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才”的初衷流于形式。 

二、教学内容上，应切实增加考古学内容 

这一点需要在跟踪古代史研究进展的同时，密 

切关注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如古 

代史教学基本上是以时间线索为纲，假若时代标尺 

不明，则历史演变的脉络，历史事件的安排便会本 

末倒置，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断代年表的发表，基 

本上确立了三代的年代序列及盘庚迁殷后的商代 

后期、西周诸王的在位年代，那么在讲述三代历史 

时便应对这一成果及时加以引进，改变以往因年代 

不明而致三代史实混沌不清的状况。古代史教学 

内容一般由神话传说、政治制度、经济概况、思想文 

化、科学技术及一些具体历史事件构筑而成，那么 

在讲述相关内容时应紧密结合考古学研究成果，如 

讲述大禹治水这一文献传说时，应将秦公敦、齐侯 

镩这两件牵涉到禹的春秋时期的青铜器联系起来， 

尤其是新近出土的公盈有大禹治水的记载，提供了 

大禹治水传说在文物中的最早例证L4 ；讲述秦郡县 

制时应联系湖南湘西里耶秦简，其确凿无疑地表明 

了秦洞庭郡的建置，这对郡县设置及相关历史地理 

问题研究有重大意义；讲解先秦思想文化时，应将 

郭店竹简及上博简联系起来，其资料的公布改变了 

以往思想界“儒道不容，儒家反对道家，道家丑化儒 

家”的传统看法，并引发学术界对此段学术思想史 

作重新思考 讲述先秦齐鲁、燕赵、吴越、荆楚、巴 

蜀、秦陇等区域文化时，更需结合考古学成果才能 

对各自的区域特征进行解读，因为区域文化的特 

征、内核主要是通过考古学上的物质文明及透过物 

质文明表现出的精神世界来凸现的，所以如在讲述 

巴蜀文化时应结合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才 

能把握其精髓；此外，各区域文化均有自身独在的 

内涵，同时又互为影响，最终共同构建了一个庞大 

的中华文化圈，对这一文化命题的求解，主要依赖 

于考古学的器物学分析，只有通过对不同区域文化 

间的文化因素分析、比较，方能作出满意的解答；再 

如在讲述一些具体历史史实时，更应结合考古发现 

来纠正以往一些传统看法，如周公摄政七年致政成 

王之说等。通过以上寥寥数例，可充分看出在古代 

史教学中及时吸收考古学成果、加大考古学内容教 

学力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三、操作层面上 。应开展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加大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考古专业教师 

的引进比例，改善教师群的知识结构；同时，定期邀 

请考古界的专家、学者作讲座，使师生及时了解和 

把握最新考古动态与研究状况； 

其二，在历史、考古专业并存的院校，鼓励并在 
一

定程度上硬性要求学生跨专业选课，在未设置考 

古专业的院校，可聘请考古专业教师讲授考古学基 

础课程； 

其三，学院可与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或有考古 

专业的院校合作，给历史专业学生提供一些参加实 

地考古发掘的见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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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教学中的民族问题 

李 世 平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 400715) 

中国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 

古代民族史亦是中国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如今的中国古代史教学中，由于受各种教材的局 

限，教学过程中涉及到的民族问题总是意犹未尽， 

加之教材编纂过程中太过强调汉民族的中央政权， 

故涉及到民族史部分的内容总会让学生产生一些 

错误的认识与判断。在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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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鉴于现在使用教材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当 

注意如下问题。 
一

、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适当增加补充各民族 

友好交往的内容 

现有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在民族关系史方面 

侧重于介绍各民族，尤其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民 

族冲突，较少介绍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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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教材中的民族关系部分中，汉代以与匈奴关 

系为主，唐代则是吐蕃与突厥为重，宋代是辽、金、 

西夏。而在讲述这些关系时，除“和亲”政策外，更 

多的是军事冲突。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 

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友好交流提得甚少。而事 

实上这种交流是不断进行的，如汉民族与各少数民 

族经济、文化方面的互相影响，这种正常的友好交 

流应是中国古代史教学中民族关系的主体，是民族 

关系的核心内容。因此，在中国古代史教学过程 

中，应适当增加各民族友好交流的内容，以体现中 

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和谐、友爱。 

二、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还应适当增加相应 

的介绍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 

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都创造了自己本民 

族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她们构成中国文化史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应适当地增加 

少数民族古代文化的内容。在各类中国古代史教 

材中，历史文化的内容都是重点之一，但除在汉魏 

六朝这段历史中的中外文化交流上的“胡舞”、“胡 

乐”方面接触到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外，其他 

朝代基本不涉及。而中国少数民族的古代历史文 

化同样是博大精深、浩若烟海的。如少数民族的三 

大著名史诗①，西北少数民族的伊斯兰教文化，藏 

族的佛教经典汇编《甘珠尔》、《丹珠尔》及医学巨著 

《四部医典》等，与汉族历史上的文化积累相比毫不 

逊色，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增加这些内容只会使学 

生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 

三、适当将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 

纳入正史的内容 

在中国古代史上，周边少数民族建立过不少地 

方政权，如唐代的吐蕃、南诏，宋代的辽金、西夏、大 

理等。这些地方政权的政治应是中国古代政治制 

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几乎所有的 中国古代 

史》教材中都是在“民族关系”这一部分内容中反映 

各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的。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 

史教学中，应在适当章节中增加“地方政权”这一内 

容，以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 7月第一版的《中国 

历史》为例，其隋唐辽宋金卷的上编第二章为“隋唐 

五代的政治法律制度”，其中介绍中央政权的政治 

法律制度，只在第五章隋唐五代的民族关系中介绍 

吐蕃及南诏，并且只讲吐蕃、南诏与唐的关系，对这 

两个地方政权的政治法律制度根本不涉及。在处 

理这一问题时，就可以在第二章增加“隋唐五代时 

期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政治法律制度”一节。这 

样适当增加地方政权的内容，就整个历史教学而 

言，并不影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而会促进学 

生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识。 

四、淡化元、清期的民族压迫政策 

元王朝是历史上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的中央 

王朝，清王朝是由满族建立的统一的中央王朝，在 

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必然涉及。但在过去所编的所 

有 中国古代史》教材中，元朝的民族压迫政策、清 

代的“剃发令”都是较为突出的内容。在建立和谐 

社会的今天，就要求教师在讲授时应尽可能的淡化 

这些内容，也就是淡化这些矛盾，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处理这些内容时，只需要尽可能地找到这些政策 

出台的客观原因就能达到这个目的。 

以上几点想法，是笔者对古代史教学内容改革 

的几点意见，这些意见未必成熟、科学，不当之处， 

尚望批评指正。 

浅谈中古史教学中的课外延伸活动 

卢 华 语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 400715) 

课外延伸活动作为高校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 

它适用于各个学科，而对历史专业的中古史而言， 

由于课程内容的特殊性，则尤其重要而且紧迫。 

中古史教学的基本特征是一多二难。多，是因 

为时间跨度长，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多，各种制度、 

社会生活、文化思想等极其繁复。然受客观条件的 

限制，即使某些十分重要的史实，也难以在课堂讲 

授中具体深入。难，首先是距离现实生活遥远，不 

少在古代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在今天的青 

年学子看来则似难以理解。其次是原始资料文字 

① 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指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啊 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三部英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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