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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会注考证（全十四册）》

前言

《史记》成书于西汉末年，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代表了中国史学最高的成就，乃中国
史学鼻祖，位列二十四史之首，是习史者必读的着作。《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
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
》），因此，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两汉时，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流
传并不广，学者作注释的也很少。至唐，古文运动兴起，《史记》受到高度的重视，韩愈、柳宗元皆
对《史记》推崇备至。此时出现了三个重要的注本，即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
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三家注各有所长。裴骃以东晋徐广《史记》校本
为本，“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凡对作注有所裨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
，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
妄加解说。共80卷，是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亦是后此所有《史记》注本所从出。唐开元年间，
有两个注本。一是史学家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因此采摭前
朝诸家的注文，参阅前人论着，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着《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
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另一是学者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张守节
长于地理与六书音韵之学，对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共成30卷，是注释《史记》地名的权威着作。
《索隐》健于辩驳的文风与宋人喜尚讥评的学风颇相契合,故宋时《索隐》的影响远大于《正义》，明
末汲古阁主人毛晋曾言“读史家多尚《索隐》,宋诸儒尤推《小司马史记》与《小颜氏汉书》如日月并
照”。由于宋儒的推重,宋代不仅有多种单刻本《索隐》行世,而且将《索隐》附刻于裴骃《集解史记
》的本子亦为数不少。直到南宋绍熙间始有将《正义》合刻于《集解》、《索隐》的版本出现。司马
贞与张守节生当同时,他们作注的底本同为裴氏《集解史记》,作注的资料又大同小异，二人虽各自为
书,然英雄所见略同，注文不谋而合之处比比皆是。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由于正义是附刻于《
集解》、《索隐》合刻本之内,编者为减少《正义》与《索隐》相同的注文以免重复，刊刻前对《正义
》曾作了重大的整合工作,对其注文不仅有刊削删节,而且某些注文的前后次第亦有调动。自《史记》
三家注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正义》亦遂湮没以致失传，自明代起，学人已无缘复睹《正义》的全貌
。1913年，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1865－1946）在翻阅日本东北大学所藏庆长、宽永年间刊行的活字
本《史记》,发现上栏标注着被三注本所删略的一千二三百条《正义》,以后又从日本公私所藏多种《
史记》刻本、钞本栏外标注的同样的《正义》得到证实,于是手辑为《史记正义佚存》二卷。并开始编
撰《史记会注考证》一书，1934年刊行于世。《史记会注考证》的出现，是继三家注之后，对《史记
》研究成果的第二次最重要大总结、大梳理。泷川资言为此收集了明、清两代金陵书局本与在日本流
传的宋以前的版本，又据日本学者的校勘成果，进行全面校刊。在此基础上，搜罗中日120余种典籍，
将历代注释整理后加上自身的研究成果，以“考证”的形式，与经订补后的三家注，合刻于《史记》
正文之下，成就此书。概而言之，《史记会注考证》有如下显着优点：其一，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
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因为资料的便利，综合历代研究成果，对照考证，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
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
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其二，《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
于正文之下，注明太史公采于何书，或其事又见于何书。与他书文字有异者，也予注明。由于《左传
》、《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这给研究《史记》者以
溯本追源之便。其三，《史记会注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
演变和人物的活动。其四，将正文、注文全部断句，利于阅读。其五，书后附《史记》总论一编，论
述太史公事历以及《史记》资料、体制、补缀、流传、版本等等。于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提供了极大
方便。《史记会注考证》问世七十余年来，至今仍无人能出其右，仍然是《史记》研究者的必备之书
。其意义自不待言。当然，对其持批判态度的也大有人在，批评者大多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
补充的一千余条《正义》佚文多为伪作，并非张守节的原文；其二、资料搜集方面仍有遗漏，黄震、
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最为遗憾的是近人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
先公考》竟只字未载；其三、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偶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其四，泷川资言
在训诂方面，也有失于强自为解之处，在断句上也偶有失误。纵有诸多不足，瑕不掩瑜，《史记会注
考证》仍是至今为止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习《史记》乃至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鉴
于市面上已难觅此书，本社将其影印出版，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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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会注考证（全十四册）》

内容概要

《史记会注考证(共14册)(高清影印本)》问世七十余年来，至今仍无人能出其右，乃《史記》爱好者
的必读之书。继三家注之后，对《史记》研究成果的第二次最重要大总结、大梳理。《史记会注考证(
共14册)(高清影印本)》，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1865-1946）编撰，1934年刊行于世。《史记会注考证(
共14册)(高清影印本)》是继三家注之后，对《史记》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总结和梳理，集《史记》问世
以来，两千年来注家、学者对其研究之大成。泷川资言收集了明、清两代金陵书局本与在日本流传的
宋以前的《史记》版本，又据日本学者的校勘成果，进行全面校刊。在此基础上，搜罗中日一百二十
余种典籍，将历代注释整理后加上自身的研究成果，以“考证”的形式，与经订补后的三家注，合刻
于《史记》正文之下，成就此书。
《史记会注考证(共14册)(高清影印本)》在《史记》版本校勘、究明司马迁所据资料、《史记》三家
注的订补、历代注释集成等方面皆有重要成就。这使其一经问世便好评如潮，时至今日，在其问世七
十余年后，仍无人能出其右，依旧是《史记》研究者的必备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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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会注考证（全十四册）》

作者简介

作者：司马迁 (日本)泷川资言泷川资言（1865-1946），日本汉学家。1865年11月12日出生于松江，通
称龟太郎，号君山，为藩士之子。其父出生于岛根县，修汉学，长年为小学教员。明治初年，从雨森
精翁、内村鲈香学汉文。1882年中学三年级中途退学，上东京入岛田葟村私塾，后入东京大学附设古
典讲习科，1887年毕业，同期有市村瓒太郎、和田英松、岛田钧一、林泰辅、山田准等人。因为非东
京大学本科毕业，不通洋学而十年找不到固定工作，其学生水泽利忠说：“时代急剧变化之时，（泷
川资言）仍然完全按照前一时代生活方式生活。”1888年与市村瓒太郎合写《支那史》六卷，1892年
完成。1897年9月，前往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就职。1915年8月，前往中国上海，购得《支那史》中译本
。1922年前后，开始利用日本各种卷子本对《史记》校注，撰《史记会注考证》，又“发现”旧抄本
中大量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佚文。1932-34年，《史记会注考证》由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
出版（1955-57年再版），受世界汉学界高度评价。1946年2月23日，松江家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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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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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郑世家　第十二 史记四十三　赵世家　第十三 史记四十四　魏世家　第十四 史记四十五　韩
世家　第十五 史记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　第十六 史记四十七　孔子世家　第十七 史记四十八　陈
涉世家　第十八 史记四十九　外戚世家　第十九 史记五十　楚元王世家　第二十 史记五十一　荆燕
世家　第二十一 史记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　第二十二 史记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　第二十三 史记五
十四　曹相国世家　第二十四 史记五十五　留侯世家　第二十五 史记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　第二十
六 史记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　第二十七 史记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　第二十八 史记五十九　五宗世
家　第二十九 史记六十　三王世家　第三十 史记六十一　伯夷列传　第一 史记六十二　管晏列传　
第二 史记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　第三 史记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　第四 史记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
传　第五 史记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　第六 史记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　第七 史记六十八　商君列传
　第八 史记六十九　苏秦列传　第九 史记七十　张仪列传　第十 史记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　第
十一 史记七十二　穰侯列传　第十二 史记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　第十三 史记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
传　第十四 史记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　第十五 史记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　第十六 史记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　第十七 史记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　第十八 史记七十九　范睢蔡泽列传　第十九 史记八
十　乐毅列传　第二十 史记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　第二十一 史记八十二　田单列传　第二十二 
史记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　第二十三 史记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　第二十四 史记八十五　吕不
韦列传　第二十五 史记八十六　刺客列传　第二十六 史记八十七　李斯列传　第二十七 史记八十八
　蒙恬列传　第二十八 史记八十九　张耳陈余列传　第二十九 史记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　第三十 史
记九十一　黥布列传　第三十一 史记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　第三十二 史记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　
第三十三 史记九十四　田儋列传　第三十四 史记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　第三十五 史记九十六　张
丞相列传　第三十六 史记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　第三十七 史记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　第三十八 
史记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　第三十九 史记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　第四十 史记一百一　袁盎晁错
列传　第四十一 史记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　第四十二 史记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　第四十三 史
记一百四　田叔列传　第四十四 史记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　第四十五 史记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　
第四十六 史记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　第四十七 史记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　第四十八 史记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　第四十九 史记一百十　匈奴列传　第五十 史记一百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　第五十
一 史记一百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　第五十二 史记一百十三　南越列传　第五十三 史记一百十四　
东越列传　第五十四 史记一百十五　朝鲜列传　第五十五 史记一百十六　西南夷列传　第五十六 史
记一百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　第五十七 史记一百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　第五十八 史记一百十九　循
吏列传　第五十九 史记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　第六十 史记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　第六十一 史记一
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　第六十二 史记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　第六十三 史记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
　第六十四 史记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　第六十五 史记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　第六十六 史记一百
二十七　日者列传　第六十七史记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　第六十八 史记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第
六十九 史记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第七十史记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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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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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泷川氏）用力之勤已足使吾人惭汗⋯⋯其书颇注意古今地望。每一地名，必注其今称，绝无一
漏。⋯⋯异国人治吾古籍，用心及此，亦足促吾人之深长思也。 　　——钱穆 泷川　　《考证》一
书，其体例以日本官私所藏各旧写本，钩稽异同作校字。又用日人及我国注释《史记》者，汇合贯串
作考证。在校字方面，将删佚之《正义》，全数补入，在考证方面，采摭众家，搜罗宏富，是其所长
也。 　　——陈直《史记新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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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记会注考证(共14册)(高清影印本)》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泷川氏书非无可取。即其用力之勤已
足使吾人惭汗⋯⋯其书颇注意古今地望。每一地名，必注其今称，绝无一漏。⋯⋯异国人治吾古籍，
用心及此，亦足促吾人之深长思也。钱穆泷川考证一书，其体例以日本官私所藏各旧写本，钩稽异同
作校字。又用日人及我国注释史记者，汇合贯串作考证。在校字方面，将删佚之正义，全数补入，在
考证方面，采摭众家，搜罗宏富，是其所长也。陈直《史记新证序》《史记会注考证》“有很大影响
，直到今天，在新的《史记》会注会评本出现之前，泷川之书仍然是《史记》研究者案头必备的有用
之书。”《史记教程》，安平秋、张大可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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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确实高清影印。折上减，物超所值。
2、书的质量不错，内容就不必说了，应该买一套收藏
3、尽管是胶粘的版本，但内容是可贵的，影印版本，不用担心编辑的校对错误。
4、“函套装”难觅踪影，难道是因为当当对“买椟还珠”有深刻的理解？书本身还行，高清有一点
夸张，14本确实够厚。是除上次诸子集成以来，最划算的一次。手头已经有10卷本中华书局的繁体竖
排史记，但还是想买下这套，对照看。147元在这年头还能干啥大事呢？买下来，心定了，剩下的就是
花时间看了。
5、这版本还算不错，价格便宜啦~~~
6、這套書一直以來是中國人的“恥辱”，煌煌《史記》的彙注竟讓日本人搶了先。不過，自此書一
出，國內研究史記者批評聲也是不斷，且不乏名家的聲音。誠然，這樣的書沒問題是不可能的，但換
做現今的國人來做，怕是未必能做出如此效果來吧。姑且看之，沒必要民族主義情結那麼重，學術無
國界嘛
7、书不错，就是纸张不太高
8、书影印得很清楚，是一套研究史记的好资料，好几种版本的史记都备齐了，就是感觉以前的这种
版本看的时候稍稍有点费劲，可能慢慢就能习惯了。
9、目前最权威的《史记》注解，值得一读
10、趁活动差不多用最低的价钱收藏，性价比无可比拟，单从装帧印刷来看本子还是小了，如果能做
成大开本，注释部分的字体也就更大，就更完美了
11、这套书看来真是物有所值。影印的非常清楚。对于喜欢《史记》的朋友的确是必备的。从目前市
场上看，这套书已经不多见。而此书正是弥补了这一缺憾。我很多年就想有这一套书，可是一直没有
遇见，现在终于实现了。另外，在当当网促销时买的，184的价格真是合适。希望当当网对于经典作品
多搞这样的活动。
12、不错，史记三家注都有了，对史记喜欢的人可以有一套。只是读完需要耐心。竖排的格式，可能
觉得很雅，但不实用，既然前辈们选择了很实用很好的横版，为何还要变成竖排的呢
13、就我所知道而言，这本书还行但是就实际而言，也许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此书的并非完全的佳作，
很难和王先谦先生的两汉补注向较量。但静心做学问，此心可贵。
14、书不错，经典就是经典，字迹清晰，就是包装不好，函套坏了，书的封面比较脏，就算打折，也
不能这样，我也是当当的老顾客了，这套书实在。。。，看起来不舒服！
15、经典 不必多说了 参照陈直先生的史记新证一起阅读 收获会更多
16、喜欢《史记》，早想入手一套。注定是一套在学术史上流传的书。
17、影印版收下
18、书总体还不错。（末1本似乎有漏印的空白页，貌似只有1页。其他还待仔细翻翻。）印刷字体比
较清晰，纸张也可以。
    可惜无水泽利忠的校补部分。只得从网上找到作为补充。
    还未仔细瞧。北大出版社有本《新编历史文选》，《史记》部分选择影印介绍的的就是这个版本。
    似乎很多学者推荐的《史记》版本里，1个就是中华书局那套点校本，另1个就是这套《史记会注考
证》。不过，如果有水泽利忠的校补部分就更完整啦。（据资料说，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
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
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燉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
存版本网罗殆尽。）
    据说，这套书资料比较详实和丰富。主要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
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1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比较难得。而且比较接近尽可能早的原
书面貌。这1点非常有吸引力。
    《考证》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点校本也以此金陵书局张文虎校
本为底本。

    另外，此书选购大致经过。有3个版本，从孔夫子网上瞧见1个是内地某个不算小的出版社的10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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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比这个版本便宜很多（150元？）。本来准备定啦，后来听说影印不是很清晰。另个是台湾天
工出版的本子，据说印刷不错，可是从孔夫子网上询问，订购图书周期有些长。再有就是这套啦。
    以上情况供参考。
19、高清影印非常好
20、日本学者的经典之作，阅读史记的必备参考书。价格实惠。
21、影印的质量不错，但是装订不敢恭维
22、史记会注考证（函套装，高清影)物美價廉！
23、《史记》乃中国史学之第一书。泷川资言《会注考证》是继三家注之后对《史记》研究成果的第
二次大汇总，是迄今为止《史记》的最佳注释，非常重要。
24、很久就想收藏一部如此全本的《史记》，此版本是高清影印，收藏当之最佳，闲来翻阅亦是一种
莫大的愉悦。
25、还没有来得及读，不过从装帧质量上绝对是部好书，内容嘛，不用说了，肯定没的说。
26、影印的很好，研究史记的好书
27、除了《集解》、《索引》、《正义》（俗称三家注）外，作者收集大量史料和考证一起附在后面
。影印的也不错，史学和史记爱好者可以备一本。
28、好书！超值！爱读历史的人一定喜欢！
29、版面已经很不错了，毕竟是影印的。比上古的小版面清晰。打折后120元很值。
30、有点喜欢历史，买来参考用的。价格优惠。
31、不像一般的影印书缩印很小,而是字体合适,印刷清晰,
32、日本人研究史记的集大成，值得一看！
33、是非常合算的价格收的一套书。三家注的再加上龙川的考证，很全面。
34、日人泷川资言这部巨著很早就听说了，读过之后，所获匪浅。日人在中国史校注中的优劣都很明
显了。
35、价格非常的便宜，送货也比较及时
36、非常好的本子，虽然我已经有了两套《史记》，但研究不能没有她。
37、一套质量非常好的书籍。不过看影印的竖版书籍还是挺有挑战的，呵呵
38、印的不错，就是函套坏了。。。。。
39、装帧是稍差，纸质一般，影印倒还清晰，120的价格很给力
40、市面上《史记》的版本很多，没有一万也有一千，仅仅在当当网搜一下就不知道有多少个版本。
作为想认真读史的人，史记自然是选择读的第一位。要读自然想选择一套既全又好，而且价格便宜值
得收藏的。在书店里看到《史记会注考证》时就被其吸引住了，虽然当时我已经有了一套中华书局版
的史记，但依然有购买的愿望。回家后在当当网搜了后发现价格很便宜，立即买了下来。我个人觉得
这套书还是物有所值的。也许有这样或那样的评价说这书不好，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说句公道话。首
先这是影印本，相信不用多说了。有人说不是线装的，可惜了。我认为不可惜，如果是线装的那价格
就不是现在的了，至少要在千元以上了。是否是线装并不意味着书的内涵。而现在两百多元的价格还
是适合许多人购买的。其次，这套书整体不错，保留了古籍应有的古朴风格，适合阅读，纸张还好，
厚，字体还是比较清楚的，只不过那个字体有点不敢恭维。最后，如介绍说的“流传在日本的旧钞本
《史记》卷子，许多还保存着北宋以前的《史记》和三家注的真面目”。读一下就会发现所言不虚。
今人越来越注重古本原貌，而这套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太史公是位了不起的人，他既记载了许多
的王侯将相故事，也记载小人物的事，使得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系统的保留，也
正是他的创举，使得后继之人效仿不绝，中华民的历史和文化传播至今。试问当今世界有哪国的历史
有中国保留的记载这么多。看看现在那昔日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是伟大，但是现在他们的金字塔
还在争论着是否是外星人造的。古印度，连玄奘法师从他们那里取来的佛经都已经失传了，还要到我
们国家来研究他们本国的历史。剩下的古巴比伦，到现在已经是家不成家，国不成国了，还谈什么文
明。中国，只有中国，在今天依旧屹立不倒，即使在遭受百年的外来摧残和压迫，今天依旧在蓬勃向
上。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但我认为有一条很重要，那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一直在源源不断的保留和记
载，这是我们凝聚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史公记载了许多人的事迹，但他却遗忘了自己，以致我们都不
知道他到底出生是什么时候。这或许正是他的伟大，也是他对生死的态度。
41、经典，全面，非常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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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太值了，很全的啊，真心不错的呢，真的啊，校对很好啊
43、书影印得很好，价格也合适，除了快递让人和不爽外，没啥。经典，值得读！当当真的应该好好
培训自己的快递员，素质直接影像当当的生意！
44、影印清晰，注解详实。搞活动买的，120元，很值！
45、这样的书可以买，前题是必须读。假如买了不读，不如不买。
另外心里很疑惑，为什么中国的历代学者们都不做“注考”，反而由一个日本学者来做？感觉不舒服
，而且这显然是偏重于专业类书籍，像我这等读书的普罗大众，也就买个普通的译注版，读读就可以
了。
思考再三，放弃了，虽然它实在是非常非常便宜。
46、书不错，盒子也很好，但是整体上有折，我已经压了几天，不好恢复。
47、名著，雋永，没的说
48、字大，影印清晰，好书。
49、书是高清影印，字迹很清晰，纸张也不错，内容读完再评论。外包装还是需要加强，书都脏了呢
。
50、字体比较大，比较清楚，可以对照史记中华书局本对照看看。
很震惊，日本人对于史记的研究居然可以达到如此境界。
收藏一套，传之，无事乱翻书，必有所获。
51、日本学者治史记第一书，在索隐和正义的基础上亦有折衷，发明颇多，好书。繁体竖排，有句读
，大字体，唯纸张稍次，惜是平装，容易翻烂（已被我翻烂了）总的来说质感不错。
52、泷川氏此书，自然是不错的，是治史记的必读之书。
新世界印刷的也很清楚。但是，图书装帧看上去总不如中华、上古等印刷的古籍看上去专业。给人一
种业务的感觉。
总之，还是不错的。加上，清仓图书满150减50，一大套书，只要107元。怎么也是合算得。
53、第一次买这样的书，挺好，一直在读着，受益匪浅
54、梦寐以求的版本，价格合适
55、字体大，不伤眼。注释详尽，书的纸张和印刷不怎么样
56、一百买来，可谓物美价廉了
57、翻过与左传重合的那一段，考证细密，以前看余英时的书，一旦用史记好像都是直接用泷川资言
这个本子。
58、史记会注考证是研究史记的优秀作品，喜爱史记的朋友必藏图书
59、个人以为虽然泷川资言于史记之研究细致入微，精益求精，然止地理志尔，虽不敢言其冗余，然
于我之现阶段，窃以为中华书局三家注史记便已足矣，故有些微后悔
60、字大清晰，难得的影印版。150减50,100元买了，超值，赵爽。
61、原版影印，大陆难得一见，买吧
62、史记中的上品，唯一的遗憾就是这部国粹是日本打造出来的
63、读了就知道。
建议大家购买此书，各家的注解都有，比较详尽的了解包含的意见和对照使用。比较好懂。
64、很好的版本，遗憾外包装有点龊，不过整体很划算，值得！~
65、好书、书好
66、先放着,以后有时间再慢慢看吧.....
67、必须静下心来，不太适合普通读者。
68、函套送来已经破裂。纸张普通，不过字还算清晰。内容没看，听说装订错误很多，希望我不会碰
上
69、字大版清，适合刷书～
70、非常好，学历史的值得拥有
71、老师建议我们至少要精读几部伟大著作，才算读过书
72、包装大有改进，书是好书，可惜函套碎了！
73、可以一读，影印质量超差⋯⋯但是便宜哎⋯⋯
74、读史者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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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比想象中的要好，值得收藏！
76、古色古香 ，字大行宽，阅读体验好于上古排印版
77、一直收藏这套书，但是价格贵一直没买，这次终于降到180就买了，再不买怕绝版了。书很不错，
这个就不说了。当当怎么不能货到付款了？选的时候只能平邮，系统显示要30天才到，不过3天就到了
。
78、高清影印本，很有收藏价值，只是书的封皮书脊处不是很好看，但这个价格实在是很便宜了
79、见该书之册数，闻广告上钱穆之评语，以为是皇皇之巨著。期冀如杨伯峻之注《左传》，孔颖达
之《正义》，其实是《集解》《索隐》《史记正义》之汇总。所谓考证，外行看不懂，内行觉浅鄙。
80、久寻不得的好书，研究史记的最佳版本，印刷质量也不错，推荐
81、不错的书不过记得配本古文字典
82、主要优点就是性价比高，但问题也很明显，就是纸质太差劲，内容倒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有些地
方字体比较模糊，也是影音书常见的。
83、却是是影印版，全书繁体竖版，读起来很吃力，个别字完全的死字，即时康熙字典也不足以诠释
。选购谨慎。业余的话看看中华书局的就好
84、挺好的书，每本平均不到8块钱，对于我们这种非专业又喜欢史记的人士来说足够好好研读了~
85、开封时，函套已经破损。
86、不要因为是日人的著作而鄙夷之，该书列于华人《史记》之林，亦为黄钟大吕！
87、还算比较清晰，偶尔有些不清，但也可以看清。版权页也没问题，在第一本，2009年一版一印。
缺点就是新世界这个系列的书用纸都一样，不算好，比如白话史记，古文观止全译之类的，而且书脊
胶水也不多，一翻就要裂开的感觉。再就是当当的包装太差，书外面就包了一层编织袋似的纸就发货
了，还好盒子基本没事，书也没事，但这样的包装早晚是会出问题的，强烈批评！活动价120.8元，十
四本，一本还不到十元，盗版书的价格，虽然基本看不懂，但还是要收一套！
88、别看小日本人品不咋样，做学问还是“大大的”好。
89、下午拿到手，翻了翻，说说感受
1.商品信息里写的是重7kg，实际感觉没那么重
2.有硬纸匣，但不是精装本，单册拿着很轻便，胶线似乎偏浅，恐怕不经翻
90、影印清晰，版面疏朗大方，较全面的《史记》注，考本，难得。可惜在他的本土却没有人做这块
学问。
91、四折买的 虽然目前看的不是很懂
92、先恬不知恥地標個讀過吧。此書是去年三幾折在卓越買的，感覺很超值。此書不好的評價似乎不
少，但我覺得還是很不錯啊，32開，單面一頁，十四冊，才140+，很超值了，要是中華出的話，不得
四五百啊。當然，此書的定價也沒那麼低，只是折扣低而已。我們現在買書很看重出版社，但就因為
不是中華、上古那些大社出的，就鳥都不鳥，那也沒必要的。此書的缺點是沒有附《校補》。如果只
是讀《史記》，并不研究版本、校勘的話，不附錄倒也無甚要緊的。
回過頭來說說爲什麽是“恬不知羞”。因為要寫一篇《讀書雜誌》的作業，所以想以《史記雜誌》為
中心，邊讀《考證》，邊讀《雜誌》，好好把此書看一遍。現在看來來不及了。只看到志，最近也沒
時間看了。姑且標個讀過，等有時間了真正讀一遍吧。
93、书的内容没话说。。。繁体竖排。。。。新世界影印的好几套书内容都很不错，可用纸实在太省
过度了。。。红印泥印上去居然变成一种很恶心的颜色。。。。另希望当当的价格能再给力些。。。
94、資料很全面，全面總結傳統研究成績。
95、书的价格还是很诱人的。内容也不错，只是影印版的，排版到底还是不够舒服。而且，纸张给人
的感觉是粗糙的。
就内容来说，有人认为训诂考据不够精致。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和《汉书补注》的差距还是很明显
的。不过，这个怎么说也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史记》版本，已经很不错了。
支持一下
96、书好，价低
97、经典作品，特价收入，值！
98、刚开始看别人的评论 还担心书有质量问题 收到之后 浏览后 无质量问题 很不错
99、这是一次十分开心的购物！一百来元钱，14大本，厚厚的书籍，就这就值了！更何况书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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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的经典。《史记》中不可多得的版本！尤其是竖版繁体字，影印，原汁原味，难得呀，难得！
收藏起来，用时再吸收消化。
100、史记研究必读之书，可惜纸张、装帧实在不咋地，但是还是很对得起买的价格。
101、我刚买了这套书，他就降价100元，悲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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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還沒開始看，只是草草翻了下。首先，用紙很糟糕，應該是很便宜的小紙厰的東西吧；其次，印
刷的墨色處理失當，既然號稱“高清影印本”，起碼這方面應該注意，可以斷言的是，上機開印前，
責任編輯一定沒有去印刷厰和工人師傅商量墨色之類的技術問題；再次，印製前做版沒有規矩，導致
裁切之後頁碼淩亂不堪，影印書相當於圖版，必須以頁碼爲拼版折頁的規矩，這是不可妄改的原則；
復次，裝訂環節，這麽説吧，用紙本身就很差，容易變硬變脆，鎖綫上就應該下點功夫，但可惜沒有
，因此這書既禁不起長時間閑置、又禁不起經常翻閲；然後，硬紙做的盒套，尺寸有些不合适，沒翻
閲就抽插費勁、何況翻閲之後呢？因此，從成品書的外觀上考慮，即便是達到法定“合格”的標準，
也屬於很次的那種。接下來説内文。總體感覺還好，起碼閲讀不成障礙，至於沒有水沢式的東西，影
印嘛，只對所擇選的底本負責，無所謂。但是，十四冊的竪排繁體字圖書，居然配了幾頁簡體橫排的
序文，這也就罷了，但這幾頁居然從右向左翻頁，就有些過分了，嚴格説來已偏離了出版行規。當然
，新世界出版社不是專業的古籍整理出版社，不認識繁體中文情有可原，但就不能找個外審給看看序
文，弄成繁體字、或是改成竪排嗎？絮叨了一堆缺點，現在説説優點：便宜，如果只是當作資料，足
用，而且翻壞了弄散了也不心疼。 
2、今天到货，翻检两遍，只是纸质不好，胶状易裂，并未出现严重的装订错误，只是第四册卷十六
的第十三页页码标成了十二页，但数字页码未错，想来是影印底本已错。翻检全书，只有一处印刷模
糊，但根据上下文可以推知，其他都还不错。
3、此書全十四冊，題「高清影印本」。「高清」云云，大抵較上海古籍出版社《史記會注考證附校
補》而言。實則此書墨色較深，筆劃較粗，字之局部，或幾成墨塊，遠不如北嶽文藝出版社點畫清晰
。紙張亦視北嶽版為厚，故雖分冊相同，每冊皆厚於北嶽版也。北嶽文藝版始自7頁，殆據日本原版
影印，刪去前言，而未改其頁碼也。若此書則重排頁碼。故二書頁碼有所參差。另，日人後刊《史記
會注考證》修訂版。此書未言據何本影印，殆據初版也。https://gist.github.com/1486375
4、有《史记会注考证驳议》197页，想想也是蛮拼的，人家都说了197页的问题，我就不说什么了。公
元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七日湘潭大学廖海廷版。虽然折扣到了110软妹币，还是有点舍不得买，人穷就是
穷逼。
5、和藤原君、萧敢、demi同学吃饭之前，先去季风书店陕西南路店坐坐，在收银台惊见传说中的“
高清影印本”，立即求店员取下一观。一、底本即东京本，原大影印，看来和北岳本一样。没有水泽
的校补。二、影印墨色不太舒服。三、纸张可以参见新星出版社的用纸（我并非说新星不好，只是打
比方，仓促间只想到新星他们家的用纸和本书一致）四、十四册装在一个盒子里，压得死死的拿出来
很不方便。五、第一册开头二十页左右印错，误置第八册头二十页于此。至于误印原因，demi同学因
有家学渊源，当场予以解释，拜服⋯⋯六：全书不见版权页，只有isbn号和定价。给两星是因为这书
出身十分可疑。
6、我本有中华书局三家注版的《史记》一套，又在网上购置这一套相互参照，高兴没多久发现第一
册的缺页严重，《周本纪》开了头就一下子跳到《秦本纪》了，没办法只好在网上下载PDF版的，用
手抄写把残缺的补起来。
7、我个人是前一段时间，就是刚开学的时候 亚马逊那里搞活动，折上再打折，一共花了139买下这一
套14本，而且还赠送一本书，超值。因此从价钱上我是极力推荐。关于内容我就不多说了，有同学疑
问这个印刷质量如何，我觉得很不错，最近视力有下降，但就是这个小字部分依然可以看清。照了张
相供大家参考
：http://user.qzone.qq.com/56813766/main#!app=2&amp;via=QZ.HashRefresh&amp;pos=1348019554不会发
图片，只好从我空间引用了，呵呵。从图中大家可以看到，那些  考证 部分就是最小的字体了，如果
你觉得满意，那说明清晰度不成问题。总之，我是大力推荐。当然，我所见有限，不知道是否有更好
之版本。目前读了一部分了，感觉受益匪浅，真的是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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