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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内容概要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全书共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包
括太史公自序），共一百三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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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精彩短评

1、大家都知道，不说啦。
2、这本我也有，大多看过了，不只一遍。
3、初中好人物传记，历史时空观是由一个个人物串联成的。人物越多点便围得越密，这种走外围的
飞火流星读书法持续了好久，对核心史书过于尊重谨慎，三过家门而不入。愈熟悉俞错过更重要的东
西。第一次白本，严格讲这次才算首次。
4、2004-第二十一本
5、终于看完鸟...
6、太史官也有很多以讹传讹的内容的啦～不过也不能怪人家，历史从发生开始，就开始讹人了～
7、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本书可以传3代
8、买的就是这个版的，仍在潜心⋯⋯试图潜心
9、白文本不能再棒！
10、版本略简单
11、没看完，囧
12、《史记》的历史地位无需多言，读古文史记，让人气定神闲，或许知识。
13、没有注音，没有注解，没有考据训诂断义评论，干干净净的简体本。而且很便宜，对于大学生时
期的我，便宜是最大的优点。中国国史的源头起点，史学入门必读。
14、白文本。超级好的版本。
15、第一部系统看完的，，累死了当年楼房顶少年
16、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17、虽然可信度有待商榷，但是故事还是很精彩的。简明扼要，内容丰富。不过看的时候要随手一本
文言文字典。
18、从个人的角度观察历史，而不是如《汉书》从官方的角度去观察历史，我觉得史记更有纯粹的历
史书的味道，虽然他带有司马迁个人的好恶观点。我看这本书其实当做小说来看，里面很多人物性格
刻画鲜明，最近看平准书，发现对当时平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经济政策有很好的描述，正准备看汉书的
食货志。只是感觉岳麓书社的这本书质量虽好，但不如中华书局版把书中名词勾出来，让有些晦涩的
地方看起来更方便一些
19、看过一部分。。。
20、没有记住文采，只学了些历史知识，更不谈更深更细的了。
21、中国史官的风骨和幽默
22、历史爱好者必看之书啊
23、书的内容和质量是很好的，但是行与行之间的间距有点小。而且数的版面有点小，我个人不是很
喜欢。
24、诚所谓:燕赵悲歌，荆楚烈士。刺客列传、伍子胥列传中所描绘的烈士悲歌，其令人仰慕之情油然
而生。
25、文笔实在是好，万世流芳。读过其他史书再返回读《史记》，发现阅读速度可以提升两档。只可
惜到汉朝~
26、此书的优点是标点较为准确，便宜（最大的优点）。缺点是没有三家注。不过，这个价位，能这
样就已经很好了
27、说起来都是泪，高中看的那本被班主任没收了，大学又买了本o(π﹏π)o 
28、已经不仅仅是历史了，更是文学作品
29、感觉不错，收到书之后比较高兴！
30、多年前没看完的书重新看了一遍，很有中学时代废寝忘食的感觉
31、今天突然很想买《资治通鉴》，在卓越网犹豫了一圈，发现它太笨重了，套装全4册，不方便携带
——游子在外的苦恼啊！打算再等等，因为离《史记》看完还有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不过《资
治通鉴》是笃定要买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买书的感觉真好~
32、李广是个庸才，但是能够捧吹出李广难封的司马迁是个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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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多读几遍
34、很好看，小时候将它当做故事书看，但是记得的却不多了。认识了很多历史人物。
35、纸普通，壳与纸很快就闹矛盾了！原版，文言，无注释．
36、向史记的第三次冲锋终于成功。耗时月余终于啃完了一百三十篇。不愧为史家绝唱。
37、暂时只读了部分
38、不知不觉买了这个版本十几年了，当年同学都觉得很神奇。不过很多东西可以借景一辈子
39、纸张不错，但感觉没有中华书局版的好。
40、十年前
41、纸张比较差，装订也不怎么好，是原版没有标注的
42、上高中时在县城的小书店偶然看到的 就果断的的买下了  这么多年一直很喜欢
43、纸张看起来很不好的样子，比较cheap
44、十年前买的，有空翻读一下
45、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一样，《史记》确实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学史者是必须读的。岳
麓书社印的这本书质量还不错。
46、中学时买的 现在已泛黄了，挑一些人物传记看了，李广写得很好啊，写他单身入敌阵，寥寥几笔
，神勇非凡。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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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高中时候读过的版本。封皮的磨砂手感特别好。
49、当小说给读了⋯⋯
50、这是高中生应该读的。。。特简单
51、纸张不好,装订太差,边看边脱落.
52、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此言不虚。高中买了本书，岳麓书社的版本，寒暑假冒着大热天来读
，最喜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孙子吴起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等。
53、矮油，你不知道我初一那年买回家后头都大了，全是文言文，因为当时塑封的，后来 班上有个书
呆子男生看到我买了这本书后很兴奋的跟我说周公梦蝶，我便一脸茫然的说...有讲吗?
54、岳麓书社的版本自是极好的~~~
55、无解的岳麓⋯⋯
56、文采飞扬，见地读到。不如通鉴严谨
57、这里有最精彩的故事~~
58、要是加点注释就更好了，不过，也便宜。
59、大学时读，初学者读白文，也是捉鸡。
60、值得反复把玩
61、史记这书，乍一看就像块石头一样朴实无华。其实你越看它越有味道，你会渐渐被它精妙的构思
，充满魅力的语言折服。不过古人说的太史公笔法，眼拙还没能看出来。对著作的司马迁先生无比敬
佩，惋惜至极！
62、缺了表，但是对于志不在全、不求甚解的鄙人而言，这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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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当我决定静下心来好好地读读史书时，买了这本《史记》。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因
为从此之后，看《汉书》、《后汉书》都味同嚼蜡，尤其看到那些粉饰太平的文字。然而后来的史书
，涂涂抹抹又远甚于汉书、后汉书。于是我悲摧了。另，此版本是无注释的，我喜欢～毕业时送人了
，不知道那个人看完了没。。。
2、[回贴] [发信] [删除] [修改] [本篇全文] [只看该作者] [楼主]发信人: coast (蓝色海岸), 信区: Reading
标  题: 评说淮阴侯发信站: 武汉白云黄鹤站 (2011年12月08日08:43:37 星期四), 站内信件今晨读到一则故
事：淮阴侯由王降侯时耻与灌绛同列，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人气量何其狭小，这人为人何其不仁。
降侯之事不知是在田横死之前，还是之后，淮阴侯其人对于田横之死恐怕是心中朗朗，一无愧疚的。
不单是他，中国历史上很有一些视人命如草芥，杀人如麻的厉将，不必说别人，只说武安君旧事即可
，武安君号为”人屠“，坑赵军数十万众，赵人至今称腐乳为白起脑髓，外面红的是血，里面的腐乳
是白起脑浆。民心如此，武安君的“安”安的是什么？秦欲垂拱天下万载，惜乎二世而斩，秦皇暴戾
，二世昏聩是一方面，武安君的“功绩”怕也是一大推动力，人人切齿的国家还想谈什么长治久安，
省省吧！秦汉之兴，成也赖他们，败亦赖他们。有人言，传以仁，堪治国。信哉斯言。其实仁之用，
不必扯着治国平天下的大旗。退能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仁之用也。来本版的诸君子，智力即便
不出众，也至少是中人之资，希望牢记夫子教诲，孜孜于修身，勤勉于做事，并且始终要与众偕行，
这样才可以俯仰无愧，可质鬼神。夜读淮阴侯列传、留侯世家。今天发文后有些忐忑，是否误评了这
位国士无双的人物？读罢史记的记载，幸未错评。真正的国士无双，是文成侯，以韩信的品行，他当
不起。试再举一例：韩信晚年谋反，意欲何为？以高帝前恭后踞吗？不然也。韩信贬淮阴侯后，高帝
仍以诚意待之也，唯一的解释就是觉得自己被曲就了，说器欲难量也不为过。天下大定之时，为一己
之私陷众人于兵戈，这样的人，匹夫竖子耳，身死族夷，自取之也。 今晚另一个收获是见识了高帝之
才，闻过则改，从善如流，宜乎其为布衣天子第一人。但最敬佩的，还是张良。白云山有张良祠，但
是读史记，张良应该是终老长安的。史记中太后对张良的一番话让人感慨：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
何清苦如此？太后也是普通人走来的，她不知道是不是觉得自己配享荣华。如我是张良，我也不会心
安理得。苟富贵，无相忘。这句话不是让人在富贵的时候，念着自己的旧友，给他们一点好处。处于
贫困中的人始终存在，所以才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慨叹。勿相忘的是那些你素未谋
面的邻里乡党。苟富贵，勿相忘！这种清苦的生活，不见得是那样的清苦，此中有至乐，不堪与人言
。大丈夫处世，所求的，应该是那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更高一等，是身后得享庙食。这条
路长着呢，引jobs那段著名的演讲做结语：&quot;Keep hungry, Keep foolish&quot;
3、对于秦朝的灭亡，后人的评价总是说因为太残暴了，所谓“伐无道，诛暴秦”。如贾谊的《过秦
论》中说，“秦王足已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秦王怀贪鄙之心
，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
为天下始。”可见残暴的确是秦灭亡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但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一
个没落的社会阶层的抗争。自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门客。尤其
到了战国，各国的贵族、当权者都大量蓄养门客。最著名的就是战国四公子，还有吕不韦。这些人就
是《史记——游侠列传》中的那一类人。其实这些人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那些无业游民。但当时各国权
贵养士成风，这些人都寄养于权贵门下，成了门客。太史公说他们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
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 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
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但是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后，改封建制为郡县制，社会不需
要再蓄养这些游侠了，李斯说：“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
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侠士就成了威胁国家安全的一个阶层。正如韩非子说的，“儒以文乱法
，而侠以武犯禁”。于是秦皇“杀豪杰，收天下之兵”。秦灭诸侯用郡县制铲除他们寄生的土壤，是
亡其家；“杀豪杰”，是亡其身。接着秦始皇又开始焚书，“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
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诸子百
家的书正是这些游侠的思想基础，焚书乃是亡其心。亡其家，是使游侠劳于形；亡其身。是使游侠伤
于身；亡其心，乃使游侠伤于志。三军可夺于帅，匹夫之志不可夺。焚书是要彻底铲除游侠的思想土
壤，欲诛游侠之心。这样就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游侠想要在存在下去就不能不反抗了
。到了陈胜在大泽乡起义以后，“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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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秦汉时各路诸侯大多数都是些地方豪强，如项梁、田横三兄弟；各地豪杰，如张耳、陈馀、
韩信、陈平等。《史记》上也没记载他们是因压迫而反抗的，多数是乘乱杀了官吏而起事。而真正算
的上“苦秦久矣”而被迫的农民起义的只能是陈胜的大泽乡起义了。
4、《史记》曾被鲁迅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比较喜欢《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
》，李将军就是西汉名将李广，凭着世传弓法，射得一手好箭，是一代名将。他英勇善战，历经汉文
帝、景帝、武帝，立下赫赫战功，匈奴单于都很敬佩他。李广为人忠厚，爱兵如子。在汉景帝、汉武
帝两朝，李广历任上谷、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云中、右北平等七郡太守，守卫边疆，统兵作战
。他没有口才，不爱说话，和将士们在一起，他总是喜欢和人比赛射箭，以此为乐。在行军打仗十分
艰苦的时刻，如果找到了水，他要等所有的士兵都喝够了，才最后一个饮水；吃饭时，他总是等将士
们吃饱了以后，才最后一个端起饭碗。这种无私精神，使他深得士兵与百姓的爱戴。“及死之日，天
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李广屡立战功，深得汉文帝的厚爱。每当朝
廷对他进行赏赐时，他总是把赏赐的东西分发给属下。从军四十余年，李广家中也没有多少积蓄。司
马迁论赞李广将军时候引用古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借以高度评价李广的品格，赞美他诚实朴
直，事事以身作则，赢得了全军和普通老百姓的尊敬。自身的行为端正，就是不发命令，下面的人也
知道该怎么做；自身的行为不端正，即使三令五申也没有人听从。如果自身行为端正，从政治国有什
么困难呢？如果自身行为不端正，又怎么能够去规范别人呢？然而李广已然是做到了严于律己，因此
，他所率领的部队才能屡战屡胜，令彪悍的匈奴人都望而却步。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以身作则是一件
说起来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又难之又难的一件事情。这需要每个人长期不懈地严格要求自己，才
能让自己的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对身边人的行为起到一个榜样作用。只有做到以身作则，才能服众，
才能率领部队打胜仗，这不也正是我们要向李广学习的地方么？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做到了这点，
你就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领袖，一名称职的领袖，一名成功的领袖。
5、年表只有记叙,没有其他版本的表格.好处是减小了书的厚度,如果你仅从欣赏的角度来读,非常好,但
是如果你想搞清楚历史事件顺序,那建议你还是换一个出版社的版本吧.印刷质量偏上,定价适中,但是字
体偏小,且无疑难字的注释,适合有一定古文基础读者阅读,且有缩减排版错误的现象.此网页的简介(此乃
垃圾)并非本书的简介,诸君毋以此文而误此书矣.
6、所谓白文本就是不注不译不删节的原文本，和原书相比此版欠缺年表。01年末买这本书的时候我才
读初二，那时经常翻到一篇就读一下，并没有全部通读。这么多年过去古文水平和那时也只是大抵相
当吧。从性价比来说此书还是颇值的。
7、这是高一暑假竭尽所能攒的零花钱买的，那会儿就已经决定要做一名文科生，所以为了表明自己
的坚定立场，我斟酌再三，并结合自己手中为数不多的零钱，跑到新华书店买了这本没有注释和图表
的《史记》。之后更是花了持续到第二年暑假的时间才算是彻底看完第一遍。现在想来，最大的成就
就是自己亲自给书中有世家的诸侯画了完整的谱系，在没有其他工具书参照的情况下，做的基本正确
。因此，直到现在依然保留，尽管它的开头只能从第三页开始。唯一可惜的是此后再也没有精力冒着
太阳在二楼阳台给任何书做哪怕一丁点微不足道的批划了。，
8、楚汉是一个风云际会，云蒸龙变的时代。这个时期人才辈出，有攻无不克的韩信，运筹帷幄的张
良，有凭借巧舌之利的郦食其⋯⋯司马迁把这段历史描绘得有声有色，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当年楚
汉相争的情形跃然纸上。繁读历史的人都喜欢品评胜败之理，因此刘邦和项羽自然成为后人评论的对
象。刘邦为何而胜，项羽为何最初掌握大局而最终乌江自刎。人们无不例外的总结了几点，在这，我
也是拾人牙慧，项羽之所以失败的几个原因，战略失当，战术失误，不会用人，性格缺失。说到用人
之道，自古都是胜败的关键，人才在关键时刻的一计一策一战往往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项羽为人刚
愎自用，因为刚愎自用而导致无法听取正确的意见，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像韩信这样的人才在他手下
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最后投向了刘邦。就是因为这样，项羽手下流失了许多人才都依附了
刘邦。这就导致了项羽手下人才凋零，战将不过数人，谋士只有一个范增，可是就是连这一个范增项
羽也不会用。因此，通常我们会说项羽性格上的缺失是刚愎自用，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之所以那么
多人投向刘邦，是因为“人才是需要被重视的，需要被肯定，人才也需要有用武之地以体现自身的价
值”。这一点，我们看看刘邦，他对手下人的正确意见几乎言听计从，错误的意见也听了不少，总之
，他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因为他本身没有项羽那么大的本事，遇到问题就一句“为之奈何”，他这
一句“为之奈何”，手下的人当然高兴，这是刘邦对他们的请教，是对他们能力的一种肯定，是给予
他们出谋献策，建功立业的机会，刘邦手下的谋士战将也因此十分忙活，因为刘邦的“为之奈何”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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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少，而越忙活自身的价值越能被肯定，而我想项羽手下的谋士大概都很闲，一打战，项羽披坚执
锐，身先士卒，上阵杀敌，勇不可挡，他的谋士估计在营里帮他预备酒席，等着项王回来庆功，这样
自身价值当然得不到体现，无法被认可，当然想跳槽了。前阵子，跟同学聊天，他说在公司开会的时
候，他的正确意见总是不被采用，所以觉得很郁闷，自己的才华被埋没，于是私怨累积，在一次会议
上顶撞了上司，回来后心情很不好，后来一位上司打电话给他道歉，并肯定了他的方案是正确的，这
样才使他内心平复了一些，因为他得到了认可，他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Page 8



《史记》

章节试读

1、《史记》的笔记-第390页

        很讽刺，也很现实：

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
君车而出。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
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
尝食我以其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前见贤而后获罪者，受憎之至变也。故有爱于主，则知
当而加亲；见憎于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

——《说难》韩非

2、《史记》的笔记-第33页

        “军行，臣子与往；臣老，迟还恐不相见” 忠君如斯，父爱如斯。

3、《史记》的笔记-第394页

        韩非与李斯都学于荀卿，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而最后擅自将他毒死于秦国监狱。

孙膑与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庞涓自以为才能不及孙膑，害怕他将来比自己贤能，就私下将其召来，砍
断双脚，然后偷偷关押起来。

所谓人贤招人妒，当有所成就时，我们特别须要留心的，正是那些看上去很亲近，而才能不及自己却
心胸狭隘的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给你致命一击。

4、《史记》的笔记-六国年表

        “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
汤起于毫，周之王也从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党，陕北，延安...

5、《史记》的笔记-第406页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夫子评价其为“言语”。

6、《史记》的笔记-第229页

        微子--“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
箕子--“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
比干--“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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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史记》的笔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
，有何怨乎？”

8、《史记》的笔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有功，封侯；有罪，当斩。卫氏得势时五人受封，凡二十四岁而五侯尽夺，伴君如伴虎...

9、《史记》的笔记-第44页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始皇霸气！

10、《史记》的笔记-第450页

        齐宣王与魏襄王会徐州而相王也【更正】齐称王始于威王，非宣王。此处史记记载有误，乃魏惠
王和齐威王会徐州相王，发生于前334年。

11、《史记》的笔记-第179页

        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更正】句中“灭”字当为“濊”字。濊在今东北一带，属东夷。句
读为“彭吴贾濊、朝鲜，置沧海之郡”。彭吴乃人名，而非彭吴贾，也不存在灭朝鲜一说。

12、《史记》的笔记-第60页

        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总结下来，其实
就是--做人要低调！

13、《史记》的笔记-第618页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14、《史记》的笔记-第62页

        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 经此一战
成名。

15、《史记》的笔记-项羽本纪

        同是面对敌军追杀，沛公推堕孝惠、鲁元车下项羽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霸王确实有王者
的气魄，可惜没有王者的谋略。

16、《史记》的笔记-第600页

        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

17、《史记》的笔记-第42页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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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尉缭的评价几乎成为之
后文学/文艺作品中始皇帝的样本。

18、《史记》的笔记-第421页

        “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
“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19、《史记》的笔记-第386页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
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
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
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难怪天下人不赞美管仲的贤能，却赞美鲍叔牙能知人，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生能得一知
己如鲍叔牙者，实乃三生有幸！

20、《史记》的笔记-张耳陈馀列传

        馀年少，父事张耳，两人相与为刎颈交。汉二年，东击楚，使使告赵，欲与俱。陈馀曰：“汉杀
张耳乃从。”
Sigh...

21、《史记》的笔记-第26页

        “四十一年，楚灭陈。孔子卒。”在诸侯都难书写一笔的周本纪中，能以非王公身份占据一席之
地，唯有孔子。

22、《史记》的笔记-第188页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
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
。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这样的君子不屑于争夺王位，哪怕是拱手相让的王位。

23、《史记》的笔记-第78页

        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
休。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
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 楚汉相争，此计拨云见日，一语中的。

24、《史记》的笔记-《史记》趣事

        近来读《史记》，常有故事使人不禁莞尔，兹记于此，以待来日翻阅。

2015.5.18

（一）发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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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好怒。

晋使卻克于齐，齐使夫人帏中而观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报，不复涉河！”齐使至
晋，卻克执齐使四人河内，杀之。四年之后，卻克终于如愿，率兵攻齐。即使在战场上被射伤，也不
下战车，最后几乎活捉了齐侯。后齐侯请和，卻克的条件就是，“必得笑克者萧桐叔子，令齐东亩”
。

息夫人将归，过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请楚文王：“来伐我，我求救于蔡，蔡必来，楚因击之，可
以有功。”

齐桓公与蔡姬戏船中，夫人荡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归蔡女而不绝也。蔡侯怒，嫁其娣。齐桓
公怒，伐蔡，蔡溃，遂掳穆侯。
虽然发怒是一件流行的事，但也要有实力支持的。蔡穆侯这一怒不要紧，连老窝都让人给端了。

（二）作战

古人好战。

楚命郑伐宋。宋使华元将，郑败宋，囚华元。华元之将战，杀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驰入
郑军，故宋师败，得囚华元。

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
：“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

常言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信矣，宋襄公之熊！

（三）吐槽

中国古人亦好吐槽。

（宋襄公战败后）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
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

卫懿公即位，好鹤，淫乐奢侈。九年，翟伐卫，卫懿公欲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鹤，鹤可令
击翟。”翟于是遂入，杀懿公。

对自己的老大这样讲话，真的没问题吗？

2015.6.30

读《刺客列传》，掩卷不能平。

25、《史记》的笔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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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以知远，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帝喾

五帝之中，最钦佩高辛的德行。

26、《史记》的笔记-第18页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
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
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27、《史记》的笔记-第1页

        已经读过的几章：
《孔子列传》
《留侯列传》
《项羽本纪》
 。。。
 好像至少还看过三章。
 感觉篇幅太长，无力通读的，可以用这个方法读它，把它看做故事集。 

28、《史记》的笔记-第386页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
，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为我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
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
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满满都是基情~

29、《史记》的笔记-礼书

        出见纷华繁盛而说，入闻天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旅游党和死阿宅的纠结

30、《史记》的笔记-秦始皇本纪

        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
”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

31、《史记》的笔记-第460页

        公子颜色愈和。公子倾平原君客。前后十三字，让我花痴了许久。明明是孟尝、平原、信陵、春
申，太史公笔下却只有魏公子列传。

32、《史记》的笔记-第354页

        这一篇，挺好玩儿。想到《秦时明月》里张良的形象，还挺相符的。行刺秦始皇，遇圯上老人，
以及后来刘邦安定群臣时和帮太子保位时的各种支招⋯⋯

我想说，张良，值得当作一个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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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血气方刚，国家被灭，就“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后来还亲自在路边和别人一起
行刺秦始皇。

等到辅佐刘邦，又显示出超群的才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而且，他最清醒的地方在于，功成而不争权，终能做到明哲保身。正如老子所谓，“功成身退，天之
道”，“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33、《史记》的笔记-第34页

        “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
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

34、《史记》的笔记-第255页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
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
蛮夷真霸气！

35、《史记》的笔记-第404页

        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夫子好犀利！

36、《史记》的笔记-骨气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很少有那么多的文章收录到高中语文课本吧，很少能有
这么多的经典典故让我们耳熟能详吧，犯了龙颜之怒，为了大义而苟活于世，这就是令人敬佩的司马
迁。
西汉的文章，我们现在读来我甚至感觉比某些民国之人写的文章更加朗朗上口，上千年，时间似乎静
止了，我们与他才能在如此的近距离上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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