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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秦始皇焚书坑儒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中

央集权，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政策，

对儒家学说和其他学派进行了压制。

汉初黄老之学盛行

汉朝初期，黄老之学盛行，主张

无为而治，与儒家学说存在一定

的竞争关系。



社会背景

社会动荡不安

汉武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社会矛盾尖锐，需要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来

维护社会稳定。

民间信仰混乱

当时民间信仰混乱，各种宗教和学说盛行，不利于国家统一思想的推行。



文化背景

儒家思想逐渐复兴

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思想逐渐复兴，

其强调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受到广

泛认同。

其他学派的衰落

相对于儒家学说的复兴，其他学派如

墨家、法家等逐渐衰落，失去了影响力。





罢黜百家的含义

罢黜百家的“罢黜”指的是废除、禁止，“百家”指的是各

种学术流派，“罢黜百家”就是指废除、禁止各种学术流派。

在秦朝统一六国后，为了维护政治上的统一，巩固中央集权

的封建统治，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坑儒”

的政策，禁止传播儒家学说以外的学说，这一政策对中国的

文化传承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独尊儒术的含义

“独尊儒术”指的是推崇、尊崇儒家学说，将它作为唯一

的官方学说。

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的需要，采纳了董仲

舒的建议，将儒家学说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罢黜百家，

只允许传播儒家学说。这一政策有利于统一思想，维护政

治上的统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具体措施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设立太学，以儒家经典作为教科书，培养

官吏。

汉武帝还任用精通儒家学说的人为官，推行“举贤良文学”的政策，选

拔优秀人才。

同时，汉武帝还禁止传播儒家学说以外的学说，禁止私人讲学，禁止私

自传授经书。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儒家学说的传播和发展，对中国历

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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