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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考察刘邦故乡沛县及陈胜吴广起义

之所。继续经由安徽北上，赴山东朝拜曲

阜孔庙，顺访齐国都城。回首河南开封，

返回长安。两年后，在汉武帝帐下任职郎

中。虽是一名小官，但有机会随同汉武帝

出巡，先后到陕西、河南、河北、甘肃、

宁夏、四川、云南各地考察，有资料记

载，还来过今内蒙古的五原。他几乎走遍

汉王朝的所有辖地，积累了大量的文史、

地理资料。到28岁时，升任太史令。有此

职务之便，他下决心自著一部史书。38岁

那年，正当他踌躇满志发愤创作之际，只

为汉朝名将李陵说了一句开脱罪责的话，

激怒了汉武帝，被处以死刑。当时汉朝的

法律规定，获死刑者如要免死，有两法，

一是交50万钱赎身；二是以腐刑（即割掉

男性生殖器）替代。司马迁立志著书，但

无钱赎身，只好忍受奇耻大辱，接受腐刑

活了下来，继续著书立说。约在他46岁

时，完成《史记》全稿。

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以

人物传记为主干书写历史，开启了以人

为本的中国史。该书记载了上至黄帝，下

至汉武帝年间的三千多年历史。包括十二

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

共130篇，约52万字。《史记》不仅是史

学家的母本，也是文学的母本。学界评

价，我国散文成就最高是在汉代，汉代成

就最高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最高是《史

记》。

我在土默特右旗工作期间，利用业

余时间读《史记》，因对文言文的生疏，

边查字典边阅读，十分艰难。用了两年时

间，全文通读后，感慨良多。惊叹司马迁

的决心、志气、毅力和忍辱负重，同时钦

佩他的才华与能力。这样一部巨著，若是

我辈承担，可能需要组织几十号人的团队

方可完成，而司马迁是一人所著。

我国第二部史书巨著是宋朝的《资

治通鉴》。该书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

年（公元前403年）到宋朝年间约1360多

年，涵盖了16个王朝的历史。全书294

卷，300多万字，时间跨度长，体积容量

大，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

各个方面。《资治通鉴》由宋朝司马光担

任主编，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等人协助完

明末刻本《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