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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史记论丛:第七届年会论文史记论丛(第4集)》为《史记论丛》第四集，收入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七届
年会的学术交流论文(包括了第六届年会作者提供了电子文件的论文)。
共收入论文59篇，分为七组：第一组《史记校释与方法研究》，收文11篇；第二组《司马迁思想研究
》，收文9篇；第三组《史事评析》，收文9篇；第四组《文学研究》，收文10篇；第五组《汲黯研究
》，特辟的专人研究栏目，收文8篇；第六组《人物评传》，收文6篇；第七组《史记散论》，收文5篇
，学术通讯1篇，总5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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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平秋，男，1941年10月生，北京市人，满族，著名文史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导师。
治学范围为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主要方向一是先秦两汉文学，重点是司马迁《史记》研究，二
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关系研究。
主要论著有：《史记版本述要》、《评古文观止二关注》、《中国禁书大观》、《史记今译》、《汉
书今译》、《茶与中国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史名著选译丛书》(主编之一)、《中国古代小说评介
丛书》(主编之一)、《北美汉学家名录》(主编)《欧美汉学名著译丛》(主编)、《古文观止》(点校本)
，又担任大型史学巨著《二十四史全译》的副主编。
近二十余年，除在北京大学讲授《史记讲读》、《史记研究》、《汉书讲读》、《古代汉语》、《传
统文化与社会生活》课程外，在中国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余所大学讲授专题研究，主持或参
加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院校的研究生论文答辩，自1992年起，六
次赴美国在哈佛大学等处作学术演讲，1996年应邀赴法国等欧洲四国作学术访问。
赵生群，1957年2月生，江苏宜兴人，198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1995年晋升教授，1998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与信息学系主任，中国古典文
献学专业硕士、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教师。
兼任“中国古典文献学”奖学金评委、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修纂委员会成员、《史记》修订项目主要负责人
。
代表性著作有：《太史公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史记文献学丛稿》（江苏古籍
出版社，2000年1月)、《春秋经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史记编纂学导论》（凤
凰出版社，2006年11月）。
主编《古文献研究集刊》。
在《文史》、《中华文史论丛》、《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光明日报》、台湾《大陆杂志》、《
孔孟学报》、《孔孟月刊》、《经学研究论丛》、《文哲研究通讯》及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学术刊物
发表论文70余篇。
相关论著和观点被人大复印资料、《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史研
究文摘》、《中国史研究年鉴》、《文摘报》、《社会科学报》、《文学遗产》、《书品》、《文史
知识》、《史记研究史略》、《史记研究》、《史记教程》、《史记研究概论》等书刊转载、摘登、
介绍100次以上。
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中国古典文献学》、《校勘学》、《经学研究专题》、《史学研究专题》
、《论语导读》、《孟子导读》、《左传导读》、《史记导读》、《汉书导读》等课程。
曾独立主持国家教委（教育部）项目两项，两次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次获南京师
范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
近年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0余次，并应约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高校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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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史记校释与方法研究《史记》版本校勘史述论《史记》校点本标点问题举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对《国语?越语》的取舍和补充《史记》所载川商史料价值刍议黄震对《史记》的研究楚汉逸史十则
简说汤始居之“毫”’即“蒙”考证东瓯考司马迁之死探隐《项羽不死于乌江考》研究方法评议考证
史实岂能主观臆断二、司马迁思想研究司马迁写社会变革司马迁与汉初黄老思想的关系司马迁的“货
殖”思想司马迁对萧何的褒扬与贬抑司马迁笔下的叔孙通与陆贾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卫青、霍去病司
马迁文学思想浅析司马迁的教育思想司马迁的饮食文化思想三、史事评析《史记?五帝本纪》的三大价
值汤大旱“翳发断爪”之巫诅解读《史记》民族精神论论春申君的功过及其成败之因从历史的反面品
评范增略探韩信的人格特质浅析汉初功臣名将归汉之因刘邦与高起、王陵对话的探讨由《史记》看史
官的秉笔直录与载笔曲隐四、文学研究“发愤著书”说在汉魏六朝的接受及演变尚奇与悲美——解读
司马迁的屈骚情怀吴见思《史记》叙事学成就管窥试论《史记》的精神美谈《史记》的对比特点史记
的比喻修辞《史记》楚汉战争中虞姬与吕后描写的深层心理阐释漂母形象与漂母意象从性格上看韩信
的悲剧原因《史记?游侠列传》对新派武侠小说的影响五、汲黯研究汲黯评传汲黯探微汲黯的人格魅力
《汲黯列传》注《汲黯列传》语译《汲黯列传》读后《汲黯列传》集评汲黯年谱六、人物评传一代枭
雄彭越钟离昧评传黥布评传樊哙评传灌婴评传刘敬评传七、史记散论受宫刑后写作《史记》对司马迁
的自我治疗读《汉将李陵论》札记《史》《汉》所载的汉代公主婚姻西府与无锡的不解之缘《史记》
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八、学术通讯《史记》研究如何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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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记论丛:第七届年会论文史记论丛(第4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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