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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2/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8_80_83_c73_382055.htm 一、2008年中国古代史的比例及

重要地位 历史学专业综合考试试卷满分是300分，考试时间

是180分钟。在整个历史专业综合考试中，中国通史占50%，

其中中国古代史占30%，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史的分值占了中

国通史的60%，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分值比起来，它的重要地

位显而易见。而且中国古代史在大纲中只有八章的内容，而

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是十五章。由此我们更加可以看出来中

国古代史是内容少而分量重，必须好好把握，拿出足够的时

间来复习。 二、对2008年中国古代史大纲调整的宏观分析 新

大纲出现以后，经过仔细分析及研究发现：中国古代史的内

容在总体略有缩减，但是总体上的变化不是很大，大纲上增

加了从第四章到第八章的共五个方面的知识点，其中每章增

加了一个知识点，删掉了从第四章到第八章的十一个知识点

，调整了第四到第六章的四个方面的知识点。2008年中国古

代史大纲较之去年不在出现府兵制，九品中正制等制度，唐

朝部分内容有所缩减，删掉了两方面的内容。宋朝删去一些

内容，但新增一些考点，如宋金夏等割据政权的政治状况，

明清部分略缩减。在中国古代史中，对一些知识点的表述进

行了微调，除力求正常的语言精当和表述更加准确的变化之

外，还有一些词句上的变化，反映出命题中心在考察思路上

的调整。如将“东汉后期的政治腐败”改为“东汉后期的政

治危机”，“宋元时期的海外交通”改为“宋元对外经济文

化交流”，相当于略微扩大了考察的范围，对考生的复习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产方式的变

化”改为“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明中叶的社会危机与

改革”改为“明中期的社会危机与张居正改革”等，则适当

缩减了考察要点，将考察方向更加明确集中，减低了部分难

度。 总得来说，中国古代史有所缩减，但基本变化不大，保

持与去年的稳定性！特别是先秦的内容没一点变化，和去年

的万全一样。其它主要内容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一些重点

知识仍然是考察的对象！需要好好把握！ 三、对2008年中国

古代史重点知识点解析及考点分析预测 (一)对2007年中国古

代史考试大纲及考题的分析 今年是历史学实行专业综合考试

的第二年，从去年的考题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

的东西。从去年大纲规定的考试范围来看，考查的都是一些

重大、重要，有着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就中国古代史来说

，大纲里总结出了八个点：分别为，一，中国历史的开端；

二，夏商西周；三，春秋战国；四、秦汉、魏晋南北朝；六

，隋唐五代；七，宋、辽、西夏、金、元；八，明清(前期)

。在春秋战国这一点里，只有春秋战国的改革与变化，春秋

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等级关系的变化，从诸国

格局到秦统一，春秋战国的思想、文化、科技这些大的方面

，别的一律都没有，这要比任何一本中国古代史的教材指示

点都简略。 而从2007年的考试真题来看，考试题和大纲的联

系比较紧密，出现的考题一般都在大纲的范围内，没有很难

很偏的题出现。考的内容也都是大面上的，不会像统考之前

各个学校自主命题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很细节的题，让人无法

把握。 从出题来看，2007年选择题方面，选择题一共是20个

，而中国古代史占了5个，占了总选择题的四分之一，包括春



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唐朝时期的一个，宋朝时期的一个，明

清时期的一个，还有一个是和现代考古紧密联系的关于秦汉

时期的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没有出现选择题的内容。 名词

解释出现三个，第一个是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第二个是唐

末五代时的圩田，第三个是清政府时期的金瓶擘签。可见先

秦时期的内容在名词解释方面没有出现。而几个重要朝代的

重要历史事件或者制度往往会被考察。 史料分析题一个，史

料分析题的综合性比较强。 简答题一个，是隋朝时期加强中

央集权和巩固统一的措施及其意义。这是大纲上的要求。所

以比较简单，很好把握。不会出现一点内容都答不上的问题

，只是在答题的时候在全面方面可能考生的成绩会出现差距

，拉开距离。 (二)对中国古代史2008年重要知识点分析及考

点预测 1、:考试方向的总预测 上面我们分析了2007年的考试

大纲的考查范围和考试真题，并对两者的联系做了研究。我

们可以发现历史学专业综合考试出现后，新的考题更加注重

大面上的东西，不会死抠很偏很难把握的名词解释或者选择

题。所以2008年，因为仍然是综合考试，所以太难太偏太无

法下手的考题一般不会出现。大家只要对大纲范围内规定的

基础知识点好好把握，选择和名次解释题应该不会出现什么

大问题。 中国古代史在综合考试中占的比重仍然为30%，和

去年相比，没有变化，所以今年在选择题，名次解释题，史

料分析题和简答题方面，应该在出题量和具体哪种类型占多

大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具体请参照上面分析的关于2007

年真题里各个类型的题占多大比重。应该指出的是像秦汉，

隋唐，宋元，明清都是重要的历史时期，其中的重要历史事

件，历史人物和政治制度要好好把握。 从去年的出题来看，



像科举制度，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都是很重要的制度，

在往年各个学校自主命题时就经常考到。所以在综合考试真

题只有一年(2007年)可以参考的情况下，可以参看一下往年一

些重要学校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考试真题。对于把握大方面和

重要方面的知识来说还是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的。尤其是像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

的历年考试真题都可以拿来看一下。 2、重要知识点的分析

及考题预测 1)对增加的考点进行分析并对出题类型作出预测

及指导 (1)在第四节增加了“刘秀与东汉初期政治”；显然这

是一个新的应该注意的考察点，应该注意刘秀做过的重要事

情及其对这些事情的评价。像2007年在名词解释中就出现了

汉武帝时期颁布的推恩令。所以刘秀时期的重要制度，重要

政策要好好整理，可能会出现名词解释，也有可能作为简答

题来考查。东汉初期的政治具体表现有很多方面，应该好好

复习。在考试的时候答题要全面要深刻。有可能会出简答题

或者史料分析题。出简答题的时候，因为分值比较大就要分

析一下出现的背景并做简单的评价。 (2)第五节增加了“东晋

南北朝寒人的兴起”；寒人的兴起有可能以选择和材料分析

的形式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往往是最复杂最不好把握的时

期，比较乱比较散，出题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像去年就没

有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察，但是并不代表今年的考题中

不会出现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内容。尤其是增加了新的考

试点一定要注意。寒人的兴起不是偶然的现象，是在什么样

的背景下出现的要好好把握。 (3)在第六节增加了“唐后期的

社会矛盾与农民起义”；唐朝总是会作为一个重要的朝代来

考察，这是因为唐朝时期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出现了盛



世现象，对于贞观之治和武则天和唐玄宗的统治要好好把握

同时要与清朝时期的盛世现象进行比较。但是并不能因此忽

略了唐朝时期的社会矛盾。唐朝后期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具体表现有哪些要认真掌握。农民起义有哪几支力量，具体

的领导人是谁都是要好好把握的问题，因为极有可能出选择

题，同时也避免不了会有出史料分析题的可能。 (4)第七节增

加了“宋元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以前各个学校自主命题时

往往关注政治方面的内容比较多，但是今年来，随着社会形

势的变化，对经济文化的重视逐步上升，这是新增的知识点

，要注意，经济文化交流往往涉及的东西比较多比较细，简

答题的可能性会大一些，答题的时候应该全面，不能丢三拉

四。 (5)第八节增加了“明初专治集权统治的加强”；明太祖

登上皇位后对中央集权的措施进行了很大方面的调整，大大

加强了中央集权。这是专制集权统治加强的又一个重要时期

，对加强集权的具体措施要仔细把握，熟记于心。 2)对调整

的考点进行分析并对出题类型作出预测及指导 (1)第四节把07

年“东汉后期的政治腐败”改为“东汉后期的政治危机”，

虽然只改了两个字，但是所涵盖的内容却比原先要增加很多

，需要在掌握腐败的基础上从各个方面来把握危机。 (2)第五

节把07年的“十六国的兴亡和南北对峙局面的出现”改为“

十六国与南北对峙”；这也在原先内容的基础上有所增加，

要掌握的知识点更多，因为新大纲只是笼统的表述了一下，

涵盖的具体各方面的知识比去年的大纲要求要多，要仔细地

抓好每一个知识点，不能遗漏。 (3)第六节把07年的“安史之

乱”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改为“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这样知识点也增多了，要注意藩镇割据的背景、影响等。安



史之乱是非常重要得内容，往年很多学校在自主命题的时候

都出过安史之乱的影响。一定要好好把握。关于安史之乱的

影响可以参考一下《历史学科专题讲座》这本书，上面有很

完整的答案。 (4)把07年隋唐时期边境各少数民族概况改为隋

唐的民族关系。这就不仅要求掌握各个少数民族的概况还要

了解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包括和亲，战争等。隋唐

时期是民族关系复杂的时期，这个要想思路清晰，答题得高

分需要自己好好整理。最好是安民族整理。 3)对于中国古代

史重要知识点的梳理 (1)秦统一专制集权国家的建立 这是秦朝

时期很重要的内容，有可能会出现简答题。 (2)汉承秦制与“

文景之治” 汉朝有很多政策和制度是继承了秦朝的，但是也

有一些自己的创新，要注意比较。文景之治是历史上有名的

时期，和贞观之治同等重要。对于文景之治时期采取的措施

及历史意义要好好掌握，最好把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作个比

较，可以从背景，具体政策，措施，意义方面来比较。 (3)汉

武帝与西汉的强盛 汉武帝在位时的政策和措施要掌握，并且

要掌握对汉武的的评价。评价的时候要客观，公正，放在当

时的社会背景下去评价。 西汉的强盛要注意和唐朝和康乾盛

世做比较。这是一个很大面的题，出现简答的机会比较大。

而且这是一种对综合能力的考察，需要在综合复习的时候进

行整理，尤其是在初步复习完整本书后要从宏观上把握一下

一些大的方面的总的相通性和相异处。 (4)西汉后期的社会危

机与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是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改制，在什么

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当时社会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具体有

哪些表现要记住，最后为什么会失败，主要是因为违背社会

发展的规律，但是还有很多很细节的原因，需要在结合具体



措施具体来分析。 王莽改制的内容也很重要，要熟记！很多

学校往年考过王莽改制的内容，失败原因和背景！ (5)魏晋南

北朝 这时期的内容可以不必花费太多的时间！时间大家自己

掌握。但是并不代表这部分的内容不出题。出一些细节上的

题还是很有可能的！ (6)隋唐五代 这是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发

生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有很多重要历史制度。采取了很多

重要的政治措施，出现了贞观之治也发生了安史之乱。需要

仔细复习，重点复习。 唐朝的建立和贞观之治是重点内容，

要和文景之治进行比较，上面已经说过，不再罗嗦！ 安史之

乱与藩镇割据也要好好掌握！ 两税法与唐后期的经济，两税

法是历史上一次很有名的税法改革。对于背景，内容，意义

一定要完全记住！ (7)元代的统一及其影响 要熟记！最有可能

出简答题，关于统一及影响，往年很多学校出过！ (8)明代的

卫所与清代的八旗，绿营制度 这是很重要的制度，往年很多

学校出过题。最有可能出名次解释题。 (9)清代疆域的奠定与

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很有可能会问清代的疆域是如何奠定的？

这就需要从很多方面来回答！比如平定准格尔叛乱，土尔户

特部回归，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等等。 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也是

一个重要的问题，出简答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还有很多重要

的知识点，在大纲里面都有，在此不做仔细分析，有机会会

和大家继续讨论，给大家提供更多参考性意见。大家在复习

的时候要好好把握。 四、参考书目解读 1、《中国古代史》

，朱邵侯，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古代史方面比较权威的

书，一般往年中国古代史考研中很多学校的参考书里都会出

现这本书的名字！以往有桔黄色皮的是三本，分上中下三册

，小本的！但是现在书店里一般是只分两册的大卷本。 大卷



本的价格比较贵，但是看起来舒服！有条件的还是建议大家

看大卷本的。 2、《国史大纲 修订本(上、下册)》，钱穆

，1999年9月 商务印书馆 著于1939年，逢国之将亡，此书意为

国人振奋精神，"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生机"，为

中国找一条出路。先生学问也日臻完熟，故此书在主旨和学

术上为同辈学人著作之冠。书中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大势及各

时期的特点的阐述在中国史学界影响很大。 卷首近两万字之

引论，是一篇必读之"大文章"(陈寅恪语)。著名的读史"四大

信念"，强调要国人了解、尊重国史，只有知史、懂史的国民

渐增，国家才能有希望。 《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

史，用大学教科书的体例写成。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

世纪中叶之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社会、政治

制度、学术思想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全书(修订二版)八

编46章，共53万字。全书力求通贯，便于读者明嘹治乱盛衰

的原因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 3、《中国古代史纲要

》上下册，剪伯赞，人民出版社出版 它“是建国后较早编定

的通史教材，出于名家之手，结构严谨，内容连贯，叙事完

备，语言凝练，学术价值很高，在北大和其他许多高校历史

系长期使用”。 它提供的主要是完备和连贯的基本知识。它

大体按照编年加记事本末的体例，适当照顾专题，注重前后

贯通，史实的考辩很严谨，观点性不特别突出，这是它持久

生命力的重要前提。一些深度的内容和学术争鸣、学术动态

，则有赖于参考资料选和参考论文选来提供。 《国史大纲》

将中国历史从唐、虞之际到清末民初，以朝代更替为经，学

术兴衰为纬娓娓道来，颇多创建。但是这本书往往是竖体，

繁体，看起来不会太省心。 4、《中国古代简史》，张帆，



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该书是为大学公共选修课“中国通史(

古代部分)”编写的教材，在1997年获得国家教委“九五”重

点教材立项，由多年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通史(古代部分)

”公共选修课的张帆独立撰著。 5、《中国古代史纲》1991年

修订(上、下)张传玺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特点

在于比较简单明了，看起来会很舒服，上面有很多名词解释

都是可以作为答案的！比如卫所制度，八旗制度等。有时间

的话可以先翻一下这本书。因为它很好读，就是大面上的内

容，不会抠的很细致化，语言也通俗易懂！ 还有很多关于古

代史方面的参考书，就不一一列举了！ 上面列的一些都是比

较权威的书目，很多学校在以往考研中的参考数目！大家可

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实际情况，决定把哪本作为重点，哪本

作为辅助。 以上我们从宏观、微观以及参考书等方面分析解

读了08年历史学大纲的中国古代史部分。关于大纲规定的中

国古代史部分的每个知识点的详细解析，万学海文专业课将

会在上课当天当堂发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