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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司马迁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今名。
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全书五十多万字，记叙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全面反映了陶
唐以来到西汉前期上下三千年的历史面貌，是具有开创性的史学巨著，所创纪传体例，为后世史书所
沿用。
全书运用塑造文学形象的笔法，对这一时期的帝王将相、学者商人、刺客游侠以及农民起义领袖等各
阶层人物，作了鲜明生动的描绘，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幅绚丽多姿的社会生活画卷。
因此，鲁迅先生称赞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部《史记今注》，是为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提供的《史记》新注释本，帮助他们在学习的
进程中深入领会这部伟大的著作，这对于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增进文化素养，乃至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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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提供的《史记》新注释本，帮助他们在学习的进程中深入领会
这部伟大的著作，这对于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增进文化素养，乃至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正文以百衲本为底本，并参照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标点本，用简化汉字排印。
全书130篇，包括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均于篇末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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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
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
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
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
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机祥废而不统。
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
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邪于终。
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邪于终，事则不悖。
其后战国并争，在于强国禽敌救急解纷而已，岂遑念斯哉！
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
而亦因秦灭六国，兵戎极烦，又升至尊之日浅，未暇遑也。
而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更名河日“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
然历度闰余弱，未能睹其真也。
汉兴，高祖日“北畴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
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
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
高后女主，皆未遑。
故袭秦正朔服色。
至孝文时，鲁人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言“汉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
当有瑞，瑞黄龙见”。
事下丞相张苍，张苍亦学律历，以为非是，罢之。
其后黄龙见成纪，张苍自黜，所欲论著不成。
而新垣平以望气见，颇言正历服色事，贵幸，后作乱，故孝文帝废不复问。
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盯；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
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
因诏御史日：“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广延宣问，以理星度，未能詹也”。
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
然盖尚矣。
书缺乐弛，朕甚悯焉，朕唯未能循明也。
细绩日分，率应水德之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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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记今注(套装上下册)》为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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