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关 汉代新儒学 

1．（2019·北京·13）《诗》《书》等原是孔子编订的私学教材，至汉代，位列官方史书《汉
书》的《艺文志》第一大部类“六艺略”。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诸子“百家争鸣”B．始皇帝焚书坑儒 C．汉武帝独尊儒术   D．司马迁撰《史记》 

2．（2019·新课标全国Ⅱ卷·25）西汉初期，道家学说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各家学说
的精髓；后来董仲舒的儒家学说也吸收阴阳五行、法、道等各种思想。促成当时学术思
想上呈现这种特征的主要因素是  

    A．王国势力强大  B．百家争鸣局面的延续 C．现实统治需要  D．兼收并蓄的文化政
策 

3．（2019·新课标全国Ⅲ卷·25）在今新疆和甘肃地区保存的佛教早期造像很多衣衫单薄，
甚至裸身，面部表情生动；时代较晚的洛阳龙门石窟中，造像大都表情庄严，服饰亦趋
整齐。引起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是  

    A．经济发展水平   B．绘画技术进步 C．政治权力干预  D．儒家思想影响 
4.（2016·新课标全国Ⅰ卷文综·24）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汉代崇尚儒学，尊《尚书》

等五部书为经典，记录孔子言论的《论语》却不在“五经”之中。对此合理的解释是  
A．“五经”为阐发孔子儒学思想而作 B．汉代儒学背离了孔子的儒学思想 
C．儒学思想植根于久远的历史传统  D．儒学传统由于秦始皇焚书而断绝 

5．（2014·全国新课标卷Ⅱ文综·25）秦朝法律规定，私拿养子财物以偷盗罪论处，私拿亲
子财物无罪；西晋时规定，私拿养子财物同样无罪。这一变化表明，西晋时  
A．养子亲子权利相同  B．血缘亲情逐渐淡化 C．宗族利益受到保护  D．儒家伦理得到
强化 

6．（2014·海南单科·2）“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东汉时的
这一说法反映出当时  
A．礼制观念淡化   B．儒法两家结合加深 C．崇尚法家思想   D．儒学独尊地位动摇 

7．（2014·江苏单科·1）在对天、君、民关系的认识上，原始儒学以孟子为例，主张民贵
君轻，董仲舒主张“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材料表明，董仲舒  
A．继承了原始儒学的全部宗旨         B．背离了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 
C．背离了原始儒学的仁爱思想         D．摒弃了原始儒学的德治主张 

8．（2013·福建文综·14）《春秋繁露》曰：“大富则骄，大贫则忧„„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
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
治也。”在此，董仲舒提出的治国理念是  

 A．上下相安利国益民 B．强制去富以抑其骄 C．竭力济贫以抚其忧          D．劫富济
贫以均贫富 
9.（2010·天津文综·2）《史记》载:汉武帝时，“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

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该材料主要表明  
A．汉武帝广泛吸纳人才   B．平民将相大量涌现 C．儒学在民间开始兴起  D．儒学地
位显著提高  

10.（2007·宁夏文综·30）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里的“儒
术”指  

A．吸收了佛教、道教等思想的儒学 B．正统的孔孟学说 C．糅合了道家、阴阳家等学说的儒
学 D．儒家学说与权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