之議論。

考生尚能理解題旨，能利用所提供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的資料，惟援引史實較為單簿。未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瓘，但稍欠均

能均衡闡釋中國女性參與抗日的情 衡；

況，史論結合不盡理想。 表達一般，顥示考生嚐試對試題

加以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

後不一致，或過分薯重史實之鋪

陳。

考生未能準嚀理解題旨，闡釋欠全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面，答案失衡，或未能恰噹運用資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

料及史事論述。 不租關之資料；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闡繹欠全面， 完全誤解題旨； 0-1 
完全沒有援引實料，史事賞乏。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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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析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年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時期的女
性地位。 (15 分）. 教育方面：解放前女性的文盲比例甚高，政府先後發動三次掃盲運動，女性的文
盲比例降低；改革開放後，女性入學率提升，在各級教育的比例持續上升。. 經濟 i也位方面：建國初年，政府鼓勵女性走出家庭參與生產，女性職工比例上升；
改革開放後，女性職工人數大增，職業趨向多元化。. 參政方面：建國初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利國
憲法》都保陣了女性的政治權利，為數不少的女性擔任人大代表；改革開放後，
女性參政機會增加，擔任人大代表職務者較建國初年有所增長。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熊力表現 所得分歟

考生能充分扣緊題旨，準瓘利用所 能扣緊題旨； 13-15 
提供的資料及其他相關史實，析論 答案完備，內容豊贍，能有效運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年和攻革開 正嚀棓關之實料；

放後兩個時期的女性地位。答案均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衡，析論令人信服。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考生能掌握題旨，並能利用所提供 能掌握題旨； 10-12 
的資料及引用相關史實，均衡地析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

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年和攻革 夾雜錯誤材料及 I 或重要遺漏；

開放後兩個時期的女性地位，惜部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租關之問

分證據欠完備，史實稍嫌不足。 題能加以分析及 I 或提出有理據

之議論。

考生尚能理解題旨，能利用所提供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的資料，惟援引史實較為單薄。未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維，但稍欠均

能均衡析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 衡；

年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時期的女性地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常試對試題加

位，史論結合不盡理想。 以議論及 I 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

不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考生未能準維理解題旨，析論欠全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面，答案失衡，或未能恰噹運用資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I 或與題目不

料及史事論逑。 租關之資料；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析論欠全面， 完全誤解題旨； 0-2 
完全沒有援引賁料，史事貪乏。 內容貧乏及 I 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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