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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
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
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
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
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
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显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
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
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20世纪中
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
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
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
山高水长，流风甚美。
”这是董必武同志1963年11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
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
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
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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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史记考索》是著名文史学家朱东润先生《史记》等研究的重要代表作。
该书共十八篇，综合历代研究成果，对史实、文字、词语等进行考辨、校定、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
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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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东润，(1896～1988)，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教育家、书法家。
江苏泰兴人。
早年留学英国，归国后曾任教于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复旦大学。
1929～1943年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传记文学等领域的教学与
研究工作。
1952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生平著作超过1000万字，主要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张居正大传》、《中国文学批评论集》
、《史记考索》、《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陆游研究》、《陆游选集》、《梅尧臣集编年
校注》、《左传选》、《杜甫述论》、《王阳明大传》、《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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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史记》终于太初考《史记》纪表书世家传说例史赞质疑《史记》序传质疑楚人建置考读《高祖功臣
侯者年表》书后汉初匈奴大事年表《史记》徐广本异文考证裴驷《史记集解》说例司马贞《史记索隐
》说例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例《史记正义》本异文考邹诞生《史记音义》辑佚刘伯庄《史记音义》
辑佚太史公年谱订证“太史公”名称考“史记”名称考《史记》百三十篇伪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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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云：“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
”自高祖元年至元封六年，适得百。
二年，与百年之数，相差至微，若使《史记》终于获麟，止得八十五年，不得云百年也。
《史记探源》谓此并褚先生补，亦为后人窜乱，因云：“见侯五，《索隐》谓平阳侯曹宗、曲周侯郦
终根、阳和侯齐仁、戴侯祕蒙、谷陵侯冯偃。
今案，谷陵侯建元四年后即无考，不及太初，当是遗脱。
征和二年，平阳侯宗坐太子死，国除；三年阳和侯仁。
后元二年曲周侯终根、戴侯蒙，皆坐祝诅死，国除。
则终是表，于所谓见侯五者，无一存焉矣，此岂一人之言乎？
”按表，建元四年为谷陵侯偃元年，至元封六年，侯偃尚在，故不别记，彼时乎阳、曲周、阳和、戴
侯四人皆在，适为太初见侯五人之铁证（梁玉绳《史记志疑）云：“五”当作“六”，今不赘）。
《探源》遽谓建元四年后无考，不及太初云云，其言不可信。
又表举孝武时代，一匡之中，分为两截，曰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
《探源》讥之曰：“是抹去天汉、太始、征和年号，纳之太初，遂以后元二年为太初十八年，以牵合
于太初而讫之说，则何不表至孺子婴初始三年，亦不过太初一百十四年，不仍可谓为太初而讫乎？
”《探源》立言较率，表中止言十八年，非以后元二年为太初之十八年也，然准太初见侯五人之实证
，此“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之“十”一字，显为后人所窜人。
而“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之“十”字，浑然一体，尤可见司马迁对于此三十六年，视为整个之时
期，此则《史记》不终于麟止而终于太初之铁证。
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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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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