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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前言

《史记》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学巨著，列“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
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读
中国历史，不能不读《史记》。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父亲司马谈做过
太史令，主要从事管理皇家图书、收集史料等工作。他曾打算编写一部通史，但没能实现。临死前，
嘱咐司马迁完成他的遗愿。司马迁年轻时就很喜欢历史，20岁时就漫游名山大川，到处考察、搜集史
料。他承袭父亲太史令的职务后，又得以看到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这些，都是司马迁能够编
写出《史记》的重要原因。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这中间，因为司马
迁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好话，被投入监狱，惨遭腐刑，蒙受奇耻大辱。出狱后，司马迁更加发奋
写作，终于在征和二年(前91年)，完成了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煌煌巨著
。在他死后若干年，他的外孙杨恽将这部52万多字的巨著公之于世。《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
有的称作“太史公书”，也有称作“太史公记”的。到了三国时期，才将这本书明确称为《史记》。
全书共130篇，分为本纪12篇，主要记载帝王；表10篇，主要记录大事年表；书8篇，主要记录典章制
度；世家30篇，主要记载侯王勋臣；列传70篇，主要记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史记》之前，我国
也有史书，如《春秋》这样的编年史，如《国语》、《战国策》这样的国别史，还有《尚书》这样的
政治史，但是还没有一部贯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通史。《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的体例
严谨，脉络分明，后代修前朝国史，都遵循《史记》的体例，一直到清代，号称中国“正史”的“二
十四史”都是以《史记》的体例为蓝本的。《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还是一部文学巨著。它开
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先河，把中国的历史散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以极具表现力的语言，塑造了蔺相如、屈原、荆轲、项羽、刘邦
、韩信、樊哙等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本书以中华书局1959年由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主持点
校的《史记》为底本，从而保证了其学术可靠性、文字准确性。另外，为了保证阅读的连贯性，本书
删除了原点校本中的“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驷的《史记集解》、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唐朝张
守节的《史记正义》)，并删除了“十表”中不便阅读的表格部分。而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本书最大的
特点是阅读方便。众所周知，《史记》中涉及大量古代的人名、地名、书名，即便是研究历史的专业
人士，也不是很容易识别的。因此本书保留了原点校本人名、地名下加专名线(——)，书名下加波浪
线(~~~)的做法，使读者一目了然，不会因为不熟悉这些专有名词而误读、错读。因此，可以说，本
书是方便现代读者阅读这部巨著的较好的白文普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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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内容概要

《史记》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学巨著，列“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
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读
中国历史，不能不读《史记》。《史记（汉）（精装）》是为了满足现代广大读者阅读这部巨著的需
求推出的白文普及本。首先，它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为底本，可以确保其文字的准确性、可靠
性；其次，《史记（汉）（精装）》删除古注，只保留原文，从而保证阅读的连贯性；第三，《史记
》中涉及大量古代的人名、地名，不加注明是很难读懂的，因此《史记（汉）（精装）》保留了原点
校本人名、地名下加专名线，书名下加波浪线的做法，使读者一目了然。因此，可以说，《史记（汉
）（精装）》非常适合普通读者阅读、收藏《史记》这部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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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作者简介

司马迁 (前145/前135~前87?)，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
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
迁集》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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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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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纪第五史记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史记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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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武本纪第十二史记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史记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史记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史记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
四史记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史记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史记卷十九  惠景间侯者年
表第七史记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史记卷二十一  建元以来王子候者年表第九史记卷二十二  汉
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史记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史记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史记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史记
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史记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史记卷二十八  禅书第六史记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史记
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史记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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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史记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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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仪列传第十史记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史记卷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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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苟卿列传第十四史记卷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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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耳陈馀列传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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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史记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史记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
传第三十五史记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史记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史记卷九十八  傅
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史记卷九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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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史记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史记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
四十三史记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史记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史记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
传第四十六史记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吏记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史记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史记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史记卷一百一十一  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史记卷一
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史记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史记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
第五十四史记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史记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史记卷一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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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
五十九史记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
列传第六十二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史记卷一百
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
序第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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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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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编辑推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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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精装）》以中华书
局1959年由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主持点校的《史记》为底本，从而保证了其学术可靠性、文字准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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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精彩短评

1、读了一本的传，觉得实在太够滋味。越读越觉得有意思。
2、常读常新～
3、以史为鉴
4、好久之前就买了，懒得没有写评论。中华书局这个系列的书，是我最喜欢的，古文版，没有注释
，人名和地名做了标注，很好！但是不喜欢读古文的就算了啊。我是很喜欢读古文的，读者特别过瘾
。我是听了百家讲坛中王立群读史记之后才买的书，所以感觉读起来不是很难。印刷排版质量都可以
。
5、中国二十四史之首。
中国正史的鼻祖。
开创了中国史书的新体例。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记史详实、笔法灵妙。
悲剧色彩虽浓，但不失令人振奋之气。
无论怎样的形容都不为过，《史记》不仅仅是一本史书，还是一本极好的文学著作，值得细细品尝。
6、一直想买本 史记 给儿子看，读史可以明智嚒。这本不错哦，印刷不错，而且还是硬封面的，可以
收藏了。
不过都是文言文的，有看不懂的可以边看边查阅古汉语词典
7、洋洋洒洒几千年，司马迁一生跌宕起伏，却用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完成了史学巨著而名流千古，
人物传记和历史传记并行，语言平实简练，国学经典。
8、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史记》是这么薄的⋯⋯以前看的史记不是白话翻译本，就是翻译与原文同存
的，要不就是有各种注解的⋯⋯都是又厚又重的好几册啊~！这本白文版的薄了好多有木有！很是开
心能找到这种书啊~~~~
9、放在以后读吧。
10、没看完
11、我最喜欢的史书，没有之一。什么后来的汉书之流差的也太远了，当年明月的那种戏谑形式又过
于肤浅。看来还是我们自己老祖先司马迁最能理解历史的冷暖，悲情。给人完全灵活的设定。
12、白文本史记读起来爱是很方便的，注本会影响阅读的连贯性。
13、竟然還是唯一讀完了的史書，三家注的版本！不過當時只是要求通讀對這段史料，對它做一個整
體的把握，說不上有多少史學的研究，更遑論學術上的評判了！也許若干年后還會重新讀過吧。
14、硬壳书，纸的颜色利于阅读，人名地名划上了线，没有那些无关的解释和评论，非常适合我这样
懂一点又不是很精通的人读。是我比较了好多版本做出的选择，很好，极力推荐。
15、此书精装简体横排，人名地名书名皆标注下划线，便于初读史记读者阅读，看过此书后可选择中
华书局竖排繁体10本~
16、二十四史之首
17、一分价钱一分货，不过这本书的字体大小、横排排版读起来都很舒服，就是硬皮不喜欢，如果是
软皮就更加方便阅读了。还有没有任何注释，读起来通畅，就是很多情况下还有些一知半解，哎，可
能是本人古文功底太差吧，总体这本书物有所值，适合初次阅读史记的读者
18、《史记》是中国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
于这部司马迁“网罗天下佚闻旧事，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忍辱负重二十余载成就的传世散
文经典，要想读懂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历史，品味其中的兴亡成败、悲欢离
合和人生的真谛
19、买书就**当网，已经成为流行，那么在流行之中，我也赶上了流行，趁着流行，买下了这本心仪
已久的《史记》。
《史记》一共130篇，52万余字，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
），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
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为通史，它不同于以前史书如《春秋》、《战国策》等只
记载某一时期，而是上记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纵贯三千年，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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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 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 （《太史公·自序》），所谓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详实地记  《史记》
录了上古时期我国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对后世史学
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後来历代“正史”所传承。称为“二十
四史”之首。作为纪传体，它又不同于以前史书所采用过的以年代先后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
编限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在史学体例上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创举。从
此以后，从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
某些增改，但最重要的 纪 、 传 ，都绝无例外地沿袭《史记》体例，而成为传统。同时，《史记》还
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而对《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在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
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
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
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
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
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向朝廷要求赏赐宫
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
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
，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于一个对中国历史有浓厚兴趣的我，怎么能不买下这本书呢！
这样书是好书，必须买下来，那怕是为了做做样子，这个样子是必须要做的，因此，我夸赞一下此书
，是本好书，是不可多得的好书，物有所值，强烈推荐！！！
20、没有注释的史记全文，就是人名地名下面有下划线，看起来有点别扭。
21、读书的时候大概我们都一样，不是很喜欢史记这类读上去艰涩难懂的古文。一是通假字多，不确
定什么意思。二是生僻字多，查参考书很费力，三是烦于老师的说教，你说好好一古文，好就好吧，
还非得让你全文一字不差的背诵出来。焉知读书就在于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好好一阅读的兴趣，就这
么被负责任的语文老师给活生生的毁了，本是一爱好，无端就变成了任务。换谁都有点逆反心理。
真正开始自己去找点古文读还真是才开始一两年，工作以后，一直是从事文字工作。突然发现，原来
最简洁、最凝练的文字还真得从古文里面来。于是自己开始找N多的古文来读，浮生六记、聊斋志异
、论语、小窗幽记等等诸如此类。
史记想对我而言，有点大部头了，所以一直不敢染指。买回来以后，才觉得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当然，书不是完美的。全面下来都是古文，虽然后面附了注解，但对于我来说似乎还是有些费力。如
果你和我一样，古文功底稍微薄弱了一点，还是找本有翻译的。这样不至于那么吃力，读下去的兴趣
也浓些。不然，恐怕是要束之高阁了。
22、[生无可恋]文言文不太容易啊...但是还是很好看
23、比较信任中华书局的，这本书物美价廉，内容嘛，史记，不说了，可以读一辈子。
24、或重于鸿毛，或轻于泰山。
25、上学时候接触过史记中的部分文章，后来就么没怎么看过相关的文章。可能是一直心存敬畏之心
，总觉得难以理解，不容易看明白。
而今看起新版电视剧《三国》，其间不停地问朋友问题，朋友说我历史知识极度匮乏，建议我看看《
史记》，也鼓励我，其实古文没那么难懂。想一想也是，不拿过来看看，怎知自己不懂呢？就算真的
是不懂，多看几遍，也能明白十之八九。
书拿到之后，第一感觉，恩，这书的装订我喜欢。
翻看看看，里面的一些细节让人欢喜。古人的名字和古代的地名都有一些比较奇怪的，跟现代不一样
的地方，这一版的《史记》特别贴心地把地名和人名做出了标记，这对刚开始看古文的人是一个很好
的帮助。
。。。。。
总之，这本书，我喜欢，不过暂未看完，等看完之后，继续评论。
26、内容就不必说了，只说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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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的排版真是细致：地名人名都有直线下标，书名有波浪线下标。看起来非常方便。
27、两代人的努力
28、读史记就能感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一角了，了解历史使人明智，何况司马迁以一支传神的妙笔
来创作了这部佳作。人物、事件刻画到位、简练。不读不能体会文字的奥妙。在所有的简装本中，这
是原版史记装订和排版最好的一本了.
29、白话文史记，专有人名地名都有标出，很适合一般性阅读，如果想研究实际的话，还是买有注解
的吧
30、预期内到的货，整个服务是令人满意的。
“二十四史”之首之《史记》，中华书局精心编校，其价值难以衡量，其价格远不能及衣物。且原汁
原味，值得您去深入！
31、以前挑着看过。
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整个武帝纪那么扯淡，从头到尾都在讲修仙之类的，还以为是有意这么写讽谏今上
。

32、何须我来吹，千古已定音。
33、“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34、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虽然花了近一个月，但阅读过程是很酣畅
痛快的。书中多感遇，掩卷辄长吁。所获值得耐心整理，万事俱备，只等拖延症痊愈了（距离上次下
此决心已经过去十个月）。
35、汉语文史的翘楚，中华民族之圣经。
36、看完之后很生气。我为什么非要硬着头皮啃完？明明读得毫无乐趣，还要每天花时间。
37、第一部
38、推荐高中生阅读，我家还有一套繁体的中华书局《史记》，很专业，相当不错，我认为这部书更
适合学生！推荐！
39、中华书局十本一套的史记放在家看，白文简体本的史记放在学校看。书很好。携带方便。
40、史记是真的好，不光对历史的记载相较于其他正史真实，而且文笔也不错：史家之独唱，无韵之
离骚
41、读完史记有一个最大的想法～～每位小吊丝平步青云后都要给自己编一个从小就天赋异禀出生时
天有异象的故事，方便给普罗大众洗脑
42、史记就是我的大老婆，常年霸占我桌子上最好的位置。
43、国史！
44、04年在广东打工，一个小镇的30多人的小厂，《史记》陪我度过了辛苦又寂寞的日子，那段时光
，很是怀念。
原来的那本被我弄丢了，现在买的这本比原来的好些，有下划线标出人名、地名，读史以明志。
45、中华经典普及文库：史记，经典书籍，人生必读。
46、《史记》在我心中一直是传奇的存在，一直觉得会晦涩难懂，因为小时候学《语文》时上面的文
章当时觉得好难懂。现在才发现，其实司马迁前辈的文字还是比较浅显的，也可能是这么多年书没有
白念，所以读起来轻松了很多，文章甚为有趣。
47、全本，精装，无注释，所有人名地名官名等均有下划线，市面上最为简便阅读的全本史记啦。
48、好书。
49、史家绝唱。
50、读的是白话版本，文言文真心读不下去⋯太长差点放弃⋯
51、在学校图书馆看到这本书，当时正热播《楚汉传奇》这部电视剧，很想了解历史及史记，于是就
买下它了，包装和印刷还是不错的，文章读起来虽稍显吃力，但别有一番厚重的原汁原味！
52、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只因有5000年历史，《史记》记载了从皇帝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3000年
历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
53、有些地方艺术加工太多了
54、适合普通读者阅读、收藏《史记》这部巨著。
55、当作小说读的，古人的叙述很惊心。但回想起是史实时又觉得很贴近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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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史记的的确确是经典中的经典中华书局的校订也可圈可点书也比较重可是纸张比较薄没有任何说
明性文字基本就是简体原文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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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是原著。第二次购买，好书好书。能读原著是很幸福的事。
58、《史记》是中国的一部纪传体通史，被人们称为信史，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花了13年的时间
所完成的。全书共一百三十卷，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有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
列传，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
）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详实地记录了上
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59、中华书局的书是相当不错的，这本史记没有白话翻译，适合阅读
60、高中读过
61、值得手抄一本
62、孩子最近迷上了百家讲坛-王立群讲《史记》，因此送她了这本书。听完百家讲坛后，她自己也要
读一段相关的段落。期末考试她历史考了一百分，看来兴趣真是最好的老师。
63、史记被鲁迅先生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学习历史的一部好书，是24史之首，你
值得拥有！
64、老师介绍说读史记，这本书的纸质不错，硬皮本！里面确实有吧地方和人名标记出（买之前还担
心来着~），没有什么注释，可以自己查字典，感觉很不错！
65、中国又到了一个重新估计价值的时候了。前提是必须知道是什么？对历史来说如此，我想文学、
哲学、艺术也是如此。历史的源头该是史记了，更重要的是史记才真正配的上信史——一家之言。读
完史记在说其他吧，循序渐进。
商品评分是按中国人的性格打的。希望当当越办越好，以读者为“天”，为读者负责。
66、您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这句话太对了。
您能读懂《史记》，您就能基本搞懂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喜欢这本书，建议大家购买。
67、其实严格的说还没读完。就书本身而言，我没有评价的资格。
68、二十四史前四史，不用多说，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之无愧。很喜欢中华书局这版
中华经典普及文库
69、史记文言文版的，没有翻译，但是很完整，中华书局的书校对的很好，读起来很放心。每篇都是
独立完整的，便于阅读。适合有一定古文基础的读者阅读。
70、书的质量很不错，跟正规书店的一样，建议想读史记的朋友可以考虑这本，相当不错。只是没有
注解有些蛮懂，但这个价格买到这本书，我还是很 感动的。。。。
71、包装精美，印刷准确，文言文不易懂，无译文及注释，阅读流畅。由于是史记全集挺划算。
72、高三时期的痛苦啊，但现在回味起来，很怀念学习史记的时候，这也确实是一部值得研究的书
73、挺好看的故事书。结合其他历史书看，味道更佳
74、籍此机会标一下一直不知道怎么标的《史记》，三家注的纸质版还放在书架上吃着维特根斯坦的
灰，这次读的是韩兆琦的注释本，佐之以钱锺书《管锥编》里关于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的笔记
，当然还有顾颉刚的白本定本。韩氏中正简洁，没啥好说的，要么还是说说钱默存吧。默存笔记五十
八则，对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泷川会注考证诸家可谓谙熟于心，不过很抱歉这只是
个开头。锺书不以三家注为底本本来就欲成一家之言。先生如何引经据典、阐发深意，我就不必重复
了，只要知道一百个长江学者加起来也比不过他的学养就够了。锺书认为：有史书未遽有史学，吾国
之有史学，殆肇端于马迁欤。盖知作史当善善恶恶矣，而尚未识信信疑疑之更为先务也。马迁奋笔，
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孟子开宗，马迁明义，言择雅驯，笔削严谨，先生之言信矣夫
75、非常棒的一本书。最好在配上钱穆先生《史记地名考》和中国地图来一起读史记，那么就会对当
时的历史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76、史记是我认为文言文里面相对较简单易懂的了，而且注者把人名地名都加了下划线，大大方便读
者阅读~现在我每天都读哦！
77、兼得儒道，贯通古今人物，杂而有理，成一家之言，史迁独得之。
78、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仁者不穷约，勇者不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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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这本书印的挺好的，700多页，删除了杂乱的注释，只保留了人名、地名的标记符号，适合收藏
80、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81、到底有多少是历史，有多少是虚构——这真是个问题，但是后人几乎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而是
坚定地把书中的所有当作历史，大的事件，小的细节。小细节，也是历史吗？我们只能当首故事来读
吧！最常用的故事手法是，almost，差一点就！还有，坏事之前必有人进谏，谋士比将帅的作用大，
文人改变历史。
82、读了史记才知道很多历史的真实性，很多以前老师说的，都有错误。很多喜欢的人物，以前学习
过的文章都环环相扣，蝴蝶效应，在历史上都有因果。 出彩的人很多，但是大家只会记住那几个最出
彩的。  
借用鲁迅的话，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83、为啥没满分？⋯⋯
84、历史启蒙读物。太史公偏爱项王，吾却独爱高祖。凡成天下之大事者，必有其过人之处也，“贺
钱万”又当如何？“为之奈何”又当如何？纵然一将功成万骨枯，独不见，“大风起兮云飞扬！”
85、高一的时候没事翻两页竟然就看完了，这是一本合不上的书啊
86、史记是中国历史界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我很喜欢司马迁的文笔，他在自己的创作当中融入了自
己很多的情感，并能对历史任务做出比较中肯的评价。
87、很早就想买中华书局版的《史记》 ，但在居住地的书市上一直未能如愿 。 书的装订质量很好， 
印刷也不错 ，值得收藏 ，而且对原著中的地名 ，人名做了特别标记，细节中见水平。
88、每个年龄段看同样的书不同的看法，初中时候听百家讲坛听易中天王立群两刘邦，讲汉武帝，觉
得很好听！现在27岁，看了吕世浩的史记课，又近了一步！还没读完，等到40岁在看，又会颠覆现在
的看法想法。希望自己40岁的时候依旧喜欢用书打发时间，虽然不一定能看懂！！也希望在40岁以前
实现如司马迁一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89、无韵之离骚！
90、《史记》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学巨著，列“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
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读中国历史，不能不读《史记》。
本书是为了满足现代广大读者阅读这部巨著的需求推出的白文普及本。首先，它以中华书局点校本《
史记》为底本，可以确保其文字的准确性、可靠性；其次，本书删除古注，只保留原文，从而保证阅
读的连贯性；第三，《史记》中涉及大量古代的人名、地名，不加注明是很难读懂的，因此本书保留
了原点校本人名、地名下加专名线，书名下加波浪线的做法，使读者一目了然。因此，可以说，本书
非常适合普通读者阅读、收藏《史记》这部巨著。
91、现在很难买到文言文原版的书了，而且是全集，集合了《史记》的所有篇章。而且最重要的是，
书中对人名，地名都做了标记，方便阅读理解。
92、司马迁写的史记很好，就不多说了，我主要就书本的质量谈谈，装订还不错，字也印得很清楚，
大小适宜，只是没有翻译，人名地名有下划线表示，除此之外就没别的了，整体还不错
93、我看的是少儿版
94、历朝历代帝王名将一览无余，印象较深的李斯的老鼠理论：平台决定一切，做老鼠也要做个粮仓
里的老鼠。
95、此书就不用多说了，经典中的经典呀，作为国人怎可不读，这本是精选版，毕竟史记那么多，我
想也很少有人能够有耐心把它全部看完的吧~此版本的质量很好，值得我们一读
96、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97、我想说《史记》《左传》为什么好看。多读几本史书就知道。这的确以小说之笔写历史。现在的
史学受洋鬼子什么年鉴派影响。大量的资料罗列，好像机器与实验室出来的，如此的刻板与没有味道
。看了真得受不了。
相对来说，史记虽然上古汉语，但还是能十行俱下的读。虽然与精确的历史差的有点远。
98、中华经典普及文库：史记,有价值，对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应该是个挑战，不过，是一本很好的藏书
，可一直看到老。
99、中华经典普及文库：史记
100、一本书，涵盖史记全部篇章，而且通篇都是文言文，很好。这种版本很难找了，而且是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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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有收藏价值
101、为查刘邦为什么能服众的原因，我把史记读了一遍，查了好几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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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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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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