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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結束前不可將試卷攜離試場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歷史   卷一  

 

（樣本試卷） 

 

 考試時間：一小時四十五分鐘  本試卷必須用中文作答  

             
1.  本卷佔整科分數5 0 %。本卷設歷史資料題，全部題目均須作答。每題佔分在題末括題內顯示，用以提示答案所需之篇幅；答案長度可為一小段或若干小段。考生應據此安排作答時間。  

 

 

2.  倘若試題設有若干分題，考生必須相應分部作答，否則可能被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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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所有試題均須作答。  

 

 

1 .  細閱資料A。  

 

 資料A  

 

 以下是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於1966年發表的一張海報。  

 

 

 

 

 

 

 

 

 

 

 

 

 

 

 

 

 

 

 

 

 

 

 

 

 

 

 

 

 

 

 

 

 

 

 

 

 

 

 

 

 

 

 

(a) 根據資料A所示，指出香港當時所面對的一項社會問題。試參考資料A，解釋你的答案。  ( 1  +  3  分 )  

 

 

 (b)  你認為該海報是否仍然適用於描繪 20世紀末香港的社會狀況？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 4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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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細閱資料B、C及D。  

 

 資料B  

 

 下文取材自1904年孫中山所寫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  

 

 顯而易見，必須要一個新的、開明的、進步的政府來代替舊政府。把過時的滿清君主政體改變為共和政體的計劃，經慎重考慮之後，早就制訂出來的。廣大的人民群眾也都甘願接受新秩序，渴望著情況改善，把他們從現在悲慘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來。中國現今正處於一次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新紀元的曙光將會在我們美麗的國家出現。  

 

 

 

 

 

 資料C  

 

 下文取材自梁啟超於1916年袁世凱死後所寫的「五年來之教訓」。  

 

 嘗思五年前建立民國之目的，原為懲前此政治之極弊，而不得不出於改弦。而此五年內國體之所以翻覆飄搖，仍為前此政治之弊一未消除，且多為徒以益其弊，故隨時所發生之結果，無一能與最初所期待者相應。  凡一切頑迷復古之思想，根本不容存於今日。試觀袁世凱自民國三年 [ 1914 ]以後，所有獎勵舊思想，舊形式者，無所不用其極。除釀成帝制外，更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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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D  

 

 以下漫畫取材自1918年的一份上海雜誌，該雜誌是由一群激進知識分子所出版。  

 

 

 

 

 

 

 

 

 

 

 

 

 

 

 

 

 

 

 

 

 

 

 

 

 

 

 

 

A  外債   E  釐金、雜稅  

     

B  公債   F  鹽稅  

     

C  關稅、錢糧   G  兵捐、印花  

     

D  地丁   H  人民自由  

 

 

 

 

 (a)  根據資料B，何謂「中國問題的真解決」？  ( 2  分 )  

 

 

( b )  就反映2 0世紀首十年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而言，資料B有何局限？試加以討論。  

   ( 4  分 )  

 

 

 (c)  根據資料D，推斷漫畫的目的。試解釋你的答案。  ( 3  分 )  

 

 

 (d)  你認為孫中山對1912-20年間中國的發展會否感到滿意？試參考資料C及D，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 8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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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細閱資料E及F。  

 

 資料E  

 

 下文取材自 1938年10月3日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就慕尼黑協議所發表的一篇演說。   

 

 今天我們所有人在這裏集會，心中充滿喜悅和感激；數以百萬計的人，他們的禱告得到回應。  一直以來，我主要的目的，是致力於化解歐洲的衝突，以及消除那些長久以來令局勢變得烏煙瘴氣的猜忌和仇恨。通往綏靖之路漫長且充滿荊棘。捷克問題，是最近期，或許也是最危險的。現在我們已克服了它，我感到應可向理智之路邁進一步。  

 

 

 

 資料F  

 

 下文取材自 1938年 10月 5日英國國會議員溫斯頓‧邱吉爾就慕尼黑協議所發表的一篇演說。  

 

 我不能同意已實行的各個步驟。……我一直認為，和平的維持，有賴於凝聚各種力量以威攝侵略者，並以摯誠的努力平反冤情。希特拉先生的勝利，像不少曾主宰世界命運的著名鬥爭般，僅是險勝。  英國應該一開始便毫不猶豫地宣告會與其他各國一同保衛捷克，使其免受無故的入侵。陛下政府在時勢尚可挽救之時，拒絕作出這項保證。  一切已經結束，靜寂，淒涼，離棄，破碎。捷克隱沒於暗黑之中。  

 

 

 

 

 

 (a)  根據資料E，張伯倫對慕尼黑協議持甚麼態度？試參考資料E，解釋你的答案。   

    ( 1  +  2  分 )  

 

 

 (b)  你認為邱吉爾會否支持慕尼黑協議？試參考資料F中的用語和論據，解釋你的答案。   ( 2  +  2  分 )  

 

 

 (c)  若你是 1938年的一個英國人，你會支持張伯倫與邱吉爾哪一位的看法？試參考資料E及F，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 7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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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細閱資料G及H。  

 

 資料G  

 

 以下漫畫刊於 1962年。  

 

 

 

 

 

 

 

 

 

 

 

 

 

 

 

 

 

 

 

 

 

 

 

 

 

 

 

 

 

 資料H  

 

 下文取材自一本歷史書。  

 

 赫魯曉夫希望與西方改善關係。 1953年韓戰結束，有助緩和緊張氣氛。 1955年，蘇聯從奧地利撤軍，各大國在日內瓦召開了一場友好的高峯會議。雖然匈牙利起義和蘇彝士危機損害了關係，赫魯曉夫仍繼續與西方共存的政策，對東歐集團以外的國家 (包括美國在內 )進行一系列訪問。他炫耀蘇聯的太空成就，尤其是1957年發射了世界首個衛星「史普特尼克號」。然而，德國以及軍備競賽等懸而未決的問題，令危機一再出現，這使共存難以持久。  

 

 

 

 (a)  就1962年蘇聯對西方的政策，漫畫家有何看法？試參考資料G，解釋你的答案。  

    ( 4  分 )  

 

 

 (b)  你在題 (a)所指出漫畫家的看法，可否應用於 1953-64年間蘇聯對西方的政策？試參考資料H，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看法。  ( 7  分 )  

 

 試卷完

 

 

 

 

 

 

 

 

 

 

 

 

 

 

 

 

 

 

 

 

 

 

 

 

 赫魯曉夫：談判之門仍然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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