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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题　　　　　　　　 　　　　 　　　　 　 　　
战国后期，诸子思潮激荡，交互影响。例如墨者习儒者之学，老庄、申韩学术颇有互通之

处……调和折衷之思潮逐渐成熟。吕氏春秋之编纂可视为先秦思潮发展的结局。这种思想局面
折射出

A. 思想复杂、流派林立
B. 相互学习、思潮趋一
C. 经济转型、走向统一
D. 诸侯争霸、礼崩乐坏

2. 选择题　　　　　　　　 　　　　 　　　　 　 　　
《荀子·礼论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族类）之本也；君师者，
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这一理论
A. 适应了社会转型的需要
B. 为儒家思想开辟新方向
C. 确立荀子的集大成地位
D. 推动百家争鸣思想解放

3. 选择题　　　　　　　　 　　　　 　　　　 　 　　
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下列
与魏征这一主张最为相近的思想是

A. 老子无为而治思想 B. 韩非中央集权思想
C. 孟子民贵君轻思想 D. 孔子为政以德思想

4. 选择题　　　　　　　　 　　　　 　　　　 　 　　
韩非子说：“臣尽全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计数之所出也。”指出君臣之
间不过是买卖、交易、互相算计的关系。这一现象反映出

A. 法家思想成为当时社会潮流
B. 君臣之间的关系毫无诚信可言
C. 宗法血缘选官制度渐趋瓦解
D. 儒家伦理道德正统地位的确立

5. 选择题　　　　　　　　 　　　　 　　　　 　 　　
墨子强调“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
用；墨子又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
墨子的思想在本质上

A. 既肯定人力作用，又依赖上天、鬼神意志
B. 既反映小生产者的勤苦，又衬托出他们脆弱
C. 体现了战国时期小生产者生活的矛盾困惑
D. 小生产者崇拜鬼神，又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

6. 选择题　　　　　　　　 　　　　 　　　　 　 　　
董仲舒放弃了先秦儒家的那种罕言天道的重人事而经自然的思维方式。开始像道家，阴阳家那

样大讲天道，并由天道来推演与论证其形而下的人道。董仲舒此举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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