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阅读与写作 

——中学历史教师的“吸”与“呼” 

◎安徽/盛刚 

 

教研论文的撰写是中学历史教师必备的基本素养之一，但广大教师空有强烈

的写作需求，却苦于“无话可说”，即缺少“素材”意识。怎么办？阅读是有效、

便捷的破解之道。中学历史教师囿于时间、精力和自身学识等条件的限制，在素

材积累中亟待化解事关“阅读”的四个元问题，即“为什么读”“读什么”“怎样

读”和“读后如何转化”。笔者以实例说明之，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为什么读？ 

俞晓鸿指出：“前概念，是存在于人们大脑中基于当前知识的已有认识，它

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模糊的或错误的。前概念分为基础性前概念和即时性前

概念。无论在哪一个学习阶段，也无论是对哪一种知识的学习或接受，都存在前

概念与教学相冲突的现象。”[1]可见，“前概念”直指教学中普遍存在并亟待化解

的教学难点，也是有效教学的最佳突破口，理应成为教师专业阅读的起点和支点。 

在学习人教版选修 4 第一单元第 1 课“统一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探

究“秦始皇的功过”时，我班有近 30％的学生用“孟姜女哭长城”来佐证秦始

皇的“暴政”。我们的疑惑是：民间传说“孟姜女哭长城”能作为“史料”佐证

秦始皇的“暴政”吗？虽然我们的第一感觉是“不能”，但“不能”的理由是什

么？我们却很难说清楚。民间传说与历史真实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凝练了学科核心素养，更新了教学

内容，研制了学业质量标准，提出了“教-学-评”一体化的教学模式。2019 年

高考全国卷 I 第 26 题，以“拔河”民俗入题，与前文疑惑有异曲同工之妙。原

题如下： 

26．唐代之前，荆楚民间存在一种祈求丰收的“牵钩之戏”，至唐代称作“拔

河”，广为流传。唐玄宗《观拔河俗戏》诗云：“壮徒恒贾勇，拔拒抵长河。欲练

英雄志，须明胜负多……预期年岁稔，先此乐时和。”据此可知，在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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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江南文化成为主流 

B．耕战结合观念深入人心 

C．阳刚与力量受到推崇 

D．诗歌以描写宫廷生活为主 

“牵钩之戏”原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军舟师发明的一种“钩强”的战器和军事

技能，后从军队的军事演练传到民间，传承至唐朝由于深受皇帝和百姓的喜爱而

演变成一种去军事化的民俗活动。[2]作为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隋唐时

期拔河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简而言之，其主要具有健体娱乐功能、祈祝丰收功

能和国力炫耀功能。[3]由是观之，“民俗”与“历史”间的关系确实很难捉摸！ 

那么，我们中学历史教师到底该如何处理“民俗”与“历史”间的关系呢？

带着这些思考，笔者展开了以“孟姜女”为检索词的主题式阅读。 

二.读什么？ 

精心筛选文献是精准阅读的前提和基础，它在一定程度上考量着教师的资源

意识和学术判断力，是教师提升自身素养的必由之路。笔者以“中国知网”为检

索平台，以“孟姜女”为研究对象，分五个步骤说明之。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批

评指正。 

第一步，在“中国知网”“主题”栏输入检索词“孟姜女”，文献数为 809

篇（检索日期为 2019 年 8月 3日）。因数量巨大，需要精简； 

第二步，在“主题”栏下拉菜单“篇名”，检索文献数 490 篇。原因同上，

需进一步精简； 

第三步，在“文献类型”下拉菜单“核心文献”，检索文献数 59篇，数量适

中；“相关度”栏下拉菜单“历史发表”，阅读标题、摘要初步筛选文献； 

第四步，回看“篇名”检索 489 篇文献，阅读标题及摘要，筛选遗漏文献，

合并汇总； 

第五步，整理精选文献，按发表时间（从古到今）编号（001；002；……）

后打印成纸质文本，展开阅读。现精选 6 篇文献汇总如下（见表 1）。 

表 1 “孟姜女”传说研究文献汇总表（部分） 

编号 作者 标题 出处 入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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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屈文焜 两个故事，两种命运

——杞梁妻故事与

孟姜女故事比较研

究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1992（1） 

观点新颖 

002 丁玲 《孟姜女》故事的原

型批评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版），1993（2） 

论文摘要及

期刊权威性 

003 陈泳超 顾颉刚关于孟姜女

故事研究的方法论

解析 

民族艺术，2000（1） 论文标题及

期刊专业性 

004 户晓辉 论顾颉刚研究孟姜

女故事的科学方法 

民族文艺，2003（4） 被引频次及

论文标题 

005 施爱东 顾颉刚故事学范式

回顾与检讨——以

“孟姜女故事研究”

为中心 

清华华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08（2） 

下载频次及

期刊权威性 

006 刘魁立

等 

孟姜女传说的学术

价值与现实意义 

民俗研究，2009（3） 权威学者群

文呈现 

三.怎样读？ 

面对精心筛选的文献，我们可以尝试“精读+问读+链读”的综合阅读模式。

具体来说： 

第一，精读。所谓精读，就是逐字逐词逐句逐篇的精细化阅读。笔者长期用

此种方法阅读《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历史教学》、《中学历史教学》和《历史教

学问题》等期刊，受益良多。 

第二，问读。所谓问读，就是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进

行阅读。在进行以“孟姜女”为检索词的文献阅读中，笔者发现杨金桃在《传承·变

异——孟姜女传说流变考略》一文“摘要”中指出：“孟姜女传说从春秋时祀梁

妻‘不受郊吊'的故事原型到今天耳熟能详的‘孟姜女哭长城’„„”。[4]该文将

其他学者所言之“杞梁妻”写成“祀梁妻”，一字之差，孰对谁错？我们不能以

文献的多寡来定对错。但错因何在？笔者揣测为“印刷错误”。于是查阅孟姜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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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研究的开山鼻祖苏州人顾颉刚先生的著述《孟姜女故事研究及其他》，该书

有云：孟姜女即《左传》上的“杞梁之妻”。[5]权威学者的言论就一定可信吗？

笔者顺藤摸瓜，查阅《左传》，得知“祀梁”应为“杞梁”。[6]针对阅读中发现的

问题，我们既要敢于“假设”，更要善于“求证”，正如胡适先生所言之“大胆假

设”“小心求证”。当然，鉴于学识等诸多自身条件的局限，笔者此条考证未必严

密，祈求方家不吝赐教。 

第三，链读。链读就是以文献标题、作者、关键词、参考文献等为线索的拓

展式阅读。在阅读表 1 中诸文献时，我们必然要链读顾颉刚先生 1924 年刊载于

《歌谣》第 69期的经典文献《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进读顾炎武《日知录》中关

于“孟姜女”故事的几次变革，以及路工、刘宗迪、钟敬文、李福清、饭仓照平

等中外学者的相关著述等。 

精读是前提和基础，没有对核心文献的精心品味，就没有深度追问与广博拓

展的可能；问读是过程与方法，唯有在精读中练就一双发现问题的慧眼，方有可

能探寻到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链读是补充与拓展，它既渗透于精读之中，又贯

穿于问读之列，它是深化阅读的必由之路。我们惟有将三者有机联系起来，让它

们相辅相成，才能将系统化的主题式阅读进行到底！ 

四.读后如何转化？ 

我们如何将阅读成果转化成写作素材，以切实化解论文撰写中“无话可说”

的困境呢？做“阅读札记”不失为明智之举，完整的札记至少需要遵循以下基本

原则： 

第一，意思完整，尊重原著，不断章取义； 

第二，标明具体出处，杜绝任何细节上的错误； 

第三，充分考量期刊、作者的权威性与专业性； 

第四，具有切实解决问题的效力； 

第五，呈现形式为“标题+内容+出处+其他”。 

截止撰成该文时，笔者已做好以“孟姜女”为主题的“阅读札记”共计 100

余条，现精选数例： 

示例 1：万里长城与秦始皇 

提到万里长城，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始皇。《淮南子·人间训》说秦

筑长城“道路死者以沟量”。《水经注》说：“始皇二十四年，使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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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骨相支柱。”许多书都极度描写了秦代

筑城之苦。唐代诗人王翰更愤怒地写出：“回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边多白骨。问之耆老何

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可见秦筑长城给人民群众造成的苦难是永世难忘的。把北齐（或

隋）筑长城附会为秦始皇筑长城，是顺理成章的事。 

——康群.试论孟姜女故事的演变[J].河北学刊，1984（2）：87. 

【疑惑】“生男”民歌到底源于何时？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示例 2：孟姜女故事的基本情节 

孟姜女故事自《左传》所载《杞梁妻》流传到今天已基本定型，情节基本为筑城；

逃役；邂逅；④结婚；⑤被捕；⑥寻夫；⑦哭夫；⑧崩城；⑨逼婚；⑩智斗始皇；○11跳水

殉节。美丽、品质优良的、纯洁的人都面临过灾难，都在抗争后跳进水中结束生命的模式，

就是孟姜女故事与其它作品所共同具有的一个“母题”。 

——丁玲.《孟姜女》故事的原型批评[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98. 

【启示】“母题”是民间传说的溯源式研究路径之一，可尝试运用此类方法释读“白蛇

传”等民间传说。 

示例 3：顾颉刚孟姜女姓名考 

关于“孟姜”一名的由来，顾先生首先考证出此名作为杞梁之妻的姓名最早出现于《孟

子疏》，为什么到了南宋才用呢？他引用《诗经》、姚际恒《诗经通论》、汉诗《陇西行》、曹

植《妾薄命行》等来说明“孟姜”一词何以由私名到美女的通称，再回复到私名的情况。对

一个小小的名字问题，顾先生却不惜笔墨来详细考辨源流，表现出卓越的考证才能。 

——史建桥.论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方法[J].贵州文史论丛，2005（3）：33. 

【收获】学问无小事，事事需谨心。大师们如此精细，我们怎能不谨心？！ 

示例 4：时空视域下的孟姜女故事研究 

地域是历史具体化的表征。在解决由长线索到具体时代的由大到小的问题时，某一时代

的风貌是通过历史长河中同一地域的差异性来体现的；而在解决由小到大的问题时，必须透

过比较同一时代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孟姜女这单一故事才可能承载时代历史的含量。 

经过纵向和横向系统的交叉、时间脉络和空间场域的融合，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并没有

如绘制地图那样，在经线和纬线间找到一个最准确的坐标点。横向的系统、空间的场域，反

而成为对时间持续性发展、对孟姜女故事历史转变的质疑者，也使这个研究也许永远不可能

如顾颉刚期望的那样，成为一篇完整的大文章。 

就孟姜女故事在各地的演变来说，故事有一个源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扩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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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上象箭头一样的发展，在空间上如涟漪一般的扩张。这其实是学者想像中一个故事的完

整叙述脉络。而人生境遇的相似，使得孟姜女成为一个有迹可寻的象征、变幻符号，不断被

附会，这恐怕才是传说故事在民间产生、流传的原因，因此，故事的无序和繁复才是它在时

空中存在、流行的真实状况。 

——彭春凌.“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生成与转向：顾颉刚的思路及困难[J].云梦学刊，

2007（1）:21-23. 

【资源】“时空观念”素养培育的优质素材。 

示例 5：民间文学中的“误解”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个体作家创作的文学因时代变迁、读者认知、立场差异、审美风尚

等导致的“误解”时有发生，一部中国古代数千年文学史，就是在传播和接受中不断被“误

解”的历史。“误解”必然导致变异，而变异往往酝酿着更大的阐释空间，而这会为进一步

的创造与欣赏提供更大的契机。 

——邓心强，李建中.民间文学史中的“误解”与“话语较量”——以孟姜女传说故事

为例[J].中州学刊，2008（6）：244. 

【感悟】“误解”为文学创作中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无限契机，但对于史学“求真”而言，

却是一场场很难诠释的“灾难”。 

阅读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阶梯。基于师生前概念的主题式阅读，是我们摆脱教

学困境的最佳切入口；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善于精心筛选核心文献，也要

潜心于有效阅读模式的探索与追寻，还要努力完善阅读体系并戮力化解阅读疑惑，

将系统化、模式化、个性化的阅读高效推进，持续进行，以养成良性的阅读习惯。

至于阅读副产品“札记”的生成，更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它既能高效储

备教学资源以服务教学，又能及时化解教学疑惑以提升师生学养，还能优化阅读

习惯、提升素材意识以突破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的“瓶颈”，可谓“一箭三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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