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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讲授《古代商业的发展》一课时给学生

展示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全貌，一“好事”

学生突然在课堂上问道：“画中的马怎么这么少？”

学生的注意力一下子转移到“数马”上面来。既然

学生兴趣盎然，鉴于此，笔者以“北宋缺马吗？”

为题，基于新版课程标准中史料实证素养水平的培

养要求，设计了一节史料实证课。

一、教学设计
材料一：据统计，《清明上河图》整幅画中有

驴 46 头，而马仅有 20 匹！ [1]

设问 1：根据材料一，能不能说明北宋缺马？

为什么？

设计意图：在史料实证过程中必须遵守的一个

重要原则——孤证不立，不管是文字史料还是实物

史料，也不管该史料的真实性多高，只要是孤证，

就不能认定某一史实的成立。该问就是让学生明白

这一实证原则，从而引导他们进一步搜集证据。

材料二：为了解决北宋是否缺马这个问题，现

搜集了如下文献史料：1、（元）脱脱等《宋史》；2、
程民生《宋代畜牧业略述》；3、（北宋）司马光《资

治通鉴》；4、（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5、（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设问 2：上述文献，哪些属于一手史料，哪些

属于二手史料？哪些可以用来研究北宋马匹问题？

设计意图：该问旨在让学生辨别史料的种类和

价值。史料的种类按史料来源分类，可分为一手史

料和二手史料，也有学者称作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

史料实证：北宋缺马吗？
 ◎ 赵维伟      重庆市合川中学

身攻击等盲目仇外、排外的程度，尤其是全球化程

度日益加深的当今时代，上述做法会把爱国主义畸

形发展到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利于民族性和世界性

的辩证统一。

再比如，在传统的革命史观解读中，买办资产

阶级被视为反动阶层。而事实证明，买办是当时中

国最懂得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一部分人，他们

也有民族性、爱国性的一面，也正是他们直接促进

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7]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

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失败而抹杀他们介绍、引入、

实践西方先进生产方式，以及对近代中国民族资本

主义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引导学生认识到，他们

都很好地把握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

具有强烈的世界意识和宽广的国际视野，并展现了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也正是“家国情

怀”的题中应有之意。把握了这些，学生自然会涵

养更高水平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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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傅斯年先生的说法“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

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

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史料”。按照史料形式

划分，又可以分为文字史料、图片史料、实物史料、

口述史料、影像史料等。不同类型的史料，价值也

不一样，一般而言，实物史料的可信度大于文字史

料，一手史料的价值大于二手史料。但是，这些判

断依据并非绝对，以材料二中的五则史料为例，史

料 2属于今人的研究成果，属于二手史料；史料 1、
3、4尽管是古文献，但都是在前人遗留下的文献中

进行了再加工，依然属于二手史料。但就史料的价

值而言，史料 1和史料 4可用于宋代历史的研究，

史料 3尽管是宋人所著，然并未涉及宋朝的历史，

就本问而言属于无效史料。史料 5是宋人笔记，属

于研究北宋都城汴京的一手史料，史料价值大。通

过该问让学生了解史料的来源和内容，学会区分、

辨别不同类型史料，认识其价值。尤其对学生强调

史料价值并非绝对化，具有相对性，须根据研究的

问题辩证看待。

材料三：宋太宗即位之初就出现“诸军战骑多

阙”的情况，仁宗庆历四年“陕西、河北、河东填
（马）五分，余路填四分”，至和元年“诏军士戍

陕西、河东、河北填七分，余路填六分。”哲宗初

年“马军所阙马应给者，在京、府界、京东、京西、

河东、陕西路无过七分，河北路无过六分”，“然

其后诸军阙马者多。”[2]

材料四：契丹骑兵“每正军一名，马三匹”。[3]

设问 3：材料三反映了什么现象？比较材料三

和材料四，能说明北宋缺马吗？

设计意图：引用《宋史》、《辽史》等官修史

书中的材料，增加证据可信度的同时，还旨在介绍

史料实证的基本方法——互证法，通过两种及其以

上的史料对探究问题进行相互印证对比，以此培养

学生互证意识，掌握实证方法。材料三记载了宋太

宗、仁宗和哲宗时期军队战马配给情况，纵向对比

可知，军队缺马的现象几乎贯穿了整个北宋。材料

四记载了与北宋同时期的契丹（辽）军队战马配给

情况，材料三和材料四形成鲜明对比，再次印证北

宋军队缺马的事实。但是这两则材料主要反映了北

宋军队缺马的现象，对“北宋缺马”这个结论还需

要其他证据进一步论证。

材料五：据宋人笔记记载，北宋徽宗时期“京

师人多赁马出入”。宋代租赁马匹乘骑一次的价格

约在 100 文左右，宋代一般百姓一天的收入约为

100 文，维持一天的生活，每人约需 20 文，每家约

100 文。[4]

材料六：有宋一代御马总额一般不超过3000匹。

这个数字与唐朝时期相比就相形见绌，唐太宗贞观

二十三年“以厩马 ( 即御马 ) 靡费，留三千匹，与

并送陇右”，唐德宗建中元年，从关辅地区购买御

马二万匹。[5]

设问 4：材料五和材料六分别从什么角度反映
北宋缺马的现象？

设计意图：材料五和材料六来源于今人的研究

成果，分别从租马行业和宫廷御马的视角证明北宋

缺马的现象。分析材料五中的数据，学生不难发现

宋代民间租马价格高昂，按照“物以稀为贵”的原

则，可知马匹在民间属于奢侈品。这与《清明上河

图》中反映的缺马现象基本吻合，图文互证进一步

增强了结论的可靠性。材料六纵向比较唐宋两代御

马数量，通过对比可得，宋代御马数量远不及唐朝，

更加说明宋代缺马的事实。

综合上述材料的印证，北宋缺马已成定论。但

是为了使结论更具有说服力，笔者补充材料，拓展

视域，将视角从北宋转移到“国外”，通过北宋与

周边国家和地区马匹贸易的情况作进一步论证。

材料七：辽、北宋、西夏时期全图

材料八：耶律唐古曾“严立科条，禁奸民鬻马

于宋、夏界。”[6]

材料九：西狄“剖分为二，其右乃西戎之东偏，

为夏贼之境，其左乃西戎之西偏，秦、泾、仪、渭

之西北诸戎是也。夏贼之众，未尝以匹马货易于边

郡，是则中国备征带甲之骑，独取于西戎之西偏。”[7]

材料十：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 980 年）到宋

徽宗宣和三年（公元 1121 年）这 131 年间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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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大规模从西北地区买马有 14 次，少则 5000 匹，

多则达 6 万余匹 ( 宋初太祖、太宗时期因资料缺乏

没有统计 )，总共买马达 320554 匹。其中吐蕃马占

有很大比重。[8]

材料十一：宋太祖诏令：“蠲登州沙门岛居民

租赋，令专治舟渡女真所贡马。”神宗时期甚至下

诏：“在先朝时，女真常至登州卖马。”徽宗时期，

为了联金复燕，蔡京、童贯建言徽宗说：“国初时，

女真常奉贡，而太宗皇帝屡市马女真，其后始绝。

今不若降诏，遵故事，以市马为名，令人访其事体

虚实。”于是徽宗令驻守登州的王师中“募人持诏，

以市马为名，饲其实”。[9]

设问 5：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

北宋缺马的事实及其原因。

设计意图：该问难度较大，旨在培养学生利用

历史地图和文字材料对研究的问题进行“时空定

位”，形成具有因果逻辑关系的证据链，从不同视

角认识和理解北宋缺马及原因。材料七的地图让学

生了解北宋周边“国际环境”，构建学生的空间观

念。通过地图可以直观感受到北宋并非一个统一的

朝代，在地缘上面临与周围几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根据初中所学知识，北宋初期与辽、西夏等政权互

有征伐，且常处于劣势。原因之一就是北宋缺乏战

马，无法组建一支大规模的骑兵部队，而为数不多

的骑兵只能作为步兵的附庸，根本发挥不出骑兵应

有的威力。在“自古论兵，必以马先”的冷兵器时

代，马匹数量的多寡优劣决定了一个国家军事实力

的强弱，正所谓国多马则强，少马则弱。正因为马

匹在古代属于重要的战略物资，具有较大的军事和

民用价值，故学生对材料八中辽国严令禁止卖马与

宋、夏的做法就不难理解。同样，西夏控制的河西

走廊也是中国从古至今的良马产地，但因宋夏战争

导致西夏“未尝以匹马货易于边郡”。考虑到马匹

习性喜凉，南方炎热的气候极大影响马匹的繁殖和

生长。结合材料七、八、九，可以推知北宋要想购

得用于作战的马匹，只能选择北方的吐蕃诸部和女

真部落。材料十和十一恰恰证实了这种推论，尤其

是材料十一，北宋初期甚至用船将女真马运送至宋

境。这里面除了有“联金（女真）抗辽”的政治考

量外，也从侧面进一步印证北宋缺马的窘态。

二、教学反思
综合本课所学，学生不仅解决了“北宋缺马

吗？”这个问题，还进一步阐释了其中的原因。通

过上述材料学生可知：北宋尽管结束了唐末五代时

期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但并没有像汉唐一样实现

真正的统一。中国最重要的两大牧场基地燕云地区

和河西走廊分别被辽和西夏控制，这就致使北宋丧

失了主要的战马来源地，这是导致北宋缺马的主要

原因。辽、西夏等国对马匹不同程度的“禁运”，

加剧了北宋境内马匹的稀缺，所以北宋时期上至皇

室，下至民间，马匹都显得弥足珍贵。北宋为了解

决“马荒”问题，不惜对外大肆购马，甚至从海路

运买女真马匹。

结论的得出和原因的解释来源于对史料的辨析

和推断。通过本课学习，笔者旨在让学生掌握史料

实证的基本方法和程序。首先搜集与研究问题相关

的史料，辨析史料的类型、来源、真伪及其价值。

其次，分析史料内容，提取史料中的有效信息，并

对之进行整理、归纳，再对之进行合理推断。第三，

综合所有信息，形成逻辑严密的证据链，使之成为

阐释历史问题的依据。最后，在史料实证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的认识，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历史解释。

当然，中学生在史料实证的过程中达不到专业历史

学家对历史问题研究的能力和要求，但是通过开展

史料实证的课堂教学，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

成史料实证的意识和能力则是中学历史教学所必需

的，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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