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点限时训练!三"

!

明#清前期
!时间$

!"

分钟
!

分值$

#"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

小题%每小题
!

分%共
!#

分"

!&

明代心学家王阳明认为$'良知致人于平等%亦即使之得

自由&盖人求得心%则一切外在之标准悉丧失其威权%而

言语行为皆纯由个人自决&(他的这一思想 !

!!

"

'&

将反权威作为判断是非标准

(&

并没有否定朱熹的格物学说

)&

以平等理念来反对君主专制

*&

有一定的近代色彩与进步性

"&

有学者指出%晚明泰州学派的王艮和李贽等人抨击传统

儒学的落后面%被时人视作'异端(%但他们把一切社会祸

患归结为传统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之间的矛盾%说明他

们不是'拆天派(%而是'补天派(&这一看法 !

!!

"

'&

充分肯定了晚明'异端(学者的启蒙色彩

(&

较理性地分析了宋明理学走向腐朽的原因

)&

对晚明'异端(是否有近代性提出了质疑

*&

批评李贽等人的思想对社会伦理的破坏性

#&

宋元时期江南为粮食丰裕地区%但到明代中后期粮食严

重匮乏%只得从湖广#四川等地大量输入%因而形成'湖广

熟%天下足(的民谚&这一变化说明江南地区 !

!!

"

'&

遭遇沉重的战乱和动荡
(&

广泛种植外来新作物

)&

土地兼并冲击自耕小农
*&

突破自给性经营格局

$&

明大学士李东阳疏言$'内阁与瑾!宦官刘瑾"%职掌相关%

凡调旨撰敕%或被改再三%或径自窜改%或持归私室%假手

他人&臣虽委曲匡持%而因循隐忍%所损已多&(李东阳所

述主要是由于 !

!!

"

'&

内阁只是内侍机构
(&

宦官职掌裁定权

)&

皇帝专制皇权至上
*&

丞相制度被废除

%&

下表反映了清代前期部分年份主要财政岁入情况&从表

中信息可以推断清代前期 !

!!

"

年份

地丁银 盐课 关税

岁入

!万两"

比重

!

0

"

岁入

!万两"

比重

!

0

"

岁入

!万两"

比重

!

0

"

顺治九年

!

$,"%

年"

%$%, #- %$% . $// !

康熙二十四年

!

$,#"

年"

%-%- #- %-, . $%/ !

雍正三年

!

$-%"

年"

+//- #, !!+ $+ $+" !

乾隆十八年

!

$-"+

年"

%.+# -% -/$ $- !+/ $$

'&

强化农民人身依附关系
(&

政府收入结构相对稳定

)&

逐步收紧对外贸易政策
*&

土地兼并现象日益加剧

&&

明朝时期%徽商崛起&不少徽商通过与官府合作演变为

特权商人)部分徽商则经营到海外%嘉靖倭患的一些著名

首领都是徽商出身)也有相当多的徽商将相当大的一部

分资本用于购买土地进行经营&这些现象反映了 !

!!

"

'&

民间经商的限制大为减少

(&

朱元璋的家乡人拥有更多特权

)&

商帮的形成加剧商业乱象

*&

政治权力明显制约着商业发展

'&

景德镇的制瓷行业在清初时存在'官搭民烧(的现象%民

窑的数量大增%同时%许多外地的商人成了景德镇的窑

主%来自周边的游民也成了瓷窑的主要劳力%'工匠来八

方%器成天下走(&这种变化反映出此时 !

!!

"

'&

重农抑商政策出现松动
(&

新的生产关系正在出现

)&

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

民间消费需求比较旺盛

(&

!

"*!)

!广西桂林#贺州
%

月二模"明中叶以来%江南丝绸

业市镇及其周边乡村的大部分自耕农对农业并不重视%

他们逐渐把养蚕缫丝以及丝织业作为主业%作为家庭经

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反映出 !

!!

"

'&

自然经济模式的解体

(&

市民群体的发展壮大

)&

商品经济向农村渗透

*&

新兴生产关系的发展

)&

康熙年间%清政府设立江#浙#闽#粤四处海关%关署分别

设在上海#宁波#厦门和广州&其中%以上海和广州发展

最为迅速&嘉道年间每年进出上海港的南北海船约在

!///

艘左右%上海成为南北洋贸易的重要枢纽&这表明

上海的发展得益于 !

!!

"

'&

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位置

(&

清政府海禁政策的放宽

)&

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口通商

*&

清政府鼓励对外贸易

!*&

明清时期%新兴的中小市镇大多突破了传统'王制(!国

家对城市建设中的宫殿#住宅#街道的制度性规定"规划

下的市政建设%呈现出无计划的无序性建设状态&这是

因为 !

!!

"

'&

政府忽视市镇管理
(&

工商业的蓬勃发展

)&

地方官吏尸位素餐
*&

城建技术有待完善

!!&

有学者曾指出$'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苏杭地区的工

商业面向全国%呈现了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结合下

面图片%对上述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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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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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区域性市镇网已形成

(&

太湖地区发达的丝织业造成集市的群聚

)&

江南成为以海港集聚为特色的外贸中心

*&

商帮崛起与资本主义萌芽存在密切关联

!"&

*大清律例+规定$'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子

孙%其分拆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这

反映出 !

!!

"

'&

社会等级秩序遭受冲击
(&

土地兼并得以有效缓解

)&

平等观念影响民间经济
*&

传统宗法观念出现松动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

小题%第
$+

题
$%

分%第
$!

题
%"

分%共
+-

分"

!#&

!

$%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

吴承恩!约
$"/!

!约
$"#%

"少年以文成名%却因

迂疏漫浪%屡试不中%科场失意使他转意到自幼所嗜的

小说上来&吴承恩悉心搜采僧人玄奘西行取经的传说#

话本#杂剧等%汲取佛教故事#道教传说%撰成*西游记+&

这部融神话#志怪于一炉的长篇小说%展现了孙悟空在

大闹龙宫#地府#天庭中的叛逆性格%歌颂了其取经途中

机智#勇敢#不畏强权的优秀品质%借斩妖伏魔以表达作

者对理想与自由的追求%也揭示了'神魔皆有人情%精魅

亦通世故(的社会现实%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很高

的成就&*西游记+盛行不衰%妇孺皆知%后来还被译为

十几种文字%流播世界&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

$#$#

年%玛丽"雪莱发表的*弗兰肯斯坦+被定

为首部科幻小说&小说主人公弗兰肯斯坦是科学家通

过实验创造的丑陋怪物%他向往爱情和美好%但得到的

却是人类的谎言和追捕%他不顾一切向人类复仇%最终

漂泊到北极&这部小说不仅表达'人造人(的技术奇迹%

更使'科学家成了造物主(&

$.

世纪科幻代表人物是凡

尔纳和威尔斯&凡尔纳创作了如*海底两万里+*地心游

记+等作品%书中充满了科技成果的展示和设想)威尔斯

代表作是*时间机器+$人类穿越到未来%未来人进化成

两类%生活在地表花天酒地不劳而获的埃洛依和生活在

地底创造财富的莫洛克%而地底人则以捕食地表人

为生&

!!!摘编自吴岩*西方科幻小说发展的四个阶段+

!

$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吴承恩*西游记+和西方

早期科幻小说的创作背景&!

,

分"

!

%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西游记+和早期西

方科幻小说在内容表达上的异同&!

,

分"

!$&

!

%"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

在农业技术#粮食产量等方面%明清农业较之

前代的发展相对有限%但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多种经营

方式的推广%则是比较突出的成就&自明朝中期起%高

产作物玉米#番薯!地瓜"#马铃薯!土豆"自海外传入中

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

地%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烟草#花

生等也大致于同时引进&明清时期%棉#麻#桑#茶#甘

蔗#蔬菜#果木等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

材料二
!

中国的南方人习惯于吃稻米%北方人则以粟#

麦为主%采用新的粮食果腹%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甚至可

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中国人采用美洲的高产粮食

作物%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原产稻#粟#麦等粮食的不足)

而美洲粮食作物在进入
$#

世纪之后的快速推广%也正

是因为中国人口在成倍增长&玉米#番薯等作物的传播

路径%与当时的移民路向大体一致%主要是从人口稠密

的大河下游的三角洲地区%向大河中游和上游逐渐推

进&美洲作物的传入与推广%对于提高粮食产量无疑起

到了重要作用%它们虽然也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但

总体上始终处于补充的地位%人们仍然以稻#麦等为主

要粮食&

!!!摘编自楼宇烈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

$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明清时期

农作物种植的特点及其原因&!

$"

分"

!

%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明清时期

农作物种植状况产生的影响&!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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