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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今及古，参悟历史

——涵濡学生历史解释素养的思考和尝试

朱冉

摘要：现实社会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个参照，也是达成对古人、古事加以理解和解释的不可或缺的资

源。历史教学应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从现实社会的现象或体验中形成对历史的解释，“由今及古”去参悟历史

应该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教师的人生阅历、史学素养，“由今及古”体悟历史人物的心

境；通过学生的生活经验、知识结构，“由今及古”打通历史理解的经络；更为重要的是“由今及古”，参悟历史，

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习得“贯通古今”的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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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人类的往事，历史研究的重心亦即今人

根据先人遗留的诸多史料，在一定史观指导下的一

种解释性建构。“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解释，即便是

对历史知识的陈述，也包含陈述者的主观意识。”①

兹就历史教学中如何沟通今人与古人的联系谈谈一

点浅见。

一、“同情”与“理解”

钱穆先生主张“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

温情与敬意”去参悟历史；②陈寅恪先生提倡“对于

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③以此来神游冥想、

苦心孤诣；贺麟先生强调“用理智的同情去体察外

物，去反省自己。”④三者有一个共同的治史理念：回

到历史场景，在特定历史时空隋境中，设身处地去理

解和思考历史上的人与事，不以现实去附会历史，不

用今人的认识去臆断古人。从一定角度上，上述观

点与高中历史课标中对“历史解释”的表述不谋而

合，即“必须是以时空观念为前提，以史料为依据，对

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

然而，在历史叙事中如果一味单向“从属于”和

“附着于”过往的历史遗存，非但难以对历史做出理

性分析和客观评价，也难以真正体现今人与先人的

共情和共鸣。毕竟，历史是不可克隆的尘烟往事，它

需要今人在回顾和描述的基础上进行富有价值的解

释。从历史哲学角度看，历史事实本身是在理解与解

释的交互中涌动和浮现的。“回到历史场景”应该是

双向交互的“同情”与“参悟”。在强调“论从史出”的

同时，也要善于“由今及古”，即从今人的内心体验、

生活阅历、世事感悟出发与古人进行双向交互的内

心世界的沟通，两者都是贯通古今、参悟历史的方

法。

吕思勉先生对《礼记·檀弓》中季子皋“买道而

葬”的解读就是“由今及古”的典型。《礼记·檀弓》：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详以告，日：请庚之。子

皋日：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为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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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于斯也，买道而葬，后难继也。”吕思勉先生说：

“旧说以子皋为倚势虐民，非也。”他解读史料的基

础的同时，力图回到历史现场，“此事可见井田废，阡

陌开之渐。夫使阡陌完整，营葬者安得犯人之禾?营

葬而犯人之禾，盖以阡陌划削，丧车不能通行故

耳。”他又基于现实生活阅历设身处地理解季子皋

买道而葬的理由，从而对历史有了全新的理解，“开

阡陌乃违法之事，当时依法整顿，势盖已不能行，然

犹难公然许为合法。邑长犯人之禾而庚之，则许为

合法矣。关涉土地之案件，又将如何办理，故日后难

继也。”①在研究历史中，现实感无处不在，“由今及

古”就是把现实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作为一个材

料，一种参照，进行类比推理，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历

史。

历史教学应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从“活着的”现

象或体验中体会观察历史。所谓“活着的”现象或体

验是指可以直接观察，并存在于身边现实社会的资

料和自身感受。现实社会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个参

照，也是达成对古人、古事加以理解和解释的不可或

缺的资源。

二、“共情”与“体察”

“了解之同情”需要“神人”到古人的内心世界和

古事时空现场，从而达成历史客体与主体间的“共

情”，在切己体察中神游冥想和深沉潜思。在历史教

学中，教师更要善于引导学生联系现实社会和生活

经验，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去“知人”和“释史”。

(一)通过教师的人生阅历、史学素养，“由今及

古”体悟历史人物的心境

涵濡学生的学科素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

在有限的课时范围内目标的设定、策略的选择、流程

的规划、素材的筛选等等。这就要求教师要独具慧

眼，能够在庞杂混乱、若隐若现的史料中敏感而准确

地捕捉到自己的对象。那么“慧眼”从何而来呢?这与

教师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深厚的史学素养密不可分。

李惠军老师在《王安石变法》一课中，从众多资

料中精选了几首变法前后王安石的诗作，其中包括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的《元日》，揭示诗人借春节

万象更新时节，踌躇满志，怀着除旧布新的乐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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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又透过熙宁2至6年(1069—1073)，当变法问题

上出现反对声音时，王安石所作《咏竹》和《商鞅》两

首诗作，分析王安石托物寄情、攻坚克难的决心和借

古言志、令行禁止的气魄。尤其是在讲到熙宁七年

(1074)王安石辞职还乡，熙宁八年(1075)再度拜相，

从南京北上开封途中，写下的《泊船瓜洲》时，李老师

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内心感受，他对这首诗做出

了不同的解读：

激烈争论和恶意攻讦使新法推行艰难，被

罢遭遇更使之心力交瘁。两次推辞任命未果。因

此，诗句难免暗含忧郁、伤感和对家乡的眷恋!

‘何时’是发自肺腑的郁闷惆怅，是对险恶仕途

的担忧和新法前途的顾虑。忧思深切、格调苍

凉，宛如一声喟然长叹，是诗人消沉心态的真实

流露。

或许，这只是李老师的一种揣度，他把这种揣度

以王安石的诗为媒介与其建立了心灵的对话，没有

囿于常论而是基于自身的人生经验审视材料。如果

没有同样坎坷的人生体验，没有深刻的对人生际遇

的理解，这些诗句也许并不会引起他太多的关注。诗

境中蕴含着作者的心境，折射着作者乃至大宋王朝

的时代命运。以诗为媒介，以自身阅历为钥匙，“今

人”与“古人”真可谓“心心相映”了。杜维运先生说

“史学家永远与其所描述及解释的事件距离遥远，给

人的印象是冷酷的；史学家对于以往时代的思想与

情感，不能起共鸣，历史便缺少了生命”，②我想这段

话放在历史教学中也同样适用。我们与古人对话，其

实不仅仅与那些呆板的、冷漠的史料对话，史料中会

留下人的心态，古人与今人的心灵对接，古事与今事

的息息相关，在此基础上形成适切的历史理解，并由

此做出适切的历史解释。

(二)通过学生的生活经验、知识结构，“由今及

古”打通历史理解的经络

“由今及古”去参悟历史，并非那些具有沧桑斑

驳感的老者的专利。历史教学面对的受众是学生，学

生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理解才是历史教育的诉

求所在。因此，引导学生将遥远的故事、陌生的先人

与他们的生活见闻、内心体验、已知知识相互链接、

彼此联通，也是“由今及古”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上海市宜川中学胡沛康老师在《中外历史纲要(上)》

①张耕华：《读史也须通人情》，《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9年7月13日，ht单s：／／www．thepaper．cn／newsDe“Lfor_

war0—3863718。

②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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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一课导人部分，出示了

上海淞沪抗战第十九路军军部遗址，他说：“它就位

于今天我们桃浦路127号车站居民小区的空地上，

无声地述说着在87年前的1月28日晚上，十九路

军战士打响了抗日枪声，揭开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序

幕的旧事。那么，这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爆发的

战争，日军的铁蹄是如何一步一步深入的?中国人

民规模抗战又是如何升级的?今天我们就沿着这样

一条线索来学习本课。”

为了激起现实与历史的共鸣，今人与先人的共

情，胡老师巧妙借助在座的普陀区学生熟悉的地标，

“桃浦路127号车站居民小区”。这是大部分同学听

过、路过、住过的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地方。学生由此

及彼感受到“‘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切肤之痛”，从而

重温抗战记忆，实现了对抗战历史的理解。显然，借

助学生的生活经验、现实见闻“由今及古”，拉近了学

生与历史的距离，从现实社会中找到了打开历史大

门的钥匙。

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只要我们善于敏捷地

在现实生活中发掘那些留存着的历史痕迹，同样可

以勾起同学们的思古幽情。所以说，历史教学不可

以把现实的窗口关掉，古今相互打通，“通过现实明

白了历史，通过历史明白了现实”。①除此之外，历史

学科知识内容丰富，有很强的综合性，与其他学科有

着广泛的联系，高中的学生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多学

科知识储备量，在历史教学中，巧妙借助学生现有的

相关学科知识，可以加深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从而实现回看历史的目标。

(三)“由今及古”，参悟历史，在潜移默化中习得

“贯通古今”的历史意识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过去对同样的历史

史料的解读看法，随着人生经验的丰富，内心世界的

变化，往往会产生的一些新的发现。实际上，这恰恰

从一个视角反映了“由今及古”参悟历史的重要价

值。在《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一课中，胡沛康老师

先后展示了三个历史片段：

其一，赵一曼牺牲前写给儿子的遗书：“宁儿啊!

希望你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其二，杨靖宇被捕前留给老乡的话：“老乡，我们

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其三，美国战地记者迈克和中国娃娃兵对话。

迈克：“你多大了?”娃娃兵：“16 1”迈克：“你觉得这场

战争能胜利吗?”娃娃兵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一定

会胜利!”迈克：“那么战争胜利了，你想干什么呢?”

娃娃兵回答的声音却很微弱：“那个时候我已经死

了!”

简短有力，回味悠长!谁在抗战?在那样艰难的

历史时空中究竟是什么孕育了中国抗战必胜?胡老

师说：“抗战，从来都是具有悲情色彩的。”我想听课

的学生对这三个历史小片段的感受，在他逐渐长大、

成熟、甚至老去的人生过程中，会不断地丰富、变化，

从而更深刻地理解那些已经消失在历史中模糊了的

身影。

在《王安石变法》一课的尾声，李惠军老师满怀

深情地吟诵王安石的《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

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接着，李老师在赞

美王安石借梅花赞扬处逆境而坚守的品格的同时，

也从文人政治家视角揭示了诗人看似纵情于山水自

然，实则感慨世路坎坷，华发苍颜壮志难酬的悲愤之

情。最后李老师问讲台下的学生：“王安石变法悲情

止步了!历史的思考却永无止境!作为思考者，你有

何启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也许并不重要，但

是这个问题对学生心灵所带来的那个掷地有声的撞

击才有更深远的意义。

如果把时间画成一条线，以现在所处的这个时

间为原点，那么在它左边就是已经发生了的历史；这

个原点的右边是尚未发生未来。“由今及古”参悟历

史，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历史一现实一未来的宏观大

视野中的时空对话。在尊重史实的大前提下，我们需

要寻找的是那些为学生的现实所需要，并能长久地

滋育他们未来的人、事、物。曾经的历史已经在现在

留下了痕迹，现在也必然在未来留下痕迹。让学生在

潜移默化中习得“贯通古今”的历史意识，对现实的

决策才会更审慎，对可期的未来才会更负责。

三、“审慎”与“严谨”

“由今及古”去参悟历史应该是培养学生历史思

维的一种重要途径。在历史教学中，老师应当关注以

下几个原则。

(一)尊重史实，审慎解释

“由今及古”作为历史教学方法的一种尝试，并

不是简单地用现代的经验推测古人，用今天的思想

移情过往，将历史曲解为对现实的附会，而是建立在

①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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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占有史料基础之上”，①在经过了专注、深入

的研究与思考的基础之上，才能在“由今及古”之中，

“尝试验证以往的说法或提出新的解释。”②对历史

有了新的观察视角或者全新的理解。所以说古人与

今人的对话是交互的，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构

成了历史解释的统一体，指向接近历史的真实，使历

史不再遥远，历史解释不再冷硬的理性。用今人的

阅历、感怀来解读往事，必须基于充分可信的史料和

科学史观指导的前提下。只有这样，才不会在“由今

及古”参悟历史的时候非逻辑地臆想曲解。

(二)尊重现实，避免误读

历史事件纷繁复杂，社会现实又何尝不是如此。

所以在“由今及古”的教学尝试中，对现实资源的选

取首先就要经过一个甄别求证的过程，避免对现实

事件的“误读”，从而在“误读”的基础上，对话古人，

丧失了历史求真的本质。

其次，对历史的认知体现着每一代人对“过去”

的主动理解与不断思考。所以在创设新的情境进行

历史教学时，所引用的现实资源最好是已经形成共

识或者已有定论的，而不是尚有争议的内容，以此避

免对现实的偏见，进而导致了对历史的偏见。

(三)正确导向，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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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课标明确指出：“历史课程最基本和最

重要的教育理念，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落

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历史课程要以唯物史观

为指导，对人类历史发展进行科学的阐释，将正确

的思想导向和价值判断融入对历史的叙述和评判

中。”③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毕竟是有很大差别的，

历史教师所面对的主体是学生，所以在教学行为中

应该始终遵循立德树人根本原则：给予正确的导向，

服务于学生的长远发展与终身发展。教师要思考，我

选择这则史料，我进行这样的历史叙述，我设计了这

样的教学环节，能够给学生的今天或者明天带来什

么?

“由今及古”是帮助今人考察、体会或者说理解

古人的一种方法或者途径。最后，我想借用我的老师

张耕华先生在一次讲座中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

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

“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

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

⋯⋯社会就是历史进程的当前归宿。④

①②③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第71页，第71页，第2页。

④张耕华：《史料考证·历史解释》讲座，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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