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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
回溯人类的足迹，人们首先看到的总是那些在其各自背景和时点上标志着社会高度和进步里程的伟大
人物。
他们是历史的丰碑，是后世之鉴。
黑格尔说：“无疑，一个时代的杰出个人是特性，一般说来，就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总的精神。
”普希金说：“跟随伟大人物的思想是一门引人入胜的科学。
”作为21世纪的继往开来者，我们觉得，在知史基础上具有宽广的知识结构、开阔的胸襟和敏锐的洞
察力应是首要的素质要求，而在历史的大背景中追寻丰碑人物的思想、风范和足迹，应是知史的捷径
。
考虑到现代人时间的宝贵，我们期盼以尽量精短的篇幅容纳尽量丰富的信息，展现尽量宏大的历史画
卷和历史规律。
为此，我们编撰了这套丛书。
编撰丛书的过程，也是纵览历代风云、把脉伟人心路、吸收历史营养的过程。
沉心于书页，我们随处感受着各历史时期制高点上的人物和由伟大人物顺应时势体现、推动历史的人
类征服力量。
我们随着伟人命运及事业的坎坷与辉煌而悲喜，为他们思想的深邃精湛、行为的大气脱俗而会意感慨
、拍案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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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的丰碑·中国史学的圭臬：司马迁》介绍了司马迁的成长史。
司马迁不仅在学术上有令人惊叹的高深造诣，而且有着很高尚的道德修养。
他在受到腐刑的不幸遭遇后，忍辱负重，坚持完成了《史记》一书的写作。
司马迁在史学、文学上的杰出成就，体现在不朽的《史记》书中；而《报任安书》这篇催人泪下的作
品，事实上回答了他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完成《史记》写作的。
鲁迅先生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肯定了《史记》一
书的伟大成就和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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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时势造英雄”。
如果说，汉、唐二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大盛世，在唐代的盛唐年间出现了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
白居易，那么，在汉武帝的汉代盛世，所产生的伟大史学家、文学家则是司马迁。
无数的历史事实表明，是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一批批的伟大历史人物。
像司马迁这样一位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如果不把他同所
处于的时代联系起来，使他“回归”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之中，我们又怎能认识和理解他所取得的
那些伟大成就呢？
战国中期大思想家孟轲所说的“知人论世”原则，是根有道理的。
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卒年与汉武帝的卒年大致相同。
汉武帝在位期间的西汉王朝，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我们知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央集
权制封建王朝。
然而，秦始皇特别是秦二世的暴政，使广大人民无法生活下去，终于在公元前209年爆发了陈胜、吴广
所领导的大泽乡起义。
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怒火，埋葬了秦王朝。
接着而来的是长达5年之久的楚汉战争。
公元前202年，刘邦于垓下打败项羽，同年10月在定陶即皇帝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西汉王朝。
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连年的战乱，受难最为深重的是广大的劳动人民。
西汉建国之初，面临着异姓诸侯王拥兵自重、北方匈奴不断骚扰、社会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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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的丰碑·中国史学的圭臬：司马迁》中提到的司马迁是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
文化、曾涌现出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
汉代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对后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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