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高三第一次质量检测语文专题训练（河南省许昌市、洛阳市）年高三第一次质量检测语文专题训练（河南省许昌市、洛阳市）

1. 　　　　　　　　 　　　　 　　　　 　 　　
阅读下面的文宇，完成小题。

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法治思想，有没有法治传统？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

法治是舶来的概念，我国历史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虽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法家思想

家，他们的学说理论对社会发展、国家统一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但不少人还是认为，法家的

法是刑法，法家只有刑法之治。

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不过也有过于简单之嫌。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著称，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与方法，为建立统一的
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家的“法治”思想产生于我国古代发生社会巨变的历史时期，
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概括而言，法家的“法治”思想试图改
变之前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根基的社会结构，并着手在自然人和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国家之

间尽可能建立起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并以此为联结、以地缘范围为依据建立起国家。国家不再

是诸侯贵族的血缘联合，法律使得国家的统一有了新的整合基础。

法家的法是国家制定的成文法。这有别于以往古老社会的习惯或者不公开、不外传、只在统治

者内部代代相承的治国典则。这种法律是用老百姓容易明白的文字写成的，写成以后是公布

的，以普遍规则的形式明确告诉大家哪些行为是违法犯罪，这些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结

果。这些法律公布以后，一方面使民众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预期，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

面也约束官吏，使其不能轻易违背法律而任意侵害老百姓，否则统治者就会丧失威信。在法家

看来，法律如果没有信誉就无法得到执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才能更好发挥法作为有效
治理工具的作用。

可以看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一种治国理论，强调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不在于君主是否仁
德，而在于法律制度。可以说，将法律视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将“法治”视为一种
治国的基本方法，是法家“法治”理论的实质内涵。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指导庞大国家官僚机器运转的不仅有儒家的“德政”，也有法家的“法治”。
在法家“法治”思想指导下，古代中国自始至终坚持了成文法法律体系。这种法律体系历经秦
律、汉律、唐律及至明清律例，成为中华法系的基石，帮助国家维护长治久安。在古代那样一

个生产水平和技术条件下，中国能够有效治理非常广袤的地域，成为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国家，

国家的权力和法律的威力能够触及社会基层，法家思想和成文法系统功不可没。比较法家产生

同时期的其他人类文明，他们的国家形态许多还是城邦、城邦联盟、贵族联合等，不能不说法

家的“法治”思想在那个年代展现出独有的智慧。
不过，法家的“法治”思想，在我们今天来看，仍然属于古典的法治，所以不能直接移植过来为
我们所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是要汲

取一切有益的法治文明成果，包括科学借鉴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从而更好推动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项是
A. 法家思想家和他们的学说理论社会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学术界的共识。
B. 法家思想中的法律在形式上既约束百姓也约束官吏.但对两者约束的目的有所不同。
C. 中国古代法制改变了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根基的社会结构，使国家能够有效治理非常广袤的
地域。

D. 法家的“法治”思想使古代中国自始至终坚持了成文法法律体系，超越了儒家的“德政”思想。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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