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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指导一31、原始社会以民主推选的方式产生部落联

盟的首领的制度，称为禅（shan）让制。按照氏族社会军事

民主制惯例，部落联盟的首领，必须由下一级军事贵族共同

推选，经过一定的仪式，得到大家的承认，才能确立。禹死

后，其子启夺伯益位自立。禅让制度从此废弃。32、分封制

是西周推行的把王族、功臣分到各地为诸侯的一种制度。33

、宗法制与分封制是密切结合、相辅相成的。宗法制的主要

特点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嫡长子继承制和余子分封制。其实质

是通过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财产、权位的继承权。34、行

省是元朝的地方政府机构，又称行中书省。行省设丞相一人

，掌管全省军政。省下分别有路、府、州、县。行省制度的

设置，是地方机构的重要改革，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

国家统一，对后世影响深远。35、我国最早的文字象形文字

，现阶段发现的最早的汉字是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即商周

时期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多为象形文字。甲骨文最早

在河南安阳北小屯村之殷墟出土。殷代的甲骨文是当时世界

上最进步的文字。36、商、周及战国时期一种刻制在铜器上

的铭文称为金文，亦称钟鼎文。也称“大篆”。金文初具铭

记史实的性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李斯整理各国文字，

以古籀（zhou）文和原秦国通行文字为基础创立小篆，为今

天方块字奠定了基础。37、从唐代直到明、清，楷书是官府



文书和科举考试的正式字体。38、《春秋》我国最早的编年

史。记载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

）的列国史事。《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主持编写，我国杰

出的编年体通史。共294卷，按年代记载自战国周威烈王至五

代周世宗共1362年的历史。39、《史记》西汉司马迁著，我

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传记文学的典范。它所体现的进

步史观和创造的纪传体例，对后世史学影响极大。40、《汉

书》东汉班固著。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41、《永乐大

典》是我国古代，也是当时世界上编撰规模最为浩繁，涉及

范围最为广泛的一部类书[类似于现代百科全书。42、《古今

图书集成》1726年编成，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类书

。43、《四库全书》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我国古代规模最大

的一部丛书，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44、[儒家思想

春秋时期鲁国人孔丘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字仲尼，

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其言行思想集中反映在《论语》

中。 “亚圣”孟子，(孟轲)是我国儒学大师，他承袭和发展

了孔子的思想，提倡“仁政”，强调“礼治”，主张“民为

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董仲舒是西汉时儒学大师，提出

“三纲”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使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

会的统治思想。 儒家学说在宋朝发展成理学，程颢（hao）

、程颐，尤其是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

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理学”。45、我国古代的

唯物思想家有：战国时的荀况，著有《荀子》；东汉时的王

充，著有《论衡》；南朝时杰出的无神论者范缜，著有《神

灭论》；唐朝文学家柳宗元，著有《天说》；明末清初的王

夫之，著有《周易外传》。百考试题编辑整理46、老子（李



耳）是春秋时期道家学派创始人，著有《道德经》；庄周是

战国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庄子》。47、战国时期

的韩非子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著有《韩非子》。48、春

秋时的孙武是兵家的著名代表人物，著有《孙子兵法》；孙

膑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家，著有《孙膑兵法》。49、洋务思想

是近代社会思潮之一，代表人物有奕（xin）曾国藩、李鸿章

、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思想的基本原则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吸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用以维护中国封建

制度和纲常名教。50、中国正式的古代教育始于春秋末年，

以大教育家孔子创立私学为标志。1893年，外国传教士郭实

腊、布朗等在中国澳门开办第一所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

。1898年在北京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大学，

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 51、科举考试：从隋代开始，

封建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科举考试在中国历

时1300多年，影响巨大。52、夏代历法是我国最早的历法。 

殷墟甲骨文中有世界上最早的日食、月食记录。 公元前613年

，春秋鲁国天文学家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 战

国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东汉张衡发

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发民了世界上最

早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地动仪。 唐朝僧一行主持了世界上第

一次对子午线长度的测量。 北宋沈括创制“十二气历”，800

年后，英国才有类似的历法。 元朝郭守敬编成《授时历》，

以365.2425天为一年，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53、我国

在春秋时已发明了“九九乘法表”。 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以

前的《周髀（bi）算经》记载了勾定理，比西方早500年。 东

汉《九章算术》中有关负数、分数计算和联立一次方和解法



等，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南朝祖冲之著有《缀（zhui

）术》一书，首次把圆周率的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第7位，比

欧洲早1100年。54、战国时，名医扁鹊（que）采用望、闻、

问、切四诊法，为病为治病，当时医生治病已分内科、外科

、妇科、小儿科等。 西汉编写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

早的一部医书。 东汉时期，我国医学进一步发展，《神农本

草经》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 张仲景著有《伤寒

杂病论》，奠定了中医医疗学基础，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 名医华佗发明“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麻醉法的医生

。 唐朝政府组织编写的《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

编定并颁布的药典，比欧洲早800多年。唐太宗首办世界上第

一座医校，比欧洲早200年。 孙思邈著《千金方》，被誉为“

东方医学圣典”其本人被后人尊为“药王”。 明代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是当时世界上内容最丰富、考订最详细的药

物学著作，被译成各国文字。55、北魏贾思勰（xie）的《齐

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农书。 元代的《农桑

辑要》是一部通俗性农书。 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总

结了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56、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

》总结了我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是我国科学发展史上的珍贵

遗产，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明末清初宋应星

的《天工开物》是专门记述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著作。被译成

日、法、英等文字，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57、半坡人最先建造了中国民族建筑式样的人字形两面坡

房屋。 秦始皇连接秦、赵、燕长城，开“万里长城”之始，

西起临洮，东到辽东。明长城长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 

隋代开凿了大运河，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 隋代工匠李春设



计建造的赵州安济桥，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敞肩式石拱桥

，比欧州冒同类桥早700多年。 唐长安城规模宏大，是当时世

界上最大的城墙建筑。 北宋李诫（jie）的《营造法式》是世

界上最早、最完备的建筑学著作。 北宋建的泉州洛阳桥，是

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 南宋建的泉州安平桥，是我国现存

古代第一长桥。58、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

火药。 西安发现的灞（ba）桥纸，是世界迄今发现最早的纸

，西汉有了絮纸和麻纤维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公元868

年印刷的《金刚经》卷子，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11世纪中期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 战国时已有了利用

磁石的指南性确定方向的“司南”。59、秦代，秦始皇派大

将蒙恬率30万大军收复河套地区，置44县，移民生产，又筑

万里长城，以防匈奴。西汉设西域都护对西域进行管辖，并

将长城西延至敦煌。 唐朝先后设置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

，管辖西地区。 清代设置鸟里雅苏台将军、伊犁将军管辖新

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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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