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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中国历史文选》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朱韬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中国历史文选》是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在学生培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前教学中，

“文选课”教学课时短、学生基础薄弱、教学内容交叉等问题凸显，通过增加课外学习时间、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以及在讲授方式上，注意与其他专业课程知识互补等策略，可以有效的解决“文选课”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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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选》（以下简称“文选课”）是当前

高校历史专业的基础课程。学界常将“文选课”的设立

追溯至上世纪20年代陈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的“史

学名著选读”与“史籍名著评论”两门课程。随着教育

理念的发展，“文选课”的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也在不断改革中日益完善。本文主要围绕“文选课”的

教学现状展开讨论，提出自己对“文选课”改革的意见。

1“文选课”的教学现状

我们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概括出“文选课”在教

学中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

1.1 教学课时缩短

上世纪 20 年代，陈垣在北京大学开设“史学名著

选读”课时，“学时是每周 3时，一学期 54 学时，一

学年108 学时”
[1]
。80年代，张大可编撰单元制《中国

历史文选》时，针对当时“文选课”教学时数缩短的情

况，给出了指导意见，“文选课”“按一学年制，每学

期 18 周，每周 4 学时计约 144 学时。”
[2]
2015 年，朱

清如根据高校教师自述，总结道：“自 20世纪 80年代

初至今，课程设置由最多的 2学年减至 1.5 学年、1学

年，个别院校历史专业甚至降至 1学期。总课时由最高

时的288 节减至 100 节左右，几乎减少了 2/3，有的甚

至减至 60节、54节、48节。”
[3]

“文选课”的教学课时从最高峰的 288 学时，在有

些院校已经缩减到 48 学时，不管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

方法等方面，都应该进行革新。

1.2 学生基础薄弱

张大可在回顾“文选课”建设历程时，指出“陈垣

所处时代，文言文废弃未久，当时的学子文言文水平都

有相当的高度，‘名著选读’重点不是过文字关、过语

言关，而是通过读原典，学习历史研究方法”，“而今

日学子，完全使用的白话，‘文选课’的主要目的是解

决语言文字关，提高历史专业学生阅读古书能力”。
[2]

但据陈垣的学生刘乃和所说，陈垣之所以开设“史学名

著选读”，其原因在于，五四运动后，学堂改为白话课

本，学生不必学习文言文，但历史系中国史的学生又有

读原始资料的需求，“青年们对读古书有了困难，如对

文言文不掌握就没法自己动手翻阅古书原始材料”，陈

先生认为历史系“应有专门讲提高阅读文言文能力的课

程”，因此设立了“史学名著选读”的课程。
[1]

也就是说陈垣和张大可虽然时代不同，但所面临的

同样问题都在于学生的古文基础薄弱。

1.3 教学内容交叉

“文选课”对史料、史籍的介绍，与历史学专业《历

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等核心课程有不少重复交叉

的内容。在具体讲授中，文选内容涉及到天文历法、职

官制度、地理、年代等专业知识，这些内容在当前高校

历史专业课程体系下，或属《中国文化史》，或属《中

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历史地理学》等科目。

课程内容的交叉重复，不只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也关系到历史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2 针对问题现状的改革策略

面对教学课时缩短、学生基础薄弱、教学内容交叉

的问题现状，需要从整体的学科课程体系构建角度对

“文选课”进行针对性的改革。

2.1 增加课外学习时间

不少学者都指出“文选课”是一门涉及训诂学、文

献学、史学史等专业内容的综合性课程。而“文选课”

教学课时的缩短，一方面是通识课程的增加，挤压了专

业课程的时间，一方面也是专业课程体系的不断完善，

有着综合性特征的“文选课”不得不释放出了所占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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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张大可提出，“文选课”除了一学年 144 学时的教

学时间外，“练习实践安排在课外进行，时间比例般为

1:1，即总量为 144 小时”。
[1]
在教学时间愈发缩减的当

前，144 小时课外练习实践，也已经不能满足学好“文

选课”的需要。且随着教学时数的缩减，课上的讲解只

能够照顾到最核心的内容，这就需要学生在课前要有充

分的准备。有鉴于相关选文对于新进高校学生尚有一定

难度，其课下预习的时间，与课后练习实践的时间，也

应该达到 1:1，即 144 小时。

2.2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面对学生基础薄弱，也有不少高校教师指出，因为

学生习惯了简体字的使用，辨认繁体字成为了“文选课”

的第一关。但事实上，中学教育向大学教育的过度，有

一项重要内容即自学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当前不管是纸

质文史资料还是网络文史工具，已经普及的情况下。老

师在“文选课”上所要做的并不是从繁体字开始给学生

讲解文选，而是引导、规范学生如何正确、高效的使用

文史工具。

学生在课前的准备阶段，应该要完成相关选文的识

读、断句及理解选文大义。这些传统“文选课”上的重

点内容，在当前的形式下，只能归为学生自主完成的基

础部分。“文选课”教师在教学时段内，所要做的是帮

助学生对基础部分进行查漏补缺。如繁体字识读方面，

要提醒一些特殊的用字，如“云”字，在什么情况下，

写作繁体的“雲”，在什么情况下仍然是写作“云”；

“里”字，在什么情况下写作繁体的“裡”，在什么情

况下，又仍作“里”。把识别繁体字作为“文选课”的

一关，不只是目前的教学时长不允许，也忽视了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2.3 与其他专业课程互补

“文选课”涉及的文史知识，虽然与其他专业课程

有重复交叉，但在具体讲授中又有不同侧重。不管是《历

史文献学》还是《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化史》，作为

本科课程，只是从整体上对相关专业知识进行概述，而

不是深入文本进行解析。

如选文《百官公卿表》，是中国官职制度的重要文

献，与《中国政治制度史》课程的学习可以形成很好的

互补作用。有学者反对将《汉书·百官公卿表》引入教

材，认为《百官公卿表》虽然作为研究官制的史料尤为

珍贵，但作为“文选课”的选文，“就显得太专门化，

太偏颇了。而且内容又很多，洋洋洒洒，占了很大的篇

幅，这就有些不适宜了，既不便于教学，也不便于阅读。

还有的把正史中的‘表’搬入教材中，‘表’本身的形

式决定了它需要占据很大的面积，‘表’中的文字又少，

又缺乏有机的联系。”
[4]
。

但事实上，“文选课”选择《百官公卿表》不只不

是“太专门化，太偏颇”，反而能够体现出历史学专业

学习与一般爱好者阅读之间的差别。而仅选《百官公卿

表序》，却不将篇幅较大的“表”选入，对于“文选课”

来说才是“买椟还珠”。因为“文选课”本身的目的之

一，就是要让学生接触更多种类的史料文献，教导学生

学会如何阅读、利用不同种类的史料文献。学会利用史

籍中的“表”，恰恰是“文选课”的责任，其他概论性

的课程都很难兼具此任务。

3“文选课”教学实践举例

增加课外学习时间、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将

“文选课”与其他专业课程进行互补，在教学实践中应

该如何落实，我们以具体的教学案例来进行说明。

3.1 将学生的课外学习文本作为教学辅助课件

何晋指出传统的“文选课”教材，与学生“将来实

际的文献阅读实践严重脱节”，“妨碍了同学们对古籍

文献的认识”，主张直接影印原典或注疏本，“模拟同

学将来可能进入的实际文献阅读状态”，“这样编选，

重视与文献最直接的原始接触，一方面使同学们尝到了

原汁原味，学习兴趣提高了；另一方面也使得这门课程

的内容比以前更丰富了。”
[5]

朱清如则认为，“就‘文选’内容而言，不必每部

教材都依古籍原貌复制或扫描，再现其‘形制’。这或

能引起学生兴趣，但效果未必最佳。”朱清如提出“可

制作古籍（善本）图片，利用多媒体展示，让学生有直

观印象”。朱清如提出的替代方法，是高校教学中多媒

体教学的常用手段，但这种“直观印象”对于历史学专

业学生是否足够，则又是新的问题。而朱清如所说的“若

学校条件允许，教师也可引领学生到古籍阅览室去翻阅

古籍，趁机现场讲解一些最基本的古籍文献（学）常识。

学生得以近距离接触古籍（善本），对相关知识的记忆

无疑会更加深刻”，这当然是培养学生文史素养的较好

方式，但“学校条件允许”看似简单，但已经将绝大多

数高校都拒之门外，这既涉及到高校图书馆、古籍库的

管理问题，也涉及学生的组织问题，在教学事故频出的

当下，这种方法不只是对学校硬件设备、管理模式的高

要求，也是对任课教师勇气的挑战
[3]
。

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将何晋对文献原汁原味的强调，

以及朱清如对于多媒体的利用结合起来。在课前，把未

标点的古籍文献电子版提前分发给学生，由学生自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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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后进行识读、标点、断句、翻译等基础学习；在上课

前将带有学习痕迹的古籍文献文本发回给任课教师；由

任课教师拣选代表性的学生文本，制作为教学课件。这

样做，既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又可以做针对性的

讲解。

3.2 深入文本对专业知识进行探索

高校历史学专业学生的“文选课”学习，不只在史

料类型的广泛性上要与一般的爱好者拉开距离，在深度

上也要下工夫，不能停留于中学古文教育的简单了解，

而要在知其然的基础上，知其所以然。

如选文《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论及孔子作

《春秋》，先观史事，而后能定“一字之褒贬”。对“一

字之褒贬”，张本注解曰：“孔子修《春秋》，以‘垂

法’为主，不重记事，文字极简约，运用书法的遣词用

字来表达褒贬，如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

之曰‘子’；践土之会实晋文公召周天子，而《春秋》

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扬善抑恶，

含有‘微言大义’。”
[6]

张本注释本于《史记·孔子世家》，如果作为通识

性课程或者一般爱好者的阅读，依此注理解何谓《春秋》

“一字之褒贬”自无不可，但作为历史学专业的“文选

课”，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和运用史料文献的能

力。对《春秋》“一字之褒贬”的理解，如果仅停留于

此，则仅仅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且会导致学生

的懒惰，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如何让学生真正的理

解何谓《春秋》“一字之褒贬”，仍要从《春秋》文本

入手。

吴国与楚国的国君在《春秋》被称为“子”，除需

要援引吴、楚国君称“王”的史实之外，尚需要将《春

秋》所涉及的宋、晋、齐、郑、曹、莒等国君的称呼进

行排列，在宋公、晋侯、齐侯、郑伯、曹伯、莒子等称

呼中，来凸显吴国国君被《春秋》记为吴子、楚国国君

被记为楚子，其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通过排列《春

秋》义例，而获得史识，即所谓“属辞比事，《春秋》

教也”（《礼记·经解》）。学生籍此总结出《春秋》

如何以“一字”为“褒贬”，比仅仅通过注解得到的结

论，无疑更为深刻。

3.3 将史学研究融入文选教学

从教学实践上看，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可以完成字、

词、句的基础学习，但对于选文中所涉及的史学问题，

尚不能充分把握，这就需要教师进行针对性的讲授。如

《史记·殷本纪》中，太史公记载了殷商王朝的世系：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

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

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

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

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
[i]

这一段在史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史料，却是学生在

自主学习中非常容易忽略的。由学生所忽略的《殷本纪》

商王世系，教师可以引申出王国维通过缀合殷墟甲骨碎

片所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

见先公先王续考》两篇开拓殷商王朝研究的重量级文章，

并以此为切入点讲解二重证据法等史学方法。

又有《殷本纪》所涉及的“素王及九主之事”。其

中“九主”，学生常根据司马贞《索隐》，以为“九主

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或“九皇”也，而忽略了裴骃

《集解》所引刘向《别录》言，“九主者有法君、专君、

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

一般皆以为刘向所录“九主”，“名称甚奇，不知所凭

据”
[7]
。但马王推帛书《九主》的出土，却证明了刘向

所引“九主”注解才是正确的。

以上这些历史学研究成果都是学生在自主学习中，

很难涉及到的，需要任课教师进行开拓、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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