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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补注（精装）》

内容概要

《汉书补注》为王先谦的重要著作之一。王氏认为颜师古《汉书注》虽集以前诸家注释之长，仍不免
讹误之处，清人考辨 "著述美富"，然"散见诸书，学者罕能通习"。故采宋、明以下相关著述，尤重清
人成果。徵引专著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钱大昭《汉书辨疑》、沈钦韩《汉书疏证》、周寿昌《
汉书注校补》等，以及王念系《读书新志》、桂馥《札檏》等逹六十七家之多。本书校勘也颇精密，
以汲古阁本为底本，参校其它各本，于其得失均有论证。故《汉书补注》为研究西汉史的必备历史典
籍。

Page 2



《汉书补注（精装）》

作者简介

王先谦（1842-1917），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曾有史学
家、经学家、训诂学家、实业家等称号。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
，湖南岳麓书院、城南书院院长。
王先谦博览古今图籍，研究各朝典章制度。治学重考据、校勘，荟集群言。除前述校刻《皇清经解续
编》外，还编有清《十朝东华录》、《续古文辞类纂》等。著有《汉书补注》、《水经注合笺》、《
后汉书集解》、《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等。为文远追韩愈，又以桐城派阳
湖派自许；其诗被称为“得杜之神，运苏之气”，“置之清代集中，挺然秀拔”。有《虚受堂诗文集
》。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出
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在父祖的熏陶下，班固九岁即能属文，诵诗
赋，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过世，班固
从京城迁回老家居住，开始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
初中基本修成。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班固随军出征，任中护军，行
中郎将，参议军机大事，大败北单于后撰下著名的《封燕然山铭》。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受株连
，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班固一生著述颇丰。作为史学家，《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
又一部重要史书，“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班固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
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同时，班固还是经学理论家，他编辑撰成的《白虎通义》，集当
时经学之大成，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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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补注（精装）》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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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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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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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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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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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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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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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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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补注（精装）》

精彩短评

1、繁体字，为了读懂，又在当当上买了一个繁体字点。竖版，看不习惯，可是又很喜欢，泪流满面
。
2、负责的工程，有这样的整理好读多了。
3、精装好过平装，赶上促销，激情拿下。
4、这套书，垄断性价格，也只能够在搞活动半价时买。
5、快递很好，提出表扬。
6、书不错，但32开本显得不大气。
7、书的尺寸小于预期，长21.2cm，宽14.3cm。给大家做个参考。但是书内页纸张很好，字迹清晰，字
体适合，正文字体很大，注释字体适当。书的内容当然没的说，汉书集大成者，推荐。我528买下，本
来想买平装的但是平装五折扣，精装的线装，封面装帧很好。
8、书的内容就不说了，最好的《汉书》版本。价格稍贵，看了很久，终于狠心买了下来。希望能好
好使用，不要浪费了。书的装订有点纠结，感觉不会很结实，很可能会散开
9、很好
10、上海古籍的精品图书，当当特价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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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补注（精装）》

章节试读

1、《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658页

        食货志满是百姓哀鸣。

2、《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46页

        注三：⋯惠帝元年，子不疑为常山王⋯此处当为少帝元年或吕后元年。

3、《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3421页

        《尉缭子议兵篇》：“竭人之力不责礼，故古者甲胄之士不拜。”

4、《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748页

        “前列直斗口三星，⋯曰阴德，或曰天一。”——到这卡住了，因为我看的星图那里一片空白，
注里面另罗列紫微里有尚书大理天柱等数十星，更蒙圈了！这时忽然注意到我显示的是亮度4.5以上的
星星，赶紧调到6.5。好嘛，都出来了！话说你们古代空气有多好啊！

5、《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2858页

        《地理志》郡治部分跳过，最后di风tu俗pao部分很有趣，细细读了。

6、《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798页

        舆鬼，中白者为'质'。（注：如云非云，如星非星，见气而已。）鬼星团。

7、《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162页

        音乐理论部分放弃。完全抓瞎。

8、《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3655页

        按说既然是补注的整理本，那么在王先谦反对颜师古的句绝时，就应该采用王氏的句绝来标点吧
？可是每每有正文仍然按颜氏句读然后补注里再予以反驳的情况，很让人怀疑是不是整理时直接照抄
的绿皮版标点。

9、《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3152页

        势利之交，古人羞之，盖谓是矣。

10、《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2842页

        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
，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
丹遗风也。

11、《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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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补注（精装）》

        汉元帝建昭三年秋，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挢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
支单于。冬，斩其首，传诣京师，县蛮夷邸门。

12、《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808页

        司禄二星在司命北，主官司；危二星在司禄北，主危亡；——司危星名，分号应断在“主官”后
。

13、《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806页

        莽篡后，宗室侯者皆废，此数侯得保，故封，未知其审。“保”后逗号当删。

14、《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413页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一去紫台连朔漠
。

15、《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869页

        战国争于攻取，兵革递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愁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
——有需求就有市场啊。

16、《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666页

        汉列侯八百余人，及光武时在者，平阳（曹参始封）、富平（张安世始封）二侯耳。

17、《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2898页

        沟洫志的内容，大体是水利和水害。
诸水利工程，成功者往往遗爱千秋，百姓歌咏，现在读来都简直要长揖感泣。
河患自大禹时就一直纠缠着这个国家，治河者或论治河者自然不能都是真知灼见，甚至有其心可诛者
（比如有人说修德则河自平，不必治水）。但也有一二贤能，殚智力以求救民命节民力速成功，可称
莫大功德。
如此种种，何止可佐酒而已。

18、《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3704页

        贾谊能在约二十年前预见到七国之乱，并提出有效方案（分割诸侯、增强梁国）来因应，真可以
说是一代战略家。七国之乱时四齐国果然不成大患，吴楚也确实是被梁国阻住而崩溃。这种预言，可
比《左传》里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有价值多了。另，梁孝王还为自己受吴楚压迫时周亚夫不帮忙怄气
，看来是没搞清楚文帝君臣把他强行封成一个大国放在那里的意图啊，不就是为了让他这时候挨揍嘛
！

19、《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813页

        大抵阴阳家者流，使人拘而多忌，而其说又自不一，此类是也。——喜欢考据的就是不容易迷信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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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补注（精装）》

20、《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77页

        文帝三年，诏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遂免丞
相勃，遣就国。四年，绛侯周勃有罪，逮指廷尉诏狱。本纪部分已经极为简略，可读来还是无限悲凉
。

21、《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3153页

        魏豹、魏咎皆魏公子封君，是秦灭国未尝诛夷。世言秦暴，犹不若后世必尽其种也。

22、《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805页

        其（参宿，猎户座）南有四星，曰天厕。天厕下一星，曰天矢。矢黄则吉；青白黑，凶。——猎
户座一边敬祝身体健康一边往后缩了缩腿⋯⋯

23、《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541页

        缇萦救父。孝文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
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
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
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
曰：“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24、《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2842页

        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
蚕织作。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
人，往往以怀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
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
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25、《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35页

        惠帝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张氏。鲁元公主的女儿，这下亲姐成了丈母娘，吕后和鲁元娘俩成
了亲家姐俩。好乱⋯

26、《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006页

        譬如尧舜，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为上智。桀纣，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齐桓
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

27、《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731页

        慎阳侯乐说，淮阴侯韩信舍人，告信反，侯二千户。十二月甲寅封，五十一年薨。孝景中六年，
靖侯愿嗣，四年薨。建元元年，侯买之嗣，二十二年，元狩五年，坐铸白金，弃市。

28、《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28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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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补注（精装）》

        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民户千二百二十三
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

29、《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47页

        此处王先谦为“春正月”写下五页长注，认为秦及汉初但以十月为岁首，未以十月为正月，列十
七证以明之。

30、《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13页

        “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之后吾魂魄犹思乐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
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这段每次读都很难过。

31、《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3页

        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沈钦韩曰：谶纬之书，大抵妖妄，而后人公然以污简牍。⋯⋯
欲以神尧，反为侮圣。⋯⋯先谦曰：沈说允当正理。】其实这些事也未必是后人附会，倒更可能是刘
邦等故弄玄虚。一介布衣，想一呼而起，大概只能“卜之鬼”。后文斩白蛇后“后人至”，讲了一个
白帝赤帝的故事，然后“诸从者日益畏之”；吕后讲了“季所居上常有云气”的灵异，然后“沛中子
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算是暗示。到陈涉传，因无忌讳，就直接点明。对照而看，作史者本意可
知。

32、《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539页

        汉初，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
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一声叹息。

33、《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2846页

        始齐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兒”，为家主祠，嫁
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34、《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3074页

        《艺文志》接近尾声的时候赫然看见“房中家”，真是提神醒脑！

35、《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809页

        天横（天津）旁，江星。（注：天江四星，在尾北。）——一个在营室北，一个在尾北，相当于
隔了整个玄武七宿还多，怎么可能是“旁”？

《史记会注考证》：王元啟曰：尾北四星，東方蒼龍之宿，與此無涉。此所謂江，即在天潢旁。據《
星經》：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漢中，一曰天江。太史公分江旁一星曰江，故謂天潢八星。《星經
》合而言之，故謂天津九星。天潢，宋均以為即天津者，是也。

36、《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533页

        刑法志第一部分即后史之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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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补注（精装）》

37、《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57页

        注四：⋯昌，宋义孙也。

38、《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353页

        历法部分讲沿革的还能看看热闹，从引用刘歆开始抓瞎，一直瞎到世经才算不是天书了。这页开
始附了一批历法相关专著，认怂，不看了。

39、《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778页

        本书《点校凡例》说星名不加专名号，可《郊祀志下》似乎把这条给忘了，加了好多。

40、《汉书补注（精装）》的笔记-第1956页

        “貌不恭”。总结起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快死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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