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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武帝时期。
他的历史巨著《史记》也完成于这一时期。
至汉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将《史记》公之于世，使《史记》得以流传，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
两千余年来，为《史记》全书作注释的人，据粗略统计不下数十家。
但随《史记》一书得以流传至今的、为治《史记》者所器重的却是“三家注”，即刘宋时裴驷的《史
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
而“三家注”中最晚的一家张守节是生活在唐玄宗时期，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年左右了。
在今天，过去为《史记》所作的各家注释，已远不能适合今人的阅读、使用和研治《史记》的需要了
。
在上个世纪（20世纪），一些名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为《史记》作新的注释，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日
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
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主要是所据资料的局限，且时间又已经过了七十年，故而直到今天——21世纪
初，我们仍然期待着一部坚实的、极具学术功力的、适合今人需要的《史记》注释新作出现。
令人欣喜的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史记笺证》，这是由韩兆琦教授编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一部《史记》注释新作。
全书550万字，而《史记》一书的原文为50余万字，新作的注释是原文的10倍，可见注释之详尽、收集
资料之宏富。
从我所见到的部分样稿中，看出《史记笺证》一书有四大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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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
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共写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史记》首先令我们感到惊奇而为之赞叹的是它的包罗之广泛，体大而思精：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
，而且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而且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而且写
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且写了广大下层的各色人等。
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
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
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的结构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
所谓“本纪”，共十二篇。
《太史公自序》说：“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
”其中的前四句，应该是指整个《史记》的时间跨度而言，五部分都是如此，不光是指本纪。
“科条之”三个字才是谈到了“本纪”一体的特点。
“科条之”就是提纲挈领地记述国家大事，因此我们也可以简明地说，“本纪”就是一个时间段的大
事记。
既然“本纪”是大事记，那就必须以当时社会上那个最有权威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生平年代为顺序
，而这个人物通常情况下就是当时的帝王，如秦始皇、汉高祖、汉文帝等之列为“本纪”就是如此。
但也有时某个人物虽然在名分上不是帝王，但他实际上却是当时最有权威的人物，司马迁尊重事实，
不看表面，这就是项羽、吕后被列为“本纪”的原因。
有人认为《秦本纪》叙述的是一个诸侯国，应该和齐太公、鲁周公一样降为“世家”，这话不无道理
。
但《秦本纪》如同是《秦始皇本纪》的“前纪”，因为它的时间长、内容多，所以才没有像《殷本纪
》《周本纪》那样把该朝开国帝王以前的许多远祖都叙述在该朝开国帝王的前面，而是把它独立了出
来。
形式上虽然独立，性质上仍同于《秦始皇本纪》的上篇。
而且秦国自孝公以来，在战国诸国中的地位，已经与其他诸国不相同了，司马迁的这种看法也表现在
《六国年表》中。
如果照有些人所说，读者要想按时代顺序读秦朝的历史，那就要先翻到后面去读一篇“世家”，而后
再翻回来接着读《秦始皇本纪》，这就是片面追求形式的结果，而司马迁是重实质而不重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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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兆琦，男，1933年生，195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62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
从1963年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1980年为副教授，1986年为教授，1993年为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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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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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武本纪 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
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
禅书河渠书平准书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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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元王世家荆燕世家齐悼惠王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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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壹五帝本纪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日轩辕。
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
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
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
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三战，然后得其志。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
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
西至于空桐，登鸡头。
南至于江，登熊、湘。
北逐荤粥，合符釜，而邑于涿鹿之阿加。
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
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
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
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
获宝鼎，迎日推策。
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
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
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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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编写前期曾审阅过部分初稿与参加过搜集评论资料、图片资料的友朋：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张家
英、河北师范大学李春祯北京师范大学祝鼎民。
首都师范大学季哗、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吴淑伶、刘玲第、平顶山师范专科学校何梅琴，中央财经大
学原绍锋、湖南大学孙海洋、洛阳师范学院龚熙文、杜薇内蒙古民族大学于东新、衡阳师范学院萧晓
阳、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萧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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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记笺证》是韩兆琦编撰、最近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史记》研究新著。
此书以《史记》三家注、《史记评林》、《史记志疑》、《史记会注考证》为基础，进一步搜集资料
，鉴别去取，积十几年之功编撰而成。
全书共约五百八十万字，是当前注释最详尽，收集、引证材料最丰富，很有利于阅读，并为《史记》
研究提供了相当基础的本子。
《史记笺证》的八大学术特点一，对当前通行本《史记》原文的字句讹误和一些重要的标点失当，《
笺证》为之校改了二百多处。
 二，吸收考古资料、依据出土文物以验证《史记》文本叙述的史实，从而大大提高了史实的清晰度，
也有的纠正了文本叙事的偏差。
 三，访求、采录地面遗留的各种古代遗迹，诸如城垣、关塞、楼台、陵墓、碑碣等可与历史人物、历
史事件相互印证者，以资博览，以广异闻。
 四，收集、引用新的研究成果，对《史记》旧注与一些欠妥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辨正，对一些模糊不清
的问题提出了新说。
 五，收集、引证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对《史记》中有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论，
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该人物、该事件的历史意义，更准确地理解《史记》文章。
六，收集、引证有关的文学方面的评论资料，可使读者对《史记》的文学性加深理解，并提高阅读文
本的乐趣。
 七，本书对疑难字、生僻字都加了汉语拼音；对历史地名都加注了现今地名；对古帝王的纪年以及月
日干支都加注了公元某某年以及某月某日；对古代的度量衡都加注了约当现今的近似值； 八，本书加
进了《史记》所涵盖的各个历史时期与某些区域、某些城市的地形图共十八张，加进了与《史记》各
篇内容相关的历史古迹、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等图片百馀张，以利于读者的记忆，并增加阅读的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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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史记》是一部大书，大书值得大书特书。
而韩兆琦先生的《史记笺证》就是这样一部为大书而写的特别的书。
说它特别，是因为皇皇九大卷的《史记笺证》向我们展示了终生成就的特别内涵。
----------- 赵白生(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史记》校注笺评之集
大成--------谭家健(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笺证》为《史记》研究提供了很
好的基础，是迄今注释最详备、征引最丰富而又很富于特色的《史记》新注本，超轶前人，厥功甚伟
。
 ---------牛鸿恩(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散文学会秘书长）《笺证》运用本证、旁证与理校等多种方
法，对当前通行本《史记》原文的字句讹误和一些重要的标点失当，校改了二百多处。
引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方法于《笺证》，博采非文献资料注解《史记》，贡献突出。
引证宏博，多方取资，大大丰富了注释的内容，开拓与发展了现代注疏学。
《笺证》的“集评”，是韩兆琦先生对注疏体例的一种创新。
此外，《笺证》在技术方面也有所创新。
如对《史记》记载历史的地理、年代，《笺证》除了用现今地名、公元纪年加以对照外，特别加进了
地形图三十五幅，历史古迹、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等图片一百三十多幅，使《史记》记载的历史内容
形象化、视觉化，以利读者的记忆和提高阅读兴趣。
对古代的度量衡加注了当今的相应值。
对疑难字、生僻字加注汉语拼音。
这些细微地方的得当处理，拉近了古典作品与当今读者的距离，增强了时代感。
加之《笺证》作者整体行文的流畅与清新，使《笺证》有较强的可读性，具有雅俗共赏的功能。
 --------张大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
史记笺证》一书，对于无论是初学《史记》者还是研究专家，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
 ------刘丽文(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兆琦先生编著的《史记笺证》，是《史记》整理、
研究的一大收获，是《史记》整理、研究的重大学术成果。
本书的主要长处，两篇序各举四点，至为恰当。
这部巨著，通过注释、考证、集评、按语，充分而深入地揭示《史记》的历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对
普通读者和专家学者学习、研究《史记》，都有很大助益，是普及和提高双赢的成果。
现今出版物多如繁星，但真正闪光的、可以传世的书却极罕见，《史记笺证》当之无愧的是一部闪光
的、可以传世的著作。
韩先生编著《史记笺证》之功甚伟，而在现今出书难的情况下，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也极见胆
识，其功亦甚伟焉！
----------漆绪邦(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该书的出版，对
于今人阅读和研究《史记》无疑将提供更多的便利。
因此必将推动新世纪《史记》的传播，成为《史记》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的注释成果。
 -----------王齐(商务印书馆编审，出版部主任）  “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于东新超
迈前贤的集大成之作。
------宋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2003级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 《史记笺证》一书有四大长处：一是《史记笺证》对当前通行本（包括中华书局出版的点
校本）《史记》原文的文字讹误和标点失当做了校正，据告，多达二百余处。
二是在有根据地尊重传统解释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近百年来新的研究成果。
对传统解释中的不当之处做出了辨正，对过去解释模糊不清之处提出了有见地的新说。
三是注重运用近一百余年在中国新发现、新出土的文献和文物为《史记》做注释，以考订、验证《史
记》原文所叙述的史实。
即将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治学“二重证据法”运用到了《史记》注释中去。
四是收集、引证了古今人物对《史记》和《史记》中人、事的评论，使注释更坚实、更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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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以上四大长处的这部《史记笺证》，体现出《史记》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既传统、又崭新的境界，
那就是既具厚重的学术功力，又眼界开阔、识见精到。
我们期待《史记笺证》一书成为中国《史记》研究进入新境界的里程碑。
 ------------安平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全
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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