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关 宋明理学 

1．（2020·江苏高考·4）孟子讲“觉”，佛教讲“悟”，程颢、程颐兄弟则将二者圆通。北
宋僧人契嵩认为儒和佛“心则一”，佛教“亦有意于天下国家矣，何尝不存其君臣父子”。
这反映出北宋 
A．儒学统治地位动摇  B．儒学与佛教的融合 C．理学成为官方哲学  D．阳明心学影
响深远 

2．（2020·全国Ⅰ卷高考·27）清代，纂修宗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每部宗谱均有族
规、家训，其内容主要包括血缘伦理、持家立业、报效国家等。这表明，宗谱的纂修 

A．反映了科举制度的导向作用 B．体现了儒家思想观念 C．维持了士族家庭的血统纯正 D．确
立了四民社会结构 
3.（2019·新课标全国Ⅱ卷·26）程颢诗云：“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

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
儿到此是豪雄。”其体现的主旨是 

A．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 B．人与万事万物皆同理 C．张扬自我的人生态度  D．无为而治的
思想理念 

4．（2018·天津·1）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
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这一说法 

A．强调了君主至尊的观念    B．体现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 
C．呼应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D．推动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 
5.（2016·海南单科·7）关羽因其忠义勇武，被世人称颂，至宋徽宗时被封为“忠惠公”，

其后不断加封，到清代被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这种现象反映了 
A．关羽的个人品德决定了民众崇拜的形成 B．历代皇帝的好恶决定着崇拜关羽的取向 
C．对关羽的信仰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 D．民众的信仰不断推高关羽“神”的地位 

6.（2015·海南单科·5）北宋僧人契嵩说：儒教“大有为”而“治世”，佛教“大无为”而
“治心”，二者皆“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这反映了 
A．佛教主动适应社会现实 B．儒、佛开始出现合流 C．佛教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D．儒学

统治地位发生动摇 
7.（2015·北京文综·15）明朝中后期，王阳明学说在中国士大夫中流行。朝鲜来华使者对

此不理解，认为“阳明敢肆己意，谤辱朱子，实斯文之罪人也”。结合所学判断，下列
选项正确的有 

①朝鲜使者以程朱理学为正宗                ②王阳明心学超越了理学范畴 
③王阳明与朱熹观点明显不同                ④王阳明心学是对儒学的叛逆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②④ 
8．（2014·全国大纲·17）明清时期，纂修族谱以尊崇人伦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名门

望族、寒门小姓都以修谱为大事。这一现象反映出 
A．宗族观念受到人口流动的冲击       B．宗族成为社会等级的表现形式 
C．理学成为维系宗族的思想基础       D．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度得以重建 

9.（2014·全国新课标卷Ⅰ文综·25）唐高祖李渊自认为是老子后裔，规定老子地位在孔子
之上，佛教位居第三；武则天时明令佛教位在道教之上；后来唐武宗又大规模地“灭佛”。
这反映出唐代 
A．皇帝的好恶决定宗教兴亡  B．道教的社会影响最大 C．儒学的政治地位最为稳固  
D．佛教的社会基础薄弱 

10.（2014·全国新课标卷Ⅰ文综·26）人性是先秦以来一直讨论的问题。基于对人性的新
认识，宋明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他们认为人性 
A．本质是善      B．本质为恶        C．非善非恶       D．本善习远 

11.（2014·广东文综·15）《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父亲让仆人转告贾府私塾老师说：“什
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据此推出符合史实的结论是 

   A．理学居于统治地位，“四书”更受重视   B．孔子权威地位动摇，《诗经》遭到轻视 
   C．科举制度弊端暴露，富家子弟弃儒从商    D．《红楼梦》取材于现实，反映宋代生活 
12.（2013·北京文综·15）秦汉以来儒家思想不断发展。下列属于吸收外来文化因素、阐

释儒家思想的著作是 



①《春秋繁露》  ②《四书章句集注》  ③《儒林外史》  ④《孔子改制考》 
A．①②           B．②④         C．①③               D．③④ 

13．（2013·福建文综·16）朱熹在《漳州劝农文》中说：“请诸父老，常为解说，使后生弟
子，知所遵守，去恶从善，取是舍非，爱惜体肤，保守家业”。在此，朱熹 

A．教诲后生弟子遵从“三纲五常”   B．告诫乡亲去恶从善以“慎思明辨” 
     C．灌输以农兴业思想以存“天理”   D．劝导百姓遵循一种“理性”的生活秩序 
14．（2013·广东文综·14）有位古代思想家认为：通过读书等外在手段来明理自然是好，

但“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重要的是先确立仁义这一根本。这位思想家
可能是 
A．孔子       B．董仲舒        C．朱熹        D．陆九渊 

15．（2013·全国新课标卷Ⅰ文综·25）自汉至唐，儒学被奉为“周（公）孔之道”，宋代以
后儒学多被称作“孔孟之道”，促成这一变化的是 

A．宗法血缘制度逐渐瓦解  B．仁政理念深入人心 C．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   D．陆王心
学日益兴起 

16．（2012·全国课标·27）理学家王阳明说：“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
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生人（民）之
道，则一而已„„四民异业而同道。”在此，王阳明 

A．重申传统的“四民”秩序         B．主张重新整合社会阶层 
C．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百姓生计     D．阐发的根本问题是正心诚意 

17．（2012·海南单科·4）魏晋时期，有人斥责佛教“使父子之亲隔，君 臣之义乖，夫妇
之和旷，友朋之信绝”。这反映出当时 

A．佛教传入颠覆了传统观念 B．儒家伦理不为社会所重视 C．佛教急于融入本土文化 D．佛
教与儒家伦理抵触 
18．（2012·海南单科·6）宋代理学家周敦颐认为，“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1生，

仁也”。周敦颐在此所阐释的是 
A．“仁”与万物生成的关系 B．孟子的仁政思想 C．阴阳互相依存的关系  D．道家顺应自
然的思想 
19．（2011·广东文综·14）“虎溪三笑”讲的是儒者陶渊明、道士陆修静、僧人慧远一起

品茗畅谈、乐而忘返的故事。故事本身是虚构的，却在唐宋诗歌、绘画作品中时有出现。
据此可以得出符合史实的结论是，当时 

A．儒道佛出现融合的趋势 B．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C．诗歌创作呈现繁荣局面  D．绘画风格
以写实为主 
20．（2011·上海单科·13）理学家王守仁提出“致良知”说。这里的“良知”是指 
A．人心固有的是非善恶标准 B．圣人独有的是非道德标准 C．通过学习获得的良好知识 D．存
在于外部世界的规律 
21．（2010·广东文综·15）“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

叶叶外头寻。”这首诗反映了 
A．孟子的“仁政”B．董仲舒的“独尊儒术”C．王阳明的“心学”D．顾炎武的“经世
致用” 

22．（2010·辽宁、湖南、宁夏文综·26）王安石提出“形者，有生之本”。与之相对立的
观点是 
A．“心外无物”B．“天地为万物之本”C．“夫形于天地之间也，物也” D．“舍天地
则无以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