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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史记文献研究及选讲》，编列文集为第三卷，分上中下三编。
本卷原是作者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８年）在兰州大学历史系开设“史记课”的一
部讲义，内容有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史记通论”共八章，系统阐释《史记》其书的内容、价值与文献依据，以及《史记》作者
司马迁的人格与人生。
１９９９年以《史记文献研究》为题在民族出版社出版，收入本卷为上编。

第二部分“史记选注讲”，选文４０余篇，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皆备。
１９８３年，作者以主编方式把这一选目推向社会，得到学术界广泛支持，有近２０所高校共３０人
加盟协作注讲，１９８９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史记选注讲》。
选文单篇内容包括原文、题解、段意、简注、简评。
中编收入该书《史记选注讲》的《题记》，以及整理讲课稿的十篇讲析文章，以此记录作者开设《史
记》课的历史回顾。
本世纪初，上海古籍出版社邀请作者编选《史记选评》，收入该社文史哲经典读本普及读物丛书，２
００３年出版。
《史记选评》各篇系节选《史记全本新注》的精彩段落。
这是一本十余万字的小册子，收入本卷文集为下编。

本卷上、中、下三编选文记录了作者步入《史记》殿堂的足迹，以及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历程。
第一步，开设“史记课”，撰写讲义，边讲，边学，边深入，日积月累，沉淀思维。
第二步升华授课讲析稿为系列《史记》论文，此即《史记研究》论集之所作也，１９８５年甘肃人民
出版社初版。
第三步延伸注讲篇目以成《史记全本新注》，１９９０年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
附录书评两篇，是学术界对《史记文献研究》和《史记全本新注》两书的评论，标志作者注释体例的
创新取得了成功，引起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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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大可，1940年生，重庆长寿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曾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甘肃省中青年历史学会会长。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和秦汉三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在这两个方面已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个人学
术专著8部，主编论著10余种，其中5种论著获全国及省级社科优秀图书奖。
主要论著有《三国史研究》、《三国史》、《史记研究》、《史记全本新注》、《史记文献研究》、
《史记精言妙语》、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记教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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