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号 ，妇孺 老 幼 皆知其 作 用 ，绿行 黄 慢 

红色停 ，简单 易行。不仅仅 是 红绿 

灯 ，还 有许 多其 他色 彩 标识 ，在 社 会 

生活中发挥 着作 用。其 中有一些 ，就 

是从 古代方色文化 中发展而来 的。 

三、方色的变化 

按标准的方色体系，方向与颜色 

的配伍 ，应当是 东青 西 白南 赤北 黑 中 

黄，但在军阵或者仪仗运动中，军 队 

和部伍 不 一 定 都是 面南 。为 了适 用 

军事阵仗的复杂运动，古人对标准的 

方色体 系进 行 了变 化 ，即将 “东西 南 

北 中”五方 变 为 “左 右 前后 中”五方 ， 

与此相对应 ，方色则为左青龙、右 白 

虎 、前朱 雀 、后 玄 武 ，加 上 中央 (中 央 

或称招摇 ，与青龙 、白虎等，皆是旗帜 

上的图像)，构成动态的五方。 

春秋 时，孙子吴宫教阵，便是分 

左右前后而不用东西南北。明代军 

事家戚纪光在所著的《纪效新 书》卷 

二 中，就记载有 军事 训练 使用方 色 的 

方 法 ：“凡 旗 帜 ⋯⋯ 凡 面 所 向，谓 之 

前 ，则用红旗 ⋯⋯凡 面所 背 ，谓 之后 ， 

则用黑 旗 ⋯ ⋯凡 左 手 所 指 ，谓 之左 ， 

则用青 旗 ⋯ ⋯凡 右 手 所 指 ，谓 之右 ， 

则用 白旗 ⋯⋯ 凡 脚 下 所 立 ，谓 之 中 

央 ，则用 黄 旗 。”这种 变 化 ，是 五方 五 

色的运用变化。以面向为法 ，使部队 

行进到任何地 区 ，都 可 以不管 东西南 

北 ，只 随 方 色 旗 的指 挥 进 行 布 置 调 

动 。更有 甚 者 ，在 实 际 战 争 中 ，为 了 

迷惑 敌 军 ，也 有 临 时 打 乱 方 色 的 情 

况 ，叫做 “出奇 ”。即用旗时 欲左则 右 

之 ，欲右则左之，使敌人不明己方的 

意 图，产 生 判 断 的失 误 。但 是 ，这 种 

方法 的运用 ，前提 必须是 自己的部 队 

经过严格训练 ，否则会 先乱了 自己。 

东西 南 北 中配 五 色 ，五 方 不 变 ， 

是静态 的 ，可 以说是 “本 ”、是 “正”，也 

就是方色 的基 本格 式 、正 常格式 。而 

左 右前 后 中 配五 色 ，则 是 动态 的 ，五 

方可 以随 着 运 动 变 化，可 以 说 是 

“变 ”、是 “奇”，也 就是 方 色 的变通 格 

式 、非正 常 格式 。初 学是 用 “本 ”，达 

到 一定 熟 练 程度 ，则 可 以学 变 ；学 习 

时用 “本 ”，应 用 时 以变 。学 习 时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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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便于理解掌握；实际中用变，不 

拘泥于教条 ，利于灵活运用 。 

可 以说 ，旗 帜的方 色制度 与其 运 

用方法，是古人 的一种智慧创造，方 

色制度能在历史 上延 用数 千年 ，也 足 

以显示其应用价值。随着社会 的发 

展、时代 的进 步，各种新式 的便捷的 

通讯工具出现 ，军事行动 中，通讯工 

具用于调动部署，双方也很容易识别 

敌我 ，故旗 帜的功 能在军 队 中也 渐渐 

弱化 ，方色用旗制度也成为历史 。 

了解古代旗帜方色的知识 ，可以 

加深我们对历 史 的理解 ，对 传统 中国 

文化的认识 ，并且 ，古代旗 帜方色知 

识在一些 特殊领域还 有重要意义。 

如考古研究 中，有 时就会 遇到方 色 的 

问题。像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一号 、 

二号铜 车马，精美 绝伦 ，堪称 国宝。 

学 者依 其 形制 ，知 道 一号 、二 号 铜车 

马一为立车 ，一为安车。《晋书 ·舆 

服志》记载：“(帝王之车)有青立车、 

青安车、赤立车、赤安车、黄立车、黄 

安 车 、白立 车 、白安 车 、黑 立 车 、黑安 

车。合十乘 ，名为五时车，俗谓之五 

帝车⋯⋯建旃十二，各如车色⋯⋯驾 

马，马亦各随五时之色。”《隋书 ·礼 

仪五》引司马彪日：“汉备五辂 ，或谓 

德车，其所驾马，皆如方色。”五辂即 

五时车。结合这些文献记载 ，再来细 

看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一号、二号铜 

车马，我们就会发现 ：这两辆车的驾 

马 ，身体 皆涂为 白色 ，与方 色相联 系 ， 

则 当代 表西 方 ，而且 ，这 两 辆 车也 正 

是出土于秦始皇陵墓 的西侧。西面 

的方 色 为 白 ，所 以，这两 辆 车应 当就 

是代 表 秦 五 时 车 中 的 自立 车、白安 

车。那么，根 据古 代五方 五色 的理 

论，可 以推断：秦始皇陵可能不仅仅 

埋藏有这两辆 车，可能埋藏 有全套 

“五时车”。 

历史是 丰富的，而且是复杂 的。 

即便是古物上的一种色彩 ，不仅仅只 

是一种颜色而 已，也包含着特殊的信 

息，体现着一定的文化。 

(作 者地 址／陕 西省 西 安 文 物保 

护修复 中心 ，西安 市 高新 区科技 一路 

35号 ，7l0o75) 

作为普通高中的历史教师，我们 

常常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功利性教 

育的强烈 中击、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 

的难以突破、学生兴趣的或缺、教者 

学养的局限等等，既极大地制约着历 

史教育在启迪智慧、滋润灵魂方面积 

极作用的发挥 ，也严重影响着中学历 

史教师对教育教学的态度 ，当然也严 

重影响着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效果。 

在中学历史教育教学中，同仁们 

会不同程度地面对许许多多的困境 ， 

感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从某种意 

义上说 ，在当前社会大背景下，中学 

历史教学大都 已经背弃了人文学科 

设置的本质价值 ，变成了机械灌输历 

史知识、进行历史高考的工具 ，学生 

和教师都心生厌恶，教与学的恶性循 

环日益加深。 

刘继兴先生主编的《探寻历史背 

后的真相：读史》(湖北 长江出版集 

团、祟文书局，2009年)，对历史上众 

多的人和事进行了全新解读与深入 

剖析 ，以最大限度揭示事实为目标 ， 

用浅显灵活形象生动的笔触，向读者 

展示了一幅幅趣味盎然、引人深思的 

历史画卷。笔者读后感触颇深 ，很想 

跟各位热爱历史教育的人分享。 

首先 。历史 是一座 给 人无 限启 迪 

和具有 丰富人文 价值 的宝库 。但是 要 

充分发挥 其教育 价值 ，则先要 拨开 笼 

罩在历史本原面貌上的重重迷雾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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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限度 地 揭 示 国家 、民族艰 难 、曲折 

的发展历程。一般情况下，这些迷雾 

由谎言、无知、遗忘等多重因素共同 

构成 ，只有去除了这些迷雾构成的虚 

假。历史”，本原的历史才具有更大的 

说服力，其教育价值也才能真正得以 

彰显。如《历史误读 ：太平天国虚构 

女状元的神话》一文，从 太平天国的 

宗教信仰、考试制度、史料甄别等角 

度 ，论证了所谓 女状元”一事完全是 

太平天国运动中常见的虚构 故事之 

一

，既为我们准确地理解作为太平天 

国运动中农民阶级自身的阶级局 限 

性提供了鲜活的佐证 ，也为我们中学 

教师引导学生恰当解读历史提供了 

范例。洪秀全最初编造出的。天 国 

的美梦虽然 曾激发 起数 以万计的苦 

难民众不惜 以性命为代价投身于起 

义浪潮之中，但谎言编织成的美梦一 

旦破灭，它所产生的必然是因失信而 

带来的破坏力。因此我们应该坚信 ： 

谎言从来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动力。 

其次 。人类社 会 中 的丑恶现 象 不 

能够 也不应该 被抹 杀 ，因为 它更 能够 

警 示后人 。也 更能够 证 明人类 具备 战 

胜丑恶寻找光明的强大力量。如《公 

众色情 ：怎样毁了罗马帝国》一文 ，为 

我们揭示了曾经称 霸欧、亚、非三大 

洲的庞大帝国自我毁灭的历史进程： 

骄奢淫逸使罗马帝国从统治集团到 

普通民众都丧失了进取心，使强大无 

比的罗马军队丧失了起码的战斗力， 

灭亡自然是 “水到渠成 。作为中学 

历史教 师，我们 在讨论罗 马的辉 煌 

时，如果能巧妙地将罗马帝国衰亡的 

这一切入角度与历史因果分析介绍 

给学生，不仅 能拓宽学 生历史的视 

野，还能帮助学生理解历史，养成批 

判、反思 意识。同样 的历 史事 件还 

有：英法联军侵华火烧圆明园时是中 

国人起了带领作用 ；近代以来我国茶 

叶市场逐渐被日本和印度夺走与中 

国的茶农和茶商在茶叶中掺沙 以谋 

求暴利有关。由此联想到当前我 国 

社会出现的类似的短视和自私行为 ： 

三聚氰胺 事件直接重创中国的制 

奶业、食品安全问题等。有些历史事 

件在今天值得“旧话重提 ，价值取向 

非常明确——汲取灾祸的教训l，避免 

过去的人间悲剧再发生。 

第三。历史的发展并非简单的直 

线前行而是 充满 了变数和 曲折 。许 多 

看似无 关 紧要 的 细节 有 时 能够 决定 

重大历史事件的“航线方向”。如《一 

枚铁钉居然毁掉 了一个王朝》，就通 

过 1485年发生在英国的一场争夺王 

位的战争说明了细节在历史发展进 

程中的重要性。无论多么伟大的历 

史事件，都离不开微小 的细节，对细 

节的高度重视不仅是历史研究、历史 

学习的基本要求，也应该是我们 日常 

生活必备的心态和素养。从这个角 

度看，《探寻历史背后的真相 ：读史》 

本身就是对细节进行刨根问底 式的 

探寻，用“以小见大 说明历史发展的 

复杂、曲折。 

第四。在 承认 历史 发展 的复 杂 

性 、曲折 性 的 同时 。我 们 仍然 应该 对 

人类社 会 的进 步保 持 科 学 谨慎 的 乐 

观态度。洋务运动是处 于内忧外患 

困境下清朝统治集团的一次 自我挽 

救 ，也是近代历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的 

近代化运动。作为中学历史教师，我 

们得一定程度地“遵章9 本”，强调导 

致洋务运动失败的阶级局限性。如 

果我们从历史发展全程 的视觉来进 

行考察、解读 ，得出的历史认识也会 

更全面。如《我国近代首批留学生的 

悲情际遇》一文，不但介绍 了洋务运 

动中留学事业 因封建顽 固势力的阻 

挠而最终夭折的概况，同时也肯定了 

留美幼童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 

留美幼童中的詹天佑成为中国首位 

铁路工程师，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 

等工程 ；唐绍仪则成为中华 民国的首 

位内阁总理、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 

复旦大学创办人。因此 ，我们有理由 

坚信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有其基本 

规律，即只要我们努力前行 ，再曲折 

的道路也能保持始终向上的方向，并 

留下自己的足迹。 

阅读《探寻历史背后的真相 ：读 

史》，思考其中对有些重大历史事件 

的分析与叙述，获得的不仅仅是专业 

情趣和专业思想 ，更有对历史教学价 

值的反思 ，也使我们进一步坚信 ：历 

史是人类的教师 ，历史教育是触及灵 

魂的工程。作为中学历 史教师的我 

们 ，应该充分领悟和发掘这座丰富的 

宝藏，将其转化为滋润学生心灵的无 

声细雨，提高历史教育的有效性。 

(作 者 地 址／江 苏省 兴 化 市第 一 

中学 ，22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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