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之古代部分 

编号 试卷 考查内容 

1 2019年全国文综Ⅰ卷 秦“二十等爵”制与北魏末年“五等爵制”（思想、
授予对象、作用） 

4 2018年全国文综Ⅰ卷 汉武帝年号制改革（与此前纪年方法比较和改革历
史意义） 

9 2017年全国文综Ⅲ卷 隋代法律制度的改革（改革特点和意义） 

10 2016年全国文综Ⅰ卷 唐太宗谱牒改革（内容和作用） 

12 2016年全国文综Ⅲ卷 孝文帝庙号改革（内容和意义） 

13 2015年全国文综Ⅰ卷 唐代币制改革（主要内容和意义） 

14 2015年全国文综Ⅱ卷 清政府建立养廉银制度（原因和作用） 

15 2014年全国文综I卷 魏晋法律改革（主要特点、儒学对两汉魏晋法律影
响） 

16 2014年全国文综Ⅱ卷 南朝山泽管理制度改革（背景和作用） 

17 2013年全国课标甲卷 唐朝两税法改革（背景、与此前比积极作用） 

19 2012年全国文综课标
卷 

王莽改革（目的和失败原因） 



考试大纲： 

 1.商鞅变法2.北魏孝文帝改革3.王安石变法 

2003年课程标准： 

 1．梭伦改革 

（1）了解梭伦改革前雅典的社会状况，认识梭伦改革的必要性。 

（2）简述梭伦改革的主要措施，指出改革的基本特点。 

（3）分析梭伦改革对雅典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 

 2．商鞅变法 

（1）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改革的基本史实，认识其时代特征。 

（2）了解商鞅变法的具体措施和内容，认识其特点。 

（3）探讨商鞅变法的历史作用。 

 3．北魏孝文帝改革 

 （1）了解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 

 （2）归纳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主要内容。 

 （3）探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历史作用。 

 4．王安石变法 

 （1）了解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 

 （2）归纳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评价其历史作用。 



1.梭伦改革（公元前594年）： 
（1）背景： 

①贵族垄断雅典共和国政权，压迫和剥削平民，许多平民沦为债务
奴隶。伴随工商业发展兴起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也不满贵族的统治。
平民、工商业奴隶主与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内忧） 

②古希腊城邦林立，雅典的萨拉米岛被临近的麦加拉夺取，加剧社
会危机。（外患） 

③领军夺回萨拉米岛的梭伦被雅典社会共同推举为首席执政官，授
权改革。 
（2）措施和作用： 
①颁布《解负令》，废除债务奴隶制。 
——稳定了小农经济，保护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经济独立，为民主
政治提供了物质基础。 
②鼓励发展农工商业。 
——使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增强，巩固了（贵族、工商业奴隶主、平
民）多元化社会格局，为民主政治奠定了社会基础。 
③确立财产等级制度（按财产多少把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 
——打破了贵族依据血缘门第垄断政权的局面，为非贵族出身的工
商业奴隶主开辟了参政议政的道路。 



④恢复所有公民有权参加的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按部
落选举产生的“四百人会议”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 

——提高了公民大会的地位，打破了贵族对国家权力的垄断。 

⑤成立民众法庭（陪审法庭），陪审员从公民中抽签产生。 

——打破了贵族对司法审判权的垄断，使平民获得了参加国家政权
的权利。 

（3）特点和意义： 

特点：在贵族与平民的斗争中持“中立”立场，扮演调停者角色，
许多改革措施有“折中”色彩。 

意义： 

①大大促进了雅典农工商业发展，使雅典成为古代希腊最繁荣的工
商业城邦； 

②动摇了贵族专制统治，奠定了雅典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物
质基础、社会基础和制度保证等）。 



2、商鞅变法。（公元前356和350年，战国时期的秦国） 

（1）改革背景： 

①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战争频繁，出现百家争鸣局面。各国掀
起变法强国运动。 

②秦国相对中原各国发展落后，秦孝公即位后迫切希望变法图强。 

③秦国国君拥有比较集中的权力；崇尚实用、功利学说；民风质朴
尚武。成为改革的有利条件。 

④公孙鞅热衷法家学说，有强烈的从政愿望，说服秦孝公等秦国君
臣进行变法，通过徙木立信赢得民众信任，通过严惩反对派树立了
新法的威严。 

（2）改革内容： 

①废除井田制，授田给百姓，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 

②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③废分封，推行县制。 

④推行什伍连坐，推广个体小家庭等。 



（3）改革特点： 

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奖励耕战，建立中央集权制度。 

（4）改革影响： 

①变革了生产关系，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②打击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世卿世禄制度、世袭旧贵族特
权），促进新兴军功贵族（地主）阶层的崛起，建立中央集权制度。 

③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和后来的统一全国及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度奠定了基础。 

④其重农抑商、文化专制、严刑酷法等政策在当时和对后世社会发
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1.（2013年海南历史9）在梭伦上台前，雅典全邦分成不

同派别。山区的人多主张采行极端民主制；平原地区的人
多主张极端寡头制；海滨的人多主张“中间性的混合制”。
这反映了当时雅典 

 A．平民与贵族的政治对立不可调和       

 B．工商业者的政治要求最为激进 

 C．公民的经济生活影响政治意愿         

 D．公民的政治诉求未能充分表达 
 

 根据材料所给的不同地区的不同政治诉求的信息，联想到不
同地区的经济生活，并将其一一对应地联系起来，通过推理得出选
项C是正确项的答案，并引导考生树立经济对政治具有决定性影响
的唯物史观。三个错误项都有充足理由排除：材料给出的史实与信
息恰恰反映了当时公民的政治诉求能够充分表达，故选项D应排除；
梭伦的上台，正是平民与贵族彼此妥协的结果，说明二者的对立并
非不可调和，故选项A可以排除；海滨地区多为工商业者，他们主
张“中间性的混合制”，不是最激进的，故应排除。 



2.（2010年海南历史9）梭伦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拿着

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
该诗反映的梭伦改革的基本原则是 

 A．维护多数公民利益                   

 B．兼顾不同公民群体利益 

 C．关照少数公民利益                   

 D．重视男性公民群体利益 
 

 依据所学知识，梭伦改革前雅典城邦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矛盾
尖锐，梭伦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调解上述对立阶层之间的矛盾，因
此要兼顾不同公民群体的利益。题干材料中“保护两方”的有效信
息也证明了B项是正确选项。其他选项均不符合历史事实。 



3（2019年全国文综Ⅰ卷45）[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15分） 

 材料 

 秦朝推行的“二十等爵”制，始创于商鞅变法时为奖励军功所
设立的军功爵制。汉承秦制，继续沿用“二十等爵”制，但根据实际
情况有所调整。 

 曹魏末年，专权的晋王司马昭为取代曹魏政权，“深览经远
之统，思复先哲之轨，分土画疆，建爵五等，或以进德，或以酬功
”。此次改革仿照《周礼》，设公、候、伯、子、男五个等级，把
爵位封授给支持司马氏的群臣。受封者获得民户数量不等的“封邑”，
爵位由子孙承袭。“自骑督已上六百余人皆封”。由此，面向文武官
员的“五等爵”制确立。通过五等爵分封，司马昭对曹魏朝廷中的大
臣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区分，将那些倾向于司马氏的大臣与其他
曹魏大臣明确区别开来，成为司马氏建立晋朝的前奏。 

——摘编自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秦“二十等爵”
制和曹魏末年“五等爵”制所反映的思想流派。（5分） 

“二十等爵”制反映了法家思想； 

“五等爵”制反映了儒家思想。 
 



3（2019年全国文综Ⅰ卷45）[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15分） 

材料       秦朝推行的“二十等爵”制，始创于商鞅变法时为奖励军功所
设立的军功爵制。汉承秦制，继续沿用“二十等爵”制，但根据实际
情况有所调整。 

 曹魏末年，专权的晋王司马昭为取代曹魏政权，“深览经远
之统，思复先哲之轨，分土画疆，建爵五等，或以进德，或以酬功
”。此次改革仿照《周礼》，设公、候、伯、子、男五个等级，把
爵位封授给支持司马氏的群臣。受封者获得民户数量不等的“封邑”，
爵位由子孙承袭。“自骑督已上六百余人皆封”。由此，面向文武官
员的“五等爵”制确立。通过五等爵分封，司马昭对曹魏朝廷中的大
臣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区分，将那些倾向于司马氏的大臣与其他
曹魏大臣明确区别开来，成为司马氏建立晋朝的前奏。 

——摘编自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等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秦“二十等爵”和曹魏
末年“五等爵”的授予对象，并简析两种爵位制的各自作用。（10

分） 

 对象：“二十等爵”主要授予军人；“五等爵”主要授予官员。 

 作用：“二十等爵”制打破了世卿世禄制，激发了军队斗志，
促成秦统一；“五等爵”制壮大了司马氏力量，为晋朝建立奠定基础。 
 



3、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改革。（公元5世纪晚期） 

（1）背景： 

①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结束了十六国的分裂
割据局面，与宋、齐等南朝政权对峙。 

②北魏政权越来越多的吸收汉族先进文化。 

③制度建设不够完善，阶级和民族矛盾尖锐。 



（2）内容： 

制定官吏俸禄制，整顿吏治； 

推行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 

迁都洛阳，鲜卑贵族易汉服，讲汉话，改汉姓，通婚姻，
改籍贯等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
十亩，妇人二十亩，……老免以身
末则还田。 

 初受田者，男夫一人受田二
十亩，种桑树五十树，枣五株，榆
三根。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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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年均田令 



（3）特点： 

 处于游牧文化的鲜卑族进入中原后主动学习汉族农
耕文明的制度文化，（甚至全盘照搬）。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洛阳龙门石窟 



（4）影响： 

促进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复苏和繁荣； 

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 进程； 

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 

为后来隋唐的统一和繁荣创造了条件。 
照搬汉族门阀制度等措施加速了统治腐败；过度汉化不利于保留鲜
卑族自身文化中的优点（如刚健尚武精神），加剧鲜卑族内部矛盾，
导致不久北魏的分裂和灭亡。 

李波小妹字雍容， 

褰裙逐马如卷蓬。 

左射右射必叠双。 

妇女尚如此， 

男子安可逢? 

——北魏•李波小妹歌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
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
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fù。 

——洛阳伽蓝记 



（2019年全国文综Ⅲ卷25）在今新疆和甘肃地区保存的

佛教早期造像很多衣衫单薄，甚至裸身，面部表情生动；
时代较晚的洛阳龙门石窟中，造像大都表情庄严，服饰亦
趋整齐。引起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是 

A．经济发展水平      

B．绘画技术进步 

C．政治权力干预       

D．儒家思想影响 
 

 佛教诞生于古代印度，在两汉之际经丝绸之路传人中国，魏
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以及统治者的提倡，得以迅速地蔓
延和发展，十六国时期北朝的统治者十分热衷于兴建佛寺和石窟造
像，从而开石窟艺术之端并逐步走向繁盛，这些石窟分布于丝绸之
路上，与佛教东来的路径相一 致，石窟艺术中佛教造像表情、衣
着的变化正是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中国化的过程，而发生这一
变化正是受到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所致。故正确答案为D，理解了这
一点,就知道A、B、C项与此没有关系。 



（2014年海南历史4）北朝推行均田制，规
定年满15岁男子依照制度占有一定
数量的耕地，按户缴纳赋税，并要
求男子达到15岁、女子达到13岁，
必须嫁娶，不得拖延。均田制的目
的是 
   A．抵制土地兼并   
 B．促进人口增长      
 C．增加财税收入   
 D．稳定个体小农 



（2014年海南历史4）北朝推行均田制，规
定年满15岁男子依照制度占有一定
数量的耕地，按户缴纳赋税，并要
求男子达到15岁、女子达到13岁，
必须嫁娶，不得拖延。均田制的目
的是 
   A．抵制土地兼并   
 B．促进人口增长      
 C．增加财税收入   
 D．稳定个体小农 本题难度：0.413 



（2016年全国文综Ⅲ卷45）（15分）材料   

 庙号改革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公元398年，
拓跋珪迁都平城，仿中原传统制度设立太庙，早先草原部落联盟时
代的首领以“太祖”“高祖”等庙号受到祭祀，他们的子孙被封为
王公，享有政治军事特权，成为北魏政权的统治支柱。孝文帝下令
改革庙号，宣称按“宗有功、祖有德”的原则，推最先实现在中原
进行统治的拓跋珪为太祖，不再为拓跋珪以前的祖先设庙祭拜。因
太祖拓跋珪以后只有五位皇帝去世，为了不违“天子七庙”这一儒
家礼制，孝文帝甚至前无古人地在太庙中为自己虚设一庙。庙号改
定后，孝文帝下令， “非太祖子孙”及异姓封王、公、侯、伯者，
皆降一等。 

——据吕思勉《魏晋南北朝史》 

 （1）根据材料，概括孝文帝庙号改革的内容。（8分） 

 确立新的原则，不再尊奉部落首领； 

 确立北魏创立者拓跋珪的地位； 

 突破礼制，为自己虚设一庙； 

 将庙号改革与爵位改革结合。 



（2016年全国文综Ⅲ卷45）（15分）材料   

 庙号改革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公元398年，
拓跋珪迁都平城，仿中原传统制度设立太庙，早先草原部落联盟时
代的首领以“太祖”“高祖”等庙号受到祭祀，他们的子孙被封为
王公，享有政治军事特权，成为北魏政权的统治支柱。孝文帝下令
改革庙号，宣称按“宗有功、祖有德”的原则，推最先实现在中原
进行统治的拓跋珪为太祖，不再为拓跋珪以前的祖先设庙祭拜。因
太祖拓跋珪以后只有五位皇帝去世，为了不违“天子七庙”这一儒
家礼制，孝文帝甚至前无古人地在太庙中为自己虚设一庙。庙号改
定后，孝文帝下令，“非太祖子孙”及异姓封王、公、侯、伯者，
皆降一等。 

——据吕思勉《魏晋南北朝史》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孝文帝推行庙号改革
的意义。（7分） 

 

宣示北魏政权将抛弃草原传统，全面融入中原； 

表明改革决心； 

削弱鲜卑贵族的政治军事特权，减少改革阻力。 



4、北宋王安石变法（1068-1085宋神宗熙宁和元丰年间） 

（1）背景： 

①北宋中期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 

积贫：财政危机（入不敷出） 

积贫原因：冗兵（军队数量激增导致军费开支巨大）、冗官（官僚
队伍膨胀导致官俸支出多）、冗费（大兴土木、皇室开支）。 

积弱：边患危机（对辽夏民族政权输币求和） 

积弱原因：更戍法等导致军队战斗力底下。 

根源之一：北宋加强中央集权（如荒年募兵、重文轻武、分化事权
等）产生的弊端。 

②范仲淹等人的庆历（宋仁宗年号）新政夭折。 

北宋禁军厢军总数： 
太祖开宝年间：37.8万 
仁宗庆历年间：125.9万 
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 
（张载集） 

 从宋真宗景德
年间到仁宗皇祐年间，
30余年间官员数量增
长1倍，由1万多员猛
增到2万多员。 
—— 《中国大通史》 



（2）内容： 

①富国： 

青苗法、（政府春耕时借贷钱粮给农户，秋收时还本付息。） 

农田水利法、（集资兴修水利） 

免役法、（按户等收免役钱，官府在雇人服役） 

市易法、（政府通过贱买贵卖调节市场供求） 

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按照每户实有土地多少和贫瘠征税） 

均输法；（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采买官府所需物质） 

②强兵： 

保甲法、（以保甲为单位组织农户，保丁农忙生产，农闲训练，平
时治安，战时出征） 

保马法、将兵法、设军器监； 

③取士： 

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唯才用人。 

（3）特点：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富国强兵的改革，封建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其中财政改革体现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
天下之费”的生产增财思想。 



（4）作用和后果： 

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积贫（促进生产的发展和财税的增加）积弱
（增强军队战斗力）的局面。 

②触犯地主、官僚的既得利益，守旧派的反对和有些变法措施推行
不当等，最终失败。 

③引发统治集团内部党争，后来愈演愈烈至北宋末年。 

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
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
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致。去安石，
天必雨。”……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
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宋史•王安石传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xù 。 

——王安石 



（2019年全国文综Ⅲ卷26）北宋实行募兵制，兵士待遇较为优厚，
应募者以此养家糊口，兵员最多时达120多万人。这一制度 

 A．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    

 B．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 

 C．弱化了对地方的控制    

 D．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 

  

 答案与解析：A。本题考查考生调动并运用相关知识,最大限
度获取有效历史信息，并将所获信息置于特定历史环境予以理解的
能力。从题千“兵士待遇较为优厚,应募者以此养家糊口，兵员最
多时达120多万人”可知，政府财政负担必然加重，故A项正确。
兵士待遇好，并不必然提升军队的战斗力,故B项可排除，C、D两
项与题干并无必然关系,故可排除。 



材料一 

 中国古代有功臣配享制度，即一个皇帝逝去后，要在已故臣
僚中选取功勋卓著的大臣陪祀其庙庭，功臣配享皇帝，是朝廷对该
大臣的最高评价，北宋神宗时，王安石“变风俗，立法度”，主导
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哲宗绍圣初年，诏“王安石配
享神宗皇帝挺”。南宋建炎处，有人提出“自绍圣以来，学术政事
败坏残酷，致祸社稷，起源实出于安石”。于是，“罢安石配飨神
宗庙庭”。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两宋对王安石的评价及其主要理由。
（6分） 

 

北宋褒扬王安石， 

认为王安石变法对朝廷有功； 

南宋贬斥王安石， 

认为北宋灭亡根源于王安石变法。 



材料二 

 《宋史》记熙丰（宋神宗年号熙宁、元丰）事实者，成于南
渡以后史官之手， 而元人因而袭之，皆反对党之言，不可征
信．今于其污蔑荆公（王安石）处，皆——详辩之……荆公不仅为
中国大政治家，亦为中国大文学家。 

  ——摘自梁启超《王荆公》（1908年）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重新评价王安石的
目的及采用的方法 。（9分） 

 

目的：弘扬历史上的改革精神； 

 推进改革，挽救民族危亡。（4分） 

方法：重视历史记录者的态度； 

 考订历史材料的真伪。（5分） 



材料 

 汉武帝的诸多统一政策中,包含年号的制定。此前的纪年方
法是,将新君即位后的第二年作为元年,以在位年序纪年。皇帝在位
时没有特定的名号,如汉景帝在位的第三年即称为“二年”,与其他
皇帝的“二年”难以区分。此外,诸王国各以诸侯王之年纪事,更易
产生混乱。汉武帝首次“封禅”泰山时,创制了“元封”年号,将当
年称为“元封元年”。朝廷所定的年号通用于全国所有地方,后世
根据年号也能明白是哪一年。此后,直到清朝末年,年号制都被沿用,

且影响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据(日)宫崎市定《中国史》等 

 （1）根据材料,说明汉武帝改革前后纪年方法的区别。(6分) 

 原纪年法以君主在位年序纪年， 

 皇帝、诸侯王各自纪年； 

 年号制以年号纪年， 

 年号全国各地通用。 



材料 

 汉武帝的诸多统一政策中,包含年号的制定。此前的纪年方
法是,将新君即位后的第二年作为元年,以在位年序纪年。皇帝在位
时没有特定的名号,如汉景帝在位的第三年即称为“二年”,与其他
皇帝的“二年”难以区分。此外,诸王国各以诸侯王之年纪事,更易
产生混乱。汉武帝首次“封禅”泰山时,创制了“元封”年号,将当
年称为“元封元年”。朝廷所定的年号通用于全国所有地方,后世
根据年号也能明白是哪一年。此后,直到清朝末年,年号制都被沿用,

且影响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据(日)宫崎市定《中国史》等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武帝年号制改革的历
史意义。(9分) 

 

方便纪年； 

有利于君主集权和维护国家统一； 

长期使用，影响深远； 

传播到其他国家，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