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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书》，又名《前汉书》，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世家为传，由纪、表、志、传四个部分组成。
自《汉书》以后，历代仿照它的体例，相继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
 
《汉书》为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
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出身于豪富兼外戚的家庭。
父亲班彪，东汉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
班彪博学多才，专攻史籍，是著名的儒学大师。
他不满意当时许多《史记》的续作，便“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后汉书·班彪传》，作《后传
》65篇，以续《史记》。
班固生在这个家学渊博的家庭中，9岁便能作诗文，16岁入洛阳太学就读。
他博览群书，穷究诸子百家学说，熟悉汉史掌故。
建武三十年（54年），班固因父丧回故里，并整理班彪的《后传》。
 
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班固开始编纂《汉书》。
5年后有人上书明帝，告发班固私改国史，因此被捕入狱。
他的弟弟班超赶到洛阳，为兄申辩。
当明帝审阅地方官送来班固的书稿时，十分赏识班固的才华，便任他为兰台令史，负责掌管图籍，校
定文书。
后又升为郎官，典校秘书。
在此期间，明帝让他继续完成《汉书》的编纂。
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等人撰成《世视本纪》，后又写成功臣、平林、公孙述等列传、载记28篇。
 
章帝建初四年（79年），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异同，裁定正宗经学，班固受命“撰集其
事”，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
和帝永元初年（89年），班固以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
永元四年（92年），窦宪以外戚谋叛而畏罪自杀，班固受株连，先被免官；后又因洛阳令种竟，曾受
班固家奴侮辱，便借机收捕班固入狱。
不久，班固死于狱中。
 
班固纂述《汉书》，始于永平初年，至建初七年（82年） 
才告完成，历时25年之久。
全书记载起自汉高祖刘邦起义反秦，终于新朝王莽败亡，共230年西汉的历史。
它包括本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计100篇。
其中，表8篇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后来由他的妹妹班昭和扶风人马续相继补撰而成。
因此《汉书》撰成，共经四人之手，即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但作了一些改动，也有一些创新。
在纪部分，《汉书》不称“本纪”，而改称为“纪”（如《高帝纪》），在《史记》的基础上，《汉
书》增立《惠帝纪》，以补《史记》的缺略；在《武帝纪》之后，又续写了昭、宣、元、成、哀、平
等6篇帝纪。
《汉书》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将项羽的事迹移入列传，立了《陈胜项籍传》。
而王莽称帝十余年，《汉书》并未立纪，而将他归入列传，立了《王莽传》。
在表的部分，《汉书》立了8种表，其中6种王侯表里根据《史记》有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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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事迹。
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
《古今人表》名为“古今”，却只记载古代至楚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共分为九等，后人因此而指责它
不合断代之体。
八表之中，最受后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
此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记述秦汉职官设置年代、职权范围、俸禄数量和官职演变等内容；
第二部分列出各种职官的表格，记录职官的升降迁免，较完整地介绍汉代的官制情况。
在志部分，《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而又丰富和发展了八书，形成我国史学上的书志
体。
 
《汉书》的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10种。
其中，改变或合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
同，或者有所增损。
如《食货志》在承袭《平准书》部分材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
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
《郊祀志》、《天文志》和《沟洫志》，也在《封禅书》、《天官书》、《河渠书》的基础上，分别
增加一些新的内容。
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四志，都是《汉书》新创立的。
其中的《艺文志》是记载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各种学科、不同学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记录汉代官府藏
书的情况，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学的著作。
在传部分，《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
但它不设“世家”一目，凡属《史记》世家类的汉代历史人物，《汉书》都移入传部分。
原属《史记》的一些附传，《汉书》则扩充其内容，写成专传或合传，如张骞、董仲舒、李陵等人的
传记。
 
《汉书》因袭《史记》，又不同于《史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
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
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
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
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
《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
的。
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
主导思想。
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
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其二，《汉书》开创断代为史和整齐纪传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
的政治服务。
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
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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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
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
》置于首篇。
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
例。
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
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
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
，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
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其三，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
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
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
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
信。
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
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
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
《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
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
西南亚诸国史。
 
《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
读懂。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
音义居多。
关于《汉书》的注本，唐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
现存《汉书》的注本，是唐代颜师古兼采诸家而成的，属于较完备的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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