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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选《史记》名句100则，就该名句的相关语文知识，提供一篇完整而实用的介绍。文字活泼，糅合现
代风格，趣味性高。每一篇结构统一，包括以下板块：【名句的诞生】呈现原文，同时节录上下文，
有助于理解与记忆完整段落。【完全读懂名句】难字与难词的意义解释。整段原文的白话语译。【名
句的故事】名句本身的名人轶事、字词语的典故故事、历代的品评。【历久弥新说名句】介绍相关主
题或主旨的古今中外名句，并完整说明故事背景与应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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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旭生 1953年生，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国文研究所硕士、博士。现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著有
《诗经吉礼研究》、《甲骨文字根研究》、《诗经古义新证》、《金文单字引得》（合编）等。商周
出版“中文可以更好”系列总策划。
公孙策 资深新闻人，《商业周刊》“去梯言”专栏作者，当代知名历史评论家。另著有《惹是生非》
、《见血封喉》、《公孙策说唐诗故事》、《公孙策说名句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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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台湾学者公孙策与您一同品读《史记》，精彩至极！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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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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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最美国学”系列中，若没有《史记》这一本，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我对《史记》是有特殊
记忆与感情的。这要从我国中时被国文老师逼着读《古文观止》谈起。我的国中老师，当时硬逼着我
们那一班一群毛头小子，除了国文课本之外，指定的补充读物，就是《古文观止》。我也很难讲这种
逼法，到底成效好到什么程度，只能说我手上那一本精装《古文观止》，陪我直到大学毕业。每当我
兴致一起，就会随手翻翻，读上几段。《古文观止》里选录的《史记》文章，是我接触、喜好《史记
》，很重要的开端。台大一年级时，与我同宿舍的一位历史系室友，床头书柜上摆了一套五册“河洛
图书版”的《史记》。我常看他拿红笔点读，不时我也借来随手翻看，两人就那么海阔天空，聊项羽
、聊刘邦、聊荆轲。大二时，他要搬出宿舍，嫌书太重，就廉价地半卖半送，把那套《史记》，置放
到我的床头书柜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拥有成套的《史记》。我爱读《史记》，还有一个推波助澜的
因素。大一时我读过一本爱不释手的书，当时不知道作者是谁，书名《司马迁及其人格与风格》，我
那版本还是“开明书店”的。作者极其流畅的论述与抒情笔法，尤其吸引我对《史记》的兴趣。一位
传奇性的史家，记录了诸多传奇性的人与事，这是我对《史记》最深切的印象。当然，只有翻开《史
记》，跟随司马迁的叙述，才能细嚼慢咽“史记文体”的美。我至今都不能忘记，我读到《刺客列传
》里，描述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侠客的情节时，简直可以用如痴如醉来形容。尤其是佳句如潮
，信手拈来都很传神，像豫让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
，“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又如描述荆轲的为人，说他“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
，这些句子在我年少时段，又是如何激荡我浪漫遐想的情怀啊！《史记》之美，在司马迁的巨视宏观
，在他描刻人物的栩栩如生，在他笔法的跌宕起伏，古典时期的散文之美，不读《史记》，无法一窥
堂奥。公孙策很有耐心，把他读《史记》的心得，透过“名言名句”的摘录，写成这本《最美国学 史
记》，既可让读者回味一下我们常常用到的不少典故，究竟从何而来？《史记》竟然是其中极为重要
的一个“典故宝藏”！就如同我国中时，因为国文老师的硬逼、强逼，种下了时时翻阅《史记》的习
惯，我诚挚地以为，读者若把这本《最美国学 史记》当成手边册，搭捷运、等车之际，约会等人之余
，随手抽一页看看，也许一百则“史记名言”，很快就可融入脑海，变成自己智能的一部分。“史记
文体之美”，美在它是有个性的创作。
2、对于一年平均创作25万字以上的小说作者而言，文字当然是我最重要也是必须要擅长到某种水准的
工具。除了像我这样的专业，有些人却认为文字不过是为了表情达意，粗通即可，甚至错字连篇也不
算什么大问题，所以，高中生周记错别字满纸，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就连导师的红批，短短两小行
，居然有两个错字，我期期以为不可，朋友竟怪我苛求：“人家又不是国文老师！”这几年评审各类
文学奖，初审复审就被刷下的落选作品就算了；那些入围或夺魁的作品，错字竟有超过百字以上的！
我曾提议扣分，别的评审反对：“我们又不是国文老师。”其实，像文字这种基本功，不管是小说、
散文或新诗，绝不能仅止于对或错这样的低标准。能突显一位作家风格的，除了内容，就是文字；有
时候，一位作者被记住的，往往是他的某些句子——因为，句子绝非仅是文字的组合，而是作者整个
思想、情感和经验体悟的组合，借由他独特的文字风采具象承现。或许有人认为：那是作家的事，其
他行业的人何必在这方面如此苛求自己？我要说的是：错了！一个人日常谈话是否有趣、辩才能否无
碍、企划力好不好、逻辑组织及推理又如何，往往都与知识、举例、发想、用字等之是否得当有关。
而这种能力绝对是可以培养的，那就是要多读好书，而且要读得通、懂得怎么用。可是，学生得应付
各种考试，上班族被工作拖绑住，喜欢读书的族群，又不知怎么挑书——坊间一年出版那么多这种那
种的书，没营养的、哗众取宠的，根本就是浪费时间；而有些内容还可以的，作者偏偏把它写得艰涩
深僻，连自己都不知所云，叫读者怎么看得下去？阅读如果不能成为乐趣，又如何带给读者好处？以
我这个专业读书人（我平均三四天会看一本书，有些小说，两天便仔细读完）不太严苛的挑书标准，
一本书，只要能让读者增加知识，扩展视野，找到情绪出口和人生出路，哪怕只是一点点就好，也是
值得的。当然，前提自然是好看、易读，不会让读者一拿起来就充满障碍的。这本《最美国学 史记》
，我本来有点排斥，因为中文在这些年，被太多人和因素弄得支离破碎，现在再回头去拾文言文的牙
慧，会不会太晚？可是，当我读了第一篇之后，竟然爱不释手，不由自主便把它读完。我的结论是：
这是一本对学生（国小高年级便可阅读）、上班族、家庭主妇、社会新鲜人、大小主管、公司老板甚
至演讲名嘴等各类靠文字或口传为主要工作者的必读好书！首先，它很好看。司马迁写的历史，公孙
策用浅显精确的白话文翻译出来，读来毫无困难。而且，其中有事件、有智能、有情节，还有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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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可能是琐碎、难记的历史，经这样一翻译、一对照，读的人多读几篇，文字功力自然大增，而历
史的知识也相对累积，非学生族类，甚至可以把它当好看的“闲书”阅读，没事练练口才、增加内涵
，让周遭的亲友或同事刮目相看，也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再其次，这本书很有用。我们常说“文史
哲一家”，工作与这三类有关的人，绝对开卷有益。而学科学或信息的人，读这本书也可以软化硬邦
邦的职场生涯，为自己开发一点谈话内容、交游信息与生活视野。对自己孩子作文能力感到忧心的父
母，这本书是很好的自学本和亲子共读本。它有《史记》原文，有公孙策的白话译文，还加上这些名
句的诞生、意思、故事，甚至还引申出新的时代意义，并告诉读者如何灵活运用这些名句在日常会话
中。几乎作文的基本教材和演讲训练都齐全了。有时候，一本好书就能影响一个人。在这前提下，本
书的确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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