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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真题研究：全国卷选择题命题语言分析——“宗族观念” 

 

一、“宗族观念”的概念分析 

鲁先瑾在《宗族的传统与现代》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宗法制度存续了几千年的国家，

中国农村宗族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可以说是几经兴盛与衰落。从西周开始，经历代倡导，

宗族势力在农村逐渐成长为一种自在的秩序，宗族的等级序列就和国家政治统治的行政序列

合二为一。统治者以政权控制王朝政治，以族权控制社会基础。宗族成为仅次于官僚行政组

织的社会集团，并作为封建国家的细胞和社会基础，对维护封建秩序起着重要作用。 

宗族的作用，从上往下看，宗族制度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族权与政权联合

统治，血缘与地缘牢牢扭结，又从根本上强化了宗族的存在及发展。孙中山曾说过：“中国

人最崇敬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从下往上看，中国自秦以来，就有“王

权不下县政”的史实。权力的网络虽一直延伸到州县，但并没有延伸到乡镇。在乡村，最多

也仅带有准行政机构色彩的里社、保甲。对农户来说，宗族组织的建立大大降低了其“交易

成本”，它不仅维持着乡村社会的稳定、秩序，还能在物质上提供公共福利和安全保障，组

织与协调生产和生活。 

陈元中在《宗法制度文化及其价值论》中指出，宗法制度文化以观念和习惯的形式影响

着政治和社会生活，主要表现为： 

    1．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政治体系。春秋战国以后，宗法分封的政治体系被打破，但

是，宗法制度文化却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皇权配置基本坚持嫡长子继承制。民间组织中，

血缘关系始终是一条坚韧的纽带。大族成为一方政治势力，是皇权在地方上的补充。地方大

族对封建法纪、封建社会秩序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2.以尊卑等级为标准确立权利义务。宗法制度文化的核心是按照尊卑等级确立权利义务。

周朝开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表明嫡长子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拥有承继王、公、大夫、士

大位的资格和权利，其他子弟只能向大宗承担纳贡，帮助出兵征伐的义务，士、卿大夫和诸

侯公层层向周天子负责。 

3.以尊宗敬祖为原则凝聚族群力量。尊宗敬祖既是伦理观念，又是一种宗法制度。一是

通过宗庙祭祀强化尊宗敬祖意识。在民间也有衍生的载体，这就是宗祠或祠堂，它是族长行

使族权，实行宗法统治的主要机构，同族共同祭祀祖先，尊宗敬祖，族长借此而处理族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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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族众，凝聚族群。二是修建族谱维系尊宗敬祖制度。家谱起源于夏商，中唐以后，民间

私家逐渐开始修谱，明清时期，民间修谱已经十分兴盛。“这时的修谱目的和唐代以前小同，

不是为了选官而区别门第，乃是为了通过修谱实现尊祖、敬宗、睦族，继而通过睦族、收族

发展到控制族众，借以维护封建伦理体制。” 

4.以伦常纲纪为准则处理人际关系。宗法血缘关系将政治体系与伦理秩序紧密地融合在

一起，使宗法文化既是一种政治文化，又是一种伦理文化，处理政治关系尤其是处理伦理关

系都依赖于宗法为根本的伦常纲纪，伦常纲纪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杨国安在《宗族文化为何具有生命力》中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族，严格来说应该

算是一种制度宗族。制度宗族有一整套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在维系它的运转。这套系统主要

是以族长、族规和祠堂为核心。 

从组织结构来说，宗族是由族长、房长以及下面各个分支结构的管理人员组成。族长

由公开选举产生，一般为地方上的长老或者权威人士。 

祠堂最初是宗族祭祀祖先的地方，后来渐渐演变成为族长办公的地方。祠堂在乡村社

会里，相当于是一个执行族规、家法的地方，或者是族人们在一起开会的地方，所以祠堂在

整个宗族组织运行中是一个纽带或者说是一个中心的所在地。 

宗族有族规，这个族规就是法律。在古代，宗族法也是一种法律，也是国家认同的，

所以宗族法可以说是对国家法律的补充。族规是一种全方位的规训，它从行为习惯到为人处

事等各方面，都对族人提出了严格的制约。 

除了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宗族还有一套很有人情味的管理系统，那就是以开办族田、

义庄、义学为核心的救济系统。 

在传统社会中，国家对地方上的保障其实很弱的，那么社会保障由什么人来做呢？由

宗族来做。因为宗族普遍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比如族田，就是由家族里的大官捐出银两买田

置地而形成的。族田在广东一带最为兴盛，族田的作用就是从事公益事业，修桥筑路，或者

救济贫困的老人。 

宗族所有的田产也叫义庄，义庄中最有名的当属范氏义庄，也就是范仲淹父子在原籍

苏州吴县设立的义庄。因为范仲淹小时候很穷，读书时每日只能以粥果腹，他是靠别人接济

才考取功名的，所以他当官之后就捐了很多俸禄买田置地，去接济范氏后人。范氏义庄有八

九百年的漫长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从范式义庄之后，义庄在苏浙这一带

特别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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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义学，就像我们现在的助学一样，宗族会资助家族中比较优秀的贫寒子弟免费上

学，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你将来当官之后要反哺乡村、反哺这个家族，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的

传承机制。 

此外，宗族还有一个以祭祀、族谱和族训为核心的礼仪教化系统。它通过各种文化活

动，经常开展宣讲，这些活动有助于整个家族形成凝聚力。正因为如此，在传统社会里，宗

族才能形成一套能够自我运行的机制，并在基层社会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高考命题分析 

1．（2016·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27）福建各地族谱中有大量关于入台族裔回乡请祖先牌位

赴台的记载，此类现象在清乾隆年间骤然增多。这说明乾隆年间(  ) 

A．族谱编修顺应了移民的需求       B．大陆移民已在台湾安居繁衍 

C．内地宗族开始整体迁移台湾     D．两岸居民正常往来受到阻碍 

2．（2014·全国大纲卷·17）明清时期，纂修族谱以尊崇人伦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名

门望族、寒门小姓都以修谱为大事。这一现象反映出(  ) 

A．宗族观念受到人口流动的冲击       B．宗族成为社会等级的表现形式 

C．理学成为维系宗族的思想基础       D．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度得以重建 

3．（2016·海南单科·3）在中国古代，褒扬官员德行和政绩，往往称其人为“民之父母”，

官员亦以“为民父母”“爱民如子”作为执政的理想境界。这一现象反映出(  ) 

A．宗族关系已成为执政的基础         B．“家天下”观念的政治影响 

C．官员考核主要依据民本思想         D．官员之间具有共同政治诉求 

4．（2016·江苏高考·1）中国传统家族有“长兄如父”“小儿不及长孙”的说法。这些说法

体现的是(  ) 

A．家族和睦      B．等级秩序       C．贵族世袭       D．宗法观念 

5．（2013·海南高考·2）西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不仅是周朝分封制的基础，对

后世也有深刻影响。这表现在(  ) 

A．一夫多妻习俗长期延续             B．皇位继承“立嫡不以长” 

C．诸子平等的财产继承权             D．婚姻中的“门当户对” 

6．（2014·海南单科·3）史载，东晋时，太尉郗鉴为女择婿，遣人至朝廷重臣王导的家中

“遍观子弟”。王氏子弟各自修饰，以图被选，只有王羲之“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

被郗鉴认为是理想的女婿人选，“遂以女妻之”。这主要反映了当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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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女性地位低下   B．婚姻讲究门第 

C．择婿方式独特    D．大臣拉帮结派 

7．(2017·河北石家庄二模·24)自殷周以来，中国古代宗族制度经历了先秦典型宗族制、

秦唐间世族(士族)宗族制、宋元间大官僚宗族制、明清绅衿富人宗族制。这一变化表明，

中国古代宗族制度(  ) 

A．社会功能逐渐减弱                                B．政治功能趋向增强 

C．主体呈平民化趋势                                D．始终坚持儒学主导 

8．(2017·四川雅安三模·24)中国古代宗族的宗规里往往包含：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和

睦族里、训诫子孙等原则，并对一些严重触犯宗规的行为在宗祠内当全体族人之面公开

处置。这反映出古代宗规(  ) 

A．扰乱了社会秩序                                    B．取代了法律制度 

C．传承了伦理观念                                    D．保证了家族团结 

9．(2017·湖北华中师大一附中高三 5 月押题考试·25)《后汉书》中出现了许多诸如“家

世州郡”、“家世衣冠”、“世仕州郡”、“世吏两千石”、“家世两千石”的话语，这在关于

西汉历史的史料中是很少出现的。东汉时期的这一现象反映了(  ) 

A．中央和地方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B．门阀士族的政治作用显著提高 

C．豪强势力推动了国家政权发展            D．血缘宗族力量制约了专制皇权 

10．(2017·湖南邵阳二模·26)唐朝前期，世人嫁娶注里门第，特别是大士族之间出现了“恃

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的现象，之后门第的观念逐渐减轻。五代时，世人“取士不问

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对此合理的解释是(  ) 

A．封建等级观念淡出社会生活                B．民族融合改变了世人婚姻观 

C．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已没落                D．政治制度调整影响社会生活 

11．(2017•湖北八校高三第二次联考，24)《训约十四条》记载：“约之二：吾族务要恪遵

祖训，以伦理为纪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一家雍睦(和睦)，端由于此。……

循规蹈矩，宗族称孝，乡党称弟(悌)”。据此，中国古代族规起到的直接作用是(  ) 

    A.维护家族团结和睦                 B.灌输儒家伦理道德 

    C.稳定封建统治秩序                 D.强化家国一体观念 

12．(2017•河北唐山二模，24)中国许多家族都有叙家谱、族谱的习惯，著名的有“孔氏家

谱”，在南方一些地区至今仍对“叙谱”情有独钟。这种对祖先的崇拜本质上体现了中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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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农耕文化的传承性                 B.宗法制度的优越性 

    C.家国情怀的普遍性                 D.国民心理的劣根性 

 

【答案解析】 

1．【考点】清代乾隆年间大陆移民入台安居繁衍 

  【解析】自明末以来，随着台湾回归祖国，大量福建民众移民台湾寻求生计，这些移民在

台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安居乐业。按照我国传统的宗族观念，叶落归根或者说与

祖先在一起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便是大量已移居台湾的民众回乡请祖先牌位赴台的原因。

A 项不仅提到族谱编修的问题，而不是题干所要表达的，故错误。B 项符合对题干的分

析，故正确。C 项不符合史实，内地宗族整体迁移台湾，不能说开始于乾隆时期。D 项

不仅不符合史实，也与题干材料所表达的意思不相符合。。 

【答案】B 

2．【考点】宋明理学 

【解析】“宗族观念受到人口流动的冲击”在材料中没有体现，故 A 项错误；从材料关键

词“明清时期，纂修族谱以尊崇人伦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可见此时纂修族谱并非

名门望族的特权，宗族与社会等级无关，故 B 项错误；从材料关键词“明清时期，纂修

族谱以尊崇人伦”并结合所学可知体现了“理学成为维系宗族的思想基础”，故 C 项正

确；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度带有森严的等级色彩，但是材料并未体现等级色彩，故 D 项错

误。 

【答案】C 

3．【考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家天下”观念的政治影响 

  【解析】由材料“褒扬官员德行和政绩，往往称其人为“民之父母”无法判定官员与皇族

的关系，故 A 项错误；在宗法制，国为大家，官吏受命管理百姓，相当于小家中的家长，

因而对官称呼为父母，故 B 项正确；以民为本是古代儒家的执政理念，把百姓作为治理

的根本，“民贵君轻”，与“为民父母”不相符，故 C 项错误；官员之间的共同政治诉

求是维护封建统治，“为民父母”是德行的一种表现，两者是不同的概念，故 D 项错误。 

【答案】B 

4．【考点】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 

【解析】材料的主旨不是家庭和睦，排除 A；等级程序不是宗法制的内涵，排除 B；贵族

世袭材料中无法体现，排除 C；“长兄如父”“小儿不及长孙”根源与宗法制的嫡长子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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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制，故选 D 

【答案】D 

5．【考点】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 

【解析】题目要求回答宗法制对后世的影响，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度，我国大部

分朝代的皇位继承采用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度，故选 B。一夫多妻制在宗法制之前就已经

存在，排除 A。宗法制分大宗和小宗，排除 C。宗法制是协调家族内部关系，排除 D。 

【答案】B 

6．【考点】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魏晋门阀制度 

【解析】材料主要论及是择婿选定标准，不能说明女子地位低下，故 A 项错误；材料中

“太尉为女择婿，遣人至朝廷重臣，‘遍观子弟’，以图被选”说明当时婚姻的选择是以

门第为标准，故 B 项正确；中国古代权势官宦家族选择女婿都是以选择男方为主，这里

没有体现其独特的一面，故 C 项错误；材料中没有反映“大臣拉帮结派”的信息，故 D

项错误。 

【答案】B 

7．【考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古跨朝代选择题 

【解析】材料没有提到各个时期宗族的社会功能，故 A 项错误；材料没有宗族为政治服

务的功能，故 B 项错误；通过“间世族(士族)宗族制、宋元间大官僚宗族制、明清绅衿

富人宗族制”可以得出共主体平民化趋势明显，故 C 项正确；材料没有提到儒学及在

宗族中的地位，故 D 项错误。 

【答案】C 

8．【考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古跨朝代选择题 

【解析】根据材料“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和睦族里、训诫子孙等原则”可稳定社会秩

序，故 A 项错误；材料里没有以宗族族规取代法律的信息，故 B 项错误；族规历代相

传，甚至有公开的惩罚措施，“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和睦族里、训诫子孙等原则”已

经成约定俗成伦理，故 C 项正确；材料没有涉及到具体家庭的信息，故 D 项错误。 

【答案】C 

9．【考点】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汉至元中央与地方的斗争；汉朝 

【解析】“‘家世州郡’、‘家世衣冠’、‘世仕州郡’、‘世吏两千石’、‘家世两千石’的话

语，这在关于西汉历史的史料中是很少出现的”，可见东汉的豪强势力成为其突出特点，

但没有提到其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故 A 项错误；“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显著现象，故 B 项错误；“《后汉书》中出现了许多诸如‘家世州郡’、‘家世衣冠’、‘世

仕州郡’、‘世吏两千石’、‘家世两千石’的话语”可见豪强势力在东汉政权中影响非常

明显，故 C 项正确；“家世州郡”、“家世衣冠”、“世仕州郡”、“世吏两千石”、“家世两

千石”强调某一家族在政治上的地位，没有强调血缘关系，故 D 项错误。 

【答案】C 

10．【考点】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成熟；隋唐 

【解析】结合所学知识，整个封建社会始终存在封建等级观念，故 A 项错误；根据题意，

题目强调的是从婚姻观体现出世家大族的地位变化，故 B 项错误；世家大族的社会地

位“已经没落”错误，故 C 项错误；结合所学知识，唐朝时期从安史之乱后世家大族

的地位不断没落，特别是在五代十国时期，武人当政更加冲击了世家大族的利益，故 D

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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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11．【解析】题材料的族规体现了儒家伦理道德，隐含着儒家教化，与题干要求“直接”不

符，故 B 项错误；中国古代族规通过稳定家族，进而起到稳定统治的作用，与题干要求

“直接”不符，故 C 项错误；家国一体观念是通过族规间接体现的，与题干要求“直接”

不符，故 D 项错误。 

【答案】A 

12．【解析】中国农耕文化集合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

和特征，但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对祖先的崇拜体现了

宗法血缘关系对后世的影响，故 A 项正确；宗法制度春秋时期已开始瓦解，故 B 项错误；

家国情怀与材料不符，材料强调的是家族情怀，故 C 项错误；对祖先的崇拜不是国民心

理的劣根性，故 D 项错误。 

  【答案】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