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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本史记注译（共10册）》

内容概要

《宋本史记注译(套装共10册)》方向立足文学本位，充分发挥地理优势，以长安文化为背景，对中国
文学进行系统研究。（1）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精神。主要研究长安文化的内涵、产生、发展、特征
以及对中国文学精神所产生的影响。（2）汉唐文学研究。主要研究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以《史记》和
汉赋为代表的盛世文化的典型特征以及对后来长安文化的奠基作用，研究唐代作家作品、唐代文化与
文学、唐代政治与文学等，探讨汉唐时期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
价值与意义。（3）汉唐文学的域外传播。主要对汉唐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汉唐文学对域外文化的影
响、长安文化对域外文化的接受等问题进行全面研究。（4）古今文学演变。以长安文化为切人点，
探讨长安文化辐射下“后长安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以及陕西文学的内在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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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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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史记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记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史记卷四十一　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史记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史记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史记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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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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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记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记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记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记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史记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史记卷五十五　留侯张良世家第二十五
史记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记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记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记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记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记卷六十一　老子伯夷列传第一
史记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史记卷六十三　申不害韩非列传第三
史记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史记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史记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史记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史记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史记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史记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史记卷七十七　信陵君列传第十七
史记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史记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史记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史记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史记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史记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史记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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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史记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史记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史记卷八十九　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史记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史记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史记卷九十三　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史记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史记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史记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史记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史记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史记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史记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史记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史记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史记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史记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史记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史记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史记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史记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史记卷百一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史记卷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史记卷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史记卷百一十三　南越尉佗列传第五十三
史记卷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史记卷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史记卷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史记卷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史记卷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史记卷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史记卷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史记卷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史记卷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史记卷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史记卷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史记卷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史记卷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史记卷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史记卷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史记卷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史记卷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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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方向立足文学本位，充分发挥地理优势，以长安文化为背景，对中国文学进行系统研究。（1）长
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精神。主要研究长安文化的内涵、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对中国文学精神所产生的
影响。（2）汉唐文学研究。主要研究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以《史记》和汉赋为代表的盛世文化的典型
特征以及对后来长安文化的奠基作用，研究唐代作家作品、唐代文化与文学、唐代政治与文学等，探
讨汉唐时期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3）汉唐文学
的域外传播。主要对汉唐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汉唐文学对域外文化的影响、长安文化对域外文化的接
受等问题进行全面研究。（4）古今文学演变。以长安文化为切人点，探讨长安文化辐射下“后长安
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以及陕西文学的内在演变。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长安文化从本质
上说是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涵。本项目首先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对长安文
化进行理论总结和阐释，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精神的渗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长安文化对中
国文学演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汉唐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期，也是长安文化产生发展乃至鼎盛的重
要时期。所谓“汉唐雄风”、“盛唐气象”就是对这个时期文学的高度概括。不仅如此，汉唐文学流
播海外，对日、韩等汉语文化圈国家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域外传播，可以从新的角度认识汉唐
文学及长安文化的价值意义。今天的古城长安（西安）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形成新的文化特
征。通过古今文学演变研究，探讨、总结中国文学和陕西文学的发展规律，进而为长安学（或西安学
）的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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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本史记注译(套装共10册)》是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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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图书纸张过于一般，因为有三家注，所以买了，正在调换中。。。。。。
2、只看了第二册，高祖本纪还好，吕后与孝景本纪页码竟然有错乱
3、缺点就是明显没有对校，有很多错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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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