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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这一天是民间传说“龙抬头”的日子，也称为“春龙节”，人们用

许多美食祭拜龙王，希望它能够行云布雨，广洒甘霖。从节日的起源看，形成这一风俗的主要因素是（　　）

宗教习俗 农业生产 祭祀祖先 纪念庆典

在十二生肖中，牛是最勤劳的动物，也是人类的朋友。牛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享有尊崇的地位，因而常常

受到人们的称赞。下列关于牛的评说中，不具有可能性的是（　　）

牛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殷商时牛已经拉着犁给人耕地了

古人以竹蒲作画，以牛拉车载书，所以有“汗牛充栋”的故事

唐诗“牛咤咤，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描写老牛田地耕作劳累

东汉时期，珠江流域使用牛耕

王祯《农书》记载，有一农具“其制两柄上弯，高可三尺，两足中虚，阔合一垅，横桄四匝，中置耧斗，其

所盛种粒各下通足窍”。该材料描述的是（　　）

耧车 曲辕犁 翻车 花楼机

《论衡》中记载“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地力盛者，草木畅茂，一亩之收，当中

田五亩之分”。这体现出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中（　　）

“重农”的思想 “靠天吃饭”的观念 “不误农时”的思想 “精耕细作”的特点

“布衣”是中国古代对劳动人民的称呼。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以“布衣”自称。在诸葛亮生活的年代

里“布衣”中的“布”是指（　　）

丝织品 棉纺织品 毛纺织品 麻纺织品

《明神宗实录》记载：“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纺织）面户纂组（编织）机户出资，机工出

力，相依为命久矣。”这则史料能够说明的是（　　）

官营手工业发展迅速 农产品商品化日益明
显

新型的雇佣关系出现 重农抑商观念彻底改
变

2019~2020学年历史寒假作业（九）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基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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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杜诗传》中记载：“（建武）七年，遇南阳太守，……善于计略，省爱民役。造作水排，铸为农

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唐李贤注：“冶铁者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由此无法得出的结论

是水排（　　）

发明于东汉时期 主要用途是农业灌溉 以水力作为其动力 主要用途是鼓风冶铁

唐朝人陆羽在他的《茶经》中说：“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

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据此，下列判断不正确的是

（　　）

陆羽十分推崇越窑的青瓷 唐朝已经形成南青北白两大制瓷系统

瓷器是饮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朝的瓷器种类很多，包括青花瓷，珐琅彩等

下列诗句中，可以反映我国古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这一信息的是（　　）

“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 “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

“尔来盗贼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 “夜市千灯照碧云，离楼红袖客纷纷”

道光十二年（1832年），苏州盛泽镇“徽宁会馆”碑记：“凡江浙两省之以蚕织为业者，俱萃于是，商贾

辐辏，虽弹丸之地，而繁华过他郡。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尤多。”材料突出反映了当

时（　　）

江南市镇商业繁荣 重农抑商政策废弃 自然经济已经瓦解 徽商经营品种单一

宋代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记中，其上部文字为：“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记”；中部文字为“认门前白兔儿

为记”；下部文字为“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兴贩，别有加饶，请记白”。从

该“印记”中能够获取的准确历史信息是（　　）

宋代已开始生产钢针

宋代出现中国最早的商标、广告

宋代已有集原料收购、生产加工和批发贩卖为一体的经营方式

宋代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

《新唐书》记载：“唐制……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 市门皆起。”陆

游《老学庵笔记》载：“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 然不能知。”唐宋“街鼓”的这

一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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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市制度已经崩溃 都城人口急剧增长 城市管理更加严格 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中国古代历朝大都执行重农抑商政策，下列各项措施中不属于这一政策的是（　　）

西汉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 汉武帝推行发展官营商业的政策

唐代规定一入市籍不得为官 雍正时期允许浙江“一体贸易”

侯建新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和中国》中指出：“他们（徽商）一方面耗费巨额利润来促使自己缙绅

化，另一方面又将大量财富抛向非生产领域，诸如购置族田、建祠、修家谱，以及提倡程朱理学等……这样的

商品经济，实质上只能补充和强化自然经济。”该材料意在反映明清时期（　　）

商人政治地位空前提
高

重农抑商政策发生逆
转

社会转型根本动力缺
乏

封建伦理道德得到强
化

明朝政府下令：禁止建造远洋船只，禁止保留超过两根以上的桅杆帆船。从此，船员只得在内河的小船上

当雇工，郑和的大船因搁置而烂掉。以下对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

明朝鼓励民间贸易 明朝禁绝朝贡贸易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 明朝造船技术落后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农业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它毕竟这要是在小农分散经营的条件下形成的……由于传统

农具明清后没有继续得到改进，由于人口增加、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减少，由于经营规模的狭小和分散，劳动效

率低下，这极大地限制了其他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合理利

用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全面发展农业生产的思想……但在封建制度和分散经营条件下，不可能更大规模合理利

用经济资源协调发展。

--李根蟠《中国古代农业》

材料二 明清时期手工业的兴盛突出反映在民间私营手工业迅速发展，取代官办工场、作坊，占据了主导地

位。……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孕育出主要通过对运用生产技术和调配劳动力等环节加强管理来提高经济效益的

新型地主经营；从手工工场主、包买商中转化出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劳动组合中的早期“资本家”。……表明自

明中后期至鸦片战争前，已经进入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准备阶段并向工业文明发展的过渡阶段。

--曹大为《明清农耕文明的鼎盛及其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中的殒落》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清时期我国手工业领域出现的新的变化。

材料一 自春秋战国至唐代，国家和政府设市于都邑之中，市处于城中特定位置，以墙垣围住并与民居隔

开，设有市师、肆师、质人等分掌市内各项事务。《唐六典》记载：“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

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

--韩国磐《中国古代的市和市井、市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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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宋神宗时，开封已有户20万，……城内店铺林立，各地的货物云集于此。处处都有商铺、邸店、酒

楼、质库（即后来的当铺），以及各种手工作坊。晚间有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开张。“耍闹去处，通晓不

绝”。

--《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草市是民间“自为聚落”、私相贸易的集市，宋代在商品经济发达和交通方便的地方出现各种集市，

如“山市、河市、庙市”等，解决了农民“买食用盐茶农具”问题。“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

易”（叶适《水心文集》），明州农民，同时“为工、为匠、为镊、为负贩”。草市镇内小儿学、义塾、镇学

的兴办日益增多，有的镇市还建立了书院。

--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

材料四 明清时期，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和交通要冲，兴起了一大批以经济功能为主的中小工商业市镇，尤以江

南地区为盛。这些市镇商业繁荣，人口密集，有的多达数万人。

--《中国古代史》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春秋战国至唐代“市”的特点。

（2）结合材料一与材料二分析宋代的“市”与前代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草市”的出现有何意义？

（4）“市”的发展、“草市”的兴起和商业市镇的繁荣说明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