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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二十四史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
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称为“正史”的缘故。
它们的重要和价值，是由其内容所决定的。
唐初史学家撰写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小序，回顾了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
东汉史官著《东观汉记》、陈寿著《三国志》等撰述活动后指出：“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
为正史。
”又说：“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
”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一，正史是依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体裁即纪传体所撰写的皇朝
史，或称朝代史；第二，除《史记》上记轩辕、下迄汉武是一部通史外，《汉书》记西汉历史，《东
观汉记》记东汉历史，《三国志》记魏、蜀、吴三国历史，多以“世代”断限而述其史事，所谓“今
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正史”的两个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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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书》，东汉初大史学家班固撰，共100卷，后人又析出子卷，为120卷，起汉高帝元年，迄王莽地
皇四年，记西汉一代230年史事，为一部断代史巨著。
全书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
《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故长期与《史记》并举，历代学者研习赞誉不衰。
至20世纪，由于学术近代化的推动，更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为人们进一步研究和利用这部巨著
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启示。
本书是历来学者对《汉书》的研究成果总结与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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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曾先后承担国家及教委社科项目《传统史学的确立及其向近代史学的转变》、 《范文澜与中国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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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主持教育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重大科研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及国
家"十五"重点社科课题《唯物史观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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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约2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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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班固的史才从史学和史料来论述《汉书》编纂特点班固的庸俗思想及其人文思想班固与《汉书》
班固的首创精神与进步思想《汉书》的博洽怎样对待班固与《汉书》班固《汉书》评述谈谈班固在史
学上的主要贡献试论《汉书》的学术成就《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汉书》的实录精神与正宗思想班
固与《汉书》的史学思想《汉书》释例《汉书》所据史料考班固窃父书《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史学
史上的价值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对《汉书》十志的总体考察试为《汉书·五行志》拭尘
《汉书·五行志》平议论匡正汉主是班固撰述《汉书·五行志》的政治目的《汉书·艺文志》《汉书
·艺文志》的学术价值论《汉书·王莽传》班固思想的特色及其内在矛盾《汉书》中的天人关系班固
的儒学观对《汉书》的影响与制约《汉书》的文学价值班固的思想和文风《汉书》典雅优美的历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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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班固的史才在我国史学史上，班固是常常与司马迁并称的。
班固的史才虽然不及司马迁，但他学养很深，又富于综合的能力，所以他所著的《汉书》，组织完密
，叙事详备，足以比美《史记》。
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论里说：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
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
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
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而且班固作史的动机，也与司马迁相似，那便是所谓“世业”或“家学”。
他的父亲班彪，是一个潜心史籍、有志撰述的人。
因为司马迁的《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虽有刘歆、冯商、扬雄等相继撰述，而“其
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
班彪遂博览典籍，旁采旧闻遗事，作《后传》六十五篇，以接续《史记》。
班彪死了之后，班固觉得他父亲的著作不够详备，便立志改作。
后来又以为汉朝的史事应当有专书记载，不应“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于是改变接续前史
的计划，重新从汉高祖起王莽止，写成一部包举一代、首尾完备的《汉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书研究>>

编辑推荐

《汉书研究》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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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