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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
生于公元前145年，卒年不详。
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
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
他的先世是周朝的史官，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前期官为太史令，有志于著述汉史，临终嘱咐司马迁记
汉事、修史书。
司马迁10岁诵“古文”，后来博通典籍、掌握史书，善于诗赋，精于散文。
他20岁开始远行，遍游长江与黄河的中下游地区、长城内外，还奉使于西南，侍从汉武帝巡游各地，
他到处调查访问，搜集资料，了解风俗，为修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官为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记事、图书、档案，开始著述历史，还曾
参与修订《太初历》。
42岁时，司马迁开始写《史记》。
47岁时，因上书替投降匈奴的西汉将军李陵辩解，获罪被施以宫刑投入监狱，三年后得以出狱，任中
书令。
所遭横祸并没有影响司马迁的修史工作，他更是发愤著述，直到55岁，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史记》叙述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情况，及帝王
将相、儒林游侠等其他重要人物的事迹。
全书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首脑，为他们作传记而名之曰“本纪”
，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
“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
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
“世家”记载了诸侯王国的大事，这是因为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把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
“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
治的历史。
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
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
地域划分和《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从而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
史的典范。
《史记》在叙事上非常成功，把头绪纷繁的人物和事件组织得详略得当、脉络清楚，使全书的结构既
宏伟又严整。
在艺术上进行了大量的加工，使得作品文字流利、形象生动、故事情节精彩纷呈。
同时，全书语言丰富多变，洗练晓畅，并且融注了作者深沉而强烈的主观感情，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史记》在历史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尤为突出的是对人物的描写。
书中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活动有广泛而生动的描写，特别是对于下层人民的才智功德作了鲜明的肯定
和表彰。
《陈涉世家》专门为农民起义领袖陈涉立传，高度评价了他在推翻秦王朝统治中的“首事”之功。
《刺客列传》歌颂荆轲、聂政等刺客的抗暴精神。
《魏公子列传》里着重赞扬了侯嬴、朱亥这些市井之民的才智和侠义。
《货殖列传》则通过对商贾活动的描述，保存了极为珍贵的古代经济史料。
政治家、军事家、学者、文人、游侠、娼优、医者、卜者等各类人物都在书中留下栩栩如生的剪影，
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画卷，加上作者对所记述的人和事“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态
度，是《史记》的思想价值高出于后来一切官修史书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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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史记》还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人民性，它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腐朽方面，作了大胆
、深刻地揭露。
如《酷吏列传》中反映官吏的残暴，《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外戚的弄权和相互倾轧，都写得很出色。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即使是封建帝王身上的劣质，如汉高祖的无赖和权诈、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和迷信
鬼神，也都用不加讳饰的笔调给予尖锐抨击。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体大思精、流芳万世的巨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颗大
放异彩的明珠。
它以中国古代的治乱兴亡为背景，追求“历史与人性”。
它的光辉，亘古至今，影响极其深远，是中华古代文化的一座仰之弥高的巨峰。
以史为鉴，知千秋盛衰兴趣，前事不忘，明万代是非得失。
今读《史记》可知王侯将相兴衰之道，先哲圣贤治世之方，更可以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实乃一部治
国安邦、立身处世的最佳教科书。
编  者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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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史记（最新经典珍藏）》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称为“二十四史”之首。
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
绝唱，无韵之离骚”。
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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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汉)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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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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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其後百馀年，秦灵公作吴阳上峙，祭黄帝；作下峙，祭炎帝。
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
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
”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峙栎阳而祀白帝。
其後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
或日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
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蟥见。
夏得木德，青龙止於郊，草木惕茂。
殷得金德，银自山溢。
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
今秦变周，水德之时。
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
”於是秦更命河日“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
於是徵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
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
”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
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
从阴道下，禅於梁父。
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於大树下。
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於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於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
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日太公以来作之。
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
其祀绝莫知起时。
八神：一日天主，祠天齐。
天齐渊水，居临茁南郊山下者。
二日地主，祠泰山梁父。
盖天好阴，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日“畴”；地贵阳，祭之必於泽中圜丘云。
三日兵主，祠蚩尤。
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
四日阴主，祠三山。
五日阳主，祠之罘。
六自月主，祠之莱山。
皆在齐北，并勃海。
七日日主，祠成山。
成山斗人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
八日四时主，祠琅邪。
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
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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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史记》，原名《太名公书》，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开创了纪传体和书表的编写体例。
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世纪（记历代帝王政迹）、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十表（记大事年月
）、三十世家（记侯国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事功）五个部分，共五十二万字。
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明长达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比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
的社会面貌，对后世史学研究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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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记(经典珍藏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
——章学诚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
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
——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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