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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真题研究：全国卷选择题命题语言分析——“谶纬之学” 

 

一、“谶纬之学”的概念分析 

所谓的“谶纬”，其实是“谶”与“纬”的合称。“谶”是秦汉间的巫师、方士编造的预

言吉凶的隐语、预言作为上天的启示，向人们昭示未来的吉凶祸福、治乱兴衰。如“亡秦者

胡也”即为秦代的一句谶言。“纬”即纬书，是汉代儒生假托古代圣人制造的依附于“经”

的各种著作。东汉时流传的“七纬”有《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

纬》和《春秋纬》，皆以迷信方术、预言附会儒家经典。谶大概起源于先秦时期，《左传》中

就有一些谶语的记载。纬则较为晚出，通常认为出现在西汉。后来谶、纬逐渐合流。 

历史上有些比较著名的谶纬。 

比如秦朝时，“亡秦者胡”，秦始皇误以为说的是匈奴，于是命蒙恬率 30 万大军北击匈

奴，后来历史表明，“亡秦者胡”指的是胡亥。 

唐代时，有人预言“唐三世以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唐太宗以为是李君羡，找个借

口把他杀了，结果历史表明预言说的是武则天。 

南北朝后期，曾流传过一条神秘的预言，预言将有一位“黑衣人”降临成为天子以终结

乱世。初期预言是“亡高者黑衣”，结果穿黑衣的北周灭了高家的北齐，后来预言变为“黑

衣临天位”，穿黑衣的佛教盛行，连皇帝都出家为僧了。 

 

梁晨在《两汉谶纬之学的源流与兴盛》一文中指出：“作为中国神秘主义思想的主要内

容，截纬思想的内容十分庞杂，几乎包括了中国古代的，诸如天人关系、阴阳五行、天人感

应、天象星变，天文历法等方面的所有的神秘思想。 

（一）上古天人关系思想 

最早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溯源于商代的占卜。《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

事神。”殷人把有意志的“神”（“帝”或“天帝”）看成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万事求卜，凡遇

征战、田猎、疾病、行止等等，都要求卜于神，以测吉凶祸福。在殷人的观念里，天人关系

实际上是一种“神’“人”之间的永恒关系。 

西周建立之后，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理论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周代人的眼里，“天”己

经具有了一定的道德属性，“天”也是有意志的，并且“天”的意志是不以“人”的意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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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的，“天命”便是“天”依据一定的标准，安排自然及社会的命运。因此，“人”服从“天”

便可以得到赏赐，违背“天”的意志便会受到“天”的惩罚。 

如果说西周时代“天”还具有绝对的权威性，那么到了春秋时期“天”己经由“神”的

地位降到了现实。这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是紧密相关的。春秋时期，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急剧

动荡之中。周天子早己名存实亡，诸侯争霸、大夫擅权局面纷迭而出。人事不再由神意天命

决定，而是要归根于自身的努力。“人”的意义更加重要，“神”则己经成为一种象征，而不

再是绝对的权威。 

（二）阴阳五行学说 

春秋时期的史伯将阴阳之说吸收到了五行说之中，并由此发展成为“五行相胜说”。“相

胜”即相互排斥，如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相生”即相互促进的意

思，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等。五行的“相生相胜说”，显然是

一种带有自发辩证因素的朴素的唯物论思想。 

真正将阴阳与五行结合在一起并加以神秘化的，是战国末期的阴阳家，其代表人物为齐

国人邹衍。邹衍始创“五德终始说”，把五行的属性称为“五德”，用以说明封建王朝的更迭

现象。邹衍的学说仍然是以天为万物的主宰，而天又以“阴阳消息”作为王朝更迭的动力，

即阴阳二气相互长消，并成为五德依次转移的动力。 

（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 

董仲舒的新儒学中，核心便是对古代天人关系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从而构建了完

整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什么是天人感应学说呢?简单说来，由三个观点构成： 

首先，肯定天是宇宙的主宰，天是宇宙间的最高神。天也是万物的创造者，它决定着天

下万物的生存发展与命运，由此可以得出天主宰宇宙的结论。于是“天命”成为董仲舒神化

儒学的理论基础。 

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的理论。“人受命于天”，“命者

天之令也”，即天子是代表天在人世间执行“天意”的工具，是最高的统治者，天下万物都

在天的统治之下。因此，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的天下百姓都要顺从天意，服从天子的统治。 

董仲舒的“天人一类”思想主张人与天是同一类的，并且是合一的。关于天人一类的具

体表现，董仲舒又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

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

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根据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天是有意志的，天下万物处于天的意志之下，君主是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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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者，代表宇宙最高的主宰者来管理或者是统治天下万物，而天的意志则通过“天瑞”或

者“天遣”来表达。当君主的行为出现一些异常，或者是违背了天的本意，天就会以一些异

常的天象来表达惩戒。如果是统治比较得当，则天也会显示一些祥瑞表示嘉奖，这就进一步

形成了灾异谴告说。 

 

二、高考命题分析 

1．（2015·海南单科·4）谣谶是带有一定目的性、被当做预言来传唱的歌谣。后周时，有

人制造“点检作天子”的谣谶，周世宗为绝后患，撤掉殿前都点检张永德，以赵匡胤代

之。后来赵匡胤推翻后周，建立宋朝。这说明谣谶(  ) 

A．可以预示历史的走向               B．可以改变历史的走向 

C．与历史现象吻合属于必然           D．与历史现象吻合属于偶然 

2．（2014·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24）中国古代，“天”被尊为最高神。秦汉以后，以“天

子”自居的皇帝举行祭天大典，表明自己“承天”而“子民”，官员、百姓则祭拜自己的

祖先。这反映了秦汉以后(  ) 

A．君主专制缘于宗教权威             B．政治统治借助于人伦秩序 

C．皇权至上促成祖先崇拜             D．祭天活动强化了宗法制度 

3．（2013·海南高考·1）商代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受禾”、“求年”、“有足雨”的内容。这

反映了当时(  ) 

   A．农业生产已是重要的经济活动       B．农业的收成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 

   C．巫师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组织者       D．自然环境恶化影响农业生产 

4．（2010·全国卷高考·12）中国古代常用五行相生相克解释朝代更替，称作“五德”。每个

朝代在“五德”中都有相应的次序。曹魏被定为“土德”，通过“禅让”代魏的西晋应为

(  ) 

   A．金德           B．木德            C．水德          D．火德 

5．（2012·海南高考·1）《礼记·月令》载，每年正月周天子亲率臣下耕作，称为“藉田”；

三月王后亲率嫔妃举行采桑养蚕仪式，称为“亲蚕”。后来，历代 皇帝、皇后不断举行

这样的仪式。这反映了(  ) 

A．周代制度在后代被严 格奉行  B．古代政治制度变迁异常缓慢 

C．重农抑商从周代始一直推行 D．农桑是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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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2·海南高考·6）宋代理学家周敦颐认为，“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

周敦颐在此所阐释的是(  ) 

A．“仁”与万物生成的关系             B．孟子的仁政思想 

C．阴阳互相依存的关系               D．道家顺应自然的思想 

7．（2008·海南单科·1）中国古代以干支纪年，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

辛、壬、癸”，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甲午

战争发生于 1894 年，八国联军侵华的 1900 年应是(  ) 

A．己亥年                           B．庚子年 

C．辛丑年                           D．壬寅年 

8．（2017·广东惠州二调·24）中国古代的五德终始说，包括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相克）

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两个系统。作为一种解释王朝更替和历史变易的学说，它用以弥

补政权更替中自然证据的不足。根据下图，推断秦、汉两朝的德性应是(  ) 

 

A．火德、土德    B．金德、火德   

C．水德、土德       D．土德、木德 

9．（2018·广东广州高三年级调研测试·25）在考古发现的汉代官吏墓葬中，陪葬品除《秦

律》等大量律令外，还经常伴有一些用来预言凶吉、卜定疑难的简册，如《日书》等。

这反映了当时(  ) 

A．沿用了秦代的基本政治制度                B．治国思想发生根本改变 

C．儒学融合了法家、阴阳家思想            D．社会生活受神秘主义影响 

 

 

 

http://www.zx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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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1．【考点】史学理论——历史认识论（对谣谶的认识） 

  【解析】谣谶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目的性、被当做预言来传唱的歌谣，说明其从根本上讲是

唯心的，并不科学，因此并不能预示历史发展的走向，故 A 项错误；历史的发展是遵循

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谣谶并不能改变历史的走向，故 B 项错误；谣谶与历史上某些现象

的吻合只是偶然现象，并不是必然的，故 C 项错误；与历史现象吻合属于偶然符合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故 D 项正确。 

【答案】D 

2．【考点】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君主专制强化；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君权神

授‛ 

【解析】君主专制源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宗教权威，故 A 项错

误；统治者举行祭天大典，其目的是在于神化皇权，巩固统治，从材料中‚‘承天’而‘子

民’，官员、百姓则祭拜自己的祖先‛的信息可知，统治者借助了人伦秩序来巩固其统治，

故 B 项正确；祖先崇拜在秦汉以前就已出现，故 C 项错误；题干主旨在于通过祭天活动

来巩固政治统治，而不是突出宗法制度的强化，故 D 项错误。 

【答案】B 

3．【考点】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 

【解析】结合时代背景考查学生的阅读分析能力，甲骨卜辞记录了商代的社会生活，‚受

禾‛‚求年‛‚有足雨‛都与农业生产有关，故选 A。 

【答案】A 

4．【解析】注意五行的顺序：金木水火土。按照五行的顺序，‚土‛之后又开始新的循环，

为‚金‛，故按此推理，西晋应为‚金德‛。。 

【答案】A 

5．【考点】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 

【解析】从题干反映统治者‚藉田‛、‚新蚕‛的现象，以及历代皇帝、皇后不断举这样的

仪式的历史现象，说明统治者重视农桑生产，这正因古代中国是农业文明，农桑是古代

社会经济的主体，D 项正确；本题易因表面认识而误选 A 项，主要是无法正确解读‚历

代皇帝、皇后不断举行这样的仪式‛信息；B 项无从体现；C 项说法错误，重农抑商是

从秦国的商鞅变法始。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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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考点】宋明理学 

【解析】依据所学知识，首先排除 BD 项；题干认为“阳生万物”，而何为“生”呢？“生，

仁也”，其主要阐释的是仁与万物生成的关系，A 项正确；如果对“阳生万物、阴成万物”

不能正确解读，及把握内在关系：生，仁也。易错选 C 项。 

【答案】A 

7．【解析】将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按顺序搭配组合成干支，用于纪年。按此排法，当天干 10

个符号排了六轮与地支 12 个符号排了五轮以后，可构成 60 干支。续排下去又将恢复原

状，周而复始，即如民间所说‚六十年转甲子‛。 甲午战争发生于 1894 年，所以八国联

军侵华的 1900 年应是庚子年。 

【答案】B  

8．【考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五德学说 

【解析】根据五德运行‚推翻为相克，禅让为相生‛的原则，汉高祖刘邦是推翻的秦朝

而建立汉朝，故在德性方面与秦朝该是‚相克‛的关系，土德克制的是水德而非火德，

故 A 项错误；火德虽然克制金德，但根据秦朝是水德的史实和常识，故 B 项错误；秦

为水德，土德克制水德，故 C 项正确；木德虽然克制的是土德，但亦与秦朝是水德德

史实不符，故 D 项错误。 

【答案】C 

9．【考点】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解析】材料中强调的是汉代预言凶吉、卜定疑难的书籍，而非政治制度，故 A 项错误；

据材料可知，汉代官吏的陪葬品有《秦律》，说明汉朝沿用秦的法律，故 B 项错误；材

料强调的是预言凶吉、卜定疑难的书籍，并未提及汉代儒学，故 C 项错误；《日书》是

古人从事婚嫁、生子、丧葬、农作、出行等各项活动时选择时日吉凶宜忌的参考书目，

结合材料中‚预言凶吉、卜定疑难‛，可知汉代社会受神秘主义影响，故 D 项正确。 

【答案】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