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历史二轮复习

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史

专题四  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交流



Ø 1、源远流长——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

Ø 2、繁荣自信——古代的科技和文学艺术

Ø 3、纳新接远——古代中外文明交流



[基础线索梳理
]

Ø源远流长——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

勃兴与
奠基

远古

春秋
战国

形成与
繁盛

汉朝

魏晋

唐朝

宋代

中原华夏族率先成为核心，推动着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形成

①内迁的戎狄蛮夷逐渐融入华夏族，初步形成了共同的血缘认同、文

化认同——华夏认同（同源共祖观念发展）

②百家争鸣”局面出现，成为后世思想文化发展的源头

汉武帝尊崇儒术，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

统一多民族的文化格局形成

中华传统文化呈现出儒、道、佛交汇融通的景象，魏晋玄学盛行

佛教繁荣，传统儒学受到挑战，同时也促进了儒学的创新发展，中华
传统文化辉煌灿烂

儒、佛、道学说相互渗透形成理学（哲学化、思辨化、伦理化、世俗
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理论思维



[基础线索梳理
]

Ø源远流长——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

传承与
转折

明清

衰落与
复兴

近代
以来

①明朝中后期以心为本的心学得到发展，隐含一定的平等和叛逆色彩

，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

②明清之际，提倡个性自由、个性解放思想出现，进步思想家批判理

学，抨击封建专制，倡导“经世致用”

③康雍乾时期，文字狱愈演愈烈，思想受到钳制，也禁锢了中华文化

的发展

①鸦片战争后，向西方学习以救亡图存逐渐成为近代中华文化的潮流

②新文化运动中，抨击封建思想，科学与民主成为中华文化追求的价

值目标

③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动了中

华文化的进步



【例题】(2021·全国甲卷)宋代盛行婚姻论财，遭到一些士大夫的批评。

南宋理学家张栻认为，“婚姻结好，岂为财物？”甚至表示“治其尤甚者，

以正风俗”。还有理学家强调婚姻是“合二姓之好”，上能事先祖，下可

继后世。这反映了当时理学家(　　)

A．淡化婚姻中的宗族观念　 B．意图维护礼教纲常

C．背离政府对民俗的引导  D．促成婚姻习俗变革

【例题】（2021·广东卷）在明代，庶民袖小衣短，“去地五寸”；生员

袖大衣长，“去地一寸”，体现斯文之气，且其服饰颜色和制式内含“比

德于玉”“规言矩行”等意。这反映了当时(　　)

A．儒家思想规范社会生活    B．科举制度限制社会流动

C．社会等级结构日益固化    D．市民文化突破礼制限定



【例题】(2023-江西南昌高三上摸底测试:5)宋之后，忠臣、烈士增多，

并对忠义者盛赞，对变节者唾弃。唐代忠臣颜真卿死于叛军之手，其书

法在宋代开始受到推崇；五代“贰臣”冯道遭到欧阳修、司冯光等人贬

斥。这一现象( )

A.说明了佛教的地位受到冲击   B.重建了儒家学说的信仰体系

C.反映出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D.体现出先秦儒家的经世思想

【例题】(2023.四川绵阳二模. 27)江南民风素称柔弱，但在元明易代、

明清易代,甚至在明代天启年间的“反阉”运动中，江南民众的表现，都

一反人们对那里民风的成见，其英勇的姿态较之于被认为民风强悍的北

方更抢眼。这反映出江南地区(     )

A.商业发展激发进取精神   B.政府政策深得民众认同

C.儒学伦理教化成效显著   D.社会结构变动影响政局



官僚
队伍

尊崇儒术后,儒家经典成为教材,培养统治阶级需要的儒学人才；儒生受到重用,

儒士进入各级政权机构

法律
制度

儒学深刻影响了法律的制定,呈现出“援儒入法”的发展趋势,成为中华法系的

重要特点

君主
专制

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以“仁政”自诩,用儒学包裹君主专制的本质,一定

程度上减少了暴君的出现

教育
体系

为推广儒学,西汉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促进了中

国古代教育的发展

塑造
性格

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体系逐渐被社会所接受,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

思想观念和基层教化，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崇尚道德、讲求气节、强调力行…

…）

[深化历史知识]
u儒学独尊的影响



【例题】(2023河南名校高三10月联考·7)明清之际，顾炎武认为，传统
君、臣、民关系的最大弊病在于君权至高无上，导致君臣、君民关系失衡。
为此，他提出“天子一位”“禄以代耕”，实际上就是把君主置于与普通
民众同等的地位，以表达君、臣、民在政治上的互相平等。顾炎武的主张
(   )

A.主旨在于推翻君主制度      B.体现了社会转型的时代要求
C. 根源于自然经济的解体     D.反映了西学东渐的发展趋势

【例题】(2023.内蒙古包头高三下开学调研·8)明清之际，思想界高扬起

“批判”和“变通”的旗帜，对旧道统进行批判，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文

学家们批判现实，更有些学者把目光转到经济与社会问题上来。上述现象

可以用来说明当时 ( )

A.士人引领社会风潮能力削弱    B.儒家信仰体系得到了巩固

C.经世致用思想受到社会关注    D.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嬗变



【例题】(2022-四川省遂宁市三模-27)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

为轻”的学说。黄宗羲认为君臣有共同的职责，都是为民谋利。顾炎武告

诫君主及其各级官吏，不敢于百姓之上任意妄为以自尊, 不敢厚取于民以

自我享乐。这反映了明清之际思想家(   )

A.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        B.导致经世致用思想盛行

C.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        D.冲击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例题】(2023-重庆巴蜀中学高三月考.7)明朝后期，以王艮为代表的泰

州学派提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李贽提倡“童心”说，认为“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出现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是(   

)

A.儒家伦理纲常崩坏失去活力      B.市民阶层的日益发展与壮大

C.理学趋向实用主义追求私欲      D.重农抑商松动商品经济发展



(1)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开清代考据学术之风气，对后世理论联系实际的

学风提供思想源泉，为儒学的发展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2)政治：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了强烈的

冲击，在其后数百年间具有启蒙作用，给后世民众以深刻的启迪。

(3)经济：工商皆本的思想是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在思想层面的

反映，冲击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

(4)实质：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批判，仍属于儒家思想的范畴

[深化历史知识]
u对明清时期进步思想的评价



（1）先秦儒学批判暴政而致力于建立理想化的社会秩序

（2）汉代儒学则退而求其次，承认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如皇权

专制)，即从批判时政转为维护现实统治

（3）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是一种既贯通宇宙自然(道教)和人生命

运(佛教)，又继承孔孟正宗(根本)，并能治理国家(目的)的新儒学，这

种新儒学更具理论化、哲学化、思辨化、世俗化

(3)明清之际思想界的活跃使儒学正统受到冲击，但对未来的设计并没

有跳出中国古代理想化的明君加贤臣的治理模式（先秦儒学的回归）

[深化历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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