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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少年时，《史记》是个童话，语文课本中的段落，是饶有兴味的故事。
关于司马迁生平，只知道他的身世不幸，对其微言大义不甚了了。
青年时，《史记》是个文学宝库，既有小说式的铺述，又有散文式的抒怀；既有一气呵成的大篇，又
有老健简明的短章；既有诡谲旖旎的隐喻，又有慷慨激昂的直陈。
笔致婉丽，准天之极。
我无数次地背诵屈原行吟泽畔与渔父那段幽怨藏玄的对话，读之当友，吟之当琴。
壮年时，《史记》是中国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上自炎黄，下至汉武，反映了中国文化由发轫期到
成熟期的转变。
司马迁讲述得井然沛然，中国历史原来如此，信然信然！
老年了，再读《史记》，它再不是童话，不是文学，也不是单纯的历史，司马迁勾勒的是一幅画图，
我们的先人就如图中刻画的那样在政治舞台和社会舞台上表演，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
而我们就是由他们蝉脱蝶化出来的。
我们读《史记》其实是读我们自己，是在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寻根。
然而，并非读《史记》就一定能完整地了解那段历史，因为司马迁是在汉武帝的高压之下写作，有些
东西不能直抒其怀，不得已以曲笔表现正见，以隐喻替代正说。
作为司马迁的后人，我们可以"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章太炎《国故论衡》)，揭示庐山真面目。
本书是对《史记》的解读以及对那段历史的思考，借用司马迁提供的史料(只取"本纪"、"世家"、"列
传"三部分)，表达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正是那一段历史，基本奠定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与行为方式。
二00七年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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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读《史记》其实是读我们自己，是在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寻根。
然而，并非读《史记》就一定能完整地了解那段历史，因为司马迁是在汉武帝的高压之下写作，有些
东西不能直抒其怀，不得已以曲笔表现正见，以隐喻替代正说。
作为司马迁的后人，我们可以“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章太炎《国故论衡》），揭示庐山真面目。
    本书是对《史记》的解读以及对那段历史的思考，借用司马迁提供的史料（只取“本纪”、“世家
”、“列传”三部分），表达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正是那一段历史，基本奠定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与行为方式。
      尧提出了什么合符现代政治的施政准则？
秦始皇之后中国还是封建制吗？
诸侯为何不能和平共处？
项羽失败的启示是什么？
刘邦成功的原因何在？
汉武帝为什么选择了儒术？
周公的统治智慧有何独到？
子产的执政理念有何杰出？
文景之治如何开创了汉朝的太平盛世？
为什么说吴越春秋包含中国政治的全部玄机？
⋯⋯ 本书是对《史记》的解读。
从炎黄到汉武，正是这段历史，造就了传统中国的性格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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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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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无论将《史记》当历史读，还是当文学读，都是横亘在今人面前孤拔的高峰，须要以登山者的虔诚来
面对它。
登上巅峰，并不代表征服，只代表你所选择的路径可以抵达顶峰。
即使抵达顶峰，你对山的了解仍不过万分之一，原因很简单：你只能选择一个路径登山，而不可能脚
踏山的整体。
造物主造出了时间，造出了时间的顺序法则，但造物主自己并不受这个法则的限制，它制造出这样一
个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有时时问是倒流的。
执是之故，向有读古人书之说。
诚如卡夫卡所言：“大多数现代书籍只不过是对今天的闪烁耀眼的反映，这点光芒很快就会熄灭，古
典的东西都是把它最内在的价值表露到了外面——持久性。
时新东西都是短暂的，今天是美好的，明天就显得可笑，这就是文学的道路。
”有些东西，古代的好。
这是一种规律。
叫它“复古”也好，叫它“怀旧”也罢，它是客观存在。
《史记》神闲气定，笔墨如生，综罗百代，广博精微，几乎涵盖司马迁之前的天地万物，丑恶善美，
成为中国人“复古”与“怀旧”的宝贵资源。
逆时间的人或事，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出现过，只不过人物类型与时间性质有所不同罢了。
西方有苏格拉底、耶稣、但丁，中国有孔子、司马迁、李白。
今天，如果有一位诗人，宣称他的诗超过了李白，那么十有八九他是疯子。
同理，如果有一位史家说他写的史在文学性上超过司马迁，我只能回敬他两个字：梦呓！
凡此种种，说明人文世界(自然世界另当别论)不存在绝对的事物。
人文的发展可以不受时间轴制约，天才可以过早出现。
像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家、文学家兼思想家，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司马迁是造物主逆时间的杰作，是造物主送给中国人的珍贵遗产。
中国是因为有了司马迁，才使混漫的历史有了清晰的轮廓，使后人看清了先人走过的轨迹。
须声明，我读《史记》，首先不是为治学，而是为治病。
警世发聩，治我麻痹；春秋笔法，治我愚鲁；神气毕贯，治我无采；遣兴写怀，治我消沉；疾声厉色
，治我软弱；笔荡千里，治我平庸；锐意创格，治我守旧；放达形骸，治我拘谨；谑浪笑敖，治我呆
板；补残钩沉，治我狭隘；爱心逾火，治我无情；见诬不申，治我鸡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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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权力图腾》是对《史记》的解读。
从炎黄到汉武，正是这段历史，造就了传统中国的性格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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