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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考研历史学真题解析之主观题答案详解

二、名词解释：21～28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80 分。

21、弭兵运动

春秋中期以后，晋、楚之间势均力敌，疲于攻占，进入两强相持阶段。此时中原

小国也因饱受大国争霸战争之苦，普遍厌战，于是出现了以宋国发起的两次弭兵

会盟。第一次在前 579 年，第二次在前 546 年。此后，晋楚 40 多年没有发生大

的战争，这种形势对恢复、发展各国的社会经济、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很大的

好处。

22、嘉定和议

开禧二年（1206 年），韩侂胄北伐，最终以失败告终。嘉定元年（1208 年），宋

金双方再一次订立和议。和议规定宋金改为伯侄之国；岁币绢、银各增为三十万

匹、两；犒军银（赔款）三百万贯；维持原来边界。嘉定和议后，宋金都日益衰

弱，无力再发动战争。

23、明代司礼监

司礼监，官署名。明置，明朝内廷管理宦官与宫内事务的“十二监”之一，有提

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司礼监在明初没有太大权利，明中叶后，皇帝不

理朝政，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披红大权，实际上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

表皇权监督和控制政府机构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的利益不受损害和侵犯，并

防止任何违背皇帝意图的行为出现。

24、十通

出版之后，一直为历代学者视为不朽的名著。此后宋郑樵撰为《通志》，元马端

临撰《文献通考》，连同《通典》合称“三通”。清乾隆时加入官修的《续通典》、

《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以及《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合称“九

通”。1935 年再加上《清续文献通考》，总称为“十通”。其中以马端临的文献通

考最有价值。

25、《查士丁尼战争史》

普罗科匹阿斯大约在 543 年开始撰写，这部著作共分 8卷，详细叙述拜占廷帝国

与汪达尔人、哥特人及波斯人的历次战争，同时也涉及到帝国内部的一些重大事

件。在叙述中保存了许多真实的、宝贵的史料。对于了解和研究查士丁尼的对外

政策、战争目的以及早期拜占廷帝国所属各地的社会经济状况，都很有价值。

26、壬申之乱

发生在 672 年（天武天皇元年）的日本古代最大规模的内乱。一方是天智天皇的

太子大友皇子，另一方是得到地方豪族相助而揭起反旗的天智天皇之弟大海人皇

子（日后的天武天皇）。结果大海人皇子获胜，是日本历史上少见的叛乱者胜利

的例子。

27、美国文官条例（1883 年）

1883 年 1 月，国会通过《文官制度条例》，即《彭德尔顿法》，规定：文官常任，

不与执政党共进退，定期考核，凭业绩奖惩升迁。这一做法把竞争的机制引进文

官制度中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中的腐败现象，改进了文官的素质，

激发了公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能，促进了文官的专业化及

政府管理上的科学化。

28、阿拉曼战役

1942 年 11 月，英军对德意作战，此役沉重打击了德意法西斯在北非战场的军事



新东方网考研频道 http://kaoyan.xdf.cn

新东方网考研频道 http://kaoyan.xdf.cn/

力量，消除了其对中东的威胁，该战役成为扭转北非战局的关键。

三、史料分析题：29～30 小题，每小题 30 分，共 60 分。

29（1）、材料一中“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是指鸦片泛滥，大量中国人吸食鸦片，导致建康受损，身体素质下降，军队的

战斗力降低；为了购买鸦片，白银大量流失，导致饷银不足。材料三中“浙洋之

事”是指英军攻打舟山，“羁縻”是指清廷设法安抚英军，与之和解。

（2）、林则徐希望在销毁鸦片的同时，尽量不与外国开战，然而英军如侵，在他

看来是以下犯上，应当尽量招抚，同时要做好防务，把广州的税收大量投入到军

事建设中。

30（1）、议事会是雅典民主的核心体制，最开始是四百人议事会，克里斯提尼改

革后改成了五百人议事会 人民指的是希腊成年男子，不包括没有选举权的奴隶

和外邦人蒂奥尼所斯指的是希腊酒神，这个节日是祈求葡萄种植能够丰收和酿酒

的保护。

（2）、雅典的城邦政策集中表现为民主政治。（1）各级官职向所有公民开放，以

抽签的方式产生；（2）其主要机构是公民大会、500 人会议、民众法庭，它们掌

握充分的权力；（3）原来的氏族贵族势力则被铲除殆尽。雅典开世界民主政治之

先河，在古代世界率先建立了较为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

的政治文化遗产。雅典人的这种民主政治是一种颇为原始的直接民主政治，雅典

的民主政治最后完全沦落为一种暴民政治。

四、论述题：31～33 小题，每小题 40 分（其中主体内容占 30 分，论述组织占

10 分），共 120 分。（要求：史实准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楚，文字流畅）

31、共同点：

（1）秦朝与隋朝都是短命王朝，二世而亡。

（2）这两个朝代都开启了后代的强盛王朝，秦朝之后，汉王朝的兴盛，既有文

景之治又有汉武帝的大一统；隋朝之后的唐朝既有贞观之治，又有开元盛世，达

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

（3）都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秦朝结束了战国分裂的局

面，隋朝则结束魏晋南北朝的分裂。

（4）都开创了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并被后世所沿用。秦朝的皇帝制度以及隋朝的

科举制三省六部制都被后世沿用。

（5）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都有闻名世界的著名建筑。（6）都因暴政被

农民起义推翻。（7）都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

历史作用：秦与隋虽然都是短命王朝但是他们都结束了一个分裂的局面，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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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时代，把中国从分裂带向统一，而且建立了进行了制度上的建设，为

后世王朝的兴盛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当然，这两个王朝的短命也为后代帝王提

供了教训。

32、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中日双方既有对立的关系也有合作的关系。

（1）1895 年甲午战争失败，中国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威胁，维新派主张

变法，发展资本主义。日本正是通过变法才得以国力增强打败中国，维新派希望

中国通过变法图强打败日本，但同时又希望伊藤博文等人帮助中国变法，于是

1898 年的戊戌变法来开帷幕，然而日本并不希望中国实现变法图强。

（2）1900 年，日本与英俄法美等八国侵华，逼迫中国与之签订了《辛丑条约》，

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上都攫取了大量权益。（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打败

了同盟国，而中国与日本均属于协约国，但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英美等国主张

把山东权益由德国转让给日本，中日矛盾激化，导致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

33、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战略格局雅尔塔体系的确立，以苏

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冷战的对峙状态。

1949 年 4 月 4 日，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在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

公约》，为与北约对抗，1955 年 5 月 14 日，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

国在华沙缔结八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

内容：设置有政治协商委员会、外交部长委员会等，苏联借华约组织先后又建立

了联合武装部队和一体化部队，华沙条约组织的宗旨为：如果在欧洲发生了任何

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的进攻，每一缔约国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

十一条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个别地或通过同其他缔约国的协议，以一切

它认为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立即对遭受这种进攻的某一个国家或几

个国家给予援助。

影响：华约的建立标志着两大阵营的形成，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树

立了铁幕。它深深的影响了冷战期间各国之间的关系。两大阵营之间矛盾不断，

而且两大阵营内部也矛盾重重，这导致了冷战期间各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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