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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评传》

内容概要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五体俱备的历史巨著；司马迁是一位集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文化
巨人。在总结前人和作者本人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着重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深入
分析了《史记》赖以产生的历史、社会、家世、师承及个人经历等主观条件；具体评述了司马迁在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学纲领下所形成的哲学、史学和文学成就，进而分析
了在这些成就中所体现的哲、玻、史战争及人才诸思想；结合《史记》传播的历史和“史记学”的形
成和发展，阐明了《史记》不朽价值的部分，亦占相当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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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评传》

作者简介

张大可，1940年12月生，四川长寿县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曾任兰州大学
历史系教授，兼甘肃省中青年历史学会理事长。现任北京外国语学院中文系教授、副系主任，兼历史
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从事于中国历史文献和秦汉三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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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评传》

书籍目录

司马迁像及故里图、游踪图《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第一章  故里、家世及少年时代  一、司马迁故
里  二、源远流长的世系  三、“迁生龙门”  四、司马迁的生年与表字  五、“年十岁则通古文”  六、
“耕牧河山之阳”  七、家徙茂陵第二章  出仕与扈从  一、二十壮游  二、出仕郎中  三、奉使西征巴蜀
以南  四、扈从武帝  五、负薪塞河第三章  家学渊源与师承  一、秦国名将司马错  二、秦铁官司马昌和
汉市长司马无泽  三、受学于董仲舒  四、问故于孔安国  五、私淑“至圣先师”孔子第四章  司马迁之
父司马谈  一、出仕与师承  二、重振天官学  三、论站家要指  四、制定封禅仪  五、发凡起例“太史公
书”  六、遗命司马迁第五章  发愤著书  一、继任太史令潜心修史  二、制定太初历  三、修正《史记》
断限  四、答壶遂问述作史义例  五、受李陵之祸  六、发愤著书第六章  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  一、博大
的五体结构  二、通变的历史内容  三、《史记》的取材义例  四、实录精神第七章  《史记》的文学成
就第八章  司马迁的思想第九章  大一统时代骄子第十章  名山事业垂千秋附录  司马迁创作系年（附司
马谈）主要参考书目人名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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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评传》

精彩短评

1、张大可作此评传，思路行文所受条框拘束颇多，颇不如作《史记研究》来得淋漓自如。
2、看的是很旧的版本
3、　　他被后人称为“历史之父”。他的名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也是一部不朽
的文学名著，被鲁迅称为“史家的绝唱，无韵之《离骚》”。[2]
　　早年时期的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
，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
作了郎中。他曾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
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主持史书的编写工作，监管国家典籍，另外天文历法也是其职责，类似钦
天监），司马谈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在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
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继承其父对《史记》的编纂。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
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宫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
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司马迁含垢忍辱忍受“宫刑”。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
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
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
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
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
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
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 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4、仅仅是传评～
5、没有全看完，但关涉史记研究重大问题的章节都读了一下，梳理前人说法清晰明了，时见己意。
6、打了鸡血一样的夸人在这套评传系列里还蛮少见的，反而有损客观感。倒是评《史记》长于评太
史公。错别字之多也是这套系列里少见的= =
7、读了以后觉得也是码字而已
8、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无法真正深刻起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发愤
之作”的背后究竟存在着什么呢？想来身处顺境时，对于现实人生，人们更多的着眼于“占有”，蓄
力于“可以得到的”或“有意义的”东西，因为所谓的顺境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欲望的满足，人们需
要用这些东西去填补生活的意义、粉饰太平，这顺境本身对人们也是一种束缚。但若身处困厄，尤其
是突遭变故，一种无意义之感就会袭来，会发现许多约定俗成的规则其实毫无道理，眼前的世界处在
崩塌的状态。这个时候大约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和旧世界一起殉葬，要么发愤砥砺，重建一个新世界
。史公之作，重于泰山。
9、暑假要读的。

Page 5



《司马迁评传》

精彩书评

1、p379，打了点的：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后面一段，应为司马迁之文，这明显不可能，昭帝是谥号，
太史公安得生前知道昭帝的谥号呢，作者没有用心呀，可惜了，还特地打上黑点，更觉得作者不知道
再想什么！！！作者: 张大可isbn: 7305019968书名: 司马迁评传页数: 529定价: 42.00元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
版社出版年: 1994-6&gt; 豆瓣不欢迎和不
2、他被后人称为“历史之父”。他的名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也是一部不朽的文
学名著，被鲁迅称为“史家的绝唱，无韵之《离骚》”。[2]早年时期的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
，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
，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曾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
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
人情。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主持史书的编写工作，监管国家典籍，另外天文历法也是其职责，类似
钦天监），司马谈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父亲司马谈死后，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
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继承其父对《史记》的编纂。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
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宫刑。“人固有
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司马迁含
垢忍辱忍受“宫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
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司马迁以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
史。《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
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
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
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
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 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Page 6



《司马迁评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