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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史学名著选》是为高等学校历史专业课程史学名著选读编选的。
目的在通过选本训练学生阅读古典历史文献的能力，并略知我国古代著名历史著作的各种体裁和基本
内容。
本书先编选《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六种选本，分
册印行。
体例不要求一致。
或按年代先后，或按原著卷帙次第，或按问题性质分类，编次成书。
选本重点选录名著的代表作品，包括它所反映的这一特定时期的主要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杰出
人物的活动、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发现、文化思想的流派和民族关系等内容，以及著者的历史观点。
选本作了必要的简单注释，旧注可用的尽量采用。
《三国志》裴松之注全录，《通鉴》胡三省注除反切外全录。
选本尽可能采用最新整理出版的标点本，没有新标点本的选用较好版本，必要时附加校勘记。
选本对于选录的名著都作了说明，简单介绍它的内容、体例、写作经过和通行版本，以及著者的生平
、重要著述和学术影响，并说明选本的选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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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史学名著选》是为高等学校历史专业课程史学名著选读编选的。
目的在通过选本训练学生阅读古典历史文献的能力，并略知我国古代著名历史著作的各种体裁和基本
内容。
　　本书先编选《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六种选本
，分册印行。
体例不要求一致。
或按年代先后，或按原著卷帙次第，或按问题性质分类，编次成书。
　　选本重点选录名著的代表作品，包括它所反映的这一特定时期的主要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
杰出人物的活动、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发现、文化思想的流派和民族关系等内容，以及著者的历史观点
。
　　选本作了必要的简单注释，旧注可用的尽量采用。
《三国志》裴松之注全录，《通鉴》胡三省注除反切外全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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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冉昭德，西北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陈直，江苏镇江人，生于1901年。
青年时代做过学徒、家庭教师、县志篡修、县志编修委员、义学教员等。
曾考取清华研究院，因家境贫寒，未能就读。
他坚持自学研究，完成了多种著述，并参加了丁福保主编的《古钱大词典》的撰写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他拒绝了日伪的封官许愿，于1940年毅然逃出沦陷区，绕道香港，经昆明、贵阳、成
都，抵达陕甘。
相继供职于兰州、西安等地的金融机构，以此作为谋生手段。
在此期间，他将一切业余时间倾注于秦汉瓦当、货币、玺印、陶器的收集与研究工作。
1950年，经著名学者、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的推荐，由侯外庐校长约请，来西北大学历史系执教。
1963—1964年间，应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和佟冬的邀请，赴北京大学和东北文史研究所，进行了较长时
间的讲学活动。
由于种种特殊原因，1979年才晋升为教授。
曾兼任文物陈列室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秦汉史研究室主任、西北大学学术委员会、陕西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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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说明高帝纪上高帝纪下武帝纪 [存目，卷六武帝纪第六]百官公卿表序 [存目，卷十九上、下百官公卿
表第七上、下]食货志上食货志下艺文志序萧何传贾谊传晁错传苏武传董仲舒传公孙弘卜式兄宽传赞张
骞传 [存目，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主父偃传杨恽传霍光传赵充国传 [存目，卷六十九赵充
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贡禹传鲍宣传赵广汉传扬雄传赞刘歆传儒林传序龚遂传咸宣传严延年传原涉传匈
奴传赞西域传序赞外戚传序李夫人传王莽传 [存目，卷九十九上、中、下王莽传第六十九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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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萧何，沛人也。
①以文毋害为沛主吏掾，②高祖为布衣时，数以吏事护高祖。
高祖为亭长，常佑之。
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
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辨之。
③何乃给泗水卒吏事，④第一。
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
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尝为丞督事。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臧之。
⑤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
初，诸侯相与约，先入关破秦者王其地。
沛公既先定秦，项羽后至，欲攻沛公，沛公谢之得解。
羽遂屠烧咸阳，与范增谋日：“巴蜀道险，秦之迁民皆居蜀。
”乃日：“蜀汉亦关中地也。
”故立沛公为汉王，而三分关中地，王秦降将以距汉王。
汉王怒，欲谋攻项羽。
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谏之日：“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
”⑥汉王日：“何为乃死也？
”何日：“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
《周书》日‘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语日‘天汉’，⑧其称甚美。
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⑨汤武是也。
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汉王日：“善。
”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
何进韩信，汉王以为大将军，说汉王令引兵东定三秦。
语在《信传》。
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①使给军食。
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②为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
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
计户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
上以此刳属任何关中事。
⑤汉三年，与项羽相距京、索间，⑥上数使使劳苦丞相。
（z）鲍生谓何日：“今王暴衣露盖，数劳苦君者，有疑君心。
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益信君。
”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汉五年，已杀项羽，即皇帝位，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不决。
上以何功最盛，先封为赞侯，⑧食邑八千户。
功臣皆日：“臣等身被坚执兵，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
今萧何未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居臣等上，⑨何也？
”上日：“诸君知猎乎？
”日：“知之。
”“知猎狗乎？
”日：“知之。
”上日：“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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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今诸君徒能走得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
且诸君独以身从我，多者三两人；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
”群臣后皆莫敢言。
列侯毕已受封，奏位次，皆日：“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
”上已桡功臣多封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⑩然心欲何第一。
关内侯鄂（千）秋时为谒者，①进日：“群臣议皆误。
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
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②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
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乏绝者数矣。
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
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待陛下，此万世功也。
今虽无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
汉得之不必待以全。
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
萧何当第一，曹参次之。
”上日：“善。
”于是乃令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⑧上日：“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待鄂君乃得明。
”于是因鄂（千）秋故所食关内侯邑二千户，封为安平侯。
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余人，皆食邑。
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钱二也”。
陈稀反，上自将，至邯郸。
而韩信谋反关中，吕后用何计诛信。
语在《信传》。
上已闻诛信，使使拜丞相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
诸君皆贺，召平独吊。
召平者，故秦东陵侯。
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瓜美，故世谓“东陵瓜”，从召平始也。
平谓何日：“祸自此始矣。
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内，非被矢石之难，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新反于中，有疑君心。
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
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
”何从其计，上说。
其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
日：“为上在军，拊循勉百姓，⑤悉所有佐军，如陈稀时。
”客又说何日：“君灭族不久矣。
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不可复加。
然君初入关，本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尚复孳孳得民和。
上所谓数问君，畏君倾动关中。
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贰以自污？
⑥上心必安。
”于是何从其计，上乃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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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左传》是编年史.在选题时要避免过分零散，就必须参用纪事本末体；但如完全采用纪事本末体，就
有很大一部分应当选用的资料.要因为零散而被割弃。
因此《汉书选》除尽量采用纪事本末体外，仍保存了原有的编年史的体制.以容纳许多不能联系的资料
。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它是我阁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以毕生精力所撰成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时期，记
述了共约三千年的历史。
《汉书》亦称《前汉书》，《汉书》的名称，是班固自定的，见《叙传》《前汉书》之称，是对《后
汉书》而言。
粱元帝《金楼子-聚书篇》说：“又使孔昂写得《前》、《后汉津》《史记》、《三国志》，《晋阳秋
》合得六百三十卷。
”为《汉书》加“前”字之始。
范哗著《后汉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做过比较，得出结论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
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
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
”因此他采用了纪传体。
陈寿的《三国志》，就大体说来，超出于其他诸家关于魏、蜀、吴三国史事的撰著，后人对它评价颇
高。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
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
”但是其中也有一些问题，引起后人的批评与责难。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
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部编年体通史，这鄙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0三年），下
迄后周驻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全书分为：百九十四卷，甩三百多万字，写出了三百六十二年的历
史，文字简练，记事周详，在当时来说，是一部空前的编年史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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