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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历 史史

作答史料题要分步骤讲方法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正高级教师 田子刚

史料是人们了解过去、认识历史的重要依据和基础。考生在运用史料时，要秉持大胆怀疑、多源互证等原

则。对不同类型的史料，考生需要了解其产生的具体情境，对其反映的历史信息形成准确认识。史料类型及其

价值题在北京近年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中每年一题几成定例。本文将就这一类型试题的解答思路作出分享。

例题及参考答案

例1：2020年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第16题

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以官修的正

史、实录为基础，同时参考了各种史料。他另外撰

成《资治通鉴考异》，说明取舍史料的理由。以下

是《考异》的几个事例：

材料一 关于隋末名将薛仁果的名字，《考

异》提到《旧唐书》《新唐书》《柳宗元集》写作“仁

杲”，《太宗实录》写作“仁果”。而唐太宗陵墓前有

石马六匹，其中一匹的铭文为“白蹄乌，平薛仁果

时所乘”。《考异》认为石马铭文“最可据”。

材料二 关于唐玄宗的生日，《考异》提到《玄

宗实录》记载的是八月一日，但通过查询历法发现

这一时间有误。玄宗时文人顾况有诗曰：“八月五

夜佳气新，昭成太后生圣人（即皇帝）。”故而《考

异》认为玄宗生日是八月五日。

材料三 关于吐蕃赞普世系，唐代林恩撰写

的杂史《补国史》记载，唐文宗时吐蕃彝泰赞普去

世，其弟继位。此事《文宗实录》《旧唐书》都没有

记载，《考异》参照《补国史》编入。

【问题】（1）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参考了哪

些类型的文献史料，根据上述材料举例说明。

（2）根据上述材料，说明《资治通鉴》在哪些情

况下会采用官修史书以外的其他史料。

【答案】（1）①史书：又可分为实录，如《太宗实

录》；正史，如《旧唐书》；杂史，如《补国史》。②文集

（和诗歌），如《柳宗元集》、顾况的诗。③石刻、碑铭

（或金石史料），如唐太宗陵墓前的石马铭文。

（2）①当官修史书出现明显史实错误时，参照

可靠的杂史、诗文等来编写。如材料二中《玄宗实

录》关于玄宗出生日期的记载有误，司马光采用了

顾况诗中的描述。②官修史书史事缺载时，酌情

根据杂史、小说的记载补入。如材料三中《实录》

《旧唐书》都没有记载吐蕃彝泰赞普去世，司马光

根据《补国史》补入。③多种官修史书记载相互冲

突时，采择与历史事件时间更近、错误可能性更小

的其他史料。如材料一中正史与实录记载有冲突

时，采用了唐太宗陵墓前的石马铭文。

例2：2023年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第17题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致敬！致远舰！致远舰是北洋海军主力巡洋

舰，1894 年 9 月在甲午海战中沉没。战争结束后

清廷颁布上谕，大力褒扬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赐谥

“壮节”，从优议恤。有挽联云“此日漫挥天下泪，

有公足壮海军威”。

材料一 致远弹药尽，适与倭船吉野值。管带

邓世昌……谓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

以集事（成事），遂鼓快车，向吉野冲突。吉野即驶

避，而致远中其鱼雷，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

刻沉没，世昌死之，船众尽殉。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1897年）（此
书多参考当时的公文、电报、私人信函等）

材料二 （致远舰）被 1 枚重炮弹……命中了

水线。总之不管怎样，它开始严重倾斜，显然是受

到了重创。该舰的管带……下定决心与敌人同归

于尽，于是向一艘敌人最大的军舰冲锋，准备实行

撞击。一阵重炮和机关炮弹的弹幕扫过他的军

舰，倾斜更加严重了，就在即将撞上敌舰之际，他

的船倾覆了。军舰从舰首开始下沉……所有舰员

与舰同沉。

——镇远舰美籍雇员马吉芬的回忆（《世纪
杂志》，1895年）

材料三 致远舰水下考古……由国家文物局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通力合作，汇集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在丹东市

政府的支持下，联合海洋勘测、潜水打捞等行业的

技术力量，于2016年秋圆满完成致远舰考古调查

任务。

此次调查，也对致远舰的破损情况有了较准

确的掌握，整体保存一般，钢板、锅炉零件因爆炸

而抛离原来位置，火烧情况严重。

考古发现外壳板保存完好……近艏部处发现

保存完好的鱼雷引信、一些完好的弹药，均说明并

未发生被鱼雷直接击沉或鱼雷舱中炮发生殉爆。

致远舰……处于北洋舰队左翼最外围的位

置，也是最容易成为日军集火攻击的对象……中

炮进水后……一直坚持在战场上（考古揭示出大

面积的火烧痕迹）。

——《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报告》（2023年）
【问题】 辨析和考证上述材料，并描述致远舰

官兵英勇殉国的过程。

【答案】 材料一出自时人的军事著作，多参考

当时公文、电报、私人信函等一手史料，可信度较

高，但受到时代、作者个人立场、参考资料选择等

因素影响，事件真实性需要更多资料印证。材料

二来自战争亲历者的口述，是一手史料，可信度较

高，但受到个人立场、记忆偏差等因素的影响，事

件真实性需要更多资料印证。材料三是现代专业

考古人员，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联合多方技术

力量完成的考古研究新成果，对致远舰沉船事件

认识更全面，可信度高。

过程描述：甲午海战中，清廷北洋舰队与日

军在黄海海面作战，致远舰处于北洋舰队左翼最

外围，受到日本舰炮攻击中弹燃烧，零件爆炸，船

舰进水后逐渐倾斜，管带邓世昌指挥全舰将士坚

持作战，准备撞击日本船舰，最终因船舰倾覆沉入

大海，全军覆没。

作答思路解析

由以上例题可以看出，史料价值题的结构一般可

分为史料类型、是否真实可靠、史料价值高低、具有怎

样的史料价值等几个部分。作答时，考生要分步骤、

有层次地进行。

第一步，先要回答史料类型。回答史料类型一般

采用大类加具体类别的方式，可以回答材料属于文献

史料之正史、文献史料之文集等，或口述史料之回忆

录等，或图像史料之绘画、图像史料之雕刻等。

第二步，要回答史料是否真实可靠。一般可分为

真实可靠性高、真实可靠性较高、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三类。实物史料更能客观反映历史，真实可靠性高。

对于其他类型史料的真实性要做具体分析，文献史料

中的一手史料真实可靠性较高，现代史学研究成果，

建立在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其客观性和真

实性较高，文学作品仅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第三步，要回答不同类别史料价值的高低。一般

可分为史料价值高、史料价值较高、具有一定的史料

价值三类。实物史料属于一手史料，史料价值最高。

实物史料可以补充文献史料不足，和文献史料互证。

第四步，要具体分析不同类型的史料具有怎样的
史料价值。正史具有权威性，别史、杂史、野史可以补

充正史不足，可以和正史互证。新闻采访属于亲历，

作为一手史料，史料价值较高，但带有主观性；报刊类

材料具有连续、真实的特点，忠实记录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是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材料，同

样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集类材料含有历史人物

的生平记录，以作者本人的文章与书信等为主，能较

好记录历史人物的活动与思想，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但因历史人物的文章具有一定主观性，需要整合同时

期的其他佐证资料进行比照研究。文学作品能够反

应当时的时代特征，或者折射反映一些具体的历史事

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文学作品有艺术加工成

分，在人物、情节等方面有虚构的成分，需结合其他史

料相互佐证。现实主义文学是观察社会、研究历史的

重要资料，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佐证。口述类材料主

要以历史人物的记忆、答问为主，能较好地反映历史

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在历史细节中的原貌，但因为口

述者的主观意识、观点立场等不同，以及记忆的模糊

性，会导致其与历史真实有一定差距；近现代新发现

史料为研究提供新资料、新视野、新角度，时间近的史

料相对史料价值更高。

第五步，要对多种、多个史料进行比较。不同材

料的相同点就是可以确认的史实，可以从什么时间、

发生了什么事、结果如何三个方面进行表述。对于不

同材料间的矛盾之处要进行分析，解释不同的原因，

包括时代因素，研究方法、角度不同，政治因素的影

响，阶级利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作者的主观色彩、

时间远近的影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