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家小书·司马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家小书·司马迁>>

13位ISBN编号：9787200086706

10位ISBN编号：7200086703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北京

作者：季镇淮

页数：18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家小书·司马迁>>

前言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
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
。
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
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
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
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
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
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
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
的乐趣。
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
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
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
们价值不菲。
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
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
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
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
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
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
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
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
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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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马迁》的主旨是在于展示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家与文学家的风采，作者季镇淮要达到的目标，
一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料，丰富论述，让司马迁这位文化伟人的形象能够更加突出；一是通过那些疏理
和说明来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的某些方面，以便代替那些悬在一边的社会背景的概述，非常值得一读。

《司马迁》这本小书并不想把关于《史记》的问题全部解决，因此过去的那些考证、研究，实际需要
参考的并不太多。
它只是从司马迁出发，初步提出一些对于《史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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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镇准(1913～1997)，江苏淮安人，字来之。
文学史家。
1941年于西南联合大学师从闻一多先生研治古典文学。
1946年起，任教清华大学；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副教授、教授及系主任。
社会兼职与荣誉有：闯一多研究会会长、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名誉会长、近代文学学会顾问等。
著有《司马迁》、《闻朱年谱》、《来之文录》、《来之文录续编》，主编《近代诗选》、《中国大
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近代文学分支、《中国文学通史系列
近代文学史》(未出)，参与主编《中国文学史》、《历代诗歌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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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司马迁的这一次长途漫游，是一个壮举，也是一个创举。
这是他的学习和实践。
他游历了祖国的广阔山河，接触了广大人民，考察了历史遗迹，知道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逸事、逸闻，
了解了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胸襟，他的收获不但是丰富的，而且是
极可宝贵的。
这对于他后来整齐“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的伟大工作，无疑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彭城、沛、丰一带的漫游收获，这对于他后来描写秦楚、楚汉战争的形势和以刘
邦为首的汉王朝初期统治集团的面貌，必然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不过很可惜，司马迁这样有目的、有意义的漫游，我们知道得很不全面，即如他究竟费了多少时间，
我们也不能知道——以情理推测，大概至少也需要一二年的时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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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司马迁的传记资料，主要的只有《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和《汉书》的《司马迁传》两篇，其他散
见于《史记》的许多篇“论赞”和《史记》以外的几条，都是一些零碎的、不完整的。
    写作历史人物的传记，大家知道，重要的应是叙述人物的具体事迹，从而塑造生动的鲜明的形象，
得出确实可靠的结论。
上述那点资料所反映的司马迁的生平活动，好像一棵丰满的大树，经过二千一百年的风霜雨露，脱落
了无数枝叶，剩下的只有一些根干了。
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司马迁的全部事迹，不但许多细节不具备，即使作为一个简略的梗概
看，也还是很不完整的。
要想根据这些资料，写一本详实的司马迁的传记，无疑是有困难的。
    人物传记基本上是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的，它不允许驰骋想象。
写《司马迁》也只能根据这点资料说话。
空白的地方只好让它空白。
    然而这点资料，当笔者要想充分利用的时候，立刻就又觉得，它们虽然说得很简单，但是却涉及了
广大的知识领域，即涉及了整个的古代社会文化，牵连过广，以致茫无头绪。
写《司马迁》，对笔者来说，根本上的问题，实在是学力不够。
《司马迁》是需要也值得研究古代文化的专门家来写的。
    写作时给笔者的工作以极大帮助的是诸家的年谱。
其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许多疑难问题，它差不多都解决了。
    这本小书只是把那些分散零碎的资料，加以集中，加以必要的梳理和说明，期在充分地理解事实，
使那些骨瘦如柴的事实多些血肉，使这位文化伟人的形象能够稍稍突出。
同时它也企图通过那些梳理和说明能够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的某些方面，以便代替那悬在一边的、社会
背景的叙述。
但是当笔者这样作的时候，常常感觉力不从心。
    司马迁和《史记》是不可分的。
《史记》的问题，从来很多，过去的考证、研究也是很多的。
这本小书并不想把关于《史记》的问题全部解决，因此过去的那些考证、研究，实际需要参考的并不
太多。
它只是从司马迁出发，初步提出一些对于《史记》的看法。
    章节的分量很不均衡，文字的叙述也很笨拙，这些都是本书显而易见的缺点。
笔者只希望能对基本事实理解不错，而且把它们叙述明白，如此而已。
    笔者过去没写过什么东西，写作和研究的经验都是很差的。
这本小书从一九五四年初寒假里开始写，开学后由于备课紧张，就停止了。
一九五四年暑假里又继续写，到九月底，大致是写完了。
学力薄弱，而成书匆促，错误是绝对难免的。
笔者诚恳地希望专家和读者多多地给以批评。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初稿    十二月十五日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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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家小书:司马迁》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阅读大家经典、感受大家风范、普及大家知识、传承大家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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