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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八月十二日钟叔河同志来信云，他决定要把标点分段的《史记》白文本(也就是不注不译不删节的原文
本)印出来，以与今译(白话)本相辅而行。
这一决定，我完全同意。
两者的可取之处，并不是重复的，而是真正相辅相成的。
今译本对于古汉语没有入门，或入了门而程度较低的人，确有些帮助。
过去我曾不止一次说过：儒家经典如《诗》、《书》、《易》、《礼》、《春秋》之类，史书如《国
语》、《国策》、《史记》、《汉书》之类，都要译成现代汉语即白话文，以便利想要阅读古籍的青
年人。
我这意见至今坚持，但一点也不排斥白文本，因为译注本虽有可取之处，亦确有它的弱点：(1)白话译
注决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与正文相符；(2)注释夹在正文中间，读者不易体会正文连贯自然的气势和意味
。
白文本则不然，不仅这两个弱点完全没有，而且相反有一极大优点，即能使人充分享受古文连贯自然
的文学上的优美之感。
讲到这里，或者有人说，注释之文也用古汉语不就好了吗？
这不可能。
既日译注，就只能用现代汉语或白话文。
而且古代的注释、集解、笺疏之类，也似乎从来就不甚理想。
我最早读《史记》时，读的是所谓《史记集解》。
但所“集”之“解”，尽管是古汉语，其弱点与白话文译注的两个弱点完全相同。
所以我后来编写《中国通史》及《中国政治史》时，引用《史记》，只靠白文，非万不得已，不找古
汉语的注释之类。
总的说来，对初学古汉语的人，白话文的译注，虽有些帮助，但对古汉语已有基础的人来说，以读白
文本为宜；而且白文既加了标点，又分了段，更便于阅读。
叔河同志决定把标点分段的白文《史记》印出，我觉得很好，乐于在篇首写这几句，即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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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史记》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內容博及天地、囊括古今历史生活
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通、民族、民俗、宗教；包括社会的各个阶层，帝王、贵
族、官吏、将士、学者、游侠、卜者、农工、商贾等等，都得到了较全面而深刻的反映。
　　《史记》不仅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而且全书文辞优美，善叙事理，善描人物，“于叙事中寓论断”、脉络清晰、跌宕有致、鲁迅给予“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评价，《史记》为“青少年快读历史书系”中的一本，以旧时世界
书局影印本为底本，比照中华书局等其他版本，兼采众长，改竖版为横排简体字，方便了广大读者，
尤其会受到青年朋友们的欢迎。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史记>>

作者简介

作者：（西汉）司马迁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史记>>

书籍目录

本纪史记卷一  五帝  本纪第一史记卷二  夏  本纪第二史记卷三  殷  本纪第三史记卷四  周  本纪第四史记
卷五  秦  本纪第五  (秦昭襄王  庄襄王)史记卷六  秦始皇  本纪第六  (秦始皇帝  二世皇帝)史记卷七  项羽
 本纪第七史记卷八  高祖  本纪第八史记卷九  吕太后  本纪第九史记卷十  孝文  本纪第十史记卷十一  孝
景  本纪第十一史记卷十二  孝武  本纪第十二世家史记卷三十一  吴太伯  世家第一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
公  世家第二史记卷三十三  鲁周公  世家第三史记卷三十四  燕召公  世家第四史记卷三十五  管蔡  世家
第五史记卷三十六  陈杞  世家第六史记卷三十七  卫康叔  世家第七史记卷三十八  宋微子  世家第八史
记卷三十九  晋  世家第九史记卷四十  楚  世家第十史记卷四十一  越王勾践  世家第十一史记卷四十二  
郑  世家第十二史记卷四十三  赵  世家第十三史记卷四十四  魏  世家第十四史记卷四十五  韩  世家第十
五史记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  世家第十六史记卷四十七  孔子  世家第十七史记卷四十八  陈涉  世家第十
八史记卷四十九  外戚  世家第十九史记卷五十  楚元王  世家第二十史记卷五十一  荆燕  世家第二十一
史记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  世家第二十二史记卷五十三  萧相国  世家第二十三史记卷五十四  曹相国  世
家第二十四史记卷五十五  留侯  世家第二十五史记卷五十六  陈丞相  世家第二十六史记卷五十七  绛侯 
周勃  世家第二十七史记卷五十八  梁孝王  世家第二十八史记卷五十九  五宗  世家第二十九史记卷六十 
三王  世家第三十列传史记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史记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史记卷六十三  老子韩
非  列传第三  (老子庄子  申不害  韩非)史记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  列传第四史记卷六十五  孙武  吴起列传
第五史记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  列传第七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  列传第八史
记卷六十九  苏秦  列传第九史记卷七十  张仪  列传第十  (张仪  陈轸  犀首)史记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  
列传第十一  (樗里子  甘茂  甘罗)史记卷七十二  穰侯  列传第十二史记卷七十三  白起  王翦  列传第十三
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  列传第十四  (孟轲  淳于髡  慎到  驺奭  荀卿)史记卷七十五  孟尝君  列传第十
五史记卷七十六  平原君  虞卿  列传第十六史记卷七十七  魏公子  列传第十七  (信陵君)史记卷七十八  
春申君  列传第十八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  蔡泽  列传第十九史记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史记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  列传第二十一  (廉颇  蔺相如  赵奢  李牧)史记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史记卷八十三  
鲁仲连  邹阳  列传第二十三史记卷八十四  屈原  贾生  列传第二十四史记卷八十五  吕不韦  列传第二十
五史记卷八十六  刺客  列传第二十六  (曹沫  专诸  豫让  聂政  荆轲)史记卷八十七  李斯  列传第二十七
史记卷八十八  蒙恬  列传第二十八史记卷八十九  张耳  陈余  列传第二十九史记卷九十  魏豹  彭越  列传
第三十史记卷九十一  黥布  列传第三十一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  列传第三十二史记卷九十三  韩王信  
卢绾  列传第三十三史记卷九十四  田儋  列传第三十四  (田儋  田横)史记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  列传第三
十五  (樊哙  郦商  夏侯婴  灌婴)史记卷九十六  张丞相  列传第三十六  (张苍  周昌  任敖  申屠嘉  附  韦贤 
魏相  邴吉  黄霸  韦玄成  匡衡)史记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  列传第三十七  (郦食其  陆贾  朱建)史记卷九十
八  傅靳蒯成  列传第三十八  (傅宽  靳歙  周鲽)史记卷九十九  刘敬  叔孙通  列传第三十九史记卷一百  
季布  栾布  列传第四十史记卷一百零一  袁盎  晁错  列传第四十一史记卷一百零二  张释之  冯唐  列传第
四十二史记卷一百零三  万石张叔  列传第四十三  (石奋  卫绾  直不疑  周文  张叔)史记卷一百零四  田叔 
列传第四十四  (田叔  附  任安)史记卷一百零五  扁鹊  仓公  列传第四十五史记卷一百零六  吴王濞  列传
第四十六史记卷一百零七  魏其武安侯  列传第四十七  (窦婴  田蚣  灌夫)史记卷一百零八  韩长孺  列传
第四十八史记卷一百零九  李将军  列传第四十九史记卷一百一十  匈奴  列传第五十史记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  列传第五十一  (卫青  霍去病  公孙贺  李息  公孙敖  李沮  张次公  苏建  赵信  张骞  李蔡  曹
襄  韩说  郭昌  赵食其  荀彘  路博德  赵破奴)史记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  列传第五十七史记卷一百一
十八  淮南衡山  列传第五十八  (淮南厉王  淮南王安  衡山王)史记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  列传第五十九  (
孙叔敖  子产  公仪休  石奢  李离)史记卷一百二十  汲郑  列传第六十  (汲黔  郑当时)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  列传第六十一  (申公  辕固生  韩生  伏胜  董仲舒  胡母生)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  列传第六十三  (
大宛  乌孙  唐居  奄蔡  大月氏  安息)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  列传第六十七  (司马季主)史记卷一百二
十八  龟策  列传第六十八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第七十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史记>>

章节摘录

书摘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
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
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
及生，名为政，姓赵氏。
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
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
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
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
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李斯为舍人，蒙骜、王□、廉公等为将军。
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
    晋阳反，元年，将军蒙骜击定之。
    二年，庶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
    三年。
蒙骜攻韩，取十三城。
王□死。
十月，将军蒙骜功魏氏畅、有诡。
岁大饥。
    四年，拔暘、有诡。
三月。
军罢。
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
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
天下疫。
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
    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
初置东郡。
冬雷。
    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
秦出兵，五国兵罢。
拔卫，迫东郡，其君角率其支属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
    七年，慧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
将军骜死。
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
慧星复见西方十六日。
夏太后死。
    八年，王弟长安君成娇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
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鹋反，戮其尸。
河鱼大上，轻车重马东就食。
缪毐封为长信侯。
予之山阳也。
令毐居之。
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赛。
事无小大皆决于毐。
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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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慧星见，或竟天。
攻魏垣、蒲阳。
四月，上宿雍。
己酉，王冠。
带剑。
长信侯赛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官为乱
。
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寡。
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
毐败走。
即令国中：有生得寡，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
尽得毐等。
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八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
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
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
是月寒冻，有死者。
杨端和攻衍氏。
慧星见西方，又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
    十年，相国吕不韦坐谬毐免。
桓□为将军。
齐、赵来置酒。
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背秦也。
”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
                    P40-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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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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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