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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
她不仅记录着人类、民族、国家及社会的发展演变历程，传承着文明的智慧和种子，而且昭示着未来
的趋向。
人们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因为她为当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其实，历史又是了解现实的一把钥匙，因为她提供的经验教训，使人们能更理性地把握和认识现实。
　　当今，全球化下的人类社会发展日益面临诸多紧迫而又深远的重大问题，如人口膨胀与资源短缺
、大工业生产与环境破坏、技术突变与道德危机、经济差异与社会和谐、文化宗教融合与冲突以及战
争与和平等等矛盾。
这些困扰人类社会以及各国发展的矛盾，固然是现实问题，其实都存在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演变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站在更长远的时间段和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分析，对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无疑具
有更大的益处。
这便是历史学价值的现实体现。
　　西北大学的前身为陕西大学堂，创立于1902年。
此后校址校名几经变迁，至1937年抗战爆发时，又一度与内迁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
院等共同组建了西北联合大学。
其后，正式定名为国立西北大学，直至今日。
　　西北大学历史学科，自1937年正式创建以来，一直是传统优势学科。
数十年来名家辈出，如黄文弼、马师儒、王子云、侯外庐、陈登原、马长寿、史念海、陈直、张岂之
、彭树智、林剑鸣等等著名学者先后在此执教，并推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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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
她不仅记录着人类、民族、国家及社会的发展演变历程，传承着文明的智慧和种子，而且昭示着未来
的趋向。
人们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因为她为当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其实，历史又是了解现实的一把钥匙，因为她提供的经验教训，使人们能更理性地把握和认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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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崇文抑武”方略下的宽纵武将之道　　众所周知，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各地节度使拥兵
自重，尾大不掉，全国藩镇割据。
武人逐渐成为政坛上的主角。
至五代时期，武夫悍将完全左右政局。
后晋大将安重荣就曾公然宣称：“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正如南宋范浚所言：“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
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
”　　为了革除前代积弊，赵宋王朝从建国伊始便全力强化中央军事集权，重新确立天子权威。
开国皇帝宋太祖除了采取“杯酒释兵权”、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更戍法”等举措收夺兵权外
，还尊崇儒学、重视科举制度，广泛地吸纳文人参预政权，提高文臣地位和权威，以形成对武将群体
的制衡机制。
在宋太祖看来，文人儒士不可能对王朝统治构成威胁。
他曾对宰相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
未及武臣一人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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