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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编者的话

普天之下，万事万物，无奇不有；天下之人，好奇之心，人皆有之。
因此，天下的奇人奇事、奇景奇物，成了人们喜闻乐道的热门话题。

鉴于此，多少年来，中外古今的作家、科学家编著出版了大量的
之奇、之秘、之谜、之趣的书籍，给广大读者提供了精神食粮，使他们
增长了见识，获得了乐趣。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科学
的进步，人们对以往和现在出现的奇人奇事、新的科技，就更有探索、
揭秘的欲望，想对天下出现的新奇特事物、新的科学技术，求得科学
的解答，获得新的知识。

我们根据广大读者追求新趣味、获得新知识这一要求，从众多的
报刊、杂志和有关书籍中广采博集，收集了１０００多条较新的奇、秘、
谜、趣人事和自然现象、科技知识方面的资料，编写和编选成了有新
意的、带趣味性的《新奇小百科》。

本书分动物世界奇观、植物天地奇观、奇人奇事奇观、人体·医
学奇观、名胜遗迹奇观、地球·地理奇观、数学·物理奇观、生物·化
学奇观、史海钩沉奇观、音乐·舞蹈奇观、美术·书法奇观、戏曲·影
视奇观、体育运动奇观、名家与名著奇观、诗与对联奇观、文物·文化
奇观、健美·食物奇观、科学技术奇观、民间习俗奇观等１９个栏目，
每个栏目中编有若干个小标题，每个小标题中选编有若干篇具有知
识性、趣味性的短文，有的短文中还附有插图，做到了图文并茂，并且
具有浓厚的趣味性和丰富的知识性。

阅读本书，可提高阅读兴趣，开拓视野，扩大知识领域，引起你的
神奇遐想，激发读者对天下奇妙事物的探索欲望。

本书文字浅显，语言通俗易懂，篇幅短小精悍，读者对象广泛，小
学高年级学生、初中学生、高中学生、社会各界人士都可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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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编写中，参考和选用的资料太多，对原作者无法一一提名
致谢，请原作者谅解。由于编者水平有限，资料不足，编写编选时间
仓促，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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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名家与名著奇观

○中国名家与名著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约公元前１４５年—？）是我国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

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司马迁

自幼受父亲熏陶，二十岁开始漫游全国，为后来写作《史记》打下基

础。后入朝任郎中。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１０８年），继父职，任太

史令，有机会遍读皇家所藏典籍。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参与修

订历法，成“太初历”，并开始写作《史记》。因上书替投降匈奴的汉将

李陵辩解，获罪下狱，被处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著书。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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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艰辛，终于在征和初（公元前９２年）撰成《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原名《太史公书》，它开创了纪传体和

书表的编写体例。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

迹）、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事

功）、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十表（记大事年月）五个部分，共五十二

万字。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长达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历史，比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社会面貌，对后世史学研

究有深远影响。

《史记》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人民性。

１．它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腐朽方面做了大胆、深刻的揭露。

如《酷吏列传》反映官吏的残暴，即使是封建帝王身上的劣质，如汉高

祖的无赖和权诈、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和迷信鬼神，也都用不加讳饰的

笔调给予了尖锐抨击。

２．书中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活动有广泛而生动的描写，特别是

对于下层人民的才智功德做了鲜明的肯定和表彰。《陈涉世家》专门

为农民起义领袖陈涉立传，高度评价了他在推翻秦王朝统治中的“首

事”之功。《刺客列传》歌颂荆轲、聂政等刺客的抗暴精神。政治家、

军事家、学者、文人、游侠、倡优、医者、卜者各类人物都在书中留下栩

栩如生的剪影，构成色彩斑斓的巨幅社会生活画卷。加上作者对所

记述的人和事“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态度，使《史记》的思想价值

高出于后来一切官修史书。当然，《史记》也有其局限性。

《史记》一书在司马迁死后略有缺佚，由西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

褚少孙补撰了《武帝本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几

篇，并补充了武帝后期的若干材料。通行的注本有南朝裴驷《史记集

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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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与《说苑》、《新序》

刘向（约公元前７７—前６年），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和文学家。

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他在学术文化上的主要贡献，是对古籍

做了全面、系统的分类整理工作，校阅群书撰成《七略别录》（简称《别

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著作还有《刘中垒集》、《列女传》等，《说

苑》二十卷、《新序》十卷均为刘向所撰辑。论述先秦至汉代的史实，

杂以议论，借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其中也有不少生动

的寓言传说资料，发人深省。如《说苑》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对鼠目寸光、毫无远见、利令智昏、不顾后患的人提出了警告；《新序》

中的“叶公好龙”，则讽刺了当时统治者的好名失实、言行不一。

《说苑》、《新序》到宋初都有残缺，后经曾巩等人补缀校正。今人

刘文典的《说苑补》采录了各种异文材料，是《说苑》的一个较好的

校本。

王充与《论衡》

王充（公元２７—约９７年），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

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青年时期曾师事著名历史学家班

彪。家贫无书，常到洛阳书肆阅览陈列书籍，由此“博通众流百家之

言”。他博览精思，不拘守章句，不附和习俗，力求破除虚妄的成见探

索真理，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做过郡县功曹、扬州治中，后与上

司不合，罢职家居，从事著作。著有《高俗节义》、《政务》、《养性

书》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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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是王充的主要著作，共

三十卷，现存八十四篇，历时三十多

年写成，基本精神为“疾虚妄，求实

诚”。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哲学、政

治、宗教等许多方面，王充从唯物主

义观点出发，吸收了古代天文、医学

等领域的科学成果，阐发自己的

见解。

１．在自然观方面，他认为“天

地，含气之自然也”，“天”是没有意志和欲望的，自然界的灾异无非是

元气变化的结果，与人事无关。他又认为，精神不能脱离形体而存

在，鬼神是人们臆造的，从而否定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

２．在认识论方面，他承认感官经验是知识的来源，强调用“效

验”、“证验”作为检查知识可靠性的标准，批判了“生而知之”的唯心

论调。

３．在历史观方面，他认为历史是进化的，汉代社会的发展胜于古

代，反对盲目崇拜古人，反对迷信儒家经典，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治学

精神。

４．在文艺观方面，他提出“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的宗旨，要

求写作有助于推行教化和匡正社会。《论衡》中的这些主张，对于批

评两汉盛行的传统经学以及文艺创作上华而不实的作风，是有积极

意义的。

班固与《汉书》

班固（公元３２—９２年），东汉史学家和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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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自幼读书很多，九流百家无不穷究。其父

班彪是有名的史学家，曾撰写《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班固

鉴于《史记后传》尚未完成，而且叙事不够详备，于是潜精研思，想承

续父业，后来有人上书明帝，告发他私自撰作国史，被系京兆狱。赖

其弟班超上书力辩，获释，并受明帝任命为兰台令史，继续著作，历二

十余年基本修成《汉书》。和帝永元元年（公元８９年），班固因窦宪事

受牵连，死于狱中。所撰《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部分尚未完工，由

其妹班昭和同乡马续奉和帝命续修完成。

《汉书》是《史记》以后又一部重要的纪传体史书，开创了断代史

体例。全书计十二帝纪、八表、七十列传，共一百篇。记载自汉高祖

元年（公元２０６年）王莽地皇四年（公元２３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

历史。

班固写《汉书》乃受诏而作，因此，他的立场基本上站在封建统治

阶级方面，强调帝王正统，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以儒家思想

为依据，缺乏《史记》那样强烈的批判精神。但班固撰修时，能博采群

书所长，比较重视客观史实，而且也有同情人民的一面，所以还能在

一定程度上揭示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暴露统治者的凶暴残酷。像

《霍光传》表现外戚与皇权之间的斗争，《龚遂传》反映农民的饥饿与

暴动，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汉书》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它的语言严谨、整齐，带有

骈偶成分，在描写人物、叙述史事方面也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陈寿与《三国志》

陈寿（公元２３３—２９７年），字承祚，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西晋

史学家，原为蜀汉文臣，入晋后，官至治书侍御史。所著《魏书》、《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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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吴书》，北宋时合为一书，改为《三国志》。

《三国志》记述自黄巾起义（公元１８４年）至晋灭吴统一天下（公

元２８０年）近百年间的历史。在陈寿以前，关于三国的史书只有国别

史，这百余年间的史事头绪纷繁，陈寿虽分别编写为《魏书》、《蜀书》、

《吴书》，却能够从总揽全局的角度处理，显示出特异的史才。他以曹

魏的几篇帝纪总录这一时期历史上的大事，又以魏蜀吴三书分写三

国鼎立的始末。具体事件的叙述则采取互见法，如杀董承事，在《魏

书·武帝纪》中极简略，而于《蜀书·先主传》中则详述内情。所以表

面看是三书，实际上却是经过精裁密缝的统一体，于断代史中别具

特色。

《三国志》有实录精神。陈寿的父亲曾被诸葛亮处刑，而《蜀书》

中对诸葛亮却推崇备至，高度评价其一生业绩和“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的精神，但对失街亭及“将略非其所长”等也不讳言，既如写汉魏、

魏晋易代之事，虽不得不隐讳，仍不失为实录。如写曹操挟汉献帝迁

都许昌，他用史笔点出是董昭等出的主意，又曹操受命为魏公、魏王

“皆昭所创”。写司马氏受禅代魏，只在《魏书·三少帝纪》中说“如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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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故事（像曹魏代汉的旧例一样）”，只此五字，足以令人深思。当然，

个别记述上也未免有失实局限之处，如《三国志》中将三国的鼎立和

蜀汉的失败都归之于天命，宣扬了皇权神授的观点。此外，对历史人

物偏于品评他们的气量才识，而削弱了对其历史作用的分析评价。

《三国志》成书早于范晔《后汉书》。后人因推重陈寿的史学和文

笔，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外，加上《三国志》合称“前四

史”。

南朝刘宋时裴松之曾为《三国志》作注，是研读《三国志》时必不

可少的辅助。

干宝与《搜神记》

干宝，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东晋史学家、文学家，生卒年

不详，元帝时以佐著作郎领修国史，著《晋纪》，时有良史之称。由于

当时社会形成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风气，一些文人往往引经史旧闻

来证明鬼神报应的灵验，干宝也不例外。他据百家古籍，收集了许多

古今神怪故事，编成笔记体小说《搜神记》一书。原书已佚，现在流传

的二十卷本是由后人从《法苑珠林》、《太平御览》等书辑录而成。

《搜神记》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一些优秀的民间传说，虽然带有

神异色彩，却有很强的现实性，借助非现实性的离奇情节，强烈地表

达人们的爱憎和愿望。如《韩凭夫妇》写韩凭夫妇双双被宋康王逼得

先后自杀，分葬两冢，结果坟上各长大树，枝叶相交，又有鸳鸯交颈悲

鸣树端，顽强地实现他们“死同穴”的誓言。这些故事里的浪漫主义

情节有助于主题的深化，体现了民间传说的特色。又如《李寄斩蛇》

歌颂少女李寄勇敢机智除害安民，还有一些写男女为争取爱情幸福

而斗争的故事，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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