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代學者喜將《史記》與《漢書》進行“馬班異同”的比較，而且多持褒馬貶班的態度。其實，

《史》《漢》之間有可比之處，也有不可比之處；至少從前者為中國第一部通史，後者是中國第一部

斷代史的角度來講，二者並列第一，各有所長，很難論定孰優孰劣！

　　所謂斷代史，是以朝代為斷限的史書，即記述一个朝代歷史的史書。東漢著名的史学家班固等

人編纂的這部《漢書》（又稱《前漢書》）就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而且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一部出自

家學的斷代史著作，其價值不容低估。

　　一、續寫《史記》風潮中成書的斷代史《漢書》

　　自古以來中國人喜歡記述歷史，這一習慣形成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無論如何與司馬遷創立

《史記》（嚴格地說魏晉以前叫《太史公書》）的成功是分不開的。至少，司馬遷的《史記》一經問世

就製造了大批的“粉絲”。又因爲《史記》只寫到漢武帝太初年間，而且很快出現缺失，所以在西漢

那些愛好《史記》的“粉絲”中有一位元帝、成帝之間的博士褚少孫已經開始續寫《史記》了。從

此以後續寫《史記》者不斷，如成帝時的揚雄及劉歆、陽城衡、史考山等。

　　後來班彪也起了續寫《史記》的動念，他認爲當時雖然有着各種對《史記》的續寫，但多為鄙

俗之作，缺乏繼承太史公的文才，所以他要親自續寫《史記》。然而，到了他儿子班固的時候，開始

那種續寫《史記》後篇的想法發生了變化，最終寫出了《漢書》。也就是說班彪確實是希望寫《史

記》的續篇，但是班固則上自漢高祖下至西漢結束，将這二百三十年間的史事撰述為《漢書》。《漢

書》雖説大體沿襲《史記》的體例，但是最大的不同在於：與《史記》的通史體例相反，《漢書》是

斷代史。

　　二、《漢書》是學問世襲制時代的家學撰述

　　《漢書》本是班彪、班固作爲家學開始編纂的，這一點與《史記》作爲司馬談、司馬遷的家學創

作而成書是同樣的，這是古代學問世襲制時代的必然產物。雖説中途加入了朝廷的干預，還有馬續

唯一一部出自家學的斷代史 “正史”
──《漢書》導讀１

馬　　　　　彪

１ 執教秦漢史多年，常有學生來問如何讀《漢書》的問題，深感有作《漢書》導讀之必要，故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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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的幫助，但從撰述旨趣到主要執筆人來説，《漢書》無疑仍是一部家學的撰述。當然，《漢書》

所記漢武帝以前的部分來自於《史記》，但那也是史家司馬氏的家學作品。二十四史中唯有《史》、

《漢》出自家學，正是周代至兩漢的中國古代學問大多出自家學的具體寫照。

　　無論如何班固是《漢書》的主要作者，所以就像通常以司馬遷為《史記》作者一樣，人們提到

《漢書》的作者時但稱班固。班固（公元三十二至九十二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陕西咸陽）人，

自幼聰敏。九嵗能作文章，誦讀詩賦，博通群籍。他二十三嵗決心繼承父業，在班彪生前所撰《史

記後傳》六十五篇的基礎之上編纂了《漢書》。然而，公元六十二年因有人誣告他“私作國史”而被

捕入獄，書稿被查抄。後來他的弟弟班超上書漢明帝，爲其兄申辯。明帝因此閲讀了書稿，十分欣

賞班固才能，反而任命他為宮廷圖書館的蘭臺作令史，負責校勘宮廷圖書館藏書，還讓他繼續撰寫

《漢書》。前後經過三十年左右，正當班固就要完成《漢書》之際，他又因爲將軍竇憲事件受到牽連，

再度被捕並且死於獄中。班固去世後，尚未完成的八表和《天文志》，由其妹班昭（曹大家）續成。

班昭也因此成爲二十四史作者中唯一的女性。

　　三、《漢書》在體例上對《史記》的模仿與創新

　　通行本《漢書》是唐代顏師古的注本，共一百卷，但因爲有些卷又分爲幾卷，所以總計一百二十

卷，即《本紀》十三卷、《表》十卷、《志》十八卷、《傳》七十九卷。

　　《漢書》的體例是模仿《史記》而又有所發展的。《史記》有本紀、表、書、世家、列傳，《漢

書》則有帝紀、表、志、傳。如果說《漢書》把《史記》的“書”改稱爲“志”，還只是名稱更換的

話，那麽班固未像司馬遷那樣設立“世家”，而是將所有功勳世家一律列入人物“傳”之中，則不能

不說反映出東漢人的世卿世祿觀念，較比西漢人已經大爲淡薄了。

　　《漢書》的創新很多，比如新設的《刑法志》不僅記述了漢代刑法，還概括了漢以前的刑法源

流。他的這一筆法雖然遭到過後代史學評論家的非議，但是從今天的史學概念來看，這種追根溯源

的敍事方法不妨說更具合理性。《漢書》將《史記》的《貨殖列傳》和《平準書》合二爲一，創立了

《食貨志》，將人口數量、耕地面積，粮食產量等重要的國家經濟數據按照“食”與“貨”即今日我

們說的農業與工商業分類的做法，為後來歷代史家所認同並予以繼承。班固還根據西漢末年劉向、

劉歆父子的《七略》圖書分類法，創立《藝文志》並由此開闢了後代史書設立《藝文志》或《經籍

志》的先聲。此《志》的創造，無疑是中國所以能夠一直保持世界圖書之最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地理志》的創立也是後代史書紛紛效法，並設立《地理志》、《郡縣志》、《州郡志》、《地形志》

的樣板。

　　就《傳》而言，《漢書》新設了《史記》所沒有的《宗室傳》、《皇后傳》、《外戚傳》；在《表》

中增設了《古今人表》。《王莽傳》的篇幅很長，是史書中記載新朝的唯一史料，其價值不可低估。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漢書》中增補了許多民族史和中亞、南亞史的内容。這反映出漢武帝之後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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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越來越具有國際化的眼光了。

　　《漢書》多載西漢皇帝詔文，為後世留下寶貴的第一手史料，極有助於學者的研究。比如漢武帝

對賢良“下詔策問”的内容，如果沒有《漢書・董仲舒傳》的記載，我們將很難如此詳細地了解漢

武帝下詔求賢具體情節和心情。

　　四、《漢書》研究成果及其代表性觀點

　　由於《漢書》與《史記》的繼承關係，歷代學者對《漢書》的研究僅次於《史記》。比如劉知幾

評論所謂紀傳體時，就指出雖然這一體例始於《史記》，並成爲後代正史的楷模；但是斷代史卻開

始於班固，後代的史書大體都繼承了班固的體例。與劉知幾的稱讚相反，鄭樵認爲史書本應以通史

為正常體例，他批評班固著斷代史是不明《史記》本意，没有明白歷史自有其古今沿革相因的意義

（《通志・縂序》）。

　　鄭樵還對《漢書》的“表”予以了強烈的抨擊，他認爲“表”本来是作成“旁行邪上”２　形式，

在其中按照時代、年代、國家、事件填入事實，以便一目了然的方法。但是班固不通“旁行邪上”，

像《古今人表》那樣將人物劃分等級的表格没有任何意義。劉知幾也認爲《漢書》既然是寫漢一代

之事，像《古今人表》那樣从上古開始記載古今名人的方式是不合體例的。不過，清代章學誠却認

爲，的確此表从史書體例來講並不得當，但是作爲史料是有利用價值的（《文史通義・史篇别錄例

議》）。

　　方苞認爲《漢書》中寫得最好的是《霍光傳》，其中将霍光侍奉武帝二十餘年概括以爲人謹慎的

結論；而對其身為昭帝丞相的經歷，僅概括為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寥寥數語，記述言簡意賅。對霍

光死後的宣帝時霍氏一族雖蒙難而亡，卻詳細寫出了其遇難的原因。他認爲這樣的記載詳略適宜，

相當出色。方苞還認爲《王莽傳》可謂班固用力最深者，其中對王莽陰謀篡位之始末的巧妙記述，

可比司馬遷的筆法。但認爲班固對漢代朝廷制度、儀式一般是不予詳述的，而《傳》中卻對王莽設

立的官制、地名一一記載則實屬不必。

　　趙翼《廿二史劄記》中指出：從司馬遷的通史一變爲班固的斷代史，其間史書的撰寫方法亦為

之一變；又加上後代都模仿班固模式，這防碍了史家自身特点的發揮。在《史記》與《漢書》之間

不長的時期内，出現了明顯的時代區分，於是司馬遷的《史記》成爲了空前絕後的作品，而班固的

《漢書》也為後代著史提供了典範。

２ 關於“旁行邪上”的表形式，參見馬彪《戰國秦漢簡帛中所見“表”及其“旁行邪上”特徵》，『山口大学文学会志』第63巻，
201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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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推薦閲讀的篇章以及所用版本

　　出於文字篇幅的限制，本文僅推薦並介紹《漢書》中有代表性的十八個篇章，以期放映全書的

梗概和旨趣。比如，《漢書》記載的武帝之前的部分主要是抄錄《史記》的，爲了避免重復這裏僅選

摘了此後的内容。

　　《本紀》中必須推薦的是《武帝紀》，是因爲作爲秦漢帝國的代表人物的“秦皇漢武”之一的漢

武帝，他在位五十四年（前一四一-前八十七）,佔西漢二百餘年的四分之一，而且是漢帝國領土、制

度、文化、思想得以穩定的主要時期，有着承上啓下意義的關鍵年代，是全書的主幹。

　　在《漢書》諸表中，本文推薦《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王子侯表》三表的“序”。大家

都知道，西漢與秦朝最大的不同，在於部分恢復了諸侯分封制，即以“郡國制”取代了秦的“郡縣

制”。而當時的諸侯、封國又不外以名臣將相為代表的異姓諸侯王、劉氏皇族的同姓諸侯王以及王子

諸侯三類。班固對於這三類“王”與“侯”的概述又集中體現在三表的“序”中，讀者僅用暫短的

時間，就能領略到郡縣制與封國制並存的時代特點。

　　《地理志》是本文所推薦的唯一一篇《志》。其中記載了漢帝國的行政區劃、歷史沿革、郡國戶

口、山川河流，讀者可以從中體會到上述“郡國制”存在的空間範圍，以及各地風土人情的豐富多

彩。《志》中以星空的分野劃定地理區劃的傳統方法，一方面準確地反映了兩千年前的我們祖先天

文、地理知識的豐富，一方面對現代人的環境意識也不乏借鑑的意義。

　　紀傳體中的“傳”都是圍繞“紀”的展開，讀者從《武帝紀》中領會了漢朝盛世的歷史大綱之

後，肯定希望對當時為漢朝做出貢獻的名臣武將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蘇武傳》描述蘇武身陷異國囹

圄十九年，持節不屈、不辱使命的悲壯經歷。《董仲舒傳》詳細記載了漢武帝為建設新型帝國求賢若

渴，董仲舒三上對策為日後文人治政開闢新途的歷史情節。通過《張騫傳》的内容，讀者可以了解

古人跋涉千山萬水，開拓絲綢之路的艱辛壯舉。《朱買臣傳》通過一個實例告訴讀者：當時只要努

力，讀書-入仕-致富的路徑對任何人都是敞開的。《主父偃傳》、《東方朔傳》、《霍光傳》三篇從不同

的側面，記載了武帝身邊所匯集的各種各色官僚的生動場景。

　　漢武帝過度消耗國力之後，漢帝國進入了西漢後期。漢昭帝、宣帝時期（前八十七-前四十八）

是一個恢復性穩定發展的階段，即所謂的“昭宣中興”時期。《趙廣漢傳》通過對一名以“廉潔”出

名，努力爬至高級官僚，最終被處以“腰斬”之京官自我經營的一生，記述了當時一幕亦廉潔、亦

骯髒的官場現形記。此文想必現代人看後也會多有讀後感觸。《張禹傳》講述了張禹這位西漢後期

讀書人中的皎皎者。從他身上讀者定會領悟出當時社會上所流傳“遺子黃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

（《漢書・韋賢傳》）諺語所表達的意思。

　　所謂《列傳》就是將幾個有相同性格的人物列爲一組，藉以凸現一個時代的某种時代風格。《循

吏傳》、《遊俠列傳》、《佞幸傳》雖説都是對《史記》同類傳的模仿之作，但其中補進的漢武帝中期

以後的那些人物，使我們得以對西漢各類官場、民間人物有了較全面的了解。比如，從《龔遂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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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渤海郡太守號召人民賣刀劍、買牛羊，發展農業，全郡大治的事跡，讀者可以明白，任何時代的

官僚中雖然會有腐敗分子的出現，也不乏優秀的地方官。從《原涉傳》中西漢末豪俠原涉的事蹟，

讀者從原涉身上看到漢代活躍於地方的英雄豪俠們的那些行俠仗義的俠士風範。從《董賢傳》中漢

哀帝與佞臣美少年董賢之間離奇的君臣關係，任何讀者都會發出這樣的哀嘆：國家掌握在如此愚君、

佞臣手中，不滅亡才怪！

　　西漢末年，權臣王莽以不流血的“攝政”方式取代了劉氏政權，我相信任何一個不以姓氏論正

統的現代人，都會對《王莽傳》中的記載給出自己的看法。這不但是《漢書》中最長的《傳》，而且

採用了編年體例，所以這實際上是一篇《紀》。事實上，後世欲了解王莽新朝的歷史，全憑此篇文

字。可見，這一篇記載具有多麽重要的價值。

　　如上所述，《漢書》自成書之時起就有人感到閲讀艱難。爲此，從東漢末至唐以前為《漢書》做

注的就有不下二三十家。唐初顏師古的注能夠廣攬兼收、糾謬補缺，可謂歷代注釋《漢書》的佼佼

者。清末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則更是對前人各注的集大成之作。若希望深度閲讀《漢書》的話，

這兩部注解是極好的本子。現代學者對《漢書》的研究代表作，例如楊樹達《漢書窺管》從文獻學

的角度多有訂繆之處；陳直《漢書新證》則是利用漢簡、銅器、漆器、陶器、封泥、漢印、貨幣、

石刻資料考訂、印證《漢書》的力作。

　　本文所選篇章根據的是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這個版本以王先謙《漢書補注》本為底本，參

校了其他較好的版本，吸取了前人的考訂成果，是一個便於閲讀的本子。

　　六、閲讀《漢書》時應該注意些什麽

　　《漢書》從來被認爲是史書中難讀的一部，作者喜歡用古字、難字的風格為閲讀者平添了很多不

便。就連東漢時期的學者也“多未能通者”（《後漢書・班昭傳》）。所以，歷代學者在注釋《漢書》

的字義、讀音方面，沒少下功夫。作爲現代讀者的我們，讀此書時就更是離不開注釋的“拐杖”了。

但是，由於其結構模仿《史記》，即對於司馬遷所創“紀傳體”忠實地予以了繼承，所以從全書構架

上《漢書》也有容易理解的一面。對這一點，讀者只要抓住《帝紀》十二卷之“經”，《表》八卷、

《志》十卷、《傳》七十卷之“緯”的特點，稍稍參考注解和翻譯閲讀的話，其實並不很難，甚至多

有引人入勝之處。正如范曄所論“（班）固文贍而事詳。若（班）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

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猒，信哉其能成名也。”（《後漢書・班彪列傳》）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畢竟不像司馬遷是當代人記載當代史，所以有時會出現考證不嚴

謹，甚至以後代之事竄入前代記述的情況。比如，西漢時期的標準容器或容量單位是“桶”和“石”

而不是“斛”。“斛”作爲容器或容量單位，本是王莽改制時的復古之擧，在西漢時期並未作爲標準

“量”使用。但是《漢書》作者卻將西漢的“桶”和“石”一律寫為“斛”，其影像至今仍殘留不去。

又如，秦憲公本秦文公之孫，而《漢書・古今人年表》誤為文公子，疏於考證。又如《漢書・武帝

－40－ －41－



紀》（建元六年〈前一三五〉）“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

之。”大司農：官名，掌租稅錢谷鹽鐵及國家財政收支。大司農官名始於武帝太初元年（前一零四），

在此三十年之後，此時當稱“大農令”。《漢書》時有以後代名稱竄入前代之誤，此其一例。另外，

《漢書・楚元王傳》中載“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説秦始皇陵的棺槨被牧羊童燒毀的説

法雖然現在尚不能肯定一定有誤，但根據目前考古學者對秦始皇陵的勘查來看，還是存疑為妥。

　　若以《漢書》的《序傳》與司馬遷《史記》的《自序》相比，是有不合體例之處。比如像他把

自己的作品《幽通賦》、《答賓戲》這些與著述《漢書》毫無關係的辭賦寫入了《序傳》，相反對其父

班彪以來作為家學的史學主張則沒有予以充分表示。因此，從今日的立場來看，《後漢書・班彪傳》

的記載比班固的《序傳》其實更能反映《漢書》的著述主旨。班固的《序傳》在這一點來說，僅僅

是一種裝飾，沒有充分地表達自己著作的宗旨。

　　七、十八篇推薦篇章的導讀

　　由於《漢書》自古就被認爲是史書中閲讀難度較大的作品，所以了解其中代表作的梗概，對於

讀者來説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這裏，就對紀、表、志、傳中有代表性的十八篇略作介紹，提供讀

者作爲試讀材料。

　　1、《武帝紀》

　　由於《史記》今上本紀原文已佚失，現在所見到的《史記・孝武本紀》是褚先生（少孫）根據

《封禅書》補出的，所以《漢書・武帝紀》是非常重要的文獻資料。其中記載了漢武帝劉徹，公元前

一四一年繼位，公元前八十七年去世，在位五十四年的主要經歷。諸如他加強皇權，頒行推恩令，

制定左官律，削奪諸侯王權力；下詔令全國各郡縣向朝廷推舉賢才，以策問等方式選拔人才，起用

董仲舒、公孫弘等賢才入朝。他改革幣制，官營鹽鐵，實行均輸、平准制度，重視水利，治理黃河。

他罷黜百家，尊崇儒家，“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

紹周後，號令文章”，促進了漢文化的繁盛，奠定了儒家思想在我國傳統社會的正統地位。對外，武

帝征伐並趕走匈奴，解決了北胡侵擾之患；派張騫通使西域，正式開通了漢朝與西域的聯繫；他征

服閩越、東甌與南越，經營西南夷，在朝鮮半島設置郡縣，創造了空前的大一統帝國。漢武帝有功

有過，功勞之一是他敢于宣佈承認錯誤《輪台罪己詔》（參見《漢書・西域傳》）。

　　2、《異姓諸侯王表》（序）

　　此表以時間為經，以王國為緯，立了漢、楚、衡山等二十欄，列述了漢元年一月至文帝后元七

年項羽所封十八王和劉邦所封異姓八王的置廢興亡。表的格式及内容都襲取《史記》的《秦楚之際

月表》及《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也是以漢五年劉邦稱帝為分界，分前、後兩部分。前部分是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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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欄的記事；後部分按年記事，自漢元年至文帝後元七年長沙國除為止，續記異姓諸侯王的置廢興

亡。這篇表序中，簡要地說明立表宗旨及本表的主要內容。

　　3、《諸侯王表》（序）

　　本表記載的是西漢二百年間劉姓諸侯王的置廢興衰。表的形式及内容都與《史記》的表有很大

不同。《史記》表以時間為經，以王國為緯，按年代記漢興至太初百年間劉氏政權所封異姓和同姓諸

侯王盛衰遞變的情況。本表只摘取《史記》表中有關同姓諸侯王的內容，又增加了天漢至漢末有關

劉姓諸侯王的情況；它以諸侯王為經，以諸侯王的世系為緯的形式可謂脈絡清晰。設立號諡、屬、

始封、子、孫、曾孫、玄孫、六世、七世等欄，以記劉姓諸侯王的世系及其存亡繼絕，這與《史記》

表是大異其趣的。此表序還總結漢代分封諸侯的歷史經驗，認為漢初分封同姓諸侯以代替異姓諸侯

很有必要，只是矯枉過正，藩國自大，於是要削藩；但削藩也過了頭，以至“本末俱微”，被王莽篡

權亡漢。作爲史家他指出“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是為了“明監（鑒）戒”的道理。

　　4、《王子侯表》（序）

　　《王子侯表》分爲上下兩表，這是班固的特意編排。由於西漢元帝在位的十六年閒未封王子侯，

所以《漢書》將此後的情況列爲《王子侯表下》，以此提示讀者西漢分封諸侯的制度已經衰微。“居

摄”，即因皇帝年幼不能親政，由大臣代居其位处理政務。作者出於正統論的立場，“弗錄”王莽代

行皇權的“居摄”三年（公元六至八年）之間所封的王子侯，因而人爲地造成史料的空白很可惜！

　　5、《地理志》

　　文人讀此篇可知古代人文分佈，商人讀此篇可知當年天下之物流，百姓讀此篇可知家鄉之遠古

風土。正如學界所公認的那樣，這是中國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地理著作。它對西漢代郡縣封國

的建置，以及各地的山川、戶口、物產、風俗和文化等作了綜述，保存了漢代及其以前的許多珍貴

的地理資料。它不但是中國地理學史上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而且開創了歷代正史都以疆域

政區為主體、分錄各區山川物產疆域地理志和沿革地理的體例。

　　6、《蘇武傳》

　　《漢書・李廣蘇建傳》的傳主為李廣與其孫李陵、蘇建及其子蘇武四人，班固將漢朝四位匈奴戰

爭中的重要人物合為一傳，其褒貶之意明顯。即認爲李陵被捕而投降匈奴是可耻行爲，蘇武未屈服

單于，被流放於北海無人之地，仍持漢皇帝信節牧羊而値得讚揚。同樣是記述西漢的歷史，班固與

司馬遷的價值觀之所以不同，如實反映了東漢儒者崇尚名節的時代風氣。本篇講述了蘇武在漢武帝

天漢元年（前一零零年）奉帝命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十九年，持節不屈的艱辛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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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董仲舒傳》

　　漢武帝是一位通曉經學的皇帝，即位時年輕有爲，不滿足於漢初清靜無爲的統治方式，而起用

了一批好儒的大臣，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隆儒”局面。當此之時，爲了全面開拓大一統新局面，漢

武帝急需尋求理論依據。建元元年（前一四零）武帝下令薦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表明他

對人才的渴望。經學大師董仲舒正是在這時獻上著名的“天人三策”，從而一舉成爲後代儒者所尊

仰的“儒宗”。《董仲舒傳》即為後人留下“天人三策”的第一手材料。欲知中國傳統社會“罷黜百

家，獨尊儒術”形成之緣由者，《漢書》此篇是絕對不可不讀的！

　　8、《張騫傳》

　　張騫是我國古代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漢武帝對匈奴戰爭中，張騫兩次奉命出使西域，肩負

了聯絡西域各國共擊匈奴的使命。第一次於建元二年（公元前一三九年）出使月氏，他冒險經匈奴

被扣留十餘年，後乘機西逃，經大宛、康居，到達位於阿姆河上中游的大月氏和大夏，返歸時又遭

匈奴扣留。行程數萬里，歷時十三年，歷盡艱險終於回到漢朝。第二次為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

年），張騫再次出使西域，他率領龐大的使團，攜帶價值數千萬的財物，跋涉萬里，抵達位於伊犁河

流域的烏孫，然後又分別派出副使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張騫兩次出使，加強了中原

與西域各族的聯繫，發展了漢朝與中亞各國人民的友好關係，極大地促進了我國與西方的經濟文化

交流。

　　9、《朱買臣傳》

　　本傳記載了朱買臣從一介砍柴樵夫，忍受貧寒甚至妻子離去的困厄，通過讀書求取功名，最終

取得榮華富貴的事跡。他的事跡後來被民間廣泛流傳，甚至演變為“負薪挂角”、“覆水難收”成語。

如果讀者有意識地結合上面的《武帝本紀》、《董仲舒傳》一起閲讀的話，一定會品味出這樣一個道

理：兩千年前的秦漢帝國之所以能夠成爲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座豐碑，人民地位的空前提升，無疑是

這個時代的一大生命源泉。

　　10、《主父偃傳》

　　主父偃可謂漢代識時務者的典型，他看到漢武帝重用儒生，就中年改讀《易》、《春秋》，而且目

的明確：志在當官。爲此，他忍受士人、諸侯賓客的排擠，單身獨闖京城；他知道武帝喜歡破格錄

用人才，就以平民身份直接到皇宮毛遂自薦，竟然成功；他知道武帝的心病在於如何遏制諸侯、豪

族勢力和解決進攻匈奴的糧草問題，就先後提出“推恩”、“遷豪”、“築朔方”等急用先行的方案，

深得皇上的歡喜。然而，他私心過重，辦事矯情，曾經一年四次連升的官場幸運兒，最終不免遭遇

滅族極刑。本傳用不長的文字，刻畫了漢代官場中主父偃那惡人俊傑的生動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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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東方朔傳》

　　東方朔（前一六一或一六二-前九三），西漢辭賦家。漢武帝少年即位，破格錄用士人。東方朔

自薦，受詔拜為郎。他博聞強記，思維敏捷，言詞詼諧，滑稽幽默，因此得到武帝的寵愛，他也借

此時常犯顔進諫。《東方朔傳》中欺騙戲弄侏儒、射覆猜字、拔劍割肉、直諫武帝微行和修建上林

苑、痛斥董偃以及醉酒遺尿殿上等片段都很精彩。讀者可從中感受到兩千年前漢帝國朝中一種很特

別的君臣關係。

　　12、《霍光傳》

　　霍光，生於漢武帝元光年間地方上一個小縣吏之家，因爲時將軍霍去病的異母弟纔有機會進入

朝廷。他侍奉武帝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武帝臨終前下詔託孤，要他效法周公輔助幼

主漢昭帝。由此他輔佐昭帝、宣帝，執掌朝政長達二十年。霍光以“匡國家，安社稷”為己任，執

政期間採取了竭盡心力維持了西漢朝從武帝期向後期的平穩過渡，達成了“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的政績。開啓了漢帝國和平攝政的範例。

　　13、《趙廣漢》

　　趙廣漢是西漢宣帝時期名望頗高的京兆尹。史稱他為京官不畏豪強，瓦解朋黨，政績顯著。《本

傳》從趙廣漢在地方為吏以“廉潔”出名，到做京官政績顯著“吏民稱之不容口”， 記載到最後以

“催辱大臣”罪名被處以“腰斬”的結局。文中所描述京兆尹趙廣漢侵犯貴戚、善待下屬、辦案如

神、眼綫密布、栽培死黨，雷厲風行、官場失足等情節環環相扣，歷歷在目。本傳的結尾處，“吏民

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的請願場面的推出，更是烘托了趙京兆以精明強幹深得京城民心的一幕！

　　14、《張禹傳》

　　張禹是以精通《論語》的經學家身份當上天子老師，從而晉升為丞相的。他不愧為西漢後期讀

書人中的皎皎者。班固將他與匡衡、孔光、馬宮等儒官合為同一列傳，由此反映了自漢武帝興儒學

以來，諸儒生因通經文而居權位的現象。正如當時社會上所流傳“遺子黃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

（《漢書・韋賢傳》）的諺語所表現的，讀書做官已成爲一種時尚。讀者從這一傳記中可以很具體地品

味西漢末年的儒官形象。

　　15、《龔遂傳》

　　宣帝時循吏龔遂是《漢書・循吏傳》所載六位傳主之一。所謂循吏是指那些守法循理的清官。

龔遂通過明經取士之途為官，先事昌邑王，以直言進諫、面刺王過而知名；渤海地區飢荒造成人民

造反，他臨危受宣帝之命，擔任渤海郡太守，以靈活政策平息叛逆，安定民心，一改齊地奢侈習俗，

鼓勵農業生產，全郡大治。可謂漢代優秀地方官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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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原涉傳》

　　此傳出自《漢書・遊俠列傳》，記敍了西漢末豪俠原涉的事蹟。原涉本是官宦世家之子，性溫仁

而內忍，因父死辭讓賻送而聞名，棄官報殺叔父之仇，親自為閭巷貧民殯殮，大修墓冢自建“原氏

仟”神道，以劍貫耳向縣官謝罪等等。讀者從原涉身上看到漢代活躍於地方的英雄豪俠們的那些行

俠仗義的俠士風範。

　　17、《董賢傳》

　　這是《漢書・佞幸傳》中的一篇，傳主是西漢哀帝年間年僅二十出頭的美少年董賢。董賢本是

一個在殿下傳漏的卑微舍人，因美貌而受寵，竟然封侯拜爵，官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司馬。從

哀帝見其美貌而傾心、同床共寢、封侯此官、賞賜無度、縱容包庇的記述中，讀者不難懂的一個道

理，即寧用奴才不用人才之過錯，不在奴才而在用人之人。

　　18、《王莽傳》

　　作爲歷史人物王莽從來就是被否定的對象，甚至於他所創立的新朝也不被學者所承認，而僅僅

用“王莽篡漢”一詞一筆帶過。然而，作爲史家《漢書》的作者還是為他長文立傳。後世了解王莽

其人其事多賴此文。《傳》不僅記述了王莽如何謙卑、節儉、勤學、鑽營最終登上皇帝寶座而建國

的歷程；而且大量記載了王莽復古改制的具體内容，以及改制失敗和新朝滅亡的經過。史料價值極

高。

　　八、《漢書》名篇名句賞析與點評

　　《漢書》中有許多經典的名篇、名句特別有欣賞價值，此僅就上述推薦篇章的内容，略作摘錄和

點評。

　　《武帝紀》載：“（元光元年〈前一三四〉）五月，詔賢良曰：ʻ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

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

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於篇，

朕親覽焉。ʼ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武帝十五歳（前一四一）即位，開始的五六年間朝政實權掌控於祖母太皇太后竇氏手中。竇氏

喜好黄帝、老子之學，強制推行黃老之学。但輔佐年輕武帝的丞相竇嬰，雖説是竇氏一族成員，卻

有推崇儒学表現出異端傾向。他與皇太后王氏的異父弟太尉田蚡等一同推舉儒者，由此策劃上奏不

經太皇太后竇氏。此擧觸怒太皇太后，不但造成丞相竇嬰、太尉田蚡被罷免，從武帝日後推行崇儒

政策的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是他即位伊始所遭受最初的挫折。所以說太皇太后竇氏死後的翌年，武

帝就迅速推出詔令賢良對策，可謂他独自掌權之後的第一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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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帝紀》載：元朔元年詔中引用了孔子“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一語。歷代學者對《論語・述

而》“三人行必有我師”的解釋有同有異。比如對“三”字有解釋爲“衆多”的，也有解釋爲數字

“三”的；對於“行”字有解釋爲“同行”的行走之意，也有解釋為“言行”之“行”的。前者用爲

動詞，後者用爲名詞，都講得通。漢武帝詔文中的“三人並行，厥有我師”，則是說三人並排行走，

其中就有我的老師。漢代人對《論語》的解釋由此可見一斑。

　　《地理志》記載了漢代人對“風俗”一詞的解釋。其實，在孔子提倡“移風易俗”之後，歷代學

者對所謂“風俗”的含義多有闡發，東漢應劭還專題撰寫了《風俗通義》。《漢書・王吉傳》稱“百里

不同風，千里不同俗”這是渾言“風俗”即習俗之意。 然而，析言的話究竟何謂“風”，何謂“俗”

呢？這裡說“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但元朝

李果《風俗通義》題辭中則說:“上行下效謂之風,眾心安定謂之俗。”二者之間差異明顯，為有心的讀

者留下一個小小的疑問。

　　自古所謂“鄭衞之音”被有靡靡之音的惡名，《地理志》將其歸結為“桑間濮上之阻”的地理原

因；《禮記・樂記》甚至說：“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不論觀點正確與否，讀者至少可以由

此悟出些許古人的人文地理見識。古時男女多選擇桑林或河畔為約會的地點，不也足以令關在都市

“牢籠”裏的現代人羡慕嗎？

　　自古君王始即位不稱“一年”而稱“元年”，這是爲什麽呢？董仲舒引經據典，從《春秋》講

到《周易》，道出的關鍵一句話，即“正本清源”纔是“元”的本意。按今天的説法就是：籠統地講

“一”與“元”的確是同義詞，但“一”畢竟是數字，“元”則上升為哲學，有着萬物之始，世界本

源的意思。後者的寓意更深厚。的確，現實生活中有說“慶祝元旦”的，未聽説有“慶祝一旦”的，

箇中道理兩千年前的董大學者早有高論。

　　武帝時期的郎中主父偃，經常靠揣摩武帝心意上奏告發他人，大臣們都懼怕他的伶牙俐齒，行

賄他的財物累計達千金。有人規勸他說：“你太驕橫了！”主父偃竟說：由於“日暮途窮”，即時間

不多了，所以要“倒行逆施”即不擇手段地貪污、陷害，以致中飽私囊。中國官僚史上，貪官污吏

層出不窮，如此直白地袒露爲非作歹心境者恐怕並不多吧!

　　東方朔以詼諧滑稽著稱，而且名垂史冊。班固是有過在朝廷伴君如伴虎經歷的人，從所謂“朔

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的評論，可知他深深地理解東方朔對皇帝“直言切諫”時的小心謹慎；而

他所謂“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的概括，不也正告訴我們所謂“敖弄”，不過是東方朔

在官場鬥爭中所採取的一種自我保護方式而已嗎！

　　霍光在武帝時期“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在昭、宣帝時期“秉政前後二十年”。如果說前二十年

可以用“小心謹慎，未嘗有過”一筆帶過的話，他在後一個“二十年”中對漢帝國的貢獻是絕對不

可低估的。霍光所接受的託孤，哪裏只是平常一段賢臣輔幼主的故事可以了卻的：漢帝國新拓廣的

巨大疆土如何維持，連武帝自己也後悔不該的勞民傷財局面如何收拾，還有如何控制皇族荒淫腐敗

日益的蔓延等等。無論如何史稱的“昭宣中興”或“西漢中興”，如果沒有了霍光是不可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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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廣漢》中評價趙廣漢“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一句耐人尋味。班固並未像後世那樣簡單

地將趙廣漢譽爲廉潔奉公的模範、京官難當的典型，而是將趙廣漢嫺熟的官場手腕歸因於其超乎尋

常的“天性”，而這一“天性”又是以他強悍的“為人”作前提的。如此為讀者揭示了非有非常之人

難治非常之地的古代官場現形記。

　　自漢武帝開闢明經取士之途，公卿中儒者的比例大幅度上升。元帝開始的西漢各代皇帝更是崇

儒有加。漢成帝以後的十八位丞相中竟有儒者十四人。班固在《張禹傳》的《贊》中稱他们“以儒

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醖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居宰相尉”是儒

者通經入仕的光輝頂點；“持祿保位”則是儒者由官僚致富以後的新貴族立場。

　　遊俠階層在漢代很活躍，所以《史》、《漢》均為之立傳。這些人是民間的特殊社會，按照原涉

的話說是“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換言之，他們知道自己是“黑社會”，卻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他們爲何能受到民衆的誓死擁戴呢？“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的精神絕對是一個重要原因。要

看到在那些國家的法律、制度不能發揮作用的角落和時刻，身邊的那位利他主義精神者纔是最可信

賴的。日後中國的宗教不就是這樣逐漸形成的嗎！

　　漢哀帝因男色董賢的美貌而寵愛之，由此班固指出“柔媚之傾倒人心，不單單是女色，男色亦

然。”愛美，甚至唯美，乃人之常情。然而“人”又是融道德、知識、愛三位一體的生物。如果不以

道德、知識掌控愛欲的話，就“個人”而言充其量不過傷害一人、一家而已，若是作爲一個國家、

一個民族的當權者亦即“法人”的話，“親愛諂媚小人”的結果，必將是“不任賢近仁”，以至禍國

殃民。不僅如此，班固還明確指出所謂傾國傾城的禍水，與性別沒有必然聯係！

 （馬彪：山口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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