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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内容概要

本书是目前最全的《史记》注译本。本书对《史记》原文进行了校勘，逐篇做了题解，逐段进行注译
，内容极为丰富。注释在传统解释的基础上，吸收近百年来新的成果，参考考古发现，修正了传统解
释的错误，釐清了模糊不清的问题，提出了有见地的新说；还收集引证了大量古今人对《史记》及其
中的人、事的评论，更加鲜活坚实。总之，本书是目前注释最详实精辟、译文最准确流畅、讲解最深
刻扎实的《史记》全本全注全译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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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作者简介

作者:(汉)司马迁 注释解说词:韩兆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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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书籍目录

《史记一》目录：
本纪（第一至第八）
《史记二》目录：
本纪（第九至第十二）
表（第一至第十）
《史记三》目录：
书（第一至第八）
《史记四》目录：
世家（第一至第十二）
《史记五》目录：
世家（第十三至第三十）
《史记六》目录：
列传（第一至第二十）
《史记七》目录：
列传（第二十一至第四十一）
《史记八》目录：
列传（第四十二至第五十七）
《史记九》目录：
列传（第五十八至第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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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编辑推荐

1.司马迁的《史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2．
中华书局全本全注全译本，是最适合现代人阅读《史记》的读本。3.内配“百年中华尊贵典藏”精美
黑梓木镇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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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精彩短评

1、这套史记买的太值了，不仅书的内容很全很专业，而且书的装帧也很精美，值得收藏。作为礼物
送给我的孩子，孩子非常高兴，尽管还是一名小学生，但他对历史非常感兴趣。我相信他一定会从书
中受益匪浅。
2、韩兆琦教授译注的这套《史记》堪称精美绝伦，注解丰富，译文精准。这套大字版，黄色布面，
纸张很好。
3、纸张、装订都还不错，就是那个镇纸啥的有股味儿，不知大家的有没？好书还是要赞一下的！
4、这是一批好书！知识，翻译，印刷，装帧没的说！好！长大见识！
5、拿到货才一周，*逊今天（七夕节）就降到了756，差了100多块钱，本来下了退单客服也同意退货
了，后来考虑塑封打开了一些，退回去给别人也不是太合适，犹豫是否退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这套书16开本，是我在亚马逊买的比较好的书，也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不错的书，不过原
文的字体有点大，行距也太大了，所以才导致印了九大厚本，确实有点重。镇纸也不错，书可以给5
星之级。这套书收藏、送人都很好，还是不错；无版权之书，价格有点高；都应该让点利。这套书比
中华书局的《资治通鉴》这套32开本的礼品书要好，起码大气，不过大气的缺点，需要来人抬着看。
6、字体比较大，就是重哈，而且家里的书柜要大～～～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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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本人是双十一当天购买的此套数，虽然是双十一，但隔了一天后的13号就收到货了；2、亚马逊
包装的很到位，打开箱子，里面没有物流引起的褶皱和压痕，派件师傅态度也很好，接近20千克的箱
子从一楼搬到6楼；...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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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章节试读

1、《史记》的笔记-吴起列传读后感

        吴起其人，有军事和政治才能，但是在人际沟通能力上却有所欠缺。可谓在外打得了天下，在内
却不得民心，在魏国的时候，与田文争取相位，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在朝廷中无法号令群臣，所以没有
任何怨言地将相位让给了田文。他遭人陷害，别人仅仅用一些伎俩就把他赶出了魏国。到了楚国后，
依旧实施他的雄才伟略，但是靠山倒了后，他立马被楚国的权贵阶层乱箭射死。
吴起曾经说过：“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则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司马迁对吴起的评价是，“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2、《史记》的笔记-第78页

        摘要：
1、九族既睦，便章百姓。
2、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
3、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
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4、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舜的描述最多，基本上符合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个能者是解决问题的人，能把不利因素转变为有利条件，有广阔的胸襟和气度，积极乐观的精神，
高尚的道德和节操，这样才可以带领一个族群走向繁荣和昌盛。考察一个人，也只有把他置于最恶劣
的环境中，看他怎么处置，所以说，不要抱怨身边的不平，好与歹都是环境，而人才是决定因素。

    晚上和zz聊起了一个小学弟，他问我这个人如何，我说不错。他对我的意见表示怀疑，他认为，不
错的概念不是聪明，而是总体的评价，是否有抱负，是否善于交际，是否聪明有学识等等，而聪明仅
仅是一个因素，正如木桶原理，你最短的一面，决定了你能装多少水。
    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我总是太在乎一个人的本身散发出来的灵性~~这只能让一个人成为某些行
业上的精英或者专家，却无法成为优秀的政治家。

3、《史记》的笔记-第6891页

        摘要：
1、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
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

4、《史记》的笔记-第30页

        比起资治通鉴，史记的文笔更浪漫，行云流水般，措辞清新。而前者则十分严肃，不带感情色彩
。
五帝本纪，写出了帝王的风采，着重讲帝王的人格特点以及他们如何治理国家，做出了哪些贡献。但
是让我惊叹的其实是他的文笔⋯⋯确实是，无韵之离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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