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点限时训练!九"

!

古代希腊#罗马
!时间$

!"

分钟
!

分值$

#"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

小题%每小题
!

分%共
!#

分"

!&

公元前
+..

年%苏格拉底被控诉不敬城邦认可的神灵而

判处死刑)哲学家普罗泰格拉因在*论神+中说$'不能断

定神是否存在&(其著作被公焚)悲剧家欧里庇得斯也因

'不敬神(被起诉%被迫离开雅典%客死异乡&对此表述最

准确的是 !

!!

"

'&

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繁荣

(&

统治阶级利用神权来巩固统治

)&

神在雅典人心中地位提高

*&

人文精神并非是雅典主流思想

"&

古代雅典%五百人议事会为公民大会常设机构&该机构

以抽签选举方式从雅典的
$/

个部落中各选
"/

名代表组

成%议事会席位任期一年%不得连任%任何公民一生中担

任议事会成员不得超过两次&这样的规定旨在 !

!!

"

'&

杜绝僭主政治出现的可能性

(&

保证部落在公共事务中平等

)&

努力实现决策的公正与合理

*&

最大限度体现人民主权原则

#&

雅典公民要具备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并懂得驳

倒对手的知识和技能%这样才能更好地参与城邦生活%因

此学习修辞学和辩论术成为雅典的一股潮流%智者学派

的兴起直接迎合这股潮流%因而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可见%智者学派的兴起主要是因为当时 !

!!

"

'&

雅典工商业经济发展
(&

雅典民主政治的发达

)&

雅典人崇尚理性精神
*&

雅典浓郁的文化氛围

$&

有研究者指出%古希腊悲剧中的善与恶尚未分裂为外在

性的对立%而是以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出现在同一个人

物身上%人物行为都很难用通常的善恶标准去判别&因

此%悲剧不是由外部的恶引发的%而是由超越了善恶的命

运来决定&这反映了古希腊 !

!!

"

'&

艺术对复杂人性的关注
(&

自然哲学占据主导地位

)&

智者学派造成道德沦丧
*&

宗教文化笼罩社会生活

%&

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凡人是与众神同宗同源的%人与神

的生活一直被相提并论&自荷马之后%希腊人把凡人的

生活作为众神生活的参照%众神甚至被想象成是'具有凡

人萌芽形式的生命(&这种观念 !

!!

"

'&

促成了近代人文主义在希腊诞生

(&

弘扬了神与人之间的平等精神

)&

反映出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进步性

*&

推动了人文精神在西方的觉醒

&&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提到$'民众会!公民大会"并

不能通过未经议事会准备和未经主席团事先以书面公布

的任何法案(%同时'凡议事会所通过的判决必须送交陪

审法庭%而陪审官的任何投票都应当具有最高权力(&这

揭示了古代雅典 !

!!

"

'&

公民大会权力最大
(&

审判流程公开公正

)&

公民是城邦的主体
*&

具有权力制约思想

'&

古罗马的'执政官(按字义解释就是'共同协议者(&按规

定%两名执政官每年由选举产生%彼此拥有否决权&在执

行职务时%执政官坐在象牙宝座上%由仪仗卫队守护&在

出行时%有
$%

名侍卫捧着'法西斯(竖棒随行&由此可

见%古罗马执政官 !

!!

"

'&

是共和国权力的中心
(&

有着国家元首的地位

)&

是古代民主制的象征
*&

行使内外事务独裁权

(&

公元前
!!"

年%在*十二铜表法+制定仅四年之后%第十一

表的禁止平民和贵族通婚便被废除&这种法律调整

!

!!

"

'&

消除了贵族和平民的差别

(&

能促进平民阶层人才的培养

)&

标志着平民在较量中占优

*&

加速了贵族精英势力的没落

)&

古罗马的法律谚语$'所谓正义%主要的不是关于实际规

则的对或错&人类的正义%是要求同样的事情%按同样的

规则来处理%而且这种规则应能适用于一切人%适合于一

切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这一法律谚语主要体现了制定罗

马法的最初出发点是 !

!!

"

'&

尊重人性
(&

追求民主

)&

强调自由
*&

主持正义

!*&

公元前
+!/

年%加普亚并入罗马版图%贵族获得公民权)

公元前
++#

年%坎帕尼亚的其余地区都被罗马占领%新

增领土上的居民获得罗马公民权%但是没有选举权%而

且他们还必须纳税和服兵役&这表明在罗马的扩张中

!

!!

"

'&

公民权服务于罗马的暴政

(&

外邦新公民均有义务无权利

)&

奴隶制度逐渐被瓦解取缔

*&

公民权授予成为扩张的手段

!!&

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指出$'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

即公法与私法&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

个人利益&这里所谈的是私法%包括三部分%由自然法#

万民法和公民法的基本原则所构成&(这反映出与古代

其他国家法律不同%罗马法 !

!!

"

'&

以维护罗马国家利益为重心

(&

注重规范和维护公民利益

)&

属于适用全人类共同的法律

*&

是奴隶主剥削奴隶的护身符

!"&

古代罗马法中有关'献祭刑(的规定%如对纵火烧毁庄稼

的人应处以火刑烧死%对为了使某人死亡而实施魔法者

也应处以死刑&这些内容反映了古代罗马法 !

!!

"

'&

具有一定的公平性
(&

以维护私有财产为目的

)&

有浓郁的宗教色彩
*&

能够有效解决民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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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元前
,

世纪%梭伦对国家政权机构进行了改

革%使公民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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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审议并决

,

$$#

,



题

号

答

案

$

%

+

!

"

,

-

#

.

$/

$$

$%

定一切国家大事&所有合法公民均有参与权#知情权#

发言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元前
,

世纪末%克利斯

提尼创立新的五百人议事会%每部落选出
"/

人参加%议

员名额依各居住区公民人数按比例分配&当选议员可

以连选连任%但公民一生只能担任两届议员&据记载%

公元前
!+$

年雅典自由民
$-

万人%其中只有约四五万成

年男性享有参政权力&

!雅典民主政体"在于它把权力交给所有的公民%不

需要国家管理者具有专长%不要求他们具有真知灼见&

一个国家应当由既有专业知识又有道德的人去治理%统

治者不是有王笏的人%不是偶然选中的人%不是攫取财

富的人%不是使用强术和骗术的人%而是有统治知识

的人&

材料二
!

一#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

建设中华民国&二#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政府当与人民

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

裕民衣)建筑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

民行&三#其次为民权&故对于人民之政治知识能力%

政府当训导之%以行使其选举权%行使其罢官权%行使其

创制权%行使其复决权&四#其三为民族&故对于国内

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

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

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

!!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民国十三年四

月十二日"

!

$

"根据材料一%指出雅典民主政治的显著特点&!

$/

分"

!

%

"依据材料二%归纳国民政府的职责&!

#

分"

!

+

"联系两则材料%分析孙中山的政治蓝图是如何试图

克服古希腊民主政治的缺陷的&!

-

分"

!$&

!

$%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

古罗马时代%法律之范围%极端狭小%故曰$'法

律者%维持城市化秩序所必需之规则之总和也&(基此定

义%法律只建筑于限制极严之功利基础%其作用%在维持

现状%在维持已然之社会生活%则当日之法律%并无创造

性也明矣&然则其原因安在耶0 曰%当日之国家%只可

谓各家族之联合体%家族内部之处置%国家不得从而干

涉之%故有权者为家族%而非国家%有严格之家法%而无

有力之国法也&降至西历纪元前后%受希腊哲学思想之

影响%法律观念为之一变%赛尔苏斯曰$'法律者%善良公

平之艺术也&(意若曰$法律者%何者为善%何者合乎正

义%何者足称平允之标准也&其基础%导源于自然法%嗣

因与天主教一直吻合%复受宗教势力之推助%故是项理

论%颇有权威%而足以推翻前说&

!!!陈朝壁*罗马法原理+

材料二
!

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

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秦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

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唐朝制定*唐律疏议+

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

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

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

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

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成为古代中国基

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而古罗马

法%私法!保护私人利益有关所有权#债权等方面的法律

规范"发展异常充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权力服从于法

律%公开审判%追求正义%法治精神贯穿于罗马法律体系

之中&

!!!摘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

$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马人法律观的

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

分"

!

%

"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华法系和罗马

法的差异及其共同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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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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