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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两千多年前，有这样一个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
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以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著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后人难以企及更无法超越—
—这个人就是司马迁，这部史学著作就是《史记》。
  历史长河亘古不变地流着，带走了多少故事，留下了多少遗憾，还有一串一串再也解
不开的疑团。是什么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轨迹？司马迁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他对中华
民族的贡献究竟在哪里？让我们穿越千年的历史时光，沿着司马迁生命的轨迹走进这位
历史文化名人的精神世界，来解读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历史之谜。
  本书选取一些生动有趣的故事，从勤学好问的童年、刻苦求学的游历阶段，到*终成
为一个博学多才的史官，直至写成《史记》，向我们揭示了这位伟大的文学奇才——司
马迁正直而坚贞的一生。  

内容简介

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一？），中国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字子长，
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他少年时勤奋好学，从学于大师董仲舒、孔安国，20岁起到
各地游历，后继承父职任太史令。后来，他因替李陵军队败降匈奴一事申辩而惨遭宫刑
，出狱后发愤写作，撰成千古不朽的巨著《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文笔简洁，语言生动，也是后来历代王朝编写史书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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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社会处在变动之中，武帝在政治、军事、法律方面不时地有大动作，令世人瞩目。但主
张以儒术治国的田鼢做了丞相后，显得骄横贪婪；握有重权的窦婴、灌夫，私下里也有



些违背皇权的动作。这时候，窦太后已经去世了，汉武帝已掌权十年。
  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大张旗鼓地要按自己的主张治理国家了，那些有碍于国家安全的人
活该倒霉；这些人欺压百姓，鱼肉下官，终于落得可耻下场：窦婴被杀，灌夫家族被灭
，田鼢也死了。汉武帝看中了在对策考试中获得第一的儒家学派的公孙弘，任命他做了
丞相。
  公孙弘没有家族势力的背景，他起自“布衣”，也就是一个出身平民的读书人。他对
皇上的旨意严格执行，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丞相。这样一来，丞相完全掌握在汉武帝手里
，实际是加强皇权，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
  当时地方上，有不少朝廷册封的王国，有的“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对中央政权的
指令爱听不听。汉武帝接受了主父偃的建议，下令诸侯王把他们的土地分给子弟，中央
政府承认这些分得土地的小王侯为列侯。司马谈在家中谈起武帝的这一举措，感慨不已
地说：“这是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便于皇帝控制整个国家，巩固中央集权的策略，真是
一着高明的棋。”司马迁很受启发，感到汉武帝真是个铁腕人物。
  汉武帝的高招层出不穷，任用张汤做了御史大夫，专门掌管各级官吏。张汤是个心狠
手辣的人，一切秉乘皇帝的旨意行事。他和另一酷吏赵番等人制定刑法，对不顺眼的官
吏严加整治，对有地方势力的游侠彻底铲除。
  那个曾让汉武帝生气的游侠郭解，尽管上一次追捕他，让他逃掉了，最近又露出了行
踪。他逃到了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贸然投靠一个叫籍少公的大户，请求他想办法送
自己出关。郭解得到这个人的帮助，逃到太原。
  不知什么原因，官府获得了情报，就要派人来抓籍少公。籍少公担心自己受不住官府
的严刑拷打，自杀而亡。关于郭解的消息，就此中断。
  一个对郭解并不相识的人，为了保护郭解，竟然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过了几年，官
府终于抓住了郭解，极力追查他犯下的案件。
  有一个专门派到轵县察访郭解“恶迹”的使者，得到了当地一个儒生的接待。这个儒
生反映情况说：“我们这地方出了郭解这个人，真是太不幸了。他专门凭着黑社会的势
力为非作歹，哪里说得上是个贤能的人。”某个崇拜郭解的侠客了解到这个儒生对郭解
落
井下
石，气愤
不已，立即把这个
讲郭解坏话的儒生杀死，而且还割掉
了他的舌头。
社会处在变动之中，武帝在政治、军事、法律方面不时地有大动作，令世人瞩目。但主
张以儒术治国的田鼢做了丞相后，显得骄横贪婪；握有重权的窦婴、灌夫，私下里也有
些违背皇权的动作。这时候，窦太后已经去世了，汉武帝已掌权十年。  雄心勃勃的汉
武帝大张旗鼓地要按自己的主张治理国家了，那些有碍于国家安全的人活该倒霉；这些
人欺压百姓，鱼肉下官，终于落得可耻下场：窦婴被杀，灌夫家族被灭，田鼢也死了。
汉武帝看中了在对策考试中获得第一的儒家学派的公孙弘，任命他做了丞相。  公孙弘
没有家族势力的背景，他起自“布衣”，也就是一个出身平民的读书人。他对皇上的旨
意严格执行，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丞相。这样一来，丞相完全掌握在汉武帝手里，实际是
加强皇权，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  当时地方上，有不少朝廷册封的王国，有的“连城
数十，地方千里”，对中央政权的指令爱听不听。汉武帝接受了主父偃的建议，下令诸



侯王把他们的土地分给子弟，中央政府承认这些分得土地的小王侯为列侯。司马谈在家
中谈起武帝的这一举措，感慨不已地说：“这是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便于皇帝控制整个
国家，巩固中央集权的策略，真是一着高明的棋。”司马迁很受启发，感到汉武帝真是
个铁腕人物。  汉武帝的高招层出不穷，任用张汤做了御史大夫，专门掌管各级官吏。
张汤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一切秉乘皇帝的旨意行事。他和另一酷吏赵番等人制定刑法，
对不顺眼的官吏严加整治，对有地方势力的游侠彻底铲除。  那个曾让汉武帝生气的游
侠郭解，尽管上一次追捕他，让他逃掉了，最近又露出了行踪。他逃到了临晋(今陕西大
荔县东)，贸然投靠一个叫籍少公的大户，请求他想办法送自己出关。郭解得到这个人的
帮助，逃到太原。  不知什么原因，官府获得了情报，就要派人来抓籍少公。籍少公担
心自己受不住官府的严刑拷打，自杀而亡。关于郭解的消息，就此中断。  一个对郭解
并不相识的人，为了保护郭解，竟然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过了几年，官府终于抓住了
郭解，极力追查他犯下的案件。  有一个专门派到轵县察访郭解“恶迹”的使者，得到
了当地一个儒生的接待。这个儒生反映情况说：“我们这地方出了郭解这个人，真是太
不幸了。他专门凭着黑社会的势力为非作歹，哪里说得上是个贤能的人。”某个崇拜郭
解的侠客了解到这个儒生对郭解落井下石，气愤不已，立即把这个讲郭解坏话的儒生杀
死，而且还割掉了他的舌头。  这件事，郭解既没有参与，也不知情。那个杀人的侠客
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抓住郭解的官吏无法抓住郭解的犯罪事实，只好向朝中报告，
说没有理由治郭解的罪。那个受到武帝重用的公孙弘想出了一个理由。他说：“郭解作
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居然在地方上拥有势力，行侠仗义，别人讲他一点点坏话，就有人
代他出面，杀人割舌，真是无法无天。尽管郭解不知道这件事，但他的个人影响如此之
大，他的罪超过了杀人，应加重处罚，判大逆不道罪。”  这个公孙弘为执行汉武帝加
强社会稳定的旨意而不遗余力，居然想出了这么堂而皇之的理由。就这样，一代游侠郭
解终于被处以死刑。  消息传出，司马迁惊诧不已。他阅读以前的典籍，对春秋战国时
期的游侠心生向往和仰慕之情，而且他见过游侠郭解，心目中以为郭解就是古代那样的
侠义之士。现在，郭解落得个身首异处的结局，这让司马迁心生同情，复杂的心情难以
表达。他感到，游侠的时代，随着郭解被处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对郭解的同情，
直到许多年之后还留在司马迁心中。他写《史记》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篇《游侠列传》
，记叙郭解一类游侠的生平事迹，寄托着他深长的感慨。  武帝在军事上同样采取了强
有力的措施。他对文景时期忍让北方少数民族的做法很不满意，决心壮大国力和军力，
稳定北方边境。公元前134年，也就是司马迁12岁时，汉武帝调兵遣将，命令李广以骁骑
将军的身份带兵驻扎在云中，命令程不识以车骑将军的身份统兵驻扎在雁门，把守北方
的两大关隘要道。  过了一年，武帝采纳大臣王恢的建议，派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率
领30万军队在马邑伏击匈奴。结果为匈奴所觉察，悄悄撤退而去，汉军只得无功而返。
  武帝确实过于急功近利，求胜心切，他把这次军事失利归罪于王恢，将王恢关进监狱
。不久后，王恢就死在监狱里了。这次出兵无功而返，更让武帝感到壮大军备的重要，
并加强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太安定，武帝采取了另一套办
法，就是派遣文学家司马相如前往巴蜀地区安抚民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皇宫生
活中，汉武帝也逐渐显示出强硬的铁腕手段。他废掉了原来的皇后陈阿娇，立卫子夫为
皇后。那陈阿娇极有背景，她是汉武帝的表姐，她的母亲馆陶长公主是汉武帝的亲姑姑
。汉武帝小时候喜欢陈阿娇，对姑姑说：“要是姑姑把阿娇嫁给我，我一定用金子盖一
间房子给她住。”这就是成语“金屋藏娇”的来由。陈阿娇做了皇后，好几年都没有生
育。另一个出身卑下、本是歌舞妓的卫子夫，却在武帝29岁时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因而



深得宠爱。她的弟弟卫青、外甥霍去病也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逐渐掌握了大汉的军事
大权。  司马迁一家到茂陵定居以来的七八年间，社会上发生了这么多重大的事件，可
谓风起云涌。社会风云变幻，这对司马迁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影响。  P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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