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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子盛赞舜 “恭己正南面”实现了“无为而治”。老子建议统治者“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候王若能

守之，万物将自化。”商鞅则提出“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中的治

国思想

A ． 无为是治国之道 B ． 尚古崇德是根本

C ． 重视规则和秩序 D ． 强调要顺应自然

2. 　　　　　　　　 　　　　 　　　　 　 　　

春秋战国时期，孝的对象由西周时期的神明和先祖转变为家庭核心的 “父”，表现形式由西周

时期的祭祀变为相对简单的“养”“敬”。这一变化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A ． 儒家思想的活跃 B ． 血缘政治的强化

C ． 农业经济的转型 D ． 中央集权的建立

3. 　　　　　　　　 　　　　 　　　　 　 　　

唐宋笔记中对当朝君主的记载较多。唐人用诸多异象来表明皇帝非凡人，宋人对 “人事”的关

注加强了。在君臣关系上，唐人多涉及前代，并叙述较少，宋人往往切近作者自身所处时代，

对君臣关系更加关注，多详载内廷变革与矛盾。这种变化反映了宋代

A ． 理学成为封建正统思想 B ． 明君贤臣共治天下的理想诉求

C ． 市民阶层的世俗化文化倾向 D ． 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生活

4. 　　　　　　　　 　　　　 　　　　 　 　　

王阳明在与弟子讨论如何处理儒生治学与治生的关系时，提出学者应当以治学为首务，但若能

调停得 “心体无累”，那么虽“终日做买卖”，也“不害其为置为贤”。王阳明的这一言论

A ． 完善了理学的人性论 B ． 迎合了专制统治的需要

C ． 否定了儒学的义利观 D ． 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5. 　　　　　　　　 　　　　 　　　　 　 　　

明代一位学者认为，教育的任务，乃至统治的任务，不是迫使人民服从一定的哲学条理或国家

的规定，而是顺应人的天性之势导其向善。据此可知，这位学者

A ． 抨击君主专制 B ． 反对封建正统

C ． 重视社会责任 D ． 强调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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