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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札记》

内容概要

又名《二十二史札记》，清代赵翼著，三十六卷，补遗一卷，总计条目约六百余条，内容以研究历代
正史为主，其中涉及《旧唐书》及《旧五代史》，虽书言二十二史，但实涉及二十四部正史，书中对
各朝历史的编撰得失作了系统的论述，考辨订正了重要史实。本书与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
盛《十七史商榷》并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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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札记》

作者简介

赵翼(1727～1814) 清代诗人、史学家、学者。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
二十六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镇安、广州知府，官至贵西兵备道。乾隆三十八年辞官家居，曾
一度主讲扬州安定书院。赵翼诗与袁枚、蒋士铨齐名，合称"乾隆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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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札记》

书籍目录

卷一 史记 汉书
卷二 史记 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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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 后汉书
卷六 三国志
卷七 三国志
卷八 晋书
卷九 宋 梁陈书
卷十 宋 梁陈书并南史 
卷十二 宋 梁陈书并南史
卷十三 魏 周隋书并北史
卷十四 魏 周隋书并北史
卷十五 魏 周隋书并北史
卷十六 新旧唐书
卷十七 新旧唐书
卷十八 新旧唐书
卷十九 新旧唐书
卷二十 新旧唐书
卷二十一 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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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三 宋辽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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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七 辽史金史
卷二十八 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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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 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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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二 明史
卷三十三 明史
卷三十四 明史
卷三十五 明史
卷三十六 明史
廿二史劄记补遗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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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札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国·魏志》有《方技传》，备载华陀、管辂等。而道士于吉尤有异术。据《江表传》
，谓吉制符水治病，吴人争事之。孙策在城楼会诸将，吉适过，诸将争下楼迎拜。策怒，令收之，诸
将咸为之请，策日：“此子妖妄惑众。昔张津在交州，常着绛帕头，烧香读道书，卒为南夷所杀。此
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遂斩之。《搜神记》谓策杀吉后，偶出行，为许贡客射伤。归治疮，尝独
坐，仿佛见吉在左右，意恶之。后照镜，忽见吉在镜中，因大叫，疮裂而死。是吉乃汉末一技术之士
，陈寿《吴志》不为立传，盖以《魏志》有《方技》一门，《吴志》不立《方技》，故遗之也。蔚宗
作《后汉书》，既以华陀入《方技》矣，于吉在顺帝时，已有琅邪人宫崇者，以吉所得神书上之，则
其人与华陀同时，而年寿在陀之前，蔚宗既传陀，何以不传吉耶？按范《书》《襄楷传》，顺帝时宫
崇上其师（于）[干]吉所得神书一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
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其书妖妄不经，乃收藏之。蔚宗或以于吉名已见于《楷传》，故
不复有传耳。 汉帝多自作诏 两汉诏命皆由尚书出，故比之于北斗，谓天之喉舌也。《后汉书·周荣
传》，荣子兴有文学，尚书陈忠疏荐兴日：“尚书出纳帝命。臣等既愚暗，而诸郎多俗吏，每作诏文
转相求请，或以不能而专己自由，则词多鄙固。请以兴为尚书郎。”又宦官曹节欲害窦武，拥灵帝上
殿，召尚书官属至，胁以白刃，使作诏版。此可见诏命皆由尚书郎所撰也。汉诏最可观，至今犹诵述
，盖皆简才学士充郎署之选。而如陈忠所云，则亦有拙于为文及辗转倩人者，可知代言之职綦重矣。 
然亦有天子自作者。武帝以淮南王安工文词，每赐安书，辄令司马相如等视草，是帝先具草而使词臣
讨论润色也。哀帝策董贤为大司马，有“允执其中”之语，萧成谓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
老莫不心惧，此必非代言者所敢作也。光武诏司徒邓禹日：“司徒，尧也；亡贼，桀也。宜以时进讨
。”立阴贵人为后，诏日：“贵人乡里良家，归自微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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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札记》

编辑推荐

《廿二史劄记》与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并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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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札记》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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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札记》

精彩书评

1、凤凰出的书基本都是新版子，字迹清晰，适合我这种眼睛不好的人。这本书把王树民的一些成果
也放在里面，还是比较超值的。同时买了学术笔记丛刊本的《陔余丛考》，发现字小排得又紧，只有
句读，看得我眼泪都出来了。书局真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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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札记》

章节试读

1、《廿二史札记》的笔记-第374页

        按：赵翼的观点有道理，王安石变法，神宗君臣的首要目标是备战～所以，司马光为相后,其西北
割地的政治指向也是针锋相对的清楚，那就是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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