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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兴起于二十世纪初，鼎蛊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
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掀起至今，无不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
化中的一次次定位固基。一般来说，国学指以释道儒三家学问为主干，文学艺术、戏剧音乐、武术菜
肴、民俗礼仪等等为枝叶的传统中国文化体系。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
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
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他列从属地位；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
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近代学者邓实定义国学说：“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
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
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
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同时也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总的来说，
国学是有别于西方学术，独具特点且自成体系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人文理念和认识
方法。其博大精深之内涵，雄厚内敛之魂魄，足以令世人千百年传诵。可以说国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的
根基，其中蕴含着前人洞察世事的精妙哲理。学习国学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为人处事的方法，增强
个人的文化修养，使思想在“润物细无声”中得到浸润和升华。为让广大读者能够真正与国学亲密接
触，京华出版杜去芜存菁，在卷帙浩繁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精心挑选出一系列国学经典。在尊重原
著的基础上，通过释疑、修饰、考证、援引等，汇编成为《中华国学传世浩典》丛书，以飨读者。您
现在所看到的《史记故事》便是丛书之一。中国文化史中的某些史学著作是后人难以超越的，司马迁
的《史记》就是这样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史记》是中国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鲁迅先生对
《史记》赞叹不止，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它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推崇备至
。《史记》记录的历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汉武帝太初年间止，大约三千年。其体例为纪传体
，多以人物或者家族为单位展开，故事性很强，文笔出众，是后代传记文学的先驱和样板，影响深远
。本部《史记故事》辑录了《史记》中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佳篇，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故事体
编撰而成。编者在每一篇故事前插入了简评，或诗词，使本书的知识含量最大化，同时，大量精美的
图片，使本书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衷心地希望本系列丛书能成为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使您在品
味国学博大精深的同时，能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智慧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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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其他信息：
【ISBN】7806007113 【出版时间】2005-05-01
【装帧】平装 【开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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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的形式展现了这部宏篇巨作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让大家
在阅读中潜移默化地提高文化修养，与这部难得的经典“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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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传说中的黄帝    黄帝，本姓公孙，名叫轩辕。他从小就不同凡响，生下来不到七十天就会说话。
小时候的轩辕就心智周密，而且思维敏捷，口才出众。长大以后，性格敦厚，做事机敏，二十岁成年
的时候，就已经见多识广，能明辨是非了。    在轩辕生活的时代，神农氏的后代子孙道德衰微，各地
诸侯之间经常互相征战侵略，残害百姓，但是神农氏没有能力征服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轩辕就不得
不动用军事力量，去征讨诸侯中不来进贡的人，而且每战必胜，四方诸侯因此都来称臣归服。但是蚩
尤最残暴，一时之间还没有谁能去征服他。    当时，炎帝想凌驾于诸侯之上，于是四方诸侯都来归附
轩辕。轩辕就实行以德治国的政策，整顿军事，还顺应天时与地利，种植各种农作物，抚慰千千万万
的民众，使他们安居乐业。另外，还教导尚武的氏族习武，来和炎帝作战，经过几番战斗之后，轩辕
打败了炎帝。    蚩尤不服从轩辕的命令，发动叛乱。于是轩辕就向四方诸侯征集军队，与蚩尤决战，
擒获并杀死了蚩尤。这样，天下平定，四方诸侯都尊崇轩辕做天子，代替神农氏，这就是黄帝。只要
天下有不顺从的势力，黄帝就马上去征讨他们。这样，黄帝总是在讨伐中披荆斩棘，从来都没有安居
消停过。    征战中，黄帝到过很多地方。往东到达了海滨，去过泰山。往西到达了崆峒，登上了鸡头
山。往南到达了长江流域，登上了熊山、湘山。往北驱逐过少数民族，到过釜山。他常年迁徙往来，
没有固定的住处，住地总是在军队旁边建立营房，以便自卫。官职方面，置立左右大监，监察万国。
由于万国归一，所以每当到了祭祀鬼神或封官进爵，需要仪式的时候，规模就很宏大，自古以来的帝
王中，黄帝时候的规模是最大的。    黄帝让人推算历数，可以预知未来的气候和节令，顺应大自然的
规律，预测各种变化，以便播种百谷草木，  驯化各种鸟兽昆虫。黄帝的德政广泛传布，也感动了上
天，使得在他统治的很多年中，历来都是风调雨顺，天下太平。黄帝鼓励民众勤苦耕作，教导民众爱
惜江湖山林和土地，收割与狩猎都要按照时令进行，不许过度开采利用，让民众在利用大自然的时候
要有所节制。    黄帝的妻子叫嫘祖。嫘祖是黄帝的正妃，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玄嚣，一个叫昌意，
玄嚣就是青阳。    黄帝逝世后，安葬在桥山。他的孙子昌意的儿子高阳即位，这就是帝颛顼。帝颛顼
逝世后，由玄嚣的孙子高辛即位，这就是帝喾。帝喾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放勋，一个是挚。帝喾逝世
后，由挚接续帝位。帝挚即位后，发现自己管理国家的能力不如弟弟，就把帝位让给了弟弟放勋，这
就是帝尧。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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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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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的形式展现了这部宏篇巨作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让
大家在阅读中潜移默化地提高文化修养，与这部难得的经典“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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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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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功底的话史记还是读原著好。
3、能力&精力所限只能看这个版本，第一次系统而完整地阅读史记。印象最深刻的是延陵季子，还有
项羽：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这是中国人普遍的观念，也是我认为中国人看不穿的根源所在。以
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窃以为以史为镜不仅可知兴
替，可知得太多。
4、还不错 但是没有褚少孙的部分和太史公自序
5、中学时代科普读物 

Page 12



《《史记故事》(上下)最新图文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