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记
这是清顺治十三年补辑并重镌的汲古阁十七史系列丛书中的《史记》130卷。《史记》

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记载了上起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

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

《史记》是历史上第一本“纪传体”史书，它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

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

体例。从此以后，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

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都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本纪和

列传两部分，而成为传统。同时，《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

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

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

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

《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

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

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

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

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

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

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

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

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裴骃，字龙驹，南朝刘宋时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之子。

为旧注史记三大家之一。與其父裴松之及裴子野合稱“史學三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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