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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李开元认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定司马迁下吏在天汉二年，受刑在天汉三年有误。
“据史书记载，史迁是为李陵军败辨护而获罪下吏的，因此，李陵军败的时间是探索史迁下吏时间的
重要线索。
李陵军败是天汉二年十一月。
李陵军败之地距遮虏障百余里，遮虏障距长安约四千里，从边塞将李陵军败的消息报到长安，是需要
一定的时间的。
消息报到长安至史迁下吏，还有一个费延时日的过程。
其间相距的时间，恐怕远远超过天汉二年底那点时间了。
史迁下吏应在天汉三年。
史迁受刑之年，史无记载。
苟悦《汉纪》曰：‘上以迁欲沮贰师，为陵游说，后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单于为兵法，上怨，乃族
陵家而下迁腐刑’。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即史迁受刑与李陵家被族同时。
李陵家被族是在天汉四年春正月以后，史迁为李陵辩护而得的罪名是‘诬罔’，定了死刑。
西汉一代，因诬罔罪判处死刑者，并无以钱赎死的惯例。
但史迁《报任安书》中曾谈到自己下狱定死罪后‘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之事，就是说他曾得到以
钱赎死的机会。
武帝时，曾下过两次以钱赎死的诏令，一次是太始二年秋九月，另一次在天汉四年秋九月，史迁自赎
正是这后一次。
许之，被迫以腐刑代死罪，受刑时间，应当在天汉四年秋九月至十二月。
”（见《文史》第13辑《司马迁下吏、受刑年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
） 4.沈伯俊认为，来新夏关于“司马迁李陵之祸是他和汉武帝长期政治分歧、矛盾积累的总爆发”的
观点，值得商榷。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事前对于‘李陵之祸’毫无思想准备，也并不认为汉武帝要借机处治他
”；武帝实在是因为有伤面子才大为震怒；司马迁对武帝完全是一片忠心，只是武帝对任命李广利为
贰师将军“神经过敏”；掌握司法大权的官吏给司马迁加上“诬上”罪名，终于使他惨遭腐刑。
所以，“司马迁为李陵辩解，并不是认为他投降有理，而是为了‘广主上之意’，盛怒之中的武帝根
本不体察司马迁的苦心，将他下狱治罪，处以重刑，确实冤枉。
”但司马迁“并不因此就把这件事看成是什么矛盾的总爆发，而认为是武帝处事不明造成的。
这正是司马迁尊重事实的表现。
”此外，来新夏关于武帝“利用李陵问题”‘来“断然处置”和司马迁之间的政治分歧的分析，也是
“缺乏说服力的”。
李陵之祸使司马迁的思想有发展变化，但不能把《史记》中对用兵、严法、好利等的一些看法，“都
说成是李陵之祸以前就有的。
而且，这些看法也说不上是同武帝有什么重大的政治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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