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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中历史学习中的“马伯庸现象”
——一节历史活动课的设计与思考

洪钱玉

余姚市高风中学，浙江 宁波 315400

摘要：随着《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等历史剧的流行，相应的原著引起

了学生的巨大兴趣。学生在阅读马伯庸的书籍过程中不仅收获乐趣，更回顾了一些高中教科书中

涉及到的历史知识，这不失为一种良好现象，此现象笔者将其暂名为“马伯庸现象”。本文将以

课标与教材为根本，从马伯庸的著作《长安的荔枝》出发，探求其中涉及的历史知识，组织设计

一节历史活动课，以期能在中学教学实际中寓教于乐，将课堂学习与课后活动有效联动，较好地

落实《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所要求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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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来，诸多历史类小说相继被改编为

电视剧，诸如《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

的大明之丝绢案》、《长安的荔枝》等，这些

电视剧或长或短，讲述的事件较为完整，涉及

的历史信息极为丰富。以上所举的这些电视剧

原著皆出自于马伯庸，他亦有一个“尊称”—

—马亲王，一位著名的历史小说作家。马伯庸

的历史小说时间跨度较大，涉及三国、隋唐、

明朝等朝代，其小说特点是叙述流畅、通俗易

懂，事件通过其描述得以缓缓呈现，磅礴厚重

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这与他深厚的历史与文

学功底是分不开的。马伯庸的历史小说源自于

丰富的史料与其精巧的构思，其中不乏蕴含了

诸多高中历史教材中所涉及的知识点，如若教

师能够进行良好的引导，设计一节历史活动课

带领学生将课内课外有效联动，做到寓教于乐，

那不失为一桩美谈。纵观国内的相关研究，叶

盛等人撰写的《重视“被遗忘的角落”——统

编历史教材中活动课教学的探索与思考》对历

史活动课如何设计有较好的研究，罗慧老师的

《基于主题探究式的高中历史活动课实践》更

是对活动课的组成构思有独到见解。回到教育

实际，新高考背景下提倡学生由接收式学习转

为探究性学习，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中因

多种因素的影响，探究性学习实际上是比较少

的。因此笔者立足于课标与教材，结合马伯庸

先生即将改编为电视剧的著作《长安的荔枝》，

开展历史活动课程的探索与实施，以期培养学

生必备的历史核心素养，以下浅谈自己的几点

思考与设计理念
[1]
。

1 历史活动课程设计背景分析

高中历史学科在传承人类共同文化遗产

和提升公民素质上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它对学

生世界观、历史观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2]
。在

多省市的高考中，历史课程的地位已经与物理

课程基本齐平，成为偏文学生的必选科目，足

见其重要性
[3]
。现行人教版教材内容较多，涉

及面极广，很多时候老师能讲完主体内容已属

实不易。因而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主讲、

学生接受式学习的传统教育模式在大多数地

区仍占主导地位
[4]
。而且短时间内此模式相对

较难改变，但是在“三新”的背景下，适当引

入一些历史活动课是一种丰富传统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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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生历史素养的好方法。除了每本教科书

最后安排的活动课之外，教师应当额外设计与

思考一些有效的、合理的历史活动课，暗合项

目化学习的相关理念。在设计过程中，凭借学

生平时阅读的课外书籍为中心进行设计不失

为一条好的思路
[5]
。

马伯庸的历史小说把他对历史的熟稔和

对现实关怀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文笔幽默且

直击人心，可读性极高。正因为这个特点，使

其拥有了非常庞大的阅读群体，而在马伯庸的

阅读群体中，据笔者观察，高中学生占比是相

对比较多的。高中学生这个群体平时学业压力

较大，放假大多时候也不允许过多使用电子产

品，电视剧自然没时间观看，所以阅读纸质课

外书一直是学生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
[6]
。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诗出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的《过华清宫》，这两

句诗是杜牧的千古名句，讲述了唐玄宗不惜劳

民伤财为杨贵妃供应岭南荔枝的故事。马伯庸

《长安的荔枝》就是以此故事为背景缓缓展开，

整书以李善德这个小人物为核心，串联起了整

个庞大而丰富的故事，将唐朝由盛转衰的过程

展现给了读者。此书一出就受到了广大阅读群

体的欢迎，在各大读书平台上得到了诸多好评，

这不仅是因为其文笔可读性与史料真实性极

为突出，更是因为其中主人公李善德的命运引

起了许多人深深的共鸣
[7]
。

2 《长安的荔枝》涉及的高中历史知

识

2.1 盛唐的社会背景

本故事时间背景为天宝年间，天宝是唐玄

宗李隆基的第二个年号，这一时期是“开元盛

世”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唐朝经过贞观、永徽、

武周等时期的发展，到开元天宝年间达到了政

治、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这在小说中通过

描绘长安城的繁华景象、官员的奢华生活等细

节得以体现。然而，这一时期也埋下了安史之

乱的隐患，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这是唐朝由

盛转衰的转折点。通过李善德的跌宕遭遇和时

代背景的暗示，可以感受到这一历史事件对整

个唐朝社会的兴衰有着深远影响。

2.2 唐朝的行政结构和官员制度

主人公李善德是上林署一个从九品下的

小吏，上林署隶属于司农寺，是国家管理种植

事务的一个部门。从此情节便可以延伸到唐朝

中央的行政制度和官员制度。唐朝中央实行三

省六部制，三省包括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

六部则分别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

工部。从官员制度来说，包括官员选拔、考核、

监察等制度，在书中亦广有提及，比如李善德

科举明算科出身，这可以联系至高中教材中的

知识点：科举分为进士科、明经科、明算科等

多个科目；唐朝以品德和才能考核官员，分九

等进行评价；中央设有御史台履行监察职能。

2.3 唐朝的法律制度与商业贸易

《长安的荔枝》中多次提到《唐律疏议》

这本法典，《唐律疏议》又名《永徽律疏》，

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中华法系

确立的标志，堪称礼法结合的典范，此法典是

高中历史重点知识之一，它对唐朝的法律制度

有着深远的影响。《长安的荔枝》中还通过李

善德与借贷人据理力争的情节，展示了唐朝在

借贷和契约方面的发展，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

二中有提及相关知识：唐朝的信贷业务发展到

了汇兑，并出现了“飞钱”；在买卖、借贷等

多个方面，契约的应用则十分普遍。

2.4 唐朝的民族交往与对外交流

唐朝是中国古代一个高度开放与包容的

时代。一方面，民族交往交融十分频繁，书中

所提的善于种植荔枝的女子阿僮便是“侗人”，

属于西南少数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

流交融在文中多次出现。另一方面来说，唐朝

以其包容的心态吸引了大量外国使节和外国

商人前来拜访与经商。小说中出现的胡商苏谅

等人物，以及李善德擅长壮阔欢腾的“胡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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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细节，都反映了唐朝与外国文化的交融。这

里所涉及的知识还可以延伸到唐代管理民族

与对外事务的两个机构：鸿胪寺和尚书省的礼

部。

2.5 唐朝的赋税制度与货币制度

小说主人公李善德在转运荔枝过程中逐

渐体会到了官场的险恶、资源的浪费与民生的

凋敝。其中地方官员横征暴敛，民众苦不堪言

这一段情节可以关联至唐代的赋税制度，唐代

赋税制度继承于隋朝并有所发展，名为“租庸

调制”，随着唐中期不断的土地兼并，租庸调

制的基础均田制逐步瓦解。在唐德宗年间，赋

税制度改为了一年两征的“两税法”，一定意

义上缓解了国家财政危机，对民生也有一定的

好处。而唐代货币制度主要还是以铜钱为法定

货币，胡商提供给李善德的资金就是大量的铜

钱，与铜钱相关的知识还可以提及开元通宝的

意义。

2.6 唐朝的地方制度与交通发展

《长安的荔枝》主体故事便是把新鲜的荔

枝从岭南运送到首都长安，并保证路上没有任

何腐烂与损害，这在冷链物流高度发达的今天，

好像并不是一件难事，而在一千多年之前，这

乃是一个“奇迹”。书中多次提到李善德规划

运送路线以及如何保存的情节，这里亦可提取

许多高中历史知识，诸如地方的制度：州县制。

荔枝运送路上一路经过了多个州，同时也穿过

了许多山川河流，因此唐代以山川形势把全国

划分为十个“道”也可提及。从交通入手，唐

朝以长安为中心的长达 2.5 万千米的驿站系

统在荔枝转运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综上，《长安的荔枝》涉及了唐朝的社会

背景、法律制度、对外交流以及安史之乱等多

个方面的历史知识。这些历史知识在高中五本

教科书中皆有出现，以此为契机，设计一节历

史活动课，课程主体架构便已基本出现了。

3 《长安的荔枝》活动课主体设计

3.1 知识目标：

在读书中回顾高中历史知识，打通课内课

外的壁垒，使学生了解唐朝天宝年间的社会背

景及荔枝转运的历史背景，掌握唐朝职官结构

和行政运作机制的基本知识，深刻认识安史之

乱对唐朝历史的影响。

3.2 能力培养：

通过阅读《长安的荔枝》，培养学生历史

文献的阅读能力和分析能力，培养学生综合运

用历史信息，进行逻辑推理和批判性思考的能

力，提升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最终起到提升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作用。

3.3 情感态度价值观：

感受以李善德为代表的小人物在历史洪

流中的奋斗与抗争，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奋斗

精神。引导学生思考历史中的权力斗争与民生

疾苦，增强历史责任感和同情心。

3.4 课前准备：

先将班级学生平均分为六组，然后把《长

安的荔枝》小说六章内容分开打印分发给六组

人员，布置学习任务：第一，寻找所拿章节中

涉及的高中历史知识，做整理归纳，到时上课

分享；第二，在班主任、语文老师的支持下举

办一个班级剧本设计大赛，剧本内容出自《长

安的荔枝》，评奖并设置比赛奖品，设计大赛

第一名不仅可以获得奖品，更可以在课上表演，

成为“风云人物”。

对教师本人来说，还需打通五本历史教科

书，提取相关内容，制作关于唐代社会结构、

科举制度、物流交通、安史之乱等主题的 PPT，

并搜集相关视频资料。提前准备历史地图、古

代文献图片和唐代文物图片也是必不可少的

步骤。

3.5 教学流程：

3.5.1 新课导入（10 分钟）

讲述《长安的荔枝》的故事梗概，激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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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兴趣。采用问题导入法，向学生提出问题：

“为什么唐代的皇帝和贵妃会如此迷恋荔

枝？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秘密？新鲜荔

枝怎么从岭南运过来呢？”

3.5.2 小组讨论与分享（30 分钟）

六个小组成员分别进行内部讨论，讨论内

容为在书中找到的与高中历史相关的内容，例

如唐代社会结构与科举制度、物流交通与地方

治理、安史之乱前夕的社会等，此过程大致十

分钟左右，教师巡回指导，解答学生疑问。后

二十分钟为小组之间的分享时间，六个小组分

别派代表发言，将小组讨论成果分享出来。

3.5.3 剧本扮演（10 分钟）

剧本大赛第一名的小组进行分角表演，学

生扮演唐代不同阶层的人物（皇帝、贵妃、上

林署小吏李善德、岭南果农、商人、士兵等），

并进行对话交流，体验不同人物的生活状态和

心理感受。

3.5.4 总结分享（10 分钟）

教师结合 PPT 与视频等资料，总结学生的

发言，回顾高中历史知识，凸显唐代社会的特

点和独特文化价值，评价活动课的实施效果。

3.5.5 课后作业二选一：

写一篇短文，分析《长安的荔枝》中的一

个人物，探讨其在唐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绘制一张唐代从岭南到长安的荔枝运输

路线图，标注重要地点和交通方式。

结语

通过这样一次综合性的历史活动课，是希

望学生能够在阅读《长安的荔枝》类似课外书

籍的时候，能巩固相关的历史知识，培养其批

判性思维和加强其时空观念、史料分析等历史

核心素养能力。而且也希望在此过程中，教师

的教学设计能力、课堂掌控能力、教学评价能

力等多个方面会有较好的提升。当然，在活动

课的设计思考中依然存在着很多不足的地方，

比如：学生对史实的鉴别辨析能力有待提高，

活动评价的机制效果也有待检验等。本次历史

活动课程设计初心是希望打破课堂壁垒，构建

师生深度交互平台，课内课外相结合，涵育课

堂主体，落实学科核心素养，这仍是我们一线

教师孜孜追求的目标。当然，由于课堂实际是

生成性的，以及笔者研究能力水平有限，本文

的设计思考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以求同行的真

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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