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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0/2021_2022__E4_B8_AD_

E7_BA_A7_E5_AF_BC_E6_c34_450693.htm (一) 中国传统文化

的概念 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

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

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四种形式的文

化内容： 物质、行为、制度、精神#61550. 1、时间视角：历

史悠久、传承连续而完整. 2、空间视角：地域的多样性和民

族的多元性.#61550. #61550. #61550. #61550. “儒易”：春秋时

儒家学派继承的易学. “道易”：道教产生后以太极八卦图为

其标记。 #61550. 夏、商、西周“三代”产生的两个极为重要

的思想体系. #61550. 其二：阴阳五行体系 一阴一阳谓之道，

平衡则顺，平衡打破则反常. 五行为： 金、木、水、火、土 

相克：金→木→土→水→火→金 相生：金→水→木→火→土

→金 #61550. 法与国家治理的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学术思

想流派：农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杂家、杨朱学派

等#61550. “仁政” 把孔子这一学说发展为系统的理论，“以

德行仁” “民本”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1550. “性善

” 人之初，性本善.“仁、义、礼、智” #61550.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3)宋明理(心)学 两宋 周敦颐、程颐与程颢、张

载、朱熹(理或道学)#61550. “心即理”、“四句教”(无善无

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

恶是格物) 宋明理学融儒、释、道为一体#61550. (三)道家思想

流派 道家： 春秋时期 创始人 老子 战国时期 以庄子为代表 魏

晋时期 “玄学”“贵无”派：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 “贵有



”派：P22 (道教与道家不同，道教借《老子》为《道德经》

，把道家学术思想改变为宗教神学) 1、老子思想 核心存在于

《老子》一书中，关键在于“道”。 P19：“道”的主要内

容：“道”是宇宙本源，又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发展变化运行

的规律。 哲学上主静、取弱、居柔，因条件改变而制动胜强

而克刚，体现了正与反斗争转化的辨证思想。 治理国家应“

无为而治”。 2、庄子思想 “自恣适己”，“无用之用”之

道，“庄生梦蝶” “超世”、“顺世”、“游世” (四)佛教

思想流派 1、中原佛教的八大宗派 2、净土宗和禅宗的要义 净

土宗：认为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可借助佛力

与念佛所行之业力结合，往生净土。 禅宗：主张以禅定概括

佛教的全部修习，主张“不立文字，直指心性，见性成佛”

的“顿悟”观。 3、魏晋时儒、道、佛三家构成中国传统文

化的主体格局P22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