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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一個課時講完隋唐--以資料與問題為主的教法演示 

張  元     清華大學 歷史研究所 
 
 
    如何在一個學期講完中國歷史？一直是困擾今天高中歷史教師的大問題。筆

者曾以此為題撰一小文，（《清華歷史教學》第十八期，2007，頁 1-3）略抒己見。

筆者以為，台灣史教一個學期，中國史也只安排一個學期，合理嗎？當然不合理。

不合理的事，能做得好嗎？當然不可能做得好。所以，任何對這個問題提出「解

決」方法的，都是為了應付這個不合理的課綱，想一點補救辦法而已。筆者的辦

法，簡單說來就是把原來應該老師講的，讓學生來讀；把學生應該在課堂裡聽講、

討論的時間，以課外閱讀方式補足。這只是一個「補救」的辦法，決不能夠取代

合理的課程安排，這是首先要聲明的。其次，學生課業相當繁重，能在課外抽出

閱讀時間嗎？不能無疑。第三，課外閱讀如何設計，才有某些效果，也要經過一

定的實驗；未經驗證，只提出意見，等於空談。 
    高雄中學的戴麗桑老師替我安排一個課時，指定講隋唐的歷史，就是給了我

一個實驗的機會，十分寶貴。民國 97 年 5 月 9 日上午 10 時 10 分到 11 時，在高

雄中學的這一堂課，就是一次課堂教學的實驗。 
 

課程構思 

 
最先要想的是教什麼？就是所謂的「教材」應該是什麼？戴老師拿給我雄中

選用的課本，我看到教科書關於隋唐的內容，真是可以用「驚嚇」兩字來形容那

時的感受。教科書寫成這個樣子，老師怎麼教？學生怎麼讀？還好，儘管我自己

編寫過教科書，但一直不認為教科書在歷史課堂中占有主要位置；再說，所謂教

材，絕不能只是教科書而已。不過，這本雄中使用的教科書寫了不少制度，我應

該做些配合才對。 
想到教材，第一步是擬定大綱，決定要講些什麼。我想講的是，隋唐是一個

怎樣的時代，我想帶學生去看一看。我做為一個講課者，就好像一個導遊，把聽

課者當作遊客，我要帶他們去看看那些壯麗的圖像、絢爛的色彩和巨大的變化，

以及那個時代裡傑出人物的精彩表演。我的講綱都是以問句方式呈現，當然是有

意的設計，無非也是提醒聽講的學生，我們是在討論問題啊！下一步就是考慮從

什麼地方選用適合的資料，上課的對象是高中一年級學生，不是清華大學選修通

識課程的大學生，必須想到他們的閱讀與理解能力。《資治通鑑》必須排除，就

是陳寅恪的論著也以不選為妙。然而，重要的卻是應該有一項選取的標準，譬如，

資料應該既重要又有趣，重要在於它呈現了精闢的見解，有趣則是它具有引人入

勝的故事性。所以，我不會從現今幾本著名的《隋唐五代史》中去找資料，因為

那些叙述，精確有餘，風趣不足，雖不至味同嚼蠟，也屬枯燥難耐。因之，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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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翻閱兩本通史名著選取資料，一是錢穆的《國史大綱》，此書中隨處可見錢先

生的論史卓識；另一本則是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雖曰簡編，然所記歷史

故事甚多，評論亦稱精妙。筆者個人對范著尤其偏愛，總覺得傳統史學優長之處，

該書保存最多，讀來最為動人。 
    學生的先備知識如何？只記得國中讀過的那一點點夠了嗎？如果那一點點

都忘了，能夠讀這些資料，談這些問題嗎？其實，我對學生必須先有「充足」的

史事基礎才能談問題的這種看法，一直是有意見的，這是後話，此處不談。不過，

學生多一點史事為主的先備知識，只有好處，沒什麼不好，我也是十分贊成。所

以，我提供給戴老師的資料中，又加上了《簡明中國歷史》中的一章，我寫的「華

夷一家的大唐帝國」。戴老師問我，是否在課前把這些資料發給學生，並要他們

做點預習，我說只把「華夷一家的大唐帝國」這一章先給他們，講綱與選讀資料

隨堂發下即可。 
    資料選定之後，要依據大綱與資料，擬出上課講述的重點，也就是所謂的具

體教學目標。講綱需要以具體內容呈現，而這些內容同樣可用問題方式提出，課

程進行就是依次解答或討論的過程。筆者在前往高雄的高鐵車上，將準備講述的

內容，加以整理，擬成了三十個小問題。五十分鐘的課時，談三十個問題，平均

每一問題可用時間不到兩分鐘，必須抓緊之外，怎麼進行呢？ 
 

課堂教學記實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這是誰寫的詩？

我用這句問話，開始了這堂課。學生立即回答：「杜甫」，再問：「杜甫是哪一個

朝代的人？」學生答：「唐朝。」我轉身在黑板上寫了：《杜甫的五城》、賴瑞和

著、洪範出版社，這幾個字。再拿出此書，說：我們看看這是一本怎樣的書，出

版社寫的簡介，做了最好的說明，我們就念一念吧。我念： 
    乘火車，擠巴士，單身走遍遼闊的中國大地。是許多人埋在心底的渴望，也

是本書作者賴瑞和少年時代的一個夢想。三十五歲那年，他終於漸漸圓了這個

夢，帶著一本中國地圖，一本《全國鐵路列車時刻表》，走過徐霞客走過的路，

又到過許多徐霞客未到的地方。橫過中國大地四萬多公里，和大陸民眾一起擠爆

滿的火車，睡簡陋的小旅館。 

    本書即作者九次中國旅程的記錄。以簡樸的文字，細寫比較少人到的「非旅

遊熱點」和文物，趣味中，集地理、歷史、文化於一爐，本書涵蓋範圍之廣，作

者旅程之長，為歷來所罕見。 

    本書作者賴瑞和，廣東梅縣人，一九五三年生。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碩士及博士。曾任教於馬來西亞大學中文系、香港嶺

南學院翻譯系，及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本書是作者的第一本書。 

    我再加了一句話：「現任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是我的同事。」 

    這是一堂課的「開場白」。這些年，我不論教什麼課，一開始都有一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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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白」，而且都是介紹一本書。就以 96 學年度上學期，我在清華大學的通識課程

「中國歷史的發展與演變」為例，我用「開場白」的方式，介紹了《甲骨文》、《消

失中的江城》、《一九三三—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推理莎士比亞》、《海

德堡歲月》、《黃崑巖談教養》、《遊藝黑白》、《道德的重量》、《舊歐洲新歐洲核心

歐洲》、《勘誤表》等書，這是一個學期介紹的「新書」，學生的反應很不錯，他

們課業很忙，不可能一本一本去讀，但他們知道有這些書，總是有收獲。有兩類

書我不介紹，一是歷史，二是小說。我們只要稍稍用心，就會發現今天值得一讀

的好書太多了，除了這兩大類，還有很多很多，只是讀書的人似乎並未隨之大增，

很是可惜。我們做老師的，應該多讀點課外書，也介紹給學生知道，特別是把自

己因閱讀而得到的快樂，告訴他們。演示完了之後，與旁聽老師座談時，有一位

老師問道，開場白的書，一定要與上課的內容相應嗎？我說其實不必，而且沒有

需要，開場白帶來課程以外的好處，又有何妨？不過，雄中這一班，我是第一次

接觸，介紹一本離題很遠的書，太過突兀，所以選了我的同事，清大教授賴瑞和

的《杜甫的五城》，這是我很喜歡的書，程度也適合高一學生。 
    從第一個問題開始。我問：「隋朝與哪一個朝代相似？」學生立即答：「秦朝」。

問：「有哪些相似？」「都很短，沒幾年就亡了。」「很好，還有呢？」「都完成了

統一。」「很好，還有沒有？」沈寂。「想想看在制度上有什麼對後世有重大影響

的建樹？」「秦有帝國制度，隋有科舉考試制度。」「還有什麼重大的建設，對後

世也很有影響？」「秦築長城，隋修運河。」「非常好，我們看下一個問題。」學

生都知道楊堅是漢人，他所篡的北周是胡人所建的政權。楊堅所以能篡位，因為

他控有什麼？學生說是「權力」，沒錯，但權力來自何處呢？經過引導，學生說

出來自武力，楊堅掌握了軍權。他何以能夠掌握軍權？要加以補充說明了。北周

實行府兵制，農民中的精壯分子，也就是經濟、身體等條件好的，就要當兵；家

裡窮困，身體不行的，還當不了兵。我們想一想，這些當兵的農民，大多是胡人

還是漢人？對的，是漢人。漢人成了國家軍隊的主力，漢人將領的地位自然大為

提升，而其中的領袖人物也就大權在握了。 
    楊堅篡位，建立隋朝，就是隋文帝。隋文帝十分節儉，他要配藥，需胡粉一

兩，宮中找不到胡粉；又曾找織成的衣領，宮中也沒有。皇帝很節儉，有什麼影

響？只是留下很多錢嗎？有學生說，大臣也會很節儉，很好，這樣就不會出現奢

靡的風氣。不過，隋文帝時，國家十分富有，並不只是因為君主節儉。我們可以

想一想，原來分裂的、敵對的狀況結束了，什麼東西可以減少很多？學生說：軍

隊。是的，國防開支可以大幅刪削。還有呢？不要忘了政府的機構也可以減少很

多，省下很多行政經費。於是，政府徵收的賦稅，主要是米糧，就積留下來，隋

文帝在洛陽附近建了幾座大糧倉，予以儲存。《杜甫的五城》中提到的「含嘉倉」

也是其中的一座。 
    隋文帝積留下來的大量財富，正可以供兒子隋煬帝肆意揮霍。我們請一位同

學念講綱中所附的第一段資料。這位同學念得很好，大家都鼓掌。我問：資料中

說隋煬帝是著名的浪子，作為一個「浪子」，第一個條件是什麼？大家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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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花錢，這是最多的回答。我說不是會花錢，而是長得帥，英俊漂亮。楊廣就很

漂亮，史書上說他被弒之前，知道自己性命不保，看著鏡子，對蕭后說：「這麼

好看的腦袋，不曉得會被什麼人斫掉！」（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

當斫之！」《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五）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大帥哥。浪子的第二

個條件應該是什麼呢？應該是很會花錢，學生還是只想到花錢。我說：是很聰明，

頭腦很好。煬帝對自己的才智和學識都十分自負，他對臣下說：我當皇帝，你們

替我做事，不要以為我的命好，繼承了父親的皇位。就是用考試的方式，大家來

比一下，當皇帝的還是我！」（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

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二）史書上還記有，煬帝臨朝，極有樣子，說幾句話，下幾道詔令，

都能讓人欣賞。（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一）

可見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這樣一個人手裡有一大筆錢，隨意亂花，就成了浪

子。這一段對話，學生最有興趣，注意力最為集中。在他們來說，長得帥，又亂

花錢，話題太有趣了，於是「長得帥」就是這節課中，學生口頭上出現最多的話

語了。座談之後與幾位老師閑談，一位老師說，學生上過這次課，就要立志當浪

子了。我說不會，因為第一個條件太苛，要長得帥啊！這位老師說，現在的學生

個個以為自己長得很帥呢！這真是我始料未及的。關於「浪子」的話題，我是有

意的設計，目的有二：一是讓學生對歷史人物有一個鮮明的印象；二是告訴學生，

提出看法要有依據。我們最好不要只說某位人物長得帥、很聰明又寫一手好文章

等等很空泛的話；而是有憑有據，史書上這麼寫，所以我們知道是這個樣子。我

又問學生：你們知道這本《中國通史簡編》是什麼地方的書嗎？立刻有同學說是

大陸出版的。問：為什麼是大陸出版的書？這位同學說：從「農民發動大起義」

這句話可以知道。講得很對，很出乎我的意料，我以為他們無法判定呢。至於煬

帝遊江南、征高麗等事，不能不說，限於時間，也只能簡單說說，重點就在亂花

錢。 
    「范文瀾這樣寫隋煬帝，你們喜歡嗎？喜歡這樣寫法的同學請舉手。」怎麼

一位舉手的同學都沒有，這是怎麼回事？我原先的預料是喜歡的不多，不喜歡的

較多，沒想到喜歡的居然一位都沒有。「你們為什麼不喜歡范文瀾的寫法呢？」

一位同學說：「太主觀了。」不少同學點頭表示同感。原來學生心中的歷史必須

是「客觀」的，大概也應該都是真相般的事實。老實說，這多少讓我有點吃驚，

我沒有辦法再講一遍歷史知識的第一課：「歷史一詞的兩層意思」；只有簡單地

說，歷史不可能是很客觀的，寫歷史的人的主觀認知，往往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其實，這裡觸及一個歷史教學上的大問題，就是老師與學生的「歷史知識」的問

題，但這也是後話了，此處不談。 
    李世民出場了。李世民是怎樣的一個人？學生說：長得很帥。對的，長得帥，

而且非常瀟灑。虯髯客見了李淵和李建成，心裡很高興，認為不是自己的對手，

但一見到世民，臉色大變，知道天下沒有了。這是一個短篇小說中的「故事」，

不能當成「事實」來看，然而，杜光庭為什麼要寫這一段？應該不是神來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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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有所依據，那就是長期以來人們對李世民的鮮明印象。按：《資治通鑑》卷

一百八十三，記有：「（劉）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裴）寂曰：『此

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也提供了一個旁證。

李世民英俊瀟灑，才智出眾之外，作戰極其勇武，有一次在戰場上奮戰不已，滿

臉都是塵土，回到軍營，守衛不認得了，只有脫下頭盔，讓衛兵認出是秦王，他

才得以進入營門。（秦王將輕騎前覘（王）世充，猝與之遇，眾寡不敵，道路險

阨，為世充所圍。世民左右馳射，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世充乃退。世民還營，

塵埃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世民免冑自言，乃得入。《資治通鑑》卷一百八

十八。） 
    李世民最大的功勞是擒獲王世充和竇建德。原來河南的王世充、河北的竇建

德和山西的李淵已呈三強鼎立的局面；李淵命世民進攻洛陽的王世充，竇建德應

王世充之請求，前來救援。李世民在竇建德援軍尚未抵達洛陽之前，進軍截擊，

趁著竇建德鬆懈疏忽，突然攻入，將其君臣悉數擄獲，王世充只得投降。我問：

「李世民擄獲竇建德，王世充投降，他在凱旋獻俘的時候，心中想著什麼？」需

要說明的是，史書上未見記載此時李世民心中想著什麼，但我們不妨猜測一下。

學生猜了幾個可能，就有一位說：李世民想當皇帝，因為平定天下，他的功勞最

大。我認為這個猜測有其重要性，因為它埋下了日後玄武門事件的伏筆。接著我

問：既然李世民在平定天下時，功勞最大，那麼李淵為什麼不把原來的太子建成

廢掉，直接立世民為太子呢？李淵不改立太子，可能的理由是什麼呢？也要大家

想一想。如果能夠進入李淵的心中，探索他不立世民為太子的理由，很可能就是

建成也不錯啊，平定天下的過程中也是有他的功勞，沒有換掉的理由啊！可是，

我們去看一下史書的記載，李建成很不好啊！他喜酒色，好遊畋，對世民的功業

十分妒嫉，本人又無功於天下。問題是這樣的記載，可信嗎？所謂玄武門事件指

李世民把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都殺了，李淵只有傳位給他。他得天下之後，怎麼

說這件事呢？只有說他自己的功勞有多大多大，還有就是哥哥建成有多差多差，

所以，關於建成很不行的記載，可信嗎？我們不妨仔細想一想。 
    唐太宗的「貞觀之治」，是備受後世稱頌的治世。貞觀時期所以稱治，有其

制度上的原因，選讀資料的第二段，講的是政治制度，「三省制」中的中書和門

下的職責，請同學參看，我們未做討論。第三段選錄錢穆論租庸調的話，我請同

學念了一遍，就問：「這段話中，哪幾個字我們應該特別留意？」一位同學說：「安

居樂業」，不是。另一位說：「為民制產」，也不是。還有一位說：「寛舒安恬之景

象」，我說：「不是我要的，這樣下去，大概你們選完了之後，那個剩下的，就是

我要的答案了。」大家就不再猜了。我說：「這一段話中，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

『可以想像而得』。因為這幾個字提出了一個學習的『方法』，十分重要。我們讀

歷史不能只是去記住事實，『想像』非常重要。錢穆要我們去想像那時的寛舒安

恬，就是由於實施了一個很好的制度。所以，我們讀這個制度的時候，不能只記

得它的規定，還要知道這個制度的成效。用什麼方法呢？錢穆告訴我們用想像就

可以得到了。」這一段的解釋中，談及了兩個學生學習上重要的概念，一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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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另一是「想像」。 
    「你們知道錢穆是什麼人嗎？」學生顯然不知道，這很正常。有一位同學說：

「他是歷史學家」。「對的，錢穆是歷史學家，但不是普通的歷史學家，他是史學

大師。你們知道『大師』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嗎？」「是學問特別好的意思。」

「沒錯，大師的學問特別好，要有大師一樣的學問，第一個條件是什麼，請你們

想一想。」「要很努力」「努力固然重要，但不是成為大師的第一個必備條件，因

為很多人很用功，十分努力，只能得博士，作教授，離大師還遠著呢。我覺得大

師的首要條件，是非常聰明。錢穆在他的自傳中說，小時候，任何一篇古文，讀

了三遍，就能背誦。你們之中，哪一位讀三遍古文，能夠背誦，就有作大師的資

格了。再說，錢穆不只是記憶力非常之好，他的思辨能力也非常強。他讀完中學，

因為家境的關係去教小學，『升學無望，決意讀書』，教書之餘，努力讀書。他相

信書中保留著前人的智慧，讀時非常用心，仔細思考書中的深意，分析、理解這

些能力得到很大的發展，能夠對於重大的問題，提出精深的看法，寫出精彩的文

章。錢穆先到中學教書，後來就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請去當教授了。再說，錢

穆的學問很淵博，傳統學問無不涉獵，而且造詣深厚，我們也可以稱他是『國學

大師』。」 
    第四段資料，有點深，現在看來，可以不選。當時我請同學讀過之後，並未

多做討論，只是說資料中「後面有一個合理的觀念或理想為之指導」這句話，比

較難理解。我當時對「合理的觀念或理想」所做的解說是「為了廣大的平民百姓，

而不是為了統治者」。 
    講到貞觀之治，不能不談談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事，大臣直言進諫，君主接

納改過，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佳人佳話。我們可以舉一些例子，限於時間，只有作

罷。我只是說，唐太宗原來相當儉樸，王世充投降，他進入洛陽，看到隋朝奢華

無比的宮殿，說君主如此，怎會不亡國呢？可是，隨著天下的安定富裕，唐太宗

的態度有了一些轉變，也很喜歡奢華的東西了。這時魏徵勸諫的話，好像舉起一

面鏡子，說你最近的作為，越來越像這個人了，你要小心啊！問：「魏徵所說太

宗越來越像的是什麼人？」同學立即答道：「隋煬帝。」對的。不知同學是否想

到，這兩位帝王相同之處甚多，唐太宗很容易就會走上隋煬帝的道路。筆者在這

裡附帶一提，唐太宗與魏徵的關係十分複雜，《新唐書．魏徵傳》的論贊，就以

「君臣之際，顧不難哉！」開頭，陳寅恪也加以引述。但這些問題與高中課程無

關，不需講述。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重要性不言可喻。武則天是一位怎樣的

人物？不妨藉一個故事來理解。有一位大臣，長得體面，能力又強，深得武則天

賞識，就有點恃寵而驕，對武則天的侄輩說話，聲氣陵厲，武則天看在眼裡很不

高興，覺得我尚在，你就這樣，我死了，武家誰制得住你。有一天，這個大臣上

奏，援古引今，洋洋自得。武則天生氣了，說：「你說的這些，我早就知道，不

必再說。太宗時，有一匹駿馬，沒人能制得了。我當時是宮女，就對太宗說，我

可以制牠，請給我三樣東西，一是鐵鞭，二是鐵檛，三是匕首。鐵鞭打牠，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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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就檛住牠的頭，還是不服，就用匕首割斷牠的喉嚨。太宗聽了，很是稱許。

你今天是不是要嘗嘗我匕首的滋味！」（《資治通鑑》二百六）從這個故事，我們

可以看到什麼？第一，看到了一個好厲害的青年女子，做事有謀略、有手段，還

有一股狠勁。第二，她得到什麼人的欣賞？唐太宗。唐太宗是怎樣的人物，我們

已經很清楚了，得到唐太宗法眼的肯定，何其不易。我們可以經由唐太宗的稱許，

看出武則天是一位怎樣的人物。 
    武則天出身山東豪族，進入關隴集團長期把持的朝廷，取而代之，掌握政權，

難度極大。武則天運用高明謀略，加上陰狠手段，終於控制朝政，進而代唐自立。

過程之中，故事不少，礙於時間，無法講述。兩段取自《中國通史簡編》的選讀

資料，若能仔細閱讀，可有大概的印象。第一段的重點有二，一是唐高宗與武則

天的對比，兩人能力的高下，可以清楚見到。二是武則天的歷史評價，范文瀾相

當肯定，給她一個不錯的分數。第二段講到武則天施政的重點，也是在政治上的

傑出表現，值得後人認識與學習。我請同學讀一遍，再略作討論。這一段文字中，

哪一句話最為重要？學生看出是范引《資治通鑑》中的第二句：「挾刑賞之柄以

駕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不要小看這句話，

我特別說了：「想想中國歷史上，能做到這一點的，有幾個人？」武則天真有一

般政治人物不可及的地方。另一方面，她也夠狠，「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

刑誅。」「刑誅」就是殺掉的意思，每任用一官，管宮中門戶的官婢，私下說，

死鬼又來了；不多時，這個官果然被殺，甚至滅族。朝廷之中，才能高強者受重

用，低淺者遭黜除或殺戮，於是朝中有能力的文武大臣，不比貞觀時少，使國家

保持正常狀態，免於內憂外患，武則天的表現可謂傑出。 
    讀廣州的《中學歷史教學》，看到兩位老師對一道「高考」的題目意見不同，

一位說不錯，一位說不好。我認為不錯，倒不是題幹問得好，或選項設計得好，

只因為題目的前六個字「史學家陳寅恪」很重要。我還寫了一篇小文參與討論，

《中學歷史教學》的編輯來信說，「將於近期刊出」呢。我認為中學生都應該知

道陳寅恪，為什麼？問問學生，立刻有學生回答：「他是大師」，很好。簡單介紹

陳寅恪，限於時間，只能談談讓人感到最為佩服的地方，那就是他眼盲之後，還

能繼續做研究寫文章，是怎麼做到的。許多資料好像都在他的腦中，難道是他的

記憶力特強，有過目不忘的本領？應該不是，怎麼做到的呢？一位同學說：「是

他的方法」「什麼方法？」「想像的方法」「請你講得完整一點，做一個整體的陳

述。」「陳寅恪把讀過的東西，用想像的方法，在腦中留下鮮明的圖像，就不容

易忘記。」「講得很好，大家鼓掌。」本班的歷史老師下課後對我說：那位同學

說是方法，你說又是套用剛剛說過的話，這時他的臉都綠了；最後你稱贊他講得

好，還要大家一起鼓掌，臉上立刻綻出了笑容。  
    安史之亂很重要，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這一事件不但將唐朝分成

不同的前後兩期，就是整個歷史的進程，也在此一事件之後出現很大的轉變。今

天史學界講的「唐宋變革」，劃分了中國歷史上的「中古時代」和「近世時代」，

追溯變動的關鍵時刻，也正是此時。我們還是從三個人物講起，唐玄宗、楊貴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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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祿山，他們有著怎樣的特色，不妨先介紹給學生。我用了兩段「正史」上的

原文，由於不長，每段不到一行，相信並未構成閱讀上的困難或障礙。我要學生

先找出第一段講的是誰？唐玄宗，對的。「儀範偉麗，有非常之表」是什麼意思？

學生說：「長得帥」，對的。「性英斷多藝」，則指很聰明、很能幹，又多才多藝。

第二段是楊貴妃，「善歌舞」，尤其以「霓裳羽衣舞」最為有名；接著要學生找出

兩段資料，或說兩位人物的「交集」之處。學生很快就說「音樂」，對的，他們

二人對音樂都有精深的造詣和修養，我說楊貴妃擅長慢舞，是傑出的藝術表演

家，唐玄宗則是優秀的藝術鑑賞家。我覺得這樣了解兩位歷史人物很重要，因為

古人都是依據史書的記載來認識這兩人的，與我們今天看唐玄宗是好色的昏君，

楊貴妃是豐腴的美女，很不一樣。哪一種看法比較高明，請大家想一想。怎麼介

紹安祿山？除了體格肥胖，會跳胡旋舞之外，他與史思明都是「粟特」人，應該

是我們注意的地方。「粟特」也就是「昭武九姓」，是往來於絲路上的商人，粟特

語是絲路上通行的國際語，就好像波斯語是海上貿易大家所用的國際語一樣。安

與史都有著商人的傳統，這點很要緊。商人的特性有些什麼？精於計算、冒險犯

難之外，大概就是見利忘義了吧。總之，不要小看安祿山與史思明，他們都不簡

單，都相當厲害。 
    唐玄宗在位前期，任用姚崇、宋璟為相，表現很好；後期天天與楊貴妃膩在

一起，政事都交給李林甫。李林甫為了獨攬大權，將有才能的人都加以排擠，甚

至藉故殺害。這樣的情形下，朝廷政事會好嗎？當然越來越糟。安祿山會沒有感

覺嗎？他心中會滋生怎樣的念頭？同學都可以想一想。 

    在課堂上，我講到了安祿山很怕李林甫，卻完全看不起楊國忠，因為李林甫

「口蜜腹劍」，當著面說好話，讓聽的人感到舒服，背後下毒手，把人整死，是

一個十分厲害的角色；楊國忠靠著裙帶關係，當了宰相，能力不是完全沒有，離

李林甫已有一段不小的距離。兩人只為自己，不為國家則無差別。此時的唐朝政

局看在安祿山眼裡，已經十分腐敗，他的機會來了，於是積極準備，等玄宗一死，

他就發難。楊國忠對安祿山很氣憤，就一再說安祿山要謀反，情勢愈來愈緊張，

安祿山就動手了，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楊國忠一聽安祿山起兵，

高興極了，為什麼？請想一想。他一再說安祿山要謀反，現在被他說中，當然得

意；另一方面，邊地節度使怎能與大唐帝國相比，平定亂事，應該是輕而易舉吧！

沒想到，安史亂軍很快攻入洛陽，接著潼關不守，西京再陷，玄宗倉皇出走，逃

往四川，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他在想誰啊？同學說：「楊貴妃嘛！」 

    肅宗即位靈武，李泌獻奇策，內容為何？何以未被採納？都因為時間所餘無

多，不能講述了。安史之亂的結束，回紇人的援助固然阻止了安史進一步肆虐，

但唐人付出的代價太大，也促成了與安史餘部的妥協。這樣講來，好像安史之亂

的平定都是靠「外國人」回紇的幫助，實情當然不只是如此，朔方軍郭子儀與李

光弼的英勇表現，更是重要原因。講一個有趣的小故事吧。郭子儀的兒子郭曖娶

了公主，當了駙馬爺。有一天，小兩口吵架，郭曖說：你不要以為公主就了不起，

那個皇上的位子我爸還不要幹呢！公主氣壞了，跑回宮中向皇上哭訴。代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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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你不知道，郭曖講的沒錯，如果他爸想當皇帝，哪有我們家的份呢。郭子儀

知道了，把郭曖關起來，進宮向代宗請罪，回來後還把這混小子狠很揍了一頓。

這個故事的重點是代宗的話，可以看出郭子儀在平定亂事上扮演的重要角色，是

無人能夠否認的。其實，這個故事另有一重點，郭子儀向代宗請罪，代宗說：「我

們家鄉有句俚語：『不癡不聾，不作家翁。』小孩子在閨房裡講的話，就不要聽

吧！」（《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四）這些話，極富生活智慧，場合不對，也就不

向高一學生說了。 

    安史之亂剛結束，下課的時間也快到了，只有匆匆作結。亂後的北方，成了

怎樣的局面？錢穆把它與五胡時期作一對比，提出了精彩的見解，大家回去之

後，一定要看一下啊！下課。起立，敬禮，謝謝老師。 

    一個課時講完隋唐了嗎？沒有，就是講綱附帶的的問題也還剩了兩個沒談。

一個學期能講完中國歷史嗎？如果要求一定的質量，是不可能的，那麼，一個課

時講不完隋唐，也就情有可原了。 

 

課後的記錄 

 

一、老師座談 

 

    課堂演示結束後，前來「觀摩」的老師，約二十幾位，座談一個小時。首先，

我說這是一次帶有「理想」性質，不是很「現實」的課。我的設想有二，一是，

既是課堂教學實驗的演示，當然與日常的課程有一定的差距，有其理想性。像是

現實的課程很難不談考試，這次完全不談。其次，我很怕聽課的老師會說，這麼

教固然不錯，學生也喜歡，但只有你能做到，我們做不到，也只能看看而已。一

堂課怎麼教成效最好，應該是我們追求的「理想」，如果大家看了，覺得成果不

錯，也不妨朝這個目標前進。 

    一位老師說，學生的「基礎知識」不夠，很難帶他們討論、思考。就像租庸

調制，內容沒講，學生不知道它的規定，老師說什麼「為民制產」、「安靜恬和」，

學生怎能理解？這位老師還說，我們幾個老師都認為先教基礎知識，還是重要的，  

不可少的。這個說法，我並不反對。不過，時間就這麼一點點，我們教什麼需要

「選擇」，講述了相當重要的「基礎知識」，就沒時間談問題，討論資料內容；兩

者之間，必須做一抉擇。我們要學生在這門課留下什麼？是制度的詳細規定，還

是制度實施後的景象？ 我們教課，講一些制度的細節，要學生記住；還是進行

與學生的對話，帶領他們思考？這也是一個選擇。 

    這是帶著學生思考的課嗎？學生經過思考了嗎？好像都看不出來，這樣的

課，似乎對於提升學生的思考能力沒有什麼關係。沒錯，儘管對答不少，卻十分

簡要，學生發言未能舖陳自己的想法，不足以言思維的訓練。然而，從另一方面

看，學生的腦子似乎一刻也未休息，一直跟著轉動，他的回答雖然是轉動下的即

時反應，多少也能算是用了腦筋，有所思考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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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帶學生讀資料，很好，但選取資料的依據是什麼？我們怎麼能夠選出最

為適宜的「資料」？關於選取資料的標準，我在上文略有述及，不再重複。我覺

得，選取資料不應該是任課老師的工作。老師教課時數多，課程進度又快，哪有

餘力來做此事？理想中，老師手邊應有好幾種供學生閱讀的資料，可以選來運

用。至於什麼人來做編寫的工作呢？政府是不能信任的，政府長期以來只重學

術，不重教學。再說，十幾年的教改，談的都屬制度層面的事，教室內教課的事，

好像從來沒人關心過。出版社嗎？商人精於計算，沒有商業利益的事，大概也會

敬謝不敏。所以，除了我們中學老師，是沒有任何別人會做的。我們能不能分工

合作，做一點東西，大家一起來用呢？ 
    談話中，我深深覺得，老師們有的從台南、屏東各地前來觀摩，熱忱可感。

把課教好的心願，十分強烈，這是推進教學改革的最大動力。 
 

二、學生反應 
 
    這個班的任課老師給了學生三個問題，要學生寫在紙上。共收回問卷三十七

份，應佔全班的大多數。有些同學寫了名字，大部分未寫名字。這裡就選錄一些，

以概其餘。 
    （一）你想對張元老師說什麼？ 
    歷史是一場時光的旅程，您是最好的導遊。（未具名） 

    您真是個幽默風趣的老師啊！很會帶動班上的氣氛，讓您教到的學生，一定

可以「快樂學習」。（未具名） 

    非常活，一節課轉眼間就結束了，一點也沒有想睡的感覺。（24號，楊凱任） 

    老師上課採一問一答方式，讓我們上文科也像上理科一樣，頭腦必須不停地

轉，不停地思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好怕突然會問到自己。（40號，羅洸佑） 

    老師講話真的非常風趣，而且內容一點沒有歷史課枯燥的感覺。聽老師上

課，好像在聽一段歷史「故事」，而且老師講課很生動，當老師在講課時，有如

身臨其境的感覺，讓我學習與吸收的效率提升許多。（未具名） 

    老師總是喜歡教人如何讀書，這次也不例外，但這次聽到的方法，不只是沒

聽過，更是猜想不到。上課的方式不會讓人想睡覺，更可以加強我們的精神。老

師的課是輕鬆的，雖然沒有抄筆記，但我確定的是，要忘記上課的內容，很困難！

（16號，陳昱光） 

    老師上課，我感覺，乃盡其所能的吸引學生的興趣，讓課程變得活潑生動。

生沒上過大學有關歷史課程，恕直言之，是否教授欲上的已有幾分似於大學乎？

高中之史觀乃建立在國中之史實認知，但教授是否課程上於史觀所言略少，而過

於強調各人物特質及國學大師之認識，也許師乃欲將應授予之方式濃縮於一節，

乃生之錯覺爾！但仍謝謝教授給了我們一堂 perfect的歷史課！（38號謝諄光） 

    按：這是寫得最多的一位，至於最少的，只有三個字「您好威」，我不大知

道是什麼意思，大概也是一種恭維吧。另一位先寫一個「酷」字，接著寫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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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面幾位的意思相似。 

    現在您是處於改革歷史教育的一方。倘若有一天，您成功了，變成主流，而

這時卻出現不同的意見，想改革您的講法。您會以怎樣的態度或方法去對待你的

對手？（未具名） 

    這位同學提出了一個有意義的問題。我的回答是：我要看那時「改革者」的

理念是什麼，做法是如何。如果合乎「道理」，我會轉而支持這樣與時俱進的改

革；如果不合道理，那我會堅持我的主張，同時也會細心地把自己的理由講得清

清楚楚，希望能夠以理服人。 

    （二）這堂課你學到了什麼？ 
    以前只在書和文字中「背」出過去，現在能用心靈「想像」未來。（未具名） 

    我學到多用想像與思考來解讀歷史，這樣不但生動許多，也較為容易抓到重

點。（34號，蕭宇均） 

    透過這堂課，讓我之前讀歷史的方式大大改變。以前，我總是翻開歷史課本

就一直背一直背，現在我瞭解了歷史原來需要透過想像，再將各個章節做串聯統

整。（未具名） 

    在這課中，我學到了歷史一個很重要的方法，那就是在讀課本時把吸收到的

文字轉換成圖像，這樣子不但可以幫助我記憶也讓我讀歷史時不會那樣枯燥。（4

號，王祥麟） 

    我在這堂課學到了讀好歷史的方法—天賦、努力、方法。另外，也學會了一

種抓重點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想像」，想像文字所闡述當時的情況。（楊凱任） 

    呵呵，各代君主都是聰明的大帥哥，and how to learn history，讓歷史不

難記在心中，還有一點重要的就是歷史並不無聊，其實它很好玩。（未具名） 

    歷史，講求真實、證據。史料、實物互相對照而得，然而竟和「想像」有關

聯。原來學生「背誦」歷史學家藉史料「想像」出歷史，老師要我們站在歷史學

家的觀點上學習。歷史不只是知道「在某時某地有某件事發生」，要自己思考藉

想像並有條理的推出其因果和其它事件關聯性。（陳昱光） 

    按：陳昱光的回答已經進入到「歷史知識」的層次，雖然不是十分清楚，但

能從課堂中領悟到各個概念有其關聯，真可謂好學深思。 

    「想像」是學生最多提及的概念。稍作計算，有二十二位同學直接說到「想

像」，認為這堂課學到最多的是：讀歷史時要多用一點「想像」。 

    （三）課堂教授的內容與課本不同，你要怎樣準備考試？ 
   以後的歷史，不再是隻字片語，將是影像、氣味及聲音。不再用背書湊答案，

是從知識中看到真相。（未具名） 

    差好多，如果看著課本聽他講，從頭到尾根本不知道他在上哪裡，感覺有點

混亂。但如果有看著他的講義上課，再回想自己讀過的史書，又會發現井井有條。

現在再將課本看一遍，就可以好好的在腦中進行資料重整。（羅洸佑） 

    我想老師教的是方法而非考試，老師上課所提乃開啟大門之鑰，且選擇性的

用幾個點切入去看該朝該代之史。表面上看似乎與考試相違背，事實上，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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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根本的方法。試想，若我們以想像在彼時（古）細細經歷一番，我們必能對事

件、史實，脈絡更清楚。舉個政治色彩頗濃之例，我們當代人必知為何 2008總

統大選再次 party輪替，可能是民進黨種種令人民失望之施政等等，我們知道因

果。若在未來，我們成了古人，後代也如此想像著當代，必也能深深領悟之啊！

但注意，在肆無忌憚思考後，應仍讀好課文，一些點仍要略記，使整個思想有了

統一與連貫，我想這便是傳聞中最好的歷史法吧！（謝諄光） 

    按：謝諄光喜歡發議論，可見其思考能力甚強，雖然有些地方尚欠圓融，仍

應予肯定與鼓勵。至於如何應付考試，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認為這樣的課程對

考試沒什麼幫助，一種認為多少有點助益。 

    考試還是要讀課本，除非課本內容有根本性的改變，否則學生還是得學當前

這種枯燥的歷史內容。（未具名） 

    課本內容較課堂教授內容更符合考試內容，故準備考試以課本為主為宜。（未

具名） 

    懂歷史的人不一定懂考試，懂考試的人不一定懂歷史。我不是研究歷史的

人，只能為了學校考試而讀書，我想只要上課認真聽，回家之後再把課本、講義

讀熟，應該就可以了。（未具名） 

    面對現在的高中仍是得以考試成績作為最終目標，但是希望能在兩者之間取

得平衡點，以幫助學習、記憶。（未具名） 

    老師是以「想像」為授課主題，雖與課本內容不同，卻可以將其「方式」運

用到課本，使課本更加生動有趣，以想像貫穿課本，使「自然」背熟，在將來的

考試，必是一大利器。（未具名） 

    像平常一樣準備，也許教授與課本內容不同，但並非毫無意義，這會使我們

讀歷史讀得更有感覺。（未具名） 

    雖然重點與考試不同，但在了解之後要準備考試，也比較容易把每一段串連

起來。（未具名） 

    各自為政，畢竟，考試和學習是有差距的。（未具名） 

    按：我們從學生談考試可以感到他們心中的壓力，這種壓力，正是「快樂學

習」的最大障礙。考試與學習必定有差距的嗎？我們是不是應該下一番功夫，盡

力把這兩者之間的差距縮小呢？我所說的，其實就是考試命題的改進。今天「學

測」與「指考」的題目，帶給學生極大的壓力，也是極大的痛苦，怎能不設法有

所調整改進呢！ 

    又：每一題的第一條回答，出於同一位同學，用詞雖簡，意味卻長，頗見靈

心善感。 

 

檢討與結語 

 

    這一次實驗，成功嗎？看看學生的反應，不只及格，分數還不至於太差。學

生為什麼喜歡這樣的課？我盡量運用活潑的語言，讓學生感到生動風趣；不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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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需要思考的問題，讓他們不停地想答案，當然是要點所在。不過我相信，整堂

課中不時出現的「故事」，才是吸引他們注意，讓他們不想睡覺的興奮劑。這些

「故事」主要來自《資治通鑑》，《中國通史簡編》大都也有，但在今天的史學論

著中卻不易讀到，通俗讀物中雖然故事很多，但良莠混雜，難以選用。所以，選

出精彩故事，講出它的意義，仍是教好中國歷史的不二法門。 

    學生很少談到所讀的資料，想來不至太難，都在可以理解的範圍內。不過，

仍有改進空間。上文提及，選自《國史大綱》的第二段資料，錢穆的識見非常高

遠，是極其精彩的史論，但給高中一年級學生讀，終嫌艱深，應予除去。《中國

通史簡編》中講到李林甫專權的一段文字，引用《通鑑》，分析深刻精闢，似可

選入。玆錄於下： 

    七四四年，唐玄宗得楊太真為貴妃，寵愛無比，從此昏迷在聲色中，政事上

更依靠李林甫。唐玄宗曾對高力士說，當今天下太平，我要安居無為，政事全委

李林甫去辦，你看如何？高力士說，權柄不可以借給別人，如果他造成威勢，誰

還敢說他的不是。唐玄宗聽了不喜歡，高力士叩頭請罪，說自己發狂病，亂說話，

該死。李林甫一向給宦官送厚賂，探知宮中動靜，自然不敢得罪高力士，彼此不

相犯。唐玄宗連宦官方面不利林甫的話也聽不到了。《通鑑》總結李林甫的姦惡，

一是「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二是「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

姦」；三是「姤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四是「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

張其勢」。四條姦惡中「迎合上意」是最重要的一條，也就是唐玄宗的驕侈，養

成了李林甫的姦惡。 

    記得與老師座談時，有一位老師提出，選用資料給學生閱讀，如果同時也擬

一些讓他們思考的問題，效果應該更好。我很贊同這個看法，我們選取資料的時

候，最好也設計幾個問題，讓學生一面讀，一面作答，也就是邊讀邊想，這是很

好的思考練習。如果選用的資料較難，或學生的程度稍弱，老師亦可標明關鍵詞

句，作為引導。總之，培養學生閱讀能力至為重要，我們應該不放棄任何可以一

試的機會。 

    問題三十個，無疑是太多了，應該限制在二十之內。為什麼擬了這麼多，欠

缺經驗之外，課程內容太多，幅度太大，是根本原因。一個課時的歷史課程，絕

不應該包含這麼多主題，這是絕不合理的。我們遇見不合理的事，要盡量設法改

進，讓它漸趨合理；那麼，眼前大不合理的課程安排，要如何改進呢？我們都知

道，事涉課程綱要，非一朝一夕所能變動，不過我們仍可不斷提出意見，分析闡

釋，說服大眾，造成輿論，等到調整課綱之日，自然水到渠成，取舊者而代之。

我的構想是將中國歷史分為四段，分別是：秦漢以前、魏晉隋唐、宋至清初以及

清中葉至今日。高中學生修習其中一段即可，入學考試也只需選考其一。至於理

由為何？面對中國歷史不可「腰斬」甚至「分屍」的質疑，如何回應？不是本文

所應談論，只得就此擱筆。 

 

    附記：這次活動是由歷史教育研究會主辦，戴麗桑和黃麗蓉兩位老師聯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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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我們感謝高雄中學對這次活動的大力支持。演示的最後十八分

鐘，有影像記錄，載於「思摩持」網站，網址是： 

 

附錄：講綱、資料與問題 

 

          隋唐盛世及其衰亡（講綱） 
                                     97 年 5 月 9 日於高雄中學 
 
一、「隋」是一個怎樣的朝代？ 
    隋朝與哪一個朝代相似？有哪些相似之處？ 
 
二、隋文帝楊堅如何建立一個富強的帝國？ 

楊堅何以能夠篡周自立？他的施政有何特點？ 
 
三、隋煬帝楊廣是一個怎樣的國君？結果如何？ 
    隋煬帝憑藉隋文帝積累的巨量民力和財富，得以無限制地施行暴政。他是歷

史上著名的浪子，也是標準的暴君。他的奢侈生活和殘虐政治愈來愈兇惡地驅迫

人民陷入死地，到後來，農民發動大起義，消滅了這個可耻可憎的浪子和暴君。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 

 
四、唐帝國是怎樣建立的？ 

結束隋末的動亂，何人功勞最大？ 
 

五、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怎樣的國君？ 
「貞觀之治」有何意義？我們應如何理解？ 

    唐太宗問魏徵，人君怎樣才能明，怎樣才是暗？魏徵答「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他很贊成這個見解。他告戒群臣說，「中書、門下都是執掌機要的機關，詔

書敕令有不便行施的，他們都應該提出異議。現在只見他們順從，不見反對。如

果單做行文書的事，那末誰都會做，何必選拔人才來做這些機關的官。」朝廷本

來有一種議事的制度，凡是軍國大事，中書省各官員都得用本人名義提出主張，

可以各執所見，不受限止，稱為五花判事，中書省長官中書侍郎、中書令審核這

些主張，再由門下省的給事中、黃門侍郎加以駁正，最後奏皇帝裁決。不過這個

制度並沒有切實執行。唐太宗申明制度，令各級長官負責實行，因此軍國大事很

少有錯誤。（《中國通史簡編》） 

    要論輕徭薄賦，中國史上首推唐代的租庸調制。在這一個制度下，農民自可

安居樂業。……租庸調制的第二優點，則為稅收項目之列舉分明。……更重要的

一點，租庸調制的後面，連帶的是一個「為民制產」的精神。……在租庸調制下

之農民生活，其比較寛舒安恬之景象，可以想像而得。農民生活之寛舒安恬，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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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而生整個社會之繁榮。盛唐時代之富足太平，自貞觀到開元一番蓬勃光昌的氣

運，決非偶然。（錢穆，《國史大綱》） 

    唐代的租庸調制，奠定了全國農民的生活。唐代的府兵制，建立起健全的武

裝。唐代的進士制，開放政權，消融階級，促進了全社會的文化。唐代的政府組

織，又把一個創古未有的大國家，在完密而偉大的系統之下匀稱的、合理的凝造

起來。事實勝於雄辯，盛唐的偉大，已在事實上明確表出。此種政治、社會各方

面合理的進展，後面顯然有一個合理的觀念或理想為之指導。這種合理的觀念與

理想，即是民族歷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進的原動力。他不必在某一個人

的事業上表出，而是在整個民族的長時期的奮鬥下，篤實而光輝地產生。（《國史

大綱》） 

 

六、武則天是一位怎樣的人物？我們應該怎樣看這位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則天在掌權的過程中，面對怎樣的問題？如何處理？ 

    唐高宗臨朝，臣下來奏事，不會作判斷，要求宰相提出意見，才算自己有了

主意。他這種昏懦的性格，勢必扶植起統治階級內部的腐朽勢力，引導國家走上

從亂到亡的道路。可是，六五五年以前，政權執掌在以長孫無忌為首的貞觀老臣

手中，六五五年以後，剛強機智的政治家武則天已經參預朝政，六六 0 年以後，

政權全歸武則天。因之，他雖然是個亡國的昏君，但腐朽勢力並沒有在他的扶植

下滋長起來，也沒有因帝位的易姓而引起民眾的禍亂。貞觀時間所取得的成就—

統一和強盛，在武則天統治的半個世紀，得到切實的鞏固，這是她對歷史的貢獻。

（《中國通史簡編》） 

    武則天一面用謀略奪取唐朝的政權，一面用政治維持既得的地位。他的政治

才能主要表現在堅持刑賞大權，用各種不同類的人為自己效力。……《通鑑》說

武則天「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

柄以駕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通鑑》這個

評語是愜當的。武則天的長處，就在於善於選拔人才，委以重任。在她的統治期

間，朝中有才能的文武大臣，幾乎不比貞觀時少，她能聽諫，也多少有一些唐太

宗的風度。鯁直的人只要不被她懷疑為謀反者，她能從酷吏、親近人的陷害中保

全這些鯁直人。她前後任用的主要宰相，如李昭德、魏元忠、杜景儉、狄仁傑、

姚崇、張柬之等，邊將如唐休璟、婁師德、郭元振等，都是一時人選。這些人用

作將相，使得國家保持正常狀態，免於內亂外患。（《中國通史簡編》） 

 

    （中國大陸 2007年文綜卷 1第 13題） 

史學家陳寅恪在評述「武周代李唐」的歷史意義時說：「此不僅為政治之變遷，

實亦社會之革命。」此處「社會之革命」是指： 

A，重用酷吏，實行法治； 

 B，女皇當政，任用女官； 

C，扶植庶族，抑制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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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移風易俗，推崇佛教。 

 

七、「安史之亂」在中國歷史上有何重要性？它是怎樣出現的？  

唐玄宗是一個怎樣的君主？她與楊貴妃之間有著怎樣的關係？ 

性英斷多藝，尤知音律，善八分書，儀範偉麗，有非常之表。（《舊唐書》） 

善歌舞，邃曉音律，且智算警穎，迎意輒悟。（《新唐書》） 

唐玄宗是個半昏半明的皇帝。他曾行施有利於統一與和平、有合於民眾願望

的政事。在這一方面，他是代表前進趨勢的明君。同時，他滋長著驕和侈兩個惡

性。這些惡性愈來愈嚴重地表現出來，驕是實行予言莫違，侈是貪立邊功，輕易

用武。他說出的話不許臣下有不同意見，自然只能得到姦邪人的奉承；他過著高

度的奢侈生活，還覺得不夠快意，想在對外戰爭上大立聲威，自然要重用聚歛之

臣和野心武夫。驕侈政治使得一切消極因素都乘機活躍，在這一方面，他是代表

腐朽勢力的昏君。（《中國通史簡編》） 

    安祿山是一個怎樣的人物？「粟特」指何而言？ 

    安史之亂是怎樣結束的？ 

 

八、「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歷史意義為何？ 

五胡亂華之際，胡酋尚受中國教育，尚知愛中國文化，尚想造出一像樣的政

府，自己做一個像樣的帝王。彼等尚能用一輩中國留在北方的故家大族，相與合

作。唐代的藩鎮，其出身全多是行伍小卒，本無教育，亦無野心，（此指文化上

的野心）並不懂如何創建像樣的政治規模，只是割據自雄。有地位、有志氣的士

人，全離開了他們的故土，走向中央去。彼等亦不知道任用士人，只在農民中挑

精壯的訓練成軍，再從軍隊中挑更精壯的充牙兵，更在牙兵中挑尤精壯的做養

子。如是朘削農村來供養軍隊，層層駕御。黑暗的勢力，亦足維持到百年以外。

除非農村經濟徹底破壞，這一個武裝統治的勢力，還可存在。因其轄地之小，故

不感覺要政治人才，更不感覺要文化勢力。如是，則大河北岸從急性的反抗中央

病，變而為慢性的低抑文化病。從此以下的北方中國，遂急激倒退，直到在中國

史上變成一個不關重要的地位。這全是一百五十年武人與胡人兵權統治之所賜。

（《國史大綱》） 

 

九、「兩稅法」取代「租庸調」，實施情形如何？ 

即以規定之一：「租庸調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廢除」為例。 

民眾趙光奇作了完全正確的答案。七八七年，是三四年來最豐收的一年，米

一斗跌價至一百五十文，粟每斗八十文，朝廷下詔和糴（官府按市價收買）。有

一天，唐德宗到新店地方狩獵，入居民趙光奇家，問：百姓快樂麼？趙光奇答：

不樂。唐德宗說，今年豐收，為什麼不樂？答：詔令無信。先前說兩稅以外一切

科目都廢除，現在各種苛雜比正稅還多。後來又說和糴，實際是強奪，民眾何曾

見過一文錢。起初說所糴粟麥送到附近地點就成，現在令送到西京行營，一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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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幾百里，車壞馬死，就得鬧破產。民眾愁苦到如此，有什麼可樂。也常常有詔

書說從優撫恤，無非是一紙空文！想來皇帝住在深宮裡，不知道這些實情。趙光

奇代表了千百萬民眾作出正義的斥責，唐德宗是無話可答的，只好免趙光奇家的

賦稅，算是答了話。他免一家的賦稅，再不問別的事情，因為根本不想改正弊病。

這正好說明官吏所有罪行，來源就在這個住在深宮的人。（《中國通史簡編》） 

 

課堂討論問題設計 

 

1、隋與哪一個朝代相似？有哪些相似處？ 

2、楊堅是漢人還是胡人？他所篡位的北周政權，是漢人的還是胡人的？ 

3、楊堅為什麼可以篡位？他控有什麼？ 

4、為什麼楊堅可以控有兵權？ 

5、楊堅很儉樸，影響為何？ 

6、隋文帝平陳，統一天下，為什麼國家大為富裕？ 

7、范文瀾說隋煬帝楊廣是浪子，浪子的條件是什麼？ 

8、隋煬帝說：「我愛江都好，征遼亦偶然」，怎樣解釋？ 

9、范文瀾這樣寫隋煬帝，你喜歡嗎？為什麼？你知道這是一本中國大陸出版的

書嗎？為什麼？ 

10、〈虯髯客傳〉中描寫虯髯客見到李世民，大驚失色，有何意義？ 

11、李世民擊敗竇建德，王世充投降，凱旋獻俘之時，他心中會怎麼想？ 

12、李淵為什麼不將天下傳給李世民？ 

13、貞觀之治有其制度上的原因，錢穆怎麼談租庸調？其中哪幾個字要特別注

意？ 

14、錢穆是誰？他是怎樣的一位學者？ 

15、錢穆說貞觀盛世制度背景中，哪幾句話最難理解？ 

16、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關係，是歷史美談；魏徵常提醒唐太宗，不要學何人？ 

17、武則天是怎樣的一個人？哪一個故事最能說明？ 

18、武則天排除舊有勢力，如何建立自己的勢力？ 

19、大陸 2007 年高考的這一題，如何解答？ 

20、范文瀾寫武則天的這一段文字中，哪一句話最重要？ 

21、這一題提到陳寅恪，他是誰？他是怎樣的一位學者？ 

22、《舊唐書》和《新唐書》的兩段資料，各指何人？兩人的關係如何？ 

23、安祿山是一個怎樣的「胡人」？「粟特」是什麼意思？ 

24、唐玄宗後期，專任李林甫，政事敗壞，為什麼？玄宗為什麼專信李林甫？ 

25、安祿山為什麼會起事？為什麼勢如破竹，攻入兩京？ 

26、安史之亂的平定，只靠回紇的援助，可能嗎？ 

27、安史之亂的平定，是真正的亂事結束，回復昔日的帝國嗎？ 

28、兩稅法與租庸調，除了收稅方法不同之外，還有什麼重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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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唐代中、晚期，人民生活快樂嗎？為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