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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 

王夫之 

顾炎武 

黄宗羲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其（君主）既得之（天下）也，
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
，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然则为天
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
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取待足于孔子，
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气者理之依也……天下唯器而已矣。

无其器则无其道。‛       

连连线:  主要思想家及其主张 



李贽 

王夫之 

顾炎武 

黄宗羲 

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自公卿大
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
子之权，以各治其事 

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除欲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
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
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
与百姓不相同者也。‛ 

 “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

死，公也。”       

连连线:  主要思想家及其主张 



思想家 李贽 黄宗羲 顾炎武 王夫之 

产生 
背景 

 

 

代表作 

 

思想 

主张 

 

 

 

 

意义   

 

影响 

主张的
共同点 

 

政治：专制制度腐朽，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商品经济发达，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逐利成为
社会风气；阶级关系：市民工商业阶层队伍壮大；思想文化：理学僵化，文化专制禁锢人们思想。 

《焚书》《藏书》 《明夷待访录》 《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 《船山遗书》 

离经叛道；否定孔孟学说
的权威性，批判程朱理学
的虚伪性，强调人的正当
私欲；反对男尊女卑，追
求平等和个性发展。 

抨击封建君主专制，
提出‚天下为主，君
为客‛；倡‚法治‛
限君权；主张‚工商
皆本‛。 

经世致用；反对君主
‚独治‛提倡‚众治‛；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循天下之公‛，
深刻揭露了帝王把
天下当作私产的作
法；唯物思想;朴
素辩证法思想 

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要
求，是反封建思想的先
驱，带有民主色彩。 

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
对后世反专制斗争起了
积极推动作用。 

开一代朴实学风之先河，
其爱国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启示了近代人们的
思维方法，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 

是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和继承，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政治:反对君主专制,提倡‚人民为主‛; 
经济: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强调经世致用 
思想:批判继承儒学,构筑具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 

一、主要思想家及其主张 

封建制度衰落 
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 



                                                           李贽的思想 

（2011·天津）长期以来，儒学是一种士大夫之学。明代思想家李贽则提出要正视
‚世间惟下下人最多‛的现实，强调‚我为下下人说，不为上上人说‛。这说明李贽 
   A．反对儒家的正统思想               B．倡导只为下下人说 
   C．批判地发展传统儒学               D．抨击君主专制制度 

明朝思想家李贽认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
若必取待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材料表明李贽（  ）  
    A.全面否定程朱理学     B.带有唯物主义色彩   
    C.主张正确看待孔子     D.努力追求个性解放 

   李贽在《焚书》中讽刺道学家：‚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
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翻思此等，反不如
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这反映了李贽（  ）   
  A．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           B．强调人正当的私欲   
  C．认同市民阶层利益和要求           D．反对遵循仁义道德 

  【试题分析】 从材料可知，李贽反对道学家的虚伪，认为他们‚反不如市井小
夫‛；认为‚市井小夫‛‚ 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 

  指儒学中以正统自居的理学家。
北宋以后，道学家把儒家经典鼓吹
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一些貌似
圣贤而实际品行恶劣的人以此为幌
子，为自己涂脂抹粉。道学家不同
于道家，道家是春秋晚期老子创立
的思想流派，其部分思想后来成为
道教的教义。 



学者黄仁宇认为，李贽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
观，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 李贽是一位特色鲜明的中国学者，
而不是一位类似条件下的欧洲式人物。 这表明李贽的思想（  ） 
  A.超越了儒家思想范畴          B.具有早期启蒙性质 
  C.局限于传统文化樊篱          D.推动了社会的变革 

易错角度1   李贽挑战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但其并未突破传统儒学范畴 

  【易错点拨】 李贽挑战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虽然使儒学受到冲击， 
但未从根本上动摇儒学的正统地位；李贽也并未全盘否定孔子及儒学， 他的思想
仍未跳出偏学范畴，仅仅是对儒学的批判和继承。 

李贽反对把孔子的言论绝对化利首目迷信，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 以天下之
‚公是非‛去代替传统的‚一个之是非‛。 这在当时（   ） 
  A.严重动摇了孔子地位           B.背离了儒家的思想 
  C.开启了经世致用之风           D.有利于促进思想解放 



易错角度2  明清之际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进步思想仍属于儒家思想 

  《清实录》载：‚礼部奏，请准先儒江苏昆山顾炎武、湖南衡阳王夫之、浙江余
姚黄宗羲、从祀先师孔子庙廷。从之。‛这表明清政府（   ）  
  A.肯定了晚明思潮的进步性         B.推行了开明开放的文化政策  
  C.放弃了‚尊满抑汉‛的国策       D.继承了中华文明正统历史观 

  有学者认为:清初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对明末道德人心
危机的坚强回应。他们不约而同地批评程、朱、陆、王。 他们全部的哲学努力，
既不是什么启蒙，也不是对理学的接着讲，而是扬弃或终结理学，以呼唤儒家基本
价值观念的重新回归。 据此可知(  ) 
  A.理学不利于约束道德人心        B.宋代儒学回归孔孟本源 
  C.理学失去了传统主流地位        D.儒学在危机中努力重建 

  【易错点拨】 尽管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激烈地反对理学的不合理
部分，但他们的思想仍然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是早期民主，但不是资产阶级民主
思想。他们并不完全否定儒家思想，而是批判与继承并行，与时俱进，不断为儒家
思想增添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容。 

黄宗羲素有‚中国伏尔泰‛之称誉。他痛斥君主专制是天下最大的祸害，提出‚天
下为主，君为客‛的民本思想，进而主张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他
又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明太祖)罢丞相始也‛。这反映黄宗羲(  ) 
  A．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                  B．接受西方主权在民思想 
  C．主张恢复宰相制度                    D．未跳出明君贤吏的窠巢 



                                         黄宗羲的批判君主专制和法治思想 

（2011·北京文综·15）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清代被列为禁书，
其主要原因是该书（  ） 
  A．将人性与天理对立起来             B．质疑孔子的权威性 
  C．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           D．抨击君主专制制度 

  【易错点拨】 明末清初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思想界出现了黄宗羲等为代
表的鼓吹早期民主，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家，给后世民众以深刻的启迪。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时被大量秘密 印发、传播。这反
映出该书(  )  
A．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伦理纲常 B．融合了西方启蒙运动的民主思想  
C．抨击君主专制符合现实政治需要 D．顺应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潮流  

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黄宗羲以‚托古改制‛的笔法，肯定‚三代之法‛是‚天下
之法‛，而批评三代以下之‚法‛为帝王‚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主张
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并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命题。
这表明黄宗羲(  )  
A．思想倒退复古   B．深受西学影响   C．主张依法治国   D．主张立法为公 



学术界对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存在不同的认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黄宗羲在全面批判君主专制种种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社会改革理想，表现了思想创新的
理论勇气。特别是他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重要政治命题，这一命题包含三层含义：
一是‚天下‛是人民共有的，而非君王一家一姓所私有；二是天下大事应由人民当家作主，而不应由君王一
人垄断；三是君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君由民推选出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因而必须尽心尽力为民服务。  

                                                       ——摘编自吴光《黄宗羲的社会批判精神》  

   材料二 黄宗羲虽然将民本推到了极致，但其政治哲学思想仍然没有跳出孔孟民本的思路和范畴。民本是
一种‚定对目标选错道路‛的空想，永远无法到达‚利民‛的目的地，因为其一旦进入实践，必然被君主改
造成外儒内法的伪民本。如果把民本当成民主，就会让一种‚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东西成为政治体制改革
的指导思想，其结果将是不但不能实现民主的目标，而且还会败坏民主的名声。但民本不是民主并不意味着
民本思想没有价值。这种‚反法之儒‛给走出‚秦制‛的近代中国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思想动力，并为接轨‚
西学‛提供了本土资源。    ——摘编自丁新宇、郭强《民本非民主——定性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现实影响》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黄宗羲‚社会批判精神‛的主要 
内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根源。(6分)  
 
(2)据材料二，指出作者否定黄宗羲‚民本‛思想的具 
体表现及其理由。(5分)  
 
(3)综合上述材料，指出黄宗羲‚民本‛思想的理论价值。(2分) 

 

(1)内容：批判君主专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倡导社会变革。(3分)社会根源：商品经济发展和
市民阶层崛起；君主专制强化与社会矛盾激化；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3分)  

(2)表现：黄宗羲民本思想是一种空想，其本质不属于民主思想。(2分)理由：未超越孔孟民本思想范畴；
无法实现‚利民‛目的；败坏民主的名声。(3分)  

(3)价值：为近代中国反专制斗争提供思想动力；为近代学习西方提供本土资源。(2分)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 



明清之际，黄宗羲提出‚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王夫之认为‚不以
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上述思想（  ） 
  A．是思想界走向近代化的先声                B．反映了启蒙思想对中国的影
响 
  C．体现了宋明理学的深化和发展            D．代表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兴
起 
  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提出提高宰相权力，顾炎武提出扩大地方权力，‚寓分封于郡
县‛，这些思想的出现表明（  ） 
  A．中央集权制受到严重威胁                    B．限制专权回应了时代诉求 
  C．反君主制的民主思想出现                    D．主流统治思想的嬗变趋势 

                                                            黄宗羲思想的影响 

  梁启超、谭嗣同倡民权共和之说时，将黄宗羲 的《明夷待访录》节抄，印数万本，
秘密散布。孙中山等革命派在宣传民权主义时，也借助《明夷待访录》。材料意在
说明《明夷待访录》(  ) 
  A．倡导民主制  B．具有资产阶级思想  C．具有普适性 D．促进近代民主发展                    

梁启超说‚黄宗羲……在过去二百年间，大家熟视无睹‛，但近代以后，却被誉为
‚中国的卢梭‛，是‚过去民主思想的伟大代表‛。导致黄宗羲思想不同境遇的最主
要原因是（  ） 
 A.他的思想主张脱离时代要求 B.近代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潮流  
 C.反君主政体成为国人的共识 D.救亡图存成为近代思想主题 



  顾炎武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
刻’，亦何益哉？‛且进一步强调‚凡文之不关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
为‛。这反映出顾炎武（   ） 
  A．改变了当时空洞的文风                        B．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C．继承了程朱理学义利观                        D．倡导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 

                                                            顾炎武的思想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言：‚两淮岁课百余万，安所取之？取之商
也……若束缚之，急使之，一无乎所顾，今天下安得岁增民间百余万粟，输九边以
为兵食者乎？‛这反映出顾炎武(  ) 
A．萌发民本思想    B．主张经世致用     C．提倡轻徭薄赋    D．倡导工商皆本 

  【试题分析】 材料表明顾炎武调查发现收取的税收中,商税占大部分，强调商税
在国家财政和国防中的重要性,提出应重新审视商业的重要地位。 

  （2010年海南历史7）‚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这一言论体现的观
念是（  ） 
    A．格物致知       B．尊崇道统       C．心外无理       D．经世致用 

  【试题分析】 材料可以理解为‚君子做学问是为了明道救世，如果只学习诗文不
过是所谓的雕虫小技‛，进一步强调‚凡是文章都要关涉到六经的宗旨，当世的事务，
否则不做‛。也就是说做学问要与社会实践结合，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符合顾炎武的
经世致用思想，即可以理解为社会责任意识。 



 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指的是一种治学思潮，要求将经书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以

解决实际问题。又称经世致用之学。其特点是以史为鉴，学术研究和现实结合，解
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改革社会现实，开辟了
一代重实际、重实证的新学风。 

实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精神。 

经世致用的内容 : 

1.反对八股取士，主张为学应求真务实，关心国计民生，致力于社会变革——《天下郡国利病书》

(‚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2.提出拯救时弊的主张(‚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明主治吏，不治民‛) 

3.主张‚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 

经世致用思潮的现实意义： 

1.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既要重视书本知识的积累，也要注重实地考察。 

2.以爱国‚经世‛的优良传统、务实革新的精神和求真求是的学风，投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3.要以天下为已任，关心国家、民族的兴亡和人民大众的疾苦，要学用一致、经世济民。 



                                                            顾炎武的思想 

顾炎武在《郡县论》中说：‚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

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顾炎武意在强调（  ） 

  A．人民自治的合理性          B．强化集权的重要性  

  C．三代之治的可行性         D．经世致用的必要性 
A 

【试题分析】 依据材料‚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
可知顾炎武主张人民自治，故A项正确；依据材料‚必不如其自为，‛可知强调的是民自
为，而不是集权，故B项错误；依据材料‚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强调的
是自为，不是三代之治的可行性故C项错误；材料中并没有涉及经世致用思想，故D项错
误。 
   顾炎武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
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顾炎武上述言论
的主旨是（  ） 
  A．批判宋明理学空谈义理              B．强调学术与道德的结合 
  C．提倡无研不信的为学方法          D．倡导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 

B 
【试题分析】 材料顾炎武的言论未涉及宋明理学空谈义理，故A项错误；从材料‚士而
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可以看出顾炎武强调人的道德的作用，认为以无德之人讲学，
与圣人相去甚远，故B项正确；材料主要说的是有学问的人应该有道德，并非是治学方法，
故C项错误；经世致用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用所学知识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以达到经国
济世的实效，材料没有涉及经世致用，故D项错误。 



                                                       王夫之的思想 

王夫之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同时又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这体
现了（  ） 
  A．对宋明理学彻底批判                            B．开始质疑传统的统治
秩序 
  C．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                            D．代表市民阶层的政治
诉求 
   王夫之认为，人性的丰富是一个发展着和运动着的过程，是一个长期努力奋进的过
程，是一个‚日新又新‛的过程。他在自己的住处，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
乞活埋‛的诗句题壁。这突出表现了王夫之（  ） 
  A．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                        B．对政治变革的热切呼唤 
  C．对人性本善的深刻认同                        D．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 

   晚明学者中，徐光启在西学东渐之前即运用数学语言和擅长实证研究；顾炎武
在经世致用思想中开始区分天下与国家的概念；王夫之阐明了物质不灭论、能量守
恒论、进化史观、文化中心多元论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黄宗羲开辟了民主主义政
治理念的先路。这表明中国文化具有（  ） 
  A．传承性                B．实用性                 C．内生
性                D．民主性  【试题分析】 明清之际的思想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产物，表明中国文化具有内生性。 



 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色彩。 

 

蕴含着经世致用的思想 

 

体现出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 

探究一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批判  

                                                               

材料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
天下为客。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黄宗羲 

                                                            

“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
事。”                                                     ——顾炎武 

    

“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气”
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      ——王
夫之 

    据材料，结合所学分析明清之际的思
想家是如何继承和批判传统儒学的？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批判 
 
(1)黄宗羲批判‚君为臣纲‛的思想，继承
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
为客‛的新思想。 
 
(2)顾炎武继承先秦儒家关注现实民生的思
想，批判道学脱离实际的学风，提倡走出门
户，到实践中求真知。 
 
(3)王夫之批判理学先前宣扬的‚天命论‛
和‚先知论‛，建立了超越前人的唯物主义
体系 

小结 



探究二    黄宗羲和伏尔泰的思想的异同  

材料 黄宗羲说：“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
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
子女，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敲剥天下之

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
然，……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有
治法而后有治人。” 

欧洲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对于中国的传统权威孔
子推崇至极，……在他心目中，奉行儒学的中国是开

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佛教、
道教、喇嘛教都可以自由传道，政府只管社会风化，
从不规定国民的宗教信仰，这为对现实不满的法国人
提供了一种榜样。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
黄宗羲和伏尔泰的思想的异同。 

反对君主专制， 

提倡法治。 

伏尔泰推崇中国儒学，实行 

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黄宗羲和伏尔泰的思想的异同 
(1)相同：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提出法
治等思想。 
(2)差别：黄宗羲没有跳出传统儒家思
想的范畴，没有提出改造社会的主张，
是对传统儒家思想批判地继承；伏尔
泰则借开明君主专制提出了资产阶级
的君主立宪的政治方案。 

小结 



二、明清之际活跃儒家思想的特点、实质及评价 

（一）特点： 

1.反传统、反教条。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至论”，否定孔子是   “天生圣人”，
批判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说教。 

2.反对君主专制制度。黄宗羲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尖锐地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 

3.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主张限制君权；顾炎武提倡“众
治”，反对“独治”。 

4.关注现实，经世致用。主张以实用为宗旨的“实学”，强调要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事，
反对不切实际的学风等。 

5.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求。黄宗羲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主张“工商皆本”；
顾炎武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工商业；王夫之认为“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 

（二）实质：是一种反封建的民主思想 

（对封建专制有一定冲击作用,但不是资产阶级民主) 



三、明清儒家思想的评价 

（1）积极性： 

 

 

（2）局限性： 

     

①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推动明清之际儒学的发展 

②对君主专制的批判，经世致用的思想，构成中国早 

期启蒙思想的源头，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①从内容看：早期的民主思想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本质上还未跳
出传统儒学的范畴，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思想） ，没有提出新的
社会制度； 
②从地位看：在当时没有形成主流，无法撼动儒家思想主流地位； 
③从影响看：未能使中国社会实现社会的转型,影响有限 

为何中国明末清初的批判思想没有形成像西欧启蒙运动波澜壮阔的景象？ 

经济 明清之际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较为脆弱，使早期民主思想
的产生、发展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政治 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压制使早期民主思想未能形成完整
的体系。 

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理学）的束缚和影响。 



归纳综合：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演变 

主题一 演变规律 
1．经历了一个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受打击(秦朝)、成为正统思想(西汉)、进一步发展
(宋明时期)、新发展(明清时期)的过程。 
2．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以完善自身，达到满足统治者维护
统治的需要。 
3．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为根本出发点的。 
 
 
主题二 演变原因 
1．思想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综合反映，经济是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思想对维
护政治局面的稳定起着较大的作用。 
2．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分散、保守、落后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决定了政
治上高度集中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要求思想的高度集中
与统一，因而催生了‚大一统‛的思想体系。 



 

1.创立： 

2.继承： 

3.重创： 

4.正统： 

5.冲击： 

6.融合： 

7.发展： 
 

8.批判 
式继承： 

春秋时期，孔子 

战国时期，孟子、荀子 

秦朝，“焚书坑儒”，儒家思想遭重创 

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于佛教、道教的冲击 

唐宋时期，三教开始走向融合 

宋明时期，迎接佛教和道教的挑战，逐渐吸
纳其思想，形成以“理” 为核心的新儒学 

明清时期，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
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 

主题三：演变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