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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姚大力，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兼职教授。
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史地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
1987年至1991年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
先后发表三十余篇有关蒙元史和北方民族史的论文。
     本书为他的史学文集，主要内容包括：谈古论今第一人——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漫谈读书，二
十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颠扑不破的老生常谈——读弗拉埃写给青年学生
的一封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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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大力，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1975年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今名云南师范大学）史地系。
198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并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1987年至1997年任教于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1987年至1991年）。
1993年至1995年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和东亚语言文学系当访问学者。
1997年调至复旦大学王作。
先后发表专题论文三十余篇，著有《北方民族史十论》，并参加了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由陈得
芝担任分卷主编的《中国通史》  “中古时代·元时期”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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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谈古论今第一人——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一、 被下狱的太史令   二、 艰难的抉择   三、 从耕读龙
门到走进长安   四、 壮游万里，观想古今   五、 做郎中官的十年   六、 从封泰山   七、 痛诉辛酸报任安
  八、 “无韵之《离骚》”   九、 “史家之绝唱”   十、 身死之谜漫谈读书   一、 前言:书贵熟读   二、 
“读书须成诵”的启示   三、 “不动笔墨不翻书”   四、 专一与善疑   五、 入味而贵自得“安答”心
目中的一代天骄——《蒙古苍狼》大陆版汉译本后跋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
之形成》汉译本代序“成吉思汗”，还是“成吉思合罕”？
——兼论《元朝秘史》的编写年代问题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雅各是另一个马可·波罗吗？
——《光明之城》札记《光明之城》订疑录——对英国学者见解的述评重新讲述“长城内外”——评
《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二十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
——一篇书目式述评“族裔认同”与中国民族史研究重现古代中国汉字书写的历史——读《书于竹帛
》谁更体现了“普遍性”？
——读《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写出一种感觉——读葛著谭其骧传《悠悠长水》
以拒绝“一贯正确”的名义——读约翰·密尔《论自由》挑战“火器ˉ病菌制胜”论——读《十六至
十八世纪的技术、疾疫与殖民征服》假如海瑞不罢官良心照察下的国际政治——《中国的世界精神》
导读漂流异邦的古代中国人《四郎探母》随想傲慢的怜悯——《无法抚慰的岁月》读后颠扑不破的老
生常谈——读弗拉埃写给青年学生的一封信走调的“终战”纪念——读两篇敦促日本坚持战争反省的
外论回溯与展望——从《万历十五年》谈起超越纵横家言——读《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一桩错案能
告诉我们什么？
——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润物细无声——读吕著《中国民族史》极高远而底于平实——
读《张广达文集》火药的应用变化中的国家认同——对中国国家观念史的研究述评历史学失去魅力了
吗？
   一、“史学危机”及其回应   二、他山之石   三、前世业障   四、“灰色”历史与新实证研究琐忆韩
师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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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陵面对的，是由匈奴的最高统治者单于亲自率领的三万骑兵。
单于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便下令对李陵的军队发动进攻。
不料这五千汉军异常勇猛，非但打退了匈奴骑兵的冲锋，还乘胜追击，杀敌数干人。
单于这才知道遇到劲敌了！
他连忙调集八万骑兵围攻李陵。
李陵且战且走，向汉朝边塞撤退。
匈奴也紧追不舍，战斗最激烈时一天交战数十回。
单于越追越没有信心：八万骑兵打五千步兵，非但拿不下，还搞得自己伤亡惨重；更可疑的是这支小
部队似乎是在把自己往南面引，难道汉军在边塞附近设了埋伏？
他是否正在往人家的口袋里钻？
单于犹豫起来，打算停止对汉军的追击。
　　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陵的军中出了一个叛将。
大概实在没有再苦战下去的勇气，他投奔到匈奴一边。
这一来，单于就完全掌握了李陵的底牌：他既没有后援，而且箭也快用完了。
匈奴军队现在毫无后顾之忧，死死咬住李陵不放。
汉军的箭全部用尽，斩断车轮的辐条作为武器，连军中的文员都手持短刀上阵搏杀。
最后一场鏖战后的夜晚，李陵试图突围失败，部队被完全打散。
只有三四百人陆续逃回到汉朝边塞。
李陵觉得当初豪言壮语，而今天却兵败如山倒，已没脸回去见汉武帝，便投降了匈奴。
　　李陵之降，不但给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造成巨大的悲剧，他的案子还把当时正在宫廷里担任“太史
令”官职的司马迁也一起牵连了进去。
　　李陵兵败前，曾派遣校尉陈步乐向武帝汇报情况。
陈步乐说，李陵深得士卒之心，这支远征军士气高昂。
那时武帝非常高兴，公卿王侯都争先恐后地赞扬武帝有知人之明，朝中一片歌功颂德之声。
汉军覆亡的消息传来，他们立即变了一副面孔，纷纷指责李陵。
汉武帝为向远方的李陵施加压力，把他的老母亲和妻子抓到首都看管起来，促使李陵以死报国。
但是不久便获得进一步的消息，说李陵已经投降。
他非常失望，变得郁闷寡言，食不知味。
群臣见皇帝如此，更加惶恐忧惧，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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