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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规定了学生必须要达到的学习结

果，教科书内容是否与课标的要求相一致，直接

影响到课程的实施效果。2017 年 8 月，最新历史

课标要求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注意吸收历

史研究的新成果，使课程内容体现出历史学科

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精选基本的、重要的史事，

并为学生提供认识历史的多个角度。课程内容

不追求面面俱到，而应注意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注重引导学生对历史的探究”。如果教科书的编

写没有完美地体现课标的要求，那么将大大影

响学生的学习效果，束缚学生认识历史的视野，

限制学生对历史的探究。本文将以人民教育出

版社（人教版）、岳麓书社（岳麓版）、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华师大版）三种版本高中历史教科书

中对秦始皇统一六国原因的叙述为例，考察教

科书是否落实了课标的这项要求，落实的程度

如何，应该朝什么方向改进。

探讨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史家研究的

一项重要工作。因此，《历史是什么？》的作者卡

尔会说：“历史研究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研究”，

“伟大的历史学家———或许我应该更广泛地说，

伟大的思想家———是能对新事物或在新背景下

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的人”。①当史学家提出

“为什么”后，他们就会永不停息地追寻他希望

得到的答案。假如我们要求史家追寻布尔什维

克爆发革命的原因，他们绝对不会满足于一个

原因，而是会从各个角度去追寻。他们会指出，

之所以会爆发革命是因为连续不断的军事失

败、战争压力下俄国经济的崩溃、布尔什维克有

效的宣传、沙皇政府解决农民问题上的失败、贫

困的受剥削的无产阶级聚集在彼得堡的各个工

厂里，以及列宁的行事果断。总之，经济的、政治

的、意识形态的、个人因素混在一起构成了原

因。这种原因的追索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变

迁，史家扩展和加深研究会不断丰富“为什么”

这一问题的答案。
对历史事件的原因的追索，史家大致会从

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展开。横向维度大概是史

学研究中最普遍的一种。1991 年 12 月苏联解

体，是世界现当代史、国际关系史、国际共运史

上的重大事件，它极大地改变战后 40 年世界历

史的进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整个世界格

局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国学

者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对苏联解体的原因

进行了深入探讨。有远因，有近因；有外因，有内

因；有客观原因，有主观原因；有微观原因，有宏

观原因；有下层原因，有上层原因；有浅层原因，

有深层原因。此外还有根本原因，如“思想理论

滞后说”“经济发展落后说”“政治体制僵化说”

“苏共蜕变说”“民族问题严重说”“西方和平演

① ［英］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 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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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说”“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说”等。①

纵向维度原因的追寻在史学研究中亦很常

见。罗素戏谑工业革命兴起的原因时说：“工业

制度缘自现代科学的发展，现代科学的发展缘

自伽利略，伽利略的出现缘自哥白尼，哥白尼的

出现缘自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产生缘自君士

坦丁堡的沦陷，君士坦丁堡的沦陷缘自土耳其

人的移民，土耳其人的移民则缘自中亚的干燥

气候。因此，要找到历史事件的根本起因，还得

去研究水文地理学。”②

需要注意的是，教科书与学术专著不同。教

科书面对的是学生，是遵循课标的要求，精选学

界已达成共识的内容，综合归纳而成。因此，对

历史原因的叙述，教科书基本采用的是从横向

维度上追寻原因，而不会采用相对有争议的纵

向维度。

秦为什么能迅速崛起，逐步强势，逐一兼并

六国，最终实现统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中央集权国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问

题，因此，岳麓版、人教版、华师大版历史教科书

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叙述分析。

岳麓版（历史必修一）政治文明必修历程第

二课“大一统与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讲道：

公元前 475 年左右，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

期。各大国国君不再满足原来的封号，战国中期

以后，先后改称“王”。不少大国还出现了卿大夫

夺位的政变。由于诸侯国之间竞争激烈，各国不

得不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

经商鞅变法后，秦国逐渐强大起来。经过

1 00 多年的角逐，它先后消灭韩、赵、魏、楚、燕、

齐等国。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结束了数百年

割据混乱局面，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大帝国。

人教版《历史》（必修一）第一单元“秦朝中

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一课写道：

战国时期，一些强大起来的诸侯不满足自

己的封号，纷纷改称“王”。一些诸侯国为了富国

强兵，开始对本国的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

或变法，力图通过兼并战争来统一天下。人民经

过长期分裂和混战后，也渴望统一。秦国经过商

鞅变法，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日益强大，先后灭

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公元前 221 年，秦

王嬴政终于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

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

朝———秦朝，定都咸阳。

岳麓版认为战国时期，诸侯国竞争激烈，各

国纷纷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而

秦的商鞅变法最为有效，所以秦能统一六国。人

教版除了讲出岳麓版的原因外，认为秦之所以

能统一六国，是人民渴望统一。

学界关于秦统一原因的探索，相当多元，大

体说来，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建立一个统一

的国家，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统一，商鞅变法加强

了秦的中央集权，秦始皇在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新颖的解释。

林剑鸣认为秦完成统一，不仅是政治、经

济、军事、经济实力的作用，还决定于诸侯国的

文化传统，特别决定于根植在文化深层影响文

化面貌的价值观。秦人的重“功利”轻“伦理”，决

定了他们积极、奋发、进取、自强的精神面貌，使

秦成为统一中国的唯一诸侯国。③

孙斌来认为秦统一六国是一个长期的、渐

进的过程。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人民迫切要求，

各国变法，客观条件都一样，各国国君无一不想

兼并他国，主观愿望相同，为什么秦能实现统

一？他认为秦国统一有深刻的内部原因和外部

原因，如秦国地力胜过六国任何一国；秦国变法

图强改革比任何一国都彻底；兼并战争中秦国

基本实力从未受损，而六国不然；秦国求贤任能

切时务、合国情，六国不能；秦国内部矛盾造成损

失小，六国内部矛盾大；秦坚定东进走向强大统

一，六国却不断自相攻伐走向衰败和灭亡；秦通

① 童广运、刘国华：《苏联解体原因国内 10 年研究述要》，《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

② ［英］尼尔·弗格森：《虚拟的历史》，颜筝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年，第 13~14 页。

③ 林剑鸣：《秦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的统一》，《人文杂志》198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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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移民政策，达到了富国强兵、削弱六国的目的。

基于这些方面的优势，使得秦能统一六国。①

王子今认为秦实现统一的原因应该从技术

层面去说明，如秦重视水利经营，当时秦农人掌

握了灌溉生产技术，还把发展水利事业经验推

广到巴蜀且有创新，使得“秦以富强，卒并诸

侯”；秦国强大的交通运输能力，使得秦在军事

扩张的进程中可以保障强劲的后勤支持；强弓

劲弩在军事上的使用、创新，使得秦人在战争的

“器械”方面有一定优势；秦马之良，使得秦在队

伍的机动性和进击速度方面有明显优势，牛耕、

漕运的普遍使用，使得秦有足够的粮草储备和运

输能力；秦重视实用之学，不仅专门总结具体农

业技术，而且还有体现讲究实用的文化传统，如

重视医学、兵家之学等。东方各国以深厚的文化

积累傲视秦国，他们所忽视秦技术层面的优势，

却使秦在军事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因此，技术

层面上的优势可算得上秦统一的重要因素。②

对照上述学术界已有的成果，岳麓版、人教

版的原因叙述还停留在 20 世纪 90 年代，陈漪

明老师 1992 年的《〈秦统一六国〉教案》就认为

秦统一六国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人民渴望统一，

一是秦国商鞅变法最为彻底。③可见，岳麓版、人
教版采取的还是最普通的解释。我们从上述探

寻秦统一中国的原因来看，说法非常多，没有哪

位学者敢自信地说自己的解释唯一正确，只能

说他们的解释增加了一种看问题的视角。由上

可见，史家对原因的探讨，与其说求同，不如说

求异。因为史家知道，历史单因论解释不了历史

事件，也满足不了人类的探究欲望，历史事件的

复杂性需要史家从多视角去追寻原因。诚如马

克·布洛赫所说：“原因一元论对历史研究都是

有害无益的，历史学就是探索错综复杂的原因，

它并不害怕发现原因的多元性，因为生活本身

就是多元的。”④张耕华亦言：历史需要寻找各种

各样的原因，历史学家对因果关系的众说纷纭，

正反映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为了应对事情本

身的复杂性，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各种研究者，

需要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提出原因的假设，以

便为社会实践提供试错、纠错的参考。把复杂问

题简化处理，想用“定于一”的方式来终结问题，

那就抑制了科学研究的价值和功能。

历史教科书当然有其特殊性，但“定于一”

的模式对于学生的学习和思维都非常不利。这

也与课标提出的“注意吸收历史研究的新成果，

使课程内容体现出历史学科的发展，在此基础

上，精选基本的、重要的史事，并为学生提供认

识历史的多个角度”的要求不符。对此，华师大

版教科书做得就比较好，在第 6 课《大一统中央

集权国家的形成》中，编者这样写道：

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趋剧烈，强

国不断拓展国土，弱国则逃脱不了被兼并的命

运，最终形成了齐、楚、秦、燕、赵、韩、魏七大国，

史称“战国七雄”。七国对周围小国的兼并和边

地的开拓，完成了区域性的统一，为秦的大一统

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代的内政改革，到战国时代已蔚然

成风。魏、韩、楚、齐、秦等国先后变法，各国在政

治、经济等制度建设上出现了趋同倾向。
战国初期，秦国数十年内乱不止，国势日

弱，屡遭邻国入侵。被动挨打的局面，促使秦国

变法图强，奋起直追。秦孝公即位后，任用商鞅，

以富国强兵、兼并天下为目标，先后实行了废除

井田制度、废除世卿世禄、奖励农耕、建县制和

什伍连坐等一系列法规。孝公死后，商鞅因政局

变动而惨遭杀害。与其他各国改革的“人亡政

息”不同，商鞅改革的制度得以继续，秦国也因

此由弱变强，后来居上。

商鞅变法后，迅速强大的秦国开始发起对

六国的兼并战争，历史步入了统一战争的进程。

从公元前 230 年至前 221 年，秦先后兼并六国，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

① 孙斌来：《秦统一六国原因的再探讨》，《人文杂志》2003 年第 1 期。

② 王子今：《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09 年第 9 期。

③ 陈漪明：《〈秦统一六国〉教案》，《历史教学》1992 年第 9 期。

④ ［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65 页。

教 材 研 究 61



此外，还附有一则名家史论：

秦朝的统一，决不全是兵力的关系。我们须

注意：此时交通的便利，列国内部的发达，小国

的被夷灭，郡县的渐次设立，在政治上，经济上，

文化上，本有趋向统一之势，而秦人特收其成

功。秦人所以能收成功之力，则（一）他地处西

陲，开化较晚，风气较为诚朴。（二）三晋地狭人

稠，秦地广人稀，秦人因招致三晋之民，使之任

耕，而使自己之民任战。（三）又能奉行法家的政

策，裁抑贵族的势力，使能尽力于农战的人民，

有一个邀赏的机会，该是最重要的原因。（吕思

勉：《吕著中国通史》）

华师大版认为秦国能统一的原因是：战国

七雄对周围小国的兼并和边地的开拓，完成区

域性统一，为秦统一奠定基础。春秋时，各国先

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改革，而秦国被动

挨打促使秦任用商鞅变法图强，商鞅虽死，但改

革的制度依旧，改革效果显著，由弱变强，后来

居上。相比岳麓版、人教版的“定于一”，引用学

界最普通的原因解释，华师大版最有特色的地

方，是引用了史家吕思勉对秦始皇统一六国的

看法。它告诉学生，对于这一问题，学界有达成

共识的地方，也还有其他不同的看法，这足以引

起学生的探究兴趣。这种编写方式比较符合课

标的要求，也能增长“科学研究的价值和功能”。

张荫麟在《中国史纲》自序中说：“无论对于

任何时代，没一部中国通史能说最后的话。所以

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①这话对

于编写教科书来说，可能同样适合。任何一次教

科书的编写，都会引来学界极大的关注与质疑，

因为这关系着培养何种素质的国民。教科书不

仅仅是让学生掌握一点历史知识，知道一些历

史故事，而是要启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吸引他

们主动学习；也要培养他们提出问题，探究历史

的能力；更要培养他们科学的态度，健全的人

格。因此，教科书的编写永远是一项任重而道远

的工作，也是一条永远在路上的工作。

【作者简介】贾鹏涛，大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

① 张荫麟：《中国史纲》，北平：青年书店，1941 年，自序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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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致歉

由于作者的疏忽，《时间观念素养的内涵与培养》一文（刊发于《历史教学》2017 年

第 11 期） 中出现了两处错误，具体在该期第 38 页右侧第一段，文中的 1895 年应为

1894 年，1896 年应为 1895 年。作者的笔误给《历史教学》杂志与广大读者的阅读带来不

必要的麻烦，在此谨表歉意。
覃玉兰

纠 错

《历史教学》2018 年第 4 期中《历史学科范畴及其教育价值》一文，图 1 与图 7 正

确呈现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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