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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丛书择取的是汗牛充栋的中国文史作品中最光辉灿烂的精华，它们不只文采斐然，更代表了所处
时代思想先声。
国内最权威的学术机构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思想先声。
国内最权威的学术机构之一——与才力对这些经典作品作出了深入浅出的注翻译、串讲与评析，引领
读者进入更高远广阔的文史天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
本书挑选了其中一些重要的人物传记，评释精当，图史结合，将帮助读者对这部史学和文学的大作有
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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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义：博士，中国著名学者，文学史专家。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
博士生导师，并受聘为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学兼职教授，曾讲学于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
、爱丁堡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名古屋大学等。
其学术研究贯通古今，覆盖文学叙事学和诗学的不同领域，出版过《杨义文存》十卷、《中国现代小
说史》三卷、《中国新文学图志》二卷、《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楚辞诗学》、
《李杜诗学》等学术专著数十种，其著作曾多次获得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
学术成果奖和中国文学研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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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项羽本纪留侯世家孙子吴起列传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刺客列传季布栾布列传李将
军列传滑稽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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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评析《史记》是天地间第一等文字，《项羽本纪》则是《史记》中第一流篇章。
司马迁所仰慕者往往是英雄侠客，而《项羽本纪》就是一篇英雄之文。
英雄之文首先是模状英雄。
明代李贽称项羽“自是千古英雄”，何以见得？
在一“勇”字：项羽是名副其实的勇冠三军，看他上将军帐中杀宋义，如拾草芥；破釜沉舟，绝地大
破秦军，威震诸侯；彭城大战，以三万军马大战数十万汉军，汉军溃败，睢水为之不流；垓下突围，
二十八骑在万军中纵橫自如。
处处是刚勇之举，处处豪气干云。
在一“杀”字：项羽性格中还有极为慄悍的一面，《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还用大量的文字记述了项
羽凶残的一面，如杀会稽守，杀宋义，杀襄城军民，坑二十万秦卒，屠咸阳，弒义帝，故而杨维桢认
为项羽“嗜杀如嗜食”。
在一“情”字：垓下之围，项羽不舍美人与乌骓马，慷慨悲歌，泣下数行；联系项羽少年时的轶事，
他的形象一下子血肉丰满起来。
在一“命”字：项羽本无统一天下之志，因此篇中项羽“由微而盛，由盛而亡”，早先由八千人随叔
叔起兵，至威慑天下的西楚霸王，尔后日渐衰微，直至乌江自刎，全在他胸中没有经营天下的大志，
只为经营自身，荣身东归而已，这种胸襟造就了项羽的悲剧命运。
    “羽之神勇，千古无二。
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
”英雄之文需要英雄之笔，司马迁叙写项羽之笔，笔力奇伟，可谓英雄之笔。
在记载项羽一生的过程中，将整个秦末战争的千头万绪融合了进去，如百川并流，化作一条线索，娓
娓道来。
看似一人一传一条线，一笔下去，但细看来，却有千笔万笔展现出来，如项梁事、陈婴事、义帝事、
章邯事、田荣事，一一解出，收放自如，虚笔与实笔互用，神理一片。
在文章中，司马迁又往往以“东”、“西”二字为眼目，如“引军而西”、“解而东归”、“无西意
，北击齐”等等。
大致上，项羽伐秦则必然是由东而西。
灭秦后，田荣作乱，项羽由西而东征讨之。
与刘邦交战，项羽又西向进军，后又解而东归。
在一东一西之间，百万兵马涌动。
透过太史公力透纸背的笔墨，我们可以隐约听见万千铁骑中原逐鹿的马鸣风啸，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
借此篇展开，其笔法若不是英雄之笔，又有哪两个字能够形容？
“本纪”一体，为司马迁独创，后代史书都将“本纪”视为非帝王不可用。
但司马迁本意却不是如此，如《项羽本纪》、《呂后本纪》，项羽、吕后都不曾做帝王，但也都列入
“本纪”。
司马迁本意应该如张照所言：“特以天下之权之所在，则其人系天下之本，即谓之‘本纪’。
”也就是说，“本纪”一体，实际上是借写掌控天下权势之人，写天下事。
“本纪”也就成为一个时代大事的载体。
后世史家虽然将“本纪”列为帝王的专利，但也将这种记录时代大事的“本纪”笔法保留了下来。
                      P46-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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