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4 课 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 

一、单选题（共 17题） 

1．明清时期，皇帝直辖六部。六部的设置，基本上沿用唐宋旧制而略有变化。六部以吏部为首，吏、礼、

兵三部，按职能各设四司，户、刑、工三部，则按省设司。清代为了统管少数民族和边疆事务，还设有理

藩院，与六部并列。六部的长官为尚书，副手为侍郎，习称堂官。这（  ） 

A．有利于提高皇权统治的效能 B．推动了分权制衡体制的形成 

C．使中央行政体系渐趋于紊乱 D．表明六部成为最高政务机构 

2．1727 年清政府在西藏设驻藏大臣，确立由中央政府册封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的历史定制，1762 年清政府

在西域设伊犁将军，1884 年在新疆建行省，最终确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这表明清代 （   ） 

A．君主专制统治空前强化 B．行省制度开始在全国推行 

C．强化了对边疆地区管辖 D．中央政府与西藏开始交往 

3．康熙时出现了一个特有的职称“内廷行走”，它不是某一固定御用机构官员的特定称谓，而是对那些虽然

身份不同、却拥有同等的在内廷、皇帝身边工作机会的官员的共称。乾隆以后，这一职称在史料中出现的

越加频繁。“内廷行走”在日值内廷、与谋国事的同时，实际上在皇帝身边形成了“要职”再聚合的办事机制。

这表明当时 （   ） 

A．内廷官员政治地位平等 B．君主决策大权的旁落 

C．官僚政治体制发生异变 D．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4．清代皇帝经常对督抚“亲加训诲”，使督抚“晓朝廷法度，不敢妄萌邪念”，派遣钦差大臣到督抚治所巡视，

皇帝还不时出巡督抚的治所。这主要是因为清代 （   ） 

A．君主专制呈强化的趋势 B．地方督抚拥有较大权力 

C．政府行政效率得以提升 D．监察制度形成严密体系 

5．庄吉发先生说：“世宗（雍正帝）设立军需房是为了用兵西北而密办军需，并非为了贯彻中央集权，削

减议政王大臣的职权。”这反映出军机处（ ） 

A．降低了行政效率     B．具有决策封闭性     C．改变了议政方式     D．强化了君主权威 

6．清雍正年间，礼部侍郎查嗣庭受命主持江西乡试，以《诗经》中“维民所止”为题，意在歌颂皇帝神武，

但雍正帝却以“以雍正字，去首，诽谤大道”，将治罪戮尸。这本质上说明 （   ） 

A．封建文化专制的严酷 B．八股取士禁锢了思想 

C．中央与地方矛盾尖锐 D．封建君主集权的强化 

 



 

7．1689 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违者送所司惩罚；

两国人带有往来文票（护照）的，允许其边境贸易。这反映了当时 （   ） 

A．清政府逐渐放弃传统华夷观念          B．一定程度上形成领土、国民意识 

C．清政府逐渐接受西方外交体系          D．清政府积极主动发展对外关系 

8．清雍正时期，要求部分中下级官员对政务利弊、吏治勤惰、同僚品行、百姓生计、地方风俗等各方面事

务，凡有重要问题，不必等到完全核实，即可先在奏折中“风闻”上报。该做法 （   ） 

A．强化了对中枢机构的控制 B．扩大了地方官的行政权力 

C．有利于更广泛的了解下情 D．完善了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9．1661 年，郑成功回复揆一：“今日我来索地，则地当归我，其他私人财物，可听带走而归。”1662年 2

月，揆一在战败投降协议书上签字，率领残余士兵乘船退出台湾。揆一是 （   ） 

A．西班牙人 B．英国人 C．荷兰人 D．日本人 

10．大清统治者以皇帝身份统治汉人，以大可汗身份统治满蒙，以文殊菩萨转世身份统治藏地（据考证，“满

洲”一词与梵语“文殊”发音极像，应为同源），最能说明 （   ） 

A．当时人们非常迷信                    B．大清帝国疆域辽阔    

C．民族交融成效显著                    D．统治方式灵活务实 

11．学者许倬云认为，“明朝末年，以黄宗羲、顾炎武作为代表的学者，开始认真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价值，

甚至怀疑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质。这几乎可以与西方的启蒙思想相比拟。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在明清

改朝换代之后，无法继续下来。”其“无法继续下来”的原因有 （   ） 

①清朝君主专制的进步强化     ②统治者对思想和文化的控制 

③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和繁荣   ④杜会娱乐和文化活动的丰富 

A．①③ B．①② C．②③ D．③④ 

12．研究指出，1820 年嘉庆版《皇舆全图》是自康熙以来清政府与欧洲列强不断斗争，借助欧洲式的领土、

主权与国际法的概念，最终确立了中国领土管辖范围明确界限的证明。该研究说明 （   ） 

A．嘉庆朝是清代最强盛的时期            B．中外互动最终奠定了中国疆域 

C．清朝地图绘制技术领先世界            D．清朝疆域得到国际的广泛认可 

13．康熙帝将盟旗制度推广于漠北喀尔喀蒙古及其他蒙古各部。在蒙古各部至内地的道路上设立邮站、驿

站军台，“凡汗、王、贝勒过境，警晨夜，饲牲畜；商旅出其途，亦资捍卫”。实行巡边制度，每年春秋两季

巡查边境哨所。这些措施 （   ） 

A．加强了君主专制                      B．促进了商帮形成      

C．完善了边疆治理                      D．维护了蒙古传统 



 

14．清朝雍正以来，地方督抚的奏折直达军机处；皇帝的谕旨也由军机大臣跪受笔录后发出。这从根本上

反映了 （   ） 

A．君主专制强化                        B．督抚听命于军机处       

C．中央集权弱化                        D．军机处掌握决策权 

15．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台湾派人议和，康熙帝颁旨坚称“不可与琉球、高丽外国比”，“若其诚心削

发归诚”方可招抚，并指示施琅：“进剿台湾事宜关系甚重，如有机会断不可失。”据此可知，当时 （   ） 

A．康熙力主和平招抚台湾 B．台湾正处于外国殖民统治之下 

C．施琅建议武力统一台湾 D．清朝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念 

16．康熙年间，以外国神甫雷孝思、杜德美等人领衔，中国测绘技术人员参加的测量队，进行了全国地图

测绘，基于实测绘制而成《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展的全国性大地测量、第一幅使用科学

测绘方法制作的地图。这反映出 （   ） 

A．大一统观念得到社会认可 B．统治者"天朝上国"观念发生改变 

C．清政府海洋权益意识强烈 D．西方科学影响到中国的地图绘制 

17．清朝统治者自入关之初即在京城建造历代帝王庙，并多次对人祀的历代帝王和配飨名臣进行调整和增

补，最终建构了一个包括少数民族王朝在内的历代帝王一脉相承的完整脉络。清廷此举意在 （   ） 

A．佐证中华文化的绵延不绝 B．构建清朝政权的合法统治 

C．承袭中原地区的先进制度 D．消弭满汉之间的民族差异 

二、非选择题（共 3题） 

18．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

日不下十数次，皆称旨。蒙恩谕曰：“曩者奉皇考命，会同大学士办理公事。汝以学士趋跄（进渴）其间，

朕见汝气度端凝，应对明晰，心甚器重之。询之旁人，知为吾张师傅之子。朕心喜曰：„吾师有子矣！'后闻

汝官刑部、吏部皆有令名，更为喜慰。今见汝居心忠赤，办事敬诚，益知为天祖所笃生、皇考所教养，成

兹伟器，以辅翊朕躬者也。汝其勉之。” 

——据《张廷玉年谱》整理 

材料二  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

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钜。大学士鄂尔泰……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

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亭太庙，以昭恩礼。 

——摘编自《清实录》 

材料三  上（乾隆帝）以廷玉不亲至，遂发怒，命降旨诘责……廷臣请夺廷玉官爵，罢配亨。上命削



 

伯爵，以大学士原衔休致，仍许配享。…廷玉即请南还，上愈怒…上用大学士九卿议，罢廷玉配享，仍免

治罪…ニ十年三月，（廷玉）卒，命仍遵世宗遗诏，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文和。 

——摘编自《清史稿列传七十五》 

（1）根据材料概括张廷玉受皇帝重用的原因。 

 

 

（2）综合三则材料，谈谈你如何看待张廷玉“配享太庙”的地位。 

 

 

19．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天下的观念，这种观念并不是在地理空间上的无限延展，而是

基于当时地理知识所及的有限认知。梁启超认为“中国地形，平原磅礴，阨塞交通，其势自趋于统一。”董仲

舒认为天是宇宙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下人要服从天之子的统治，疆域上实行天下一统。随着思想一统的

实现，政治一统和天下一统作为理想为历代王朝所追求。但这种观念随着辽、金、蒙古等政权的崛起而遭

受挑战，所以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继承和发展了“夷夏之辩”观念，主张用文化来区分华夏和夷狄，以至

于 19 世纪以前的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在仰慕和学习中国文化后以“小中华”自居。 

古代天下观意识形态化的同时，封建王朝对其还设计了一系列具体制度。……清朝统治者通过祭祀历

代帝王以表达天下为公，祭祀孔子以尊崇儒学，恩赐满洲王公表明统治根基，恩赐外藩王公表明领有天下，

免征浮粮、增加科举名额表明重民。从秦汉到宋，中原王朝与“夷狄”几乎一直维持在“礼”的范围内，如汉宣

帝接见匈奴呼韩邪单于时，大臣们认为应以君臣之礼来对待，而汉宣帝则认为应待以客礼，此后基本作为

定例。随着后世王朝对天下进一步有效管理的诉求增加，对边疆和藩属国都颁布了相关律令进行管理和控

制。此外，汉代设置西域都护府、护羌校尉等官职管理西域和其它边疆地区，唐代安西、安南、安东、安

北等都护府的建立进一步强化了对这些地区的管理。清朝更是在边疆地区设置了将军、都统和大臣等进行

管辖。但对于传统疆土概念以外的地区，往往视其为“绝域”，即使一些部落主动内附或归顺，也会因为恪守

传统天下观的理念而予以拒绝。 

——摘编自吕文利《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制度实践》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天下观形成的原因，并指出其在制度实践上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中国古代天下观。 

 



 

20．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乾隆四年（1739 年）颇罗鼐被册封为郡王（俗称藏王）。1749 年，乾隆派兵平定西藏地方叛乱，

制定并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该章程确定建立噶厦，“今噶隆（噶伦）业已照例补放，自应遵

照旧例，遇有应办事件，俱赴公所会办”。该章程提升了驻藏大臣的权力，首次确认了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力，

用清朝大臣奏折中的话来说，就是“俾达赖喇嘛得以主持，驻藏大臣有所操纵，并多立噶伦以分其势，庶权

在上而不在下，自可期永远宁谧……”。.噶厦驻地在拉萨大昭寺，长官为四位噶伦，秉承驻藏大臣、达赖喇

嘛旨意办事。经过充分调研和协商，清政府又于 1793 年制定并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

了以金瓶掣签选择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的制度，进一步提高了驻藏大臣在管理西

藏地方行政、军事、外交和财政等各方面的地位，规范了西藏地方的各项法规和制度。 

——摘编自张云《清朝西藏治理中的若干问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乾隆帝治理西藏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乾隆帝治理西藏的措施。 



 

 

参考答案 

1．A 

【详解】 

依据所学知识可知，“明清时期，皇帝直辖六部”“设有理藩院，与六部并列”加强了专制皇权，这有利于提高

皇权统治的效能，A 项正确；显然，这不是分权制衡，排除 B 项；材料中无法体现中央行政体系渐趋于紊

乱，排除 C 项；六部不是最高政务机构，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2．C 

【详解】 

对新疆和西藏的管理都属于边疆地区治理范畴，这与君主专制强化无关，故选 C 项，排除 A 项；行省制度

开始于元朝，B 项错误；唐朝时文成公主就已入藏，D 项错误。故选 C 项。 

3．C 

【详解】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清朝前期，皇帝抽调官员“日值内廷，与谋国事”，使官员们成为供皇帝驱使的工具，“内

廷行走”的出现说明君主专制权力空前加强，官僚政治体制发生了异变，C 项正确；内廷官员政治地位“平等”

与材料内容不符，排除 A 项；“内廷行走”加强了君权，君主决策大权并未旁落，排除 B 项；材料反映的是

君主专制的强化，并非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4．B 

【详解】 

清朝皇帝对督抚“亲加训诲”，派遣钦差大臣巡视督抚以及自己亲自巡视督抚，这是因为当时地方督抚拥有较

大权力，地位重要，故 B 项正确；君主专制呈强化的趋势不是材料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故排除 A 项；材

料没有反映政府的行政效率问题，故排除 C 项；清代监察制度并未形成严密体系，故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5．B 

【详解】 

材料强调了军机处设立是为了“密办军需”，体现了决策的封闭性，B 项正确。军机处的设立提高了行政效率，

A 项错误。军机大臣没有议政权，只能跪受笔录，C 项错误。强化君主专制与强化君主权威不是一个概念，

D 项错误。 

6．D 

【详解】 

根据材料“但雍正帝却以„以雍正字，去首，诽谤大道‟，将治罪戮尸”可知，材料反映的是清朝大兴文字狱的

史实，其目的是通过加强思想方面的控制，以强化封建君主专制，所以 D 正确；A 项不属于材料的本质，

所以 A 错误；材料内容不涉及八股取士，所以 B 错误；材料没有涉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所以 C 错误。 

7．B 

【详解】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中俄《尼布楚条约》禁止两国人“擅越已定边界”，强调边境贸易必须“带有往来文票（护



 

 

照）”等，说明清政府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领土边界、国民国别意识，B 项正确；17 世纪的中国依然盛行而

未逐渐放弃华夷观念，A 项错误；清政府逐渐接受西方外交体系是在 19 世纪中期以后，C 项错误；《尼布楚

条约》是清政府与沙俄在雅克萨之战后签订的边界条约，不能说明清政府积极主动发展对外关系，D 项错

误。 

8．C 

【详解】 

从材料中的“凡有重要问题，不必等到完全核实，即可先在奏折中„风闻'上报”等信息可以看出，这一做法减

轻了官员的核实责任，鼓励官员积极上报，从而有利于朝廷更广泛更迅速地了解下情，故答案为 C 项；这

一做法并非针对中枢机构，不能起到强化对其控制的作用，排除 A 项；“风闻”上报本来就属于地方官的行

政权力，这一做法没有扩大其权力，排除 B 项；D 项中的“完善了”说法绝对，排除。 

9．C 

【详解】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1661 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回台湾，这场战争结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台湾的

经营，开启了明郑政权对台湾的统治。因此 C 正确，ABD 排除。故选 C。 

10．D 

【详解】 

大清统治者以不同身份统治不同民族的民众。这最能说明清朝统治方式灵活务实，故 D 正确；材料不是强

调人们迷信，故 A 错误；材料没有疆域辽阔的信息，故 B 错误；材料也没有强调民族交融的成效，故 C 错

误。 

11．B 

【详解】 

根据材料“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在明清改朝换代之后，无法继续下来”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清朝时期，君主

专制的进一步强化。同时，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严格控制思想和文化。这些因素是导致材料现象“无法继

续下来”的原因，因此①②说法正确；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和繁荣”和“杜会娱乐和文化

活动的丰富”不属于其“无法继续下来”的原因，因此③④说法错误。综上所述，B 正确，ACD 错误。 

12．B 

【详解】 

从材料中的“借助欧洲式的领土、主权与国际法的概念，最终确立了中国领土管辖范围明确界限的证明”等信

息可以看出，中国最终疆域的奠定，也有清政府吸收西方政治学说和理念的影响，故答案为 B 项；嘉庆朝

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排除 A 项；材料主旨不是探讨绘图技术的进步，“领先世界”材料也不能反映，排

除 C 项；材料没有涉及国际社会对于清朝疆域的认识，排除 D 项。 

13．C 

【详解】 

康熙帝将盟旗制度推广于漠北喀尔喀蒙古及其他蒙古各部，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



 

 

辖，完善了边疆治理，故答案为 C 项；对蒙古地方采取的措施与加强君主专制无关，排除 A 项；商帮自明

朝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形成，排除 B 项；材料反映的这些措施与蒙古传统没有关系，排除 D 项。 

14．A 

【详解】 

根据材料“地方督抚的奏折直达军机处”“皇帝的谕旨也由军机大臣跪受笔录后发出”等信息结合所学可知，军

机处的设置标志着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军机大臣完全听命于皇帝，只负责跪受笔录，承旨办事，因此军机

处的设置根本上反映了君主专制的强化，A 项正确；根据材料“地方督抚的奏折直达军机处”可知，地方督抚

的奏折直达军机处，但不代表督抚听命于军机处，B 项错误；材料内容主要体现了皇权的加强，没有涉及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无法得出中央集权，C 项错误；军机处的设置标志着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军机处不掌

握决策权，D 项错误。 

15．D 

【详解】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台湾郑氏集团派人同清廷议和，请求与高丽一样，对

清称臣奉贡。康熙帝表示，台湾不可与高丽外国比，如诚心归诚方可招抚，并指示施琅抓住机会进剿台湾，

这说明康熙帝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不能与外国问题相提并论，反映了清朝维护国

家统一的坚定信念，故 D 项正确；材料反映了康熙帝认为如果不能和平招抚台湾，就以武力解决，故 A 项

错误；当时台湾处于郑氏集团统治之下，不是处于外国殖民统治之下，故 B 项错误；材料问未体现“施琅建

议武力统一台湾”，而是康熙帝指示施琅可以抓住机会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故 C 项错误。 

16．D 

【详解】 

据题意可知，康熙年间绘制的《皇舆全览图》是以外国神甫雷孝思、杜德美等人领衔，中国测绘技术人员

参加的测量队，所以该图的绘制应用了西方的技术和科学成果，即西方科学影响到中国的地图绘制，故选D；

材料仅反映了《皇舆全览图》的绘制，不能说明大一统观念得到社会认可，排除 A；此时统治者“天朝上国”

的观念并没有发生改变，排除 B；地图的绘制并不能说明清政府权益意识强烈，排除 C。 

17．B 

【详解】 

材料“最终建构了一个包括少数民族王朝在内的历代帝王一脉相承的完整脉络”体现的是清政府试图在构建

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表达和中原王朝一脉相承的含义，B 正确；材料与佐证中华文化绵延不绝无关，A 排除；

材料与沿袭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无关，C 排除；民族矛盾不可能消弭，D 排除。故选 B。 

18． 

（1）张廷玉才华出众、能力突出，做官后勤政务实、忠心事主；是皇帝师傅之子，与皇帝关系亲近；作为

大臣能准确揣测圣意；皇帝爱才惜才，对张廷玉恩礼有加 

（2）张廷玉“配享太庙”的地位是因为其オ华、忠心得到皇帝赏识；其地位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封建社会的人

才标准；给予其特殊地位是统治者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张廷玉最终得以“配享太庙”的曲折过程，说明封建



 

 

社会的臣子地位基本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 

【详解】 

（1）根据“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

不下十数次，皆称旨”可归纳出张廷玉才华出众、能力突出，做官后勤政务实、忠心事主；根据“询之旁人，

知为吾张师傅之子”可归纳出是皇帝师傅之子，与皇帝关系亲近；根据材料二“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

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钜”可归纳出作为大臣能准确揣测圣意；根据“后闻汝官刑部、吏部皆有令名，更为

喜慰。今见汝居心忠赤，办事敬诚，益知为天祖所笃生、皇考所教养，成兹伟器，以辅翊朕躬者也”可归纳

出皇帝爱才惜才，对张廷玉恩礼有加。 

（2）根据材料二“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

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钜”可归纳出张廷玉“配享太庙”的地位是因为其オ华、忠心得到

皇帝赏识；根据“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亭太庙，以昭恩礼。”可归纳出其地位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封建社会的人才标准；给予其特殊地位是统治者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根据“上（乾隆帝）以

廷玉不亲至，遂发怒，命降旨诘责……廷臣请夺廷玉官爵，罢配亨”等可归纳出张廷玉最终得以“配享太庙”

的曲折过程，说明封建社会的臣子地位基本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 

19．（1）原因：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王朝大一统的需要；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和边疆危机。 

表现：祭祀与恩赐制度；礼法体系；边疆管理制度。 

（2）积极：有利于大一统王朝的构建和发展；有利于边疆地区的管理和开发；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影响。 

消极：一定程度上影响古代中国形成封闭保守的国家性格，造成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 

【详解】 

（1）原因：根据材料中“中国地形，平原磅礴，阨塞交通，其势自趋于统一”可知，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根据“政治一统和天下一统作为理想为历代王朝所追求”可知，王朝大一统的需要；根据“辽、金、蒙古等政

权的崛起”可知，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和边疆危机。表现：根据“清朝统治者通过祭祀历代帝王以表达天下为

公，祭祀孔子以尊崇儒学，恩赐满洲王公表明统治根基，恩赐外藩王公表明领有天下，免征浮粮、增加科

举名额表明重民”可知，祭祀与恩赐制度；根据“中原王朝与„夷狄‟几乎一直维持在„礼‟的范围内”可知，礼法

体系；根据“（中原王朝）对边疆和藩属国都颁布了相关律令进行管理和控制”可知，边疆管理制度。 

（2）积极：根据材料中“强化了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一些部落主动内附或归顺”，结合所学知识，运用唯物

史观，从政治、经济、民族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分析可知，中国古代天下观一方面有利于大一统王朝的构建

和发展，有利于边疆地区的管理和开发，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另一方面，影响了古代中国形成封闭保

守的国家性格，造成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 

20．（1）措施：实行册封制度；出兵平定地方叛乱；制定并颁布治藏法规；建立噶厦制度；确立金瓶掣签

制度。 

（2）评价：因俗而治，尊重并保护了西藏当地的文化和风俗；对僧侣事务分而治之，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

加强和巩固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宗教势力保留较大权力，未触及农奴制度，束缚了西藏社会的进步。 

【详解】 



 

 

（1）措施：根据材料中“乾隆四年颇罗鼐被册封为郡王”可知，实行册封制度；根据“乾隆派兵平定西藏地方

叛乱”可知，出兵平定地方叛乱；根据“制定并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等信息可知，制定并颁布

治藏法规；根据“该章程确定建立噶厦……”可知，建立噶厦制度；根据“1793年制定并颁布《钦定藏内善后

章程二十九条》，确立了以金瓶掣签选择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的制度”，结合所学

知识可知，确立金瓶掣签制度。 

（2）评价：根据材料中“（噶伦）业已照例补放，自应遵照旧例，遇有应办事件，俱赴公所会办”，结合所

学知识可知，因俗而治，尊重并保护了西藏当地的文化和风俗；根据“多立噶伦以分其势”可知，对僧侣事务

分而治之，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根据“进一步提高了驻藏大臣在管理西藏地方行政、军事、外交和财政等

各方面的地位，规范了西藏地方的各项法规和制度”，综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运用唯物史观，进行辩证分析

可知，乾隆帝治理西藏的措施加强和巩固了驻藏大臣的地位，但是宗教势力保留较大权力，也未触及农奴

制度，束缚了西藏社会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