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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人。
司马迁的生年有两个说法，一说是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是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两说
都有很多的根据，学者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在没有发现更好的出土资料前，都难以否定另一方。
司马迁青少年时代曾在家乡耕过田、放过牛，因为他从十岁就开始读古文，所以到二十岁时就已经是
一个很有才情的青年学者了。
从二十岁开始他到各地游学考察，前后十几年间，向南到过湖南、浙江，向东到过今山东曲阜和安徽
、河南的许多地方。
这是一次饱览祖国河山，寻访文化遗迹，收集历史资料，进行调查和深入学习的过程。
回到长安后不久。
便入仕做了郎中。
郎中是皇帝的侍从人员。
由于当时正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对外战争连年不断，国内的各种兴作变革也接连不休，再加上汉
武帝迷信神鬼，祭祀求仙一类的活动很多，因此司马迁又扈从着去过许多地方。
元鼎六年(前110)，汉武帝平定了西南夷，在今云南、贵州一带设立了五个郡，司马迁又受命到这一带
地区进行过考察，到过邛、笮、昆明等地。
司马迁从西南地区回来的时候，其父司马谈病在垂危。
司马谈临死前再三嘱咐司马迁一定要继承自己的遗愿写好《史记》，司马迁含着眼泪接受了父亲的嘱
托。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
至太初元年(前104)，撰写《史记》的浩繁工作正式开始。
至天汉二年(前99)，已经埋头写了六年《史记》的司马迁，忽然大祸临头。
原因是这年五月贰师将军李广利北伐匈奴，与匈奴右贤王战于天山。
武帝让李广的孙子李陵为李广利运送物资。
李陵不肯，自请率兵独当一面。
经再三请求。
武帝让李陵率步兵五千从居延出发北行，以分匈奴兵势。
结果这支小部队遇上了匈奴大军。
李陵与部下虽经英勇战斗，但终于因为没有后援，寡不敌众而失败。
李陵也放下武器被匈奴人俘去。
消息传来，满朝文武一变平时称道李陵的故态，纷纷落井下石，说李陵的坏话。
司马迁深感不平。
当武帝问到司马迁对此有何看法时，司马迁便陈述了李陵的平常为人；又说一支小部队与如此强大的
敌人相遇，打得如此卓绝，尽管失败了也不宜深责。
这使武帝大为震怒，他认为司马迁是在转弯抹角地攻击李广利，而且有对皇帝不满的意思，于是一怒
之下将司马迁判了死刑。
司马迁因为《史记》还没有写完，于是根据当时的规定，忍辱请求改为了宫刑。
受宫刑对司马迁是一种极大的耻辱，是对其肉体、精神的一种极大摧残。
司马迁是靠着一种使命感，靠着一种非凡的人生观、生死观硬挺着生存下来的，这些在他的《报任安
书》中有非常明确的表白，在《史记》中也不断地流露出来。
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他又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所不免焉。
”他说：“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已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忍辱发愤著书”，但这些在当时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的。
司马迁受刑后，由于条件适合，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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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令是为皇帝掌管文书的小官，司马迁之所以要接受这个职务，正是由于这个职务可以使他更有机
会接近皇家的图书馆和档案，而这些是他写作《史记》所不能缺少的。
就这样，他又忍辱奋斗了六年，到太始四年(前93)，他的朋友任安因犯事下狱，任安从狱中给司马迁
写信后，司马迁便写了有名的《报任安书》。
从这篇作品中可以看出，当时《史记》已经写完了。
《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王国维考定在太始四年，对此人们也还有不同的看法。
关于司马迁的死因与死年，历史上没有记载，人们的看法也不一致。
但总体说来应该是在征和二年(前91)巫蛊之祸以后的临近几年间。
司马迁的著作，除了《史记》与《报任安书》外，还有一篇不长的《悲士不遇赋》。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
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共写了两
千多年的历史。
《史记》首先令我们感到惊奇而为之赞叹的是它的包罗之广泛，体大而思精：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
，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
、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广大下层的各色人等。
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
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
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有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
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
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写成是黄帝的子
孙。
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
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
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
、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
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
《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
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
他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一家之言。
因而《史记》中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以及对现实政治、现实
社会的种种批判，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甚至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
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
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当他遭受宫刑，痛不欲生的时候，是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才顽强地硬挺着活了下来。
他视为榜样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当年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日《史记》，一日《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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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编写的。
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
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
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
”(《毛泽东的晚年生活》)司马迁的奋斗经历与《史记》中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司马迁
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们灰心丧气、濒临绝望的时候
，给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信心与勇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
文学著作。
从历史的角度讲，它开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它第一次运用丰
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一道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
《史记》人物与先秦文学人物的显著差异在于它们的鲜明的个性化。
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设身处地地揣摩每个情节、每个场面的具体情景。
并力求逼真地表达出每个人物的心理个性，因此《史记》的语言描写和作者为作品人物所设计的对话
都是异常精彩的。
试回想其中的刘邦、项羽、张良、韩信以及毛遂、蔺相如等。
哪一个不生动得令人为之赞叹呢？
《史记》这种超前成熟的写人艺术，对我国后代传记文学以及小说、戏剧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史记》中的诸多主题，《史记》人物的诸多范型以及《史记》故事的许多情节场面都为后世的小说
、戏剧开出了无数法门。
前辈学者李长之和当代的美国汉学家蒲安迪(Andrew.H.Plakes)都把《史记》称作是中国古代的“史诗
”，说它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就如古代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之影响后代的欧洲文化一
样。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
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五十篇，
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
如果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司马迁晚生一百九十一年，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
《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司马迁才真正是中国与世界的传记文学之祖呢！
《史记》像一座山，永远矗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
《史记》像一颗不落的星辰，永远照耀在中国与世界历史的长河上！
本书编选了二十篇研究《史记》的文章，以期给爱好《史记》的朋友们提供一点进一步研读《史记》
的线索。
所选文章从近现代开始，直至当代，有的是专著中的部分章节，有的是单篇论文。
近现代部分主要是介绍一些前辈学者对《史记》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如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
其读法·史记》指出不应仅将《史记》作为一部史书，而应将其视为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在考据
、辞章之外探究其真正的写作意图，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第一次详细论证了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的观点，而李长之
则列举了十条理由，提出了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的观点。
高步瀛的《史记举要》对《史记》的流传、笔法及其与先秦学术的关系等各方面作了精彩的论述。
其他如张鹏一的《(太史公年谱)序》、李笠的《(史记订补)叙例》、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史记》
、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史记》等都是人们常常提到并使用的文献，我们把它们收录在一起，以便于
读者查阅。
对于现当代的《史记》研究，我们选择了一些在《史记》各个方面的研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涉
及《史记》的思想、学术、文学、史学、文献研究以及如何学习《史记》等。
其中有的文章是全面的论述，有的则专论一个方面，如论《史记》“三家注”、《史记》的论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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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纪传体、《史记》与《汉书》的异同、《史记》与秦汉学术的关系等。
本书的编选目的不是全面反映现当代《史记》研究的盛况与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很多很有价值的研究
成果就没有选入，比如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史记汇注考证》、朱东润先生的《史记考索》、程金
造先生的《史记管窥》、徐朔方先生的《史汉论稿》，以及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史林杂识》
等论著中有关《史记》的论述，以及港台地区与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等。
我们希望有朝一日所有优秀的《史记》研究成果能够汇集成册，那定当是《史记》研究史上的一大盛
事。
韩兆琦、周曼2008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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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一部荡气回肠的中国史诗。
《史记二十讲》遴选诸多知名学者研读《史记》的二十篇经典之作，从思想、文学、史学、文献研究
等各个方面引导爱好《史记》的读者亲近这部伟大的著述，追随司马迁这位伟火的史家“述往事，思
来者”，触摸中国的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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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
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
清末秀才。
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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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二　太史公行年考三　《太史公年谱》序四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
五　《史记订补》叙例六　《史记举要》序七　汉文学史纲要·史记八　经典常谈·史记九　中国史
学入门·史记十　中国史学名著·史记十一  白寿彝先生论《史记》十二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节
选）十三　郑鹤声先生论《史记》的制作十四  中国史学史纲要·史记（节选）十五　《史记》与《
汉书》之异同十六　《史记》三家注简论十七　《史记》的论赞十八　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节选）
十九　《史记》断限辨疑二十　《史记》的学术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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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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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古史不是片段的杂记，便是顺按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
记》起始。
　——朱自清《经典常谈·史记》 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呵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
观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
　——白寿彝《白寿彝先生论（史记）》 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
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憾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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