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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高考结束以后，有关全国卷Ⅰ历史

试题的文章爆满各公众平台，教育部考试中心

的试题评析聚焦唯物史观、历史思维、文明传

承、家国情怀与爱国主义等学科素养；一些历史

学专业工作者往往挑剔个别试题在史料、史实、

逻辑、选项、答案等方面存在的粗疏；一线历史

教师则会纠结于每一道试题答案的合理性解

释；一些历史教研员一般从分值统计、试题特点

等角度比较全面地进行评析。本文在这些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命题立意的角度进行分

析，力图沟通史学与教学，总结高考命题的思想

方法。

历史变异是指历史的大变化与大不同，它

是相对于历史延续而言的。

2017 年全国卷Ⅰ历史试题鲜明地体现了关

注“历史变异”的命题立意，典型试题如下：

1.西周分封制的变异：从防范异姓诸侯国到

依靠同姓诸侯国。
西周多次分封，较大规模的分封出现在武

王、成王和康王时期，以成王分封规模为最大。

那么，从武王分封到成王分封，西周分封制有什

么历史变异呢？武王分封的主要出发点是防止

殷人复辟，尚未顾及与同姓宗亲分享政治权力。

武王先是分封异姓纣子武庚于殷地，后以同姓

兄弟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来监视武庚。武

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引起未获分封的

管叔和蔡叔的不满，武庚煽动管叔、蔡叔一起叛

乱，许多异姓诸侯国也趁机响应。周公东征平叛

以后，异姓诸侯国的危险基本消除，统治政策的

重心开始由防范异姓诸侯国转向与同姓宗亲分

享政治权力。于是，周公辅佐成王大规模分封同

姓诸侯国。Ⅰ卷第 24 题列举出了卫国、鲁国、燕

国三个同姓诸侯国。
西周前中期，由于宗法血缘关系紧密，分封

的同姓诸侯国发挥了积极历史作用：巩固政治

统治，发展地方经济，推动“周礼”“雅言”等周文

化的传播和认同，促进夏、商、周三族融合以及

华夏族的民族形成与认同。显然，24 题选择分封

同姓诸侯国的积极文化作用进行命题。

西周中后期，随着宗法血缘关系的疏远，分

封制又会迎来一次历史变异，即由维护西周统

治转向离心西周统治。

2.西汉地方行政体制的变异：从郡国并行制

到王国郡县化。

汉初，刘邦总结秦亡教训，在郡县制的基础

上恢复分封制，实行郡国并行的地方行政体制。
汉高帝十二年 （公元前 195 年），全国共有 59

郡，其中，10 个诸侯王国占有 44 郡，平均每个诸

侯王国占有 4 郡以上，朝廷直辖 15 郡；全国人

口约 1300 余万人，其中，诸侯王国人口约 850

余万人，中央管辖人口约 450 余万人，足见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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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总体经济实力的强大。在政治上，诸侯国

“百官同制京师”，诸侯王“掌治其国”，可以任免

王国御史大夫以下的所有官吏，足见诸侯国拥

有相对独立的政治权力。汉文帝时期，郡国并行

制的实质得以延续。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郡国并行制开

始产生转折性变化，即转向王国郡县化。汉景帝

大幅削减诸侯国的封地，到中元六年 （公元前

144 年）时，诸侯国平均所辖郡数由汉高祖时的

4 郡以上减少至 1 郡左右，而朝廷直辖郡数则大

幅上升；汉武帝推行推恩令以后，诸侯国的封地

范围则比一般郡的面积还要小。在政治上，汉景

帝下令“诸侯不得复治其国”，诸侯国的官制与

郡同，剥夺诸侯王对中高级官吏的任免权，朝廷

直接派遣内史治民，内史的权力与郡守大致相

当。后来，汉武帝颁布“左官律”“附益法”，从法

律上确定了诸侯王只有“衣食租税”的经济权

利。至此，王国郡县化基本完成。
西汉前期，自高祖至景帝，北方匈奴的边患

危险日益严重，朝廷苦于郡国并行制的内政掣

肘而主要采取“和亲”政策。随着王国郡县化进

程的加快，朝廷大规模反击匈奴、解决边患的内

部条件也就更加成熟。高考第 25 题的命题立意

即在于此。
3.中国经济改革的变异：从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是经济改革，经济改

革的关键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变

异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标志是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

质性转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经

济改革处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内改革阶

段。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计划

经济体制确立。由于对科学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理论的片面理解以及对苏联斯大林高度集中统

一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简单借鉴，加之新中国成

立初期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此时的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体制表现出刚性僵硬的历史特征：单

一的公有制、平均分配、行政命令式计划。经过

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连

续性政治经济挫折和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计划经济的改革起步。1979 年，陈云提出

“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 年，党

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

经济”的理论；1987 年，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

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

在统一的体制。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

改革，党虽然提出了商品经济、市场，但它们都

是服从于计划的，属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

制内改革。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价格、税收、财

政、金融、贸易等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领域

开始出现动荡，1988 年，价格脱缰式上涨、通货

膨胀达到恶性程度。1989 年，严重政治风波接踵

而至。此时，否定市场化改革、重回计划经济的舆

论强势而起，引发了一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

大辩论。高考第 31 题的命题立意抓住了这次计

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大变化。1992 年，邓小

平南行讲话，精辟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计

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

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至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的目标基本确定。随后，党的十四大明确

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此外，2017 年高考历史试题体现“历史变

异”立意的试题还有：第 27 题的明朝前中期与

后期的历史变化，第 30 题的中国共产党由土地

革命政策向抗日民族政策的历史变化，第 35 题

的八国集团向二十国集团的历史变化。据统计，

在总计 12 个选择题中，以“历史变异”为命题立

意的试题有 6 个，达到了一半。

高考历史命题立意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但

历史学科和历史教学的影响因素比较显著，因为

高考历史命题一直承担着“服务选材，引导教学”

的核心功能，即沟通史学与中学历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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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异史观

史观是人们对于历史的总看法或整体认

识，它是高考历史命题立意的重要学科基础。

在中国史学史上，自先秦至今，历史变异史

观一以贯之，不断完善和强化。《周易·系辞下》

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中国古代

变异史观的思想渊源。何谓“变”？《周易·系辞

下》解释：“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重视历史运

动。哪些“变”？《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说：“高岸

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包括了

自然变化与社会历史的变化。为何“变”？《周易·

系辞下》：“变通者，趣时者也”，因时而变。司马

迁的《史记》明确提出“通古今之变”的撰述宗

旨。此后，杜佑的《通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王夫之的

《读通鉴论·叙论四》、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释

通》都对变异史观进行了阐发。

近代以降，梁启超、钱穆等史学大家对于历

史变异史观高度重视。梁启超指出：“上下千岁，

无时不变，无事不变。”①钱穆的历史变异史观非

常系统，他认为：“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历史常

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研究历

史，首当注意变。”“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

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历史时代之划

分，即划分在其变上。”“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

辨其所变之大与小。”②

2.历史求异思维

历史思维是史观的展开途径和方式，中学

历史教学能力培养的核心是历史思维。划分角

度不同，历史思维的类型亦有别。例如，历史形象

思维与历史逻辑思维；历史聚合思维与历史求异

思维；历史常规思维与历史创造性思维。其中，历

史形象思维、历史聚合思维与历史常规思维是基

础，历史创造性思维是目的，连接两者的中介环

节则是历史求异思维和历史逻辑思维。因此，历

史求异思维是历史创造性思维的前提和基础。
在历史思维研究过程中，赵恒烈提出了历

史思维的三时态。他认为，对于同一历史，人们

的历史认识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同。这些不

同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态。“第一时态是同

时代人的看法，可称为共时态思维；第二时态是

后来人的看法，可称之谓昔时态思维；第三时态

是现代人的看法，可称之谓即时态思维。”③三个

时态的不同历史思维，鲜明体现了历史思维因

时而变的特点，也是历史求异思维的具体表现。

高考命题与历史教学的关系不是押题与反

押题的“猫捉老鼠”的游戏，而是高考命题引领

教学、教学促进高考命题的良性互动关系。对

此，刘芃曾经有过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应对

高考命题犹如林中逮兔，一味追兔，不如密植树

木，而后守株待兔。可见，扎实做好日常历史教

学是应对高考的根本之道。
历史变异的高考命题立意要求历史教学认

真落实历史时序核心素养。

1.了解不同的历史纪年方法

高考试题中的“1904 年”，“公元前 9 至前 8

世纪”“16 世纪”都属于公元纪年法。

公元纪年是目前世界上通用的纪年方法，现

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年代一般都直接用

公历来表明。在公元纪年法中，还有世纪纪年法。

民国纪年法是辛亥革命以后通用的纪年方

法。民国纪年与公元纪年的换算公式是：民国纪

年 = 公元纪年 -1911。例如，抗日战争结束于民

国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 1945 年。

中国古代纪年方法主要有朝代纪年法和帝

王纪年法。试题中的“明前中期”“明后期”属于

朝代纪年法，“汉高帝十二年”“汉文帝十六年”

属于皇帝谥号纪年法，“汉武帝元封五年”“唐武

德元年”属于皇帝年号纪年法。此外，还有干支

纪年法，如甲午战争。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2 页。
②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第 2~6 页。
③ 赵恒烈：《历史思维的三时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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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分开发和灵活使用多种多样的历史时

序教学工具

高考试题中的“西汉朝廷直接管辖的郡级

政区变化表”“英国国民总收入变化表”“14~17

世纪中外历史事件简表”都是严格按照历史时

序编制的历史变化表格，前两个历史表格属于

单一历史事物的纵向变化表，最后一个属于中

外历史事件跨时段比较表。

赵利剑老师在以李鸿章为主线讲授“洋务运

动”的内容时，曾根据赵焰《晚清有个李鸿章》一

书的资料整理了一个“李鸿章洋务活动大事表”。

同治二年 （公元 1863 年） 设外国语言文

字学馆于上海

四年 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

十一年 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设轮船招

商局

光绪二年 （公元 1876 年）派福建船政生

出洋学习

六年 购铁甲船；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南

北洋电报

七年 设开平矿务商局

八年 设织布局于上海

十一年 设武备学堂于天津

十三年 开办漠河金矿

十四年 北洋海军成军

二十年 设医学堂于天津

接着，引导学生利用合并同类项的方法对

李鸿章的洋务活动进行历史分类，归纳并概括

出了军工、民用、海防、教育四项洋务运动的具

体内容，真正做到了“史由证来，论从史出”的教

学原则。

此外，历史时间轴、历史事件过程表等也是

经常使用的历史时序表。

3.强化历史时序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概括

初中历史课程标准突出“点—线”结合的内

容编写体例，这条“线”就是历史时序的通史线

索，历史时序线索上的关键节点分割出了不同

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独特的

历史特征。鉴于目前高中历史教学专题的跳跃

和断裂，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修订提出“回归通

史”的理念，修订稿把“时空观念”列为历史学科

核心素养的第一项。美国历史课程国家标准列

出历史思维的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时序

思维”，包括鉴别历史时间结构、换算历史时间、

制作历史年表、划分历史时期等。英国历史科国

家课程标准列出了五项历史科能力，第一项是

“时序感”，要求构建时间框架，使用历史时间术

语和历史分期术语。因此，自觉加强历史时序阶

段教学是落实“时空观念”核心素养的基本教学

策略。

【作者简介】范红军，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教学论研究。
杜文星，中学高级教师，河北衡水中学

历史教师，主要从事高中历史教学工作。

【责任编辑：李婷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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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白·

政治联姻的背后：载沣娶妻与荣禄嫁女

政治联姻是古今中外各政权、部族或家族团体，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战略意图，经常采用的

一种有效手段。庚子事变打破清王朝既有的权力结构，也使未来的皇嗣人选重新洗牌。醇亲王载沣与荣禄

之女瓜尔佳氏的联姻，是其中关键的环节。不过载沣原聘之妻并非荣禄之女，慈禧太后和荣禄对于两家的

联姻，也并非一开始就抱有乐观其成的态度。载沣婚姻的变故丛生，既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的共同产

物，更是清末后党专权的结果。荣禄嫁女时，适逢其人生权力的顶峰。他之赞成或曰有意识地促成此桩联

姻，既是为了减轻参与戊戌政变的历史责任，也有固宠保位、转移中外舆论视线的政治考量。而作为当事

人的载沣，虽然表面上处于任人摆布的地位，但这桩联姻，对于他的仕途发展乃至最终成为执掌国柄的监

国摄政王，仍有着直接的关系。
（摘编自《近代史研究》2017 年第 3 期，作者：张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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