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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对照史记》

前言

《史记》是汉代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一部划时代的宏篇巨著
，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影响至为深远。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中高度评价《史记》：“使百代而
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
陕西韩城县)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卒于武帝末年。其父司马谈是负责管理皇家图
书和搜集史料的太史令，生平最大的志愿是编写一部通史，但他却因身体等原因未能达成所愿，更为
此抱憾而逝，这对司马迁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司马迁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十岁开始学习古文。
二十多岁时，他游历了江准和中原地区，后返回长安出任郎中，后又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开阔了胸
怀，增长了见识，为日后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承袭父职，
出任太史令，接触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天
汉二年(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身陷图圄被处以腐刑。这次灾祸使司马迁
的肉体和精神都经受了严重的摧残，他痛不欲生，但《史记》未成的憾恨使他隐忍苟活了下来。三年
后，司马迁被赦出狱，做了只有宦官才能充任的中书令。他面对不公的命运，不屈不挠，最终于太始
四年(前93年)前后完成《史记》的撰写。而这部凝结了司马迁血与泪的著作，也由此成为了一部后人
无法逾越的千古名著。    《史记》最初被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公”。“史记
”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但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就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全书共五十二万
六千五百余字，记载了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约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约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全面地叙述了纵贯三千年的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发展，完整地再现了中国远古时期的历史画卷。    全书共一百三
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可视为全书的纲要，主要记述历代帝王
的言行政绩，几时间可考的均系以年月；表是以表格形式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是对全书叙事的联
络和补充；书是记述典章制度发展的专篇，涉及礼乐、经济、天文、历法等诸领域内容；世家记述了
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变迁和特别重要人物的事迹；列传主要叙述了不同阶层人物的生平事迹，
少数记述了国内外少数民族的历史。    在这五个组成部分中，本纪与列传是全书的主体，故《史记》
的体裁被称为“纪传体”。纪传体不同于以前史书所采用过的以年代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编
限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为中心反映历史内容。这在史学体例上是一个创举，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延续，从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两千年来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些增改，但均未超
出《史记》创设的体制，都无一例外地有纪有传。    《史记》虽是以“实录”著称，但为了追求生动
逼真的艺术效果，必然会在故事细节方面进行虚构，在语言叙述方面突出情感，而这些典型的文学手
法，使《史记》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座伟大的丰碑。全书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命运变
化及尖锐的矛盾冲突，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屈
原、项羽、刘邦、韩信等。《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还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
，具有浓郁的抒情性，这也正是我们千年之后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情动的关键。《史记》也因此
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自东汉末年起开始在士大夫阶层流传，但
其在民间能够广为传播，得益于宋代以后出现的大量木刻本。历代刻本中，清同治九年(1870年)金陵
书局的校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被现代学者视为善本，此本汇校了宋、元、明三代具代表性的各
种版本，并汲取了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失误较少。本书就是以此刻本为基础，参考其他文献，精选
原著中的经典篇目整理而成，不仅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原文讹误、缺漏等现象的出现，而且也十分注
重提升译文的准确性和生动性，使得全书既具有学术的可靠性，又兼具文学作品的可读性。当然，不
妥和失误之处，实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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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对照史记》

内容概要

《中华经典必读:文白对照史记》内容简介：《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影响至为深远。全书共五十
二万六千五百余字，记载了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约公元前122年）
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面地叙述了纵贯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发展，完
整地再现了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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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对照史记》

作者简介

作者：（北宋）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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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对照史记》

书籍目录

本纪
五帝本纪
秦始皇本纪
项羽本纪
高祖本纪
世家
越王句践世家
孔子世家
陈涉世家
外戚世家
列传
孙子列传
商君列传
魏公子列传
屈原列传
淮阴侯列传
扁鹊列传
李将军列传
卫将军骠骑列传
游侠列传
滑稽列传
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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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对照史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当初，楚怀王和各位将领相约：“谁先攻入函谷关平定关中，就让谁在关中为王。
”当时，秦军强大，常常乘胜追赶败军，诸位将领中没有人认为先入关是有利可图之事；只有项羽怨
恨秦军杀死了项梁，激愤不平，愿意和沛公一同向西打入关中。怀王的各位老将都说：“项羽为人，
敏捷彪悍、狡猾残忍，曾经在攻占襄城时，使襄城无一人存活下来，都将他们活埋了；凡是他经过的
地方，没有不被彻底毁灭的。再说，楚军数次向西进攻，之前的陈王、项梁都失败了，不如改派忠厚
仁爱的人，施行仁义，领兵西进，向秦朝的父老兄弟讲清道理。秦朝的父老兄弟因为他们君主的统治
已经受苦很久了，现在如果真能有位忠厚仁爱的人前去，不欺凌虐待百姓，关中应该可以攻下。项羽
不能派遣；只有沛公素来是位宽大忠厚的长者，可以派遣。”怀王就没有答应项羽的请求，反而派遣
沛公率军向西夺取土地，收集陈胜、项梁的散兵以征伐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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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对照史记》

编辑推荐

《不可不读的史学巨著、医学典籍(套装共4册)》由北宋司马光编著，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是关于中
国古代历史编年体的研究，《不可不读的史学巨著、医学典籍(套装共4册)》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讫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计16朝、1362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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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对照史记》

精彩短评

1、史家之绝唱
2、很想读读历史，终于如愿以偿了，书不错。字也不是很小，适合上班族平时读一读
3、很不错的书籍，虽不是全本，但是对照到位，适合大众阅读！
4、印刷装订质量好了解历史知识介铿今曰
5、第一次在当当网买实体书，购物很愉快，等看完了以后还会经常来买！
6、好书啊 好记。谢谢
7、司马迁用尽一生写下的史书，中国人必读。正所谓读史使人明智。
8、书很不错，只是纸张有点差，不过印刷很清晰。
9、文白都有，既了解了历史知识，又学习了古文化
10、我用了三个月读了《史记》.这是一本能丰富头脑,补充知识的神奇的书.《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
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
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
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
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
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
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
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
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
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
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
，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
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
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
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
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
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
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
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
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
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
、《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读《
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
“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
》、《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
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
，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
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
“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
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
“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
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
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
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
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
“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
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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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对照史记》

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
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
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
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
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
是理解。《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
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
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
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
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
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
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
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
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
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
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
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
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
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
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
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
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
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
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
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
，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
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
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
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
（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
11、给孩子买的，因为是文白对照，孩子看起来很轻松
12、挺好的，怎么不让评价呢
13、一直想买本史记，这次终于买了，喜欢得不行
14、好书，有空翻翻，长点知识
15、了解历史，还是不错的哦
16、文白对照史记不错，不错！
17、学习古代文学史书，增加文学底蕴
18、书的内容没有详细读，是一本值得仔细研读的好书！纸张很好，值得购买！
19、孩子对历史很感兴趣，这本书让他爱不惜手！
20、孩子愛看，希望對孩子學習文言文有幫助
21、购买这个书的目的除了阅读外，想着能够收藏一下，内容很好。本次运输的时候书给弄烂了一些
，有点可惜。
22、文白文对照，很不错啊
23、这本书超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此时值得一读
24、看过了白话文的史记，打算读读原文。书的质量不错的。
25、学习一些古代名著，了解一些历史。
26、一般都可以看懂，是一本比较合适平时休闲阅读的书。
27、文白对照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28、书被压坏了  回来之后包装都烂了里边解释的很详细 就是篇幅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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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这书字挺大的,但书很轻,不过这个价格也值的.希望儿子喜欢看.
30、书籍非常好~这次终于可以大饱眼福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智慧精髓都在里面，很喜欢！
31、文白对照，很容易读。
32、文白对照挺好的，我慢慢看
33、通过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体会书中的韵味，真心觉得中国古典的伟大
34、给孩子看的书。虽然已经有本学生般的史记故事，还是再买本文白对照，方便查找
35、文白对照ok的
36、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文白对照，适合文言文入门者看。
37、有用，很厚。文白对照。推荐。
38、这个好，带翻译的，可以读的明白，不然只有文言文的读不懂。
39、慢慢欣赏，解读得很透彻，读来很容易，好书
40、经典 值得长读 不过 读完前几篇 才发现世袭制是从黄帝开始的 从黄帝到尧、舜均是一家人啊
41、人可以没有文化，但不能没有知识。特别不能没有历史知识。赞~~~~~~~~~~~
42、喜爱历史的人，怎么不读这本书呢，很多东西在历史课学到的只能考试用啊
43、内容摘录了史记中的一小部分
44、不错，物美价廉，值得购买。字比较小，但不影响阅读。
45、呵呵，应该好好学习的书。
46、经济实惠，印刷清晰，翻译得也还行。只是是节选经典部分。
47、送孩子的暑期阅读书！内容不错，孩子很喜欢！书质量不错！内容也不错！价格实惠！
48、文白对照有利于阅读！不到十元，很便宜！
49、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果然不同凡响。可惜是节选。贪图便宜了，不过很对得起这个价格。
50、司马迁忍辱负重写下了流传千世的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51、就是训练自己看文言文的能力
52、书是好书，里面有很多我喜欢的故事。
53、有古文，同时也有白话文，是个练习文言文很好的东西哦，还可以学习中国的历史
54、了解历史风云人物
55、拿在手里很厚实，看着也很舒服，纸张的质量也还不错。内容虽然是精简版本的，但是十分注重
选取的精确性，所依善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权威，译文十分的准确和生动，整本书的学术性和可
读性很高。
56、很适合古文功底不好的中学生阅读，也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57、对我们学生来说真的很不错 经济实惠  赞一个
58、历史是什么？是过去吗？未来在哪？你在哪？
59、书不错，支持一下。加油
60、文白对照史记 文白对照史记
61、这个价格还是挺便宜的，里面有史记的文言文和白话文，整体上感觉还不错。
62、书拿在手里很轻，纸张很差的
63、有古文和白话文的对照，一目了然的感觉很不错。
64、对我很有帮助，学文言文
65、非常实用的书,很适合初中学生阅读,价格又便宜.强烈推荐！
66、相当不错的一本好书，放家高端大气上档次！
67、闲来消遣是不错的选择，有历史兼顾复习古文，虽然早已远离了青少年行列，但是这样的书看起
来不费劲儿，重点是价格便宜，随手翻阅的好选择！ps：印刷和封面都不错，很有质感！
68、漫步在历史的长河里，我看到了一幕幕不算隐秘的隐秘，这就是历史的神奇，你好似明白了，但
却又不明白。。
69、，货还是挺快到的，只是订单的时候被到货时间吓到了，总体挺好的，书刚到，还没看，等看了
再来写心得，满意
70、属于家庭必备收藏书藉！
71、书还不错，还没看，虽然是为了不掏邮费而买的，但是做活动，真的很便宜。
72、不是完整的史记，只是其中经典的摘录，不过书的质量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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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是了解历史的相对可靠的经典，也是文学的著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74、没看，希望会好吧。难得买一次史记之类的
75、对于文言文白痴的我，这本书很好
76、历史老师让买的肯定有用^_^
77、经典名著，值得一读。《史记》是司马迁写的我国第一步纪传体通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
绝唱，无韵之离骚”，历代都受到十分重要的重视。我一直想给儿子买一本，但是又担心他读不懂文
言文，不喜欢那些比较晦涩的内容。这本书不错，文白对照，选的版本比较权威，翻译的颇具文学艺
术性。我儿子看的很入迷。
78、一直想要的文白对照，今天终于买到了
79、一个空军哥哥推荐看的，果然这本书看了长智慧，也给大家推荐下，名著就是不一样啊
80、一直想好好看下史记，碍于古文基础太差，现在有译文供参考，真好
81、最最重要的一本史书，列传，本纪，世家，不读史记根本就不算学过中国历史
82、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83、文白对照，简洁明了，译文准确。
84、学习一下文言文，了解一下历史
85、很好的书，既可学古文，又可知历史。
86、挺好的书,不错
87、当当搞活动买的，超值！！收着慢慢看，我先生很喜欢的书，一次买了10多本
88、书的封面古色古香，有古代线装书籍的意味。打开书，书页很白，只是书的纸张质量稍微差了些
！字体大小适中，很清楚！原文和译文两相对照，译文翻译精准！购买此书既可以学习古文，又可以
了解甚至钻研历史用，可谓一举多得！汉武帝天汉二年，司马迁因替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身陷
囹圄被处以腐性，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但《史记》未成的遗憾使他苟活了下来，他面对命运的不公，
仍然不屈不挠，前后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写下了这部凝结着血与泪的著作！也是中国古代二十四史的开
山之作！西汉大学者刘向评价《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
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么多溢美之词包围的著作一定要读！强烈推荐！
89、当当送书当真是越来越快了，赞一个。来说说这本书吧。原本是抱着“速食”的不美好心态买的
，但是，读史总是不能够速食的，看着容易入迷，不自觉地会想要深究想要知道更多。这本书翻译得
还算可以吧，有些字词略微不通，但是能够理解。最大的遗憾是好些字没有标示读音。很多字不认识
，看着别扭啊~还有很多字古今不同音的，很希望能够标注出来，其实有些字的音和意更容易有联系
的。这个版本好像是精选的吧？！前言貌似是这么说的。老家里有一本中华书局的文言版史记，那个
比较全。只是可惜了在家时没认真看。。。
90、这本书很好，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历史知识。
91、读书使人明智多读好书，有益成长
92、这个系列的觉得都不错，字大看着舒服，而且书的厚度也有。
93、内容文白对照，很好理解，从中明白了很多道理，受益匪浅！会反复阅读的！
94、一部史记记载了东周至汉武帝时期的史实概况，价格如此之低就可以得到，真心赞一下
95、一本修身养性的雅书。
96、文白对照史记还没看，详细看，好书
97、弟弟很喜欢 说爱上了史记
98、书的质量不错，现在正在看。。
99、系列书都很实惠，有白话翻译，内容是节选，有插图，给小朋友看看很不错
100、书错哦，价格便宜！我非常喜欢
101、这样的书本身就是古代文学中历史方面的经典之作，像我这样刚中考完的学生在假期里读非常有
用，对高中文言文学习的过程中起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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