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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釋之執法  補充資料 

●忍辱發憤著史的司馬遷 

（一）史官世家 

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夏陽（今陝西省韓城縣）人，約生於景帝五年（西元前一四五年。另有

一說，司馬遷生於武帝建元六年，即西元前一三五年），卒於昭帝始元元年（西元前八六年），享年

約六十。 

一般人往往以顯赫的家世炫耀於人，而司馬遷卻以史官的家世為榮。一生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

父親司馬談。司馬談學識淵博，曾做過漢武帝的太史令。「太史令」也就是史官之長，在漢代通稱

「太史公」，主要是掌理天文、星曆和占卜、祭祀等事，同時也兼管文書和記載朝廷大事。 

司馬談希望兒子能承續史官的世業，所以司馬遷從小就要閱讀經、史、諸子各種典籍。在父親

的嚴格督促下，十歲時就能誦讀左傳、國語等史籍。司馬談做太史令時，司馬遷跟隨父親來到京師

長安。在京城，他向古文大家孔安國學古文尚書，又向今文大師董仲舒學公羊春秋。經過這番鍛鍊，

司馬遷成為一個年輕博學的人物。 

（二）壯遊大江南北 

司馬遷二十歲時，為「網羅天下放失舊聞」，開始漫遊大江南北。根據史記 太史公自序和其他

各篇記載，可大致勾勒出他這次遊歷的路線：從京師長安出發，南下至江陵，渡江輾轉到汨羅江畔。

汨羅江是愛國詩人屈原自沉的地方，面對滾滾的江水，想像屈原的為人，不禁為之流涕。司馬遷在

長沙，還憑弔賈誼的遺跡。賈誼死於長沙，一生遭遇和屈原相似，司馬遷將他們的資料蒐集在一起，

寫成一篇「合傳」。 

在湖南前往九疑山瞻仰舜之遺跡（古史言舜葬於九疑山）；至湘南尋找「禹疏九江」的所在地；

再往東南至浙江，遊覽著名的會稽山—傳說夏禹曾在此會集諸侯計功封爵，因此得名。 

會稽是越王勾踐的都城，司馬遷在此訪問各種遺聞。除勾踐事蹟外，還聽到關於陶朱公（范蠡）、

伍子胥和專諸刺吳王僚的故事，這些後來分別記載在史記的越王勾踐世家和吳太伯世家中。 

之後，渡江北上，至江蘇淮陰，這裡是漢初「三傑」之一—韓信的故鄉和封地。在這裡，他

蒐集關於韓信的「漂母飯信」、「胯下之辱」等故事，後來都寫在淮陰侯列傳中。 

接著又向北來到汶水、泗水一帶，拜訪孔子的故鄉曲阜。考察有關孔子的事蹟，司馬遷後來在

孔子世家的贊語中，寫下對孔子景仰的心聲：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

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一作「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司馬遷回到長安不久，元朔五年（西元前一二四年），被任命為郎中。職位雖不高，但有機會

擔任大官。司馬遷曾以郎中之職，多次隨漢武帝出巡。漢武帝元鼎六年（西元前一一一年），他奉

命出使巴、蜀以南，最遠還到達昆明。在完成經略西南任務的同時，他對西南地區各少數民族的經

濟、政治、社會生活及風土人情，都做了深入的調查。因此，後來才能在史記中，為西南地區的少

數民族作傳，敘述得錯落有致，井井有條。 

年輕時代的壯遊，與多次隨漢武帝出巡的經驗，使司馬遷開闊了眼界。除河西、嶺南外，司馬

遷的足跡所至，幾乎遍及全中國。這些遊歷，給他帶來兩種好處：一是有機會廣泛接觸下層庶民，

考察風土民情，明瞭人民生活狀況；二是訪問父老耆舊，採集傳說逸聞，考證歷史遺跡，積累豐富

的史料。史記之所以傳世，司馬遷之所以不朽，最重要的一點，是他不僅「讀萬卷書」，同時，還

「行萬里路」，以消化、印證、考據典籍上的資料，培養了他開闊的胸襟、深遠的見識和豪邁的氣

勢。一千兩百年後的蘇轍非常景仰司馬遷，他說：「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

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暢，頗有奇氣。」（上樞密韓太尉書） 

（三）繼承父命修史 

元封元年（西元前一一○年），漢武帝至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太史令司馬談隨行，卻因重病滯

留在周南（今河南省洛陽市）。司馬遷正從西南出使歸來，急忙趕到周南探視父親。司馬談臨死前，

對司馬遷說：「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

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史記太史公自序）

由這段遺言可見司馬談為撰述史記已做了一些準備，現在史記有些篇目就是出於司馬談的手筆。司

馬談將未竟的事業和偉大的抱負，交付給司馬遷，司馬遷也向父親立下完成史記的誓言。 

司馬談逝世後的第三年（元封三年，西元前一○八年），司馬遷依父親的遺言，作太史令，這

是司馬遷著作史記的起點和重要的條件。因為當了太史令，司馬遷能夠進入皇室的「金匱石室」，

使他有更多的機會，閱讀宮廷收藏的典籍文獻。由此開始著述史記的準備工作。 

不久，他又受詔主持改革曆法的工作。漢承秦制，漢初沿用秦代通行的顓頊曆。這種古曆與天

象多有不合，缺點不少，於是在元封七年（西元前一○四年），漢武帝接受司馬遷等人的建議，詔

令制定新曆。經過半年的時間，制成新曆，稱作太初曆（即夏曆）。好大喜功的漢武帝，便將年號

元封改為太初，元封七年歷史上又稱為太初元年。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既符合天象氣節，也

符合農業生產的實際需要，這次改革在曆法上是個重大的進步。接著司馬遷就全神貫注地開始史記

的著述工作。 

史記問世前，中國的史書尚書以記言為主，春秋、左傳以編年為綱，國語、戰國策以地域分類，

雖都有其特色，但卻不能系統地、全面地反映整個時代的歷史過程，也沒有將歷史中最主要的部

分—人物的活動、社會生活的動態呈現出來。 

經過五、六年的苦心研究，他摸索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編寫歷史的方法—創立以記人物的本紀

和列傳為中心的「紀傳體」，融合表、書、世家，將五種史書體例彙集一書，使之互相配合、補充，

各盡其用。紀傳體史書記載社會各方面，包括政治、軍事、思想文化、經濟、民族以及中外關係等，

從不同的角度顯示社會的基本狀況，內容廣泛，既提綱挈領，又包羅宏富，顯現司馬遷在史記體裁

上高度的創造力。二十五史，均沿用此方法與體例。 

（四）李陵之禍 

漢武帝天漢二年（西元前九九年），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大軍出征匈奴，卻讓著名的大將

李陵為李廣利押送糧草。李陵不願作李廣利的隨從將領，主動向武帝請求帶五千步兵北擊匈奴。武

帝雖心中不悅，還是答應了。李陵領兵從居延出發，北擊匈奴。起先深入敵境，因未和敵人相遇，

進展相當順利；武帝得到報告也很高興，朝中諸大臣紛紛向武帝祝賀。不久，漢軍遇到匈奴的強大

隊伍—由三萬騎兵增至八萬餘。幾場惡戰下來，李陵終因寡不敵眾，加之後無援兵，人盡糧絕，

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之下戰敗被俘，最後投降匈奴。 

李陵戰敗投降的消息傳回之後，驚動整個朝廷。武帝本希望李陵在兵敗時戰死或自殺，為漢朝

掙回面子，卻聽說李陵投降匈奴，大為震怒；原先祝賀的朝中大臣們立刻附和，異口同聲地斥責李

陵。於是武帝下令將李陵的家人全部扣留起來，打算問罪。司馬遷平日和李陵雖然無特別交情，但

佩服李陵的為人，認為李陵勇敢孝義、廉潔謙恭，於是替他抱不平，向武帝陳言：「臣以為李陵對

父母孝順，待士兵如子，有國士之風。他帶領不滿五千的步卒，深入匈奴腹地，轉戰千里，奮力殺

敵，為國立下大功。最後他被圍困，弓箭用盡，援兵不到，才不得已被俘投降。他之所以不死，或

許是為了將來尋找機會報效大漢。」沒想到武帝聽後，臉色大變，認為司馬遷為李陵辯護，是故意

抬高李陵的身價，打擊大將軍李廣利。因為李廣利是漢武帝的大舅子，也就是武帝寵幸的李夫人的

哥哥，兄以妹貴，所以才能夠身統六軍。漢武帝當時已痛恨李陵的投降，又疑心司馬遷嘲諷他的大

舅子作戰不力，所以一怒之下，以「誣罔罪」將司馬遷下獄。 

司馬遷鋃鐺入獄，又遇凶殘之酷吏杜周，自然是大受折磨。更不幸的是：第二年消息傳來，竟

說李陵為匈奴練兵，準備進攻中國（實為李緒，消息誤傳）。漢武帝聞報，愈加震怒，即下令將李

陵母、妻殺死；杜周就將司馬遷定了死罪。按照當時法律，有兩種方法可以免除死刑：一是用錢贖

罪，需五十萬錢。司馬遷官小家貧，又沒有親友肯幫助他，實在拿不出那麼多錢；二是接受腐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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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刑」），這不僅需要遭受肉體的巨大折磨，還必須忍受精神上莫大的恥辱。司馬遷想免死，只有

接受腐刑。 

歷經腐刑之奇恥大辱後，他曾經想到自殺，但他考慮再三，覺得處在當日的情勢下，縱使死了，

誰也不會覺得可惜，反使人以為他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又想到父親要他繼承史官世業的遺命，想

到「草創未就」的史記，想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想到過去許多聖賢在

苦難中所做的事業，於是他決定要完成不朽的事業—史記的寫作，便打消自殺的念頭，「隱忍苟

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李陵之禍當然不是司馬遷創作史記唯一的動機，但是這個事件毫無疑

問地更堅定他完成史記的決心。 

個人的悲劇並未將他的理想埋葬，相反地，為完成「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的史記，在痛苦中以自己的血和淚撰寫史記。司馬遷出獄後，誤報李陵替匈奴練兵事已釐清。漢武

帝知司馬遷是無辜的，又憐惜他的才學，就提升他為中書令（掌握宣布皇帝詔命之官，通常由宦官

擔任）。官位雖然升高，可是這是宦官擔任的職務，他感到奇恥大辱，內心無比痛苦，於是更勤奮

地埋首於史書的寫作中。 

為了向朋友傾訴苦衷，說明自己「隱忍苟活」的原因，漢武帝太始四年（西元前九三年），司

馬遷寫了一篇自傳式的長信，把自己的遭遇和心情，詳盡地告訴好友任安。信裡，司馬遷談到他已

完成史記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這篇著名的書信，就是和太史公自序具有同等重要價

值的報任少卿書。 

 

二、史記內容簡介 

史記是中國史上首部紀傳體通史，共五十二萬六千餘字，有本紀十二卷、表十卷、書八卷、世家三

十卷、列傳七十卷。 

分類 內 容 備 註 

本紀 

1. 記敘歷代帝王事蹟，是全書敘述的提

綱。 

2. 按時間記載帝王的世系和國家大事，

以事繫年，屬於全國的編年大事紀。 

3. 前五卷分別記述傳說中的五帝，以及

夏、商、周和秦國前期歷史；後七卷記

載秦始皇和漢高祖劉邦至漢武帝時期的

逐年大事。 

項羽、呂后並非帝王，但司馬遷認為他們具

有影響世局發展的力量，因此破例列入本紀。 

表 

1. 以時間為中心，用表格方式整理重大

歷史事件。 

2. 記錄從黃帝開始，夏、商、西周到共

和行政為止的帝王屬系。 

3. 表的形式源於周譜，是用表格譜列歷

史大事件，和某些列傳長篇幅記載的人

物活動相較，這種寫法使歷史發展的脈

絡更為明晰。 

 

書 

1. 記國家體制。 

2. 對天文、曆法、經濟、文化、水利、

以及典章制度作專門論述。 
 

世家 

1. 記述貴族王侯及其子孫的歷史事蹟。 

2. 多記述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興衰

存亡的歷史。 

1. 孔子：因學問傳世，推崇其為至聖。 

2. 陳涉：為中國首位起義欲推翻朝廷的平

民百姓，且曾自立為王。 

3. 有些事件雖不涉及全國範圍，但對某

一封國或全國社會生活的某一方面有較

大影響的，皆收入書中。 

3. 外戚：后妃得寵使外戚成為影響朝廷的

重要勢力。司馬遷因此將上述三者破例列

入世家。 

列傳 

1. 列敘大臣至於平民各類人物的歷史表

現。 

2. 「列傳」為司馬遷首創的史書體例，

專記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尤其是秦漢時

期活躍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

域的社會各階層代表。 

3. 寫法包括： 

（1） 專傳：單記一人，例如：伍子胥列傳、

李斯列傳等。 

（2） 合傳：記述兩人或數人以上，例如：

廉頗藺相如列傳、仲尼弟子列傳等 

（3） 類傳：收錄若干同類人物而記其行

事，集中反映歷史的一個側面。例

如：刺客列傳等。 

1. 少數列傳記外國史和少數民族史，例

如：匈奴列傳等。 

2. 末篇太史公自序為自傳，司馬遷在該篇

中先敘自己的家世和事蹟，並說明編著本

書的經過和旨意，然後逐一概述各篇內

容，表明作者的史學見解。 

二、史記的文學成就 

司馬遷創造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漢以後成為歷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體制。而史記的人物傳

記，更成為中國古代歷史傳記文學的開山之作，深刻影響後代的文學家。 

史記的文學特色與成就有： 

（一）有豐富的思想內容和無畏的批判精神 

史記全書充滿著反對暴君、豪強、酷吏的思想，揭露、批判歷史上許多昏君、佞臣的醜行。司

馬遷不僅對愛國愛民、品格高尚、尚義任俠、對社會有貢獻的人物，給予高度的評價，對於出身微

賤的下層人物也同樣重視。 

（二）用不同的筆調刻畫不同的人物性格 

史記的紀傳以描寫人物為中心，雖然出現的人物非常廣泛，上自帝王、將相，下至游俠、刺客，

司馬遷都能採用不同的筆調，如讚嘆、同情、諷刺、批判、粗豪、細膩等，而且愛憎非常分明，褒

貶極有分寸，給讀者留下難忘的印象。 

（三）選取具體的事件表現人物性格 

史記善於通過具體的事件，表現人物性格。對不足以表現人物性格的材料，則予以捨棄或一筆

帶過。如廉頗藺相如列傳選取了「完璧歸趙」、「澠池相會」、「負荊請罪」三個典型的事件，既

寫出藺相如的勇敢機智，以及「先國家而後私仇」的高尚人格，又刻畫廉頗深明大義、知錯能改的

豪爽性格。 

（四）善於運用對話表現人物性格 

史記善於運用人物的對話，表現人物性格。如劉邦和項羽都曾見過秦始皇出巡，但他們兩人的

對話卻表現各自的特殊心理，可說是「連人帶話一齊來」。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劉邦說：

「嗟乎！大丈夫當如是也。」前者是一個貴族情感的流露，後者是一個平民思想的反映。 

（五）詞彙豐富精鍊，變化多彩 

史記語言的特色，是詞彙豐富，整潔精鍊，氣勢雄偉，變化有力，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生動的

形象性。同時還具有規範化、通俗化的特徵。如司馬遷寫五帝本紀，就是將尚書中堯典的艱深文句

改譯為漢代通行的語言。 

（六）善於汲取民間語彙、歌謠 

司馬遷汲取民間口語、諺語和歌謠，表現人物性格，增強形象的真實性。如陳涉世家中引用土

話：「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表現出小民的驚訝神態和質樸性格。 



史記補充資料讀後測驗 

1.司馬遷的父親是誰？他曾經擔任何種官職？這個官職的工作內容有哪些？ 

 

 

 

2.父親和自己都擔任的這官職，對於日後司馬遷寫下曠世巨作—史記，有哪二個方面的助益？ 

 

 

 

3.在史記以前的史書，主要的體例是「編年」和「記言」，請分別舉出出一本書為例。 

 

 

 

4.司馬遷是因為為誰辯護而入罪？原本被判何種刑罰？最後司馬遷選擇的替代刑罰是什麼？

原因為何？ 

 

 

 

 

5.馬遷寫史記，獨創的史書體例是什麼？並說明這種體例的特色。 

 

 

 

6史記的內容有哪五類？他們的主要內容分別是什麼？篇數各有多少？ 

 

 

 

 

 

7請找出司馬遷的一句話，說明司馬遷對史記的期待。 

 



張釋之執法翻譯單張                第      組 姓名：                 

 

一、單字解釋 

     釋之為(        ；     詞)廷尉。  

上(皇帝；    詞)行(        ；    詞)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        ；    詞))

出，乘輿(君王乘坐的車子；     詞)馬驚。  

   大意：                                                                                      

於是【     】使(        ；    詞)騎(騎兵；      詞)捕，屬(交付；    詞)之(      ；

代名詞)廷尉。  

   大意：                                                                               

釋之治問(審問；     詞)。  

【     】曰：『縣人來，聞(    ；動詞)蹕(交通管制；     詞)，匿(    ；動詞)橋下。

久之(無義；    詞)，以為行(隊伍；    詞)已過，即(    ；連詞)出，見乘輿車騎即走

耳(        ；     詞)。』  

   大意：                                                                      

                                                                                 

廷尉奏(報告；     詞)當(判決；                 詞)，一人犯蹕，當(判處；     詞)

罰金。  

   大意：                                                                               

    文帝怒曰：「此人親(親自；    詞  )驚吾馬；吾馬賴(幸虧；    詞)柔和，令(      ；

連詞)他馬，固(      ；助詞)不敗傷我乎(    ；助詞)？而(      ；連詞)廷尉乃(    ；

副詞)當(判處；     詞)之(    ；代詞)罰金！」  

   大意：                                                                      

                                                                                

    釋之曰：「法者(助詞，表       語氣)，天子所(助詞)與(      ，連詞)天下公共也。

今法如此(      ；代詞)而(      ；連詞)更重之(      ；代詞)，是(      ；代詞)

法不信於(     ；介詞)民也。  

    大意：                                                                                  

且方(正當；       詞)其時，上使(假使；     詞)立(    ；副詞)誅(殺；      詞)之則

(    ；連詞)已(罷了；     詞)。  

   大意：                                                                                  

今既(    ；連詞)下(交付；     詞)廷尉，廷尉，天下之(    ；助詞)平(標準；     詞)

也，一(一旦；     詞)傾( 偏斜；     詞)而(      ；連詞)天下用法皆為(    ；介詞)

輕重，民安所(      )錯(安放；     詞)其(      ；代詞)手足？  

   大意：                                                                      

                                                                               

唯(    ；副詞)陛下察(    ；動詞)之(      ；代詞)。」  

   大意：                                                                                   

    良久(        )，上曰：「廷尉【   】當(判決；     詞)是(      ；形容詞)也。」 

   大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