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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

该书内容博杂、思想精邃，致力于探究古今之变，而由历史经验孕育的经世思想

也涉及诸多方面。本文试图剖析《史记》之经世思想，发掘其现代价值以为当今

社会健康发展的有益借鉴。

本文共分为四章。

绪论部分主要厘清本文的论述内容，梳理学术界对于《史记》经世思想的研

究成果，并进而指明本论文的创新点以及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章探究作者司马迁经世思想的理论渊源。其人学识渊博，汲取众家思想

之精华自成一体——诸多观点皆为前人学说的升华。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其

父对他思想的形成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他自己也勤奋好学，利用身份的便利接

触到官家收藏的诸多古籍。传统史学对其影响极深。司马迁在吸取道家之“无为

之治”和儒家之“德治”外，还注重法家与时俱进变法图强的思想。《史记》经

世致用思想犹如海纳百川包罗宏富。

第二章从两个方面分析《史记》经世思想的哲学内涵。一是此书的天人观。

本文认为司马迁在天人关系的认识上虽然偏向天人感应之说，却明确反对谶纬之

学。在政权合法性问题上则注重民心所向。我认为他对天命持存疑是极为理智的。

我们人类不大了解的未知领域，既不能一味肯定也无法否认天命的存在——存疑

最是理智。二是《史记》的历史观。首先分析司马迁撰史之缘由，进而揭示其欲

效孔子作《春秋》而为“后王立法”的远大抱负。太史公由纷繁芜杂的历史现象

探究背后之规律，为治国平天下的为政之道奠定经验的基石。

第三章论述《史记》经世思想的主要内容。书中既有称颂大一统的论断，也

不无褒扬分封制的内容；既讴歌安邦定国的明君贤臣，也同情游侠一流快意恩仇

的江湖人士。太史公认为中华民族同根同源，而不同族裔都可在大一统国家的屋

宇下和睦相处。他意识到工商之重要，反对重农抑商思想，不赞成政府与民争利。

第四章探讨《史记》经世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启示。当今吏制建设、法制建

设之推展以及民族问题、公平问题之解决等仍可从中获得很多教益。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经世思想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Abstract

II

Abstract

Shiji, as China's first biographical history from legendary HuangDi

to the Emperor Wu of Han dynasty, is committed to explore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ts multifaceted statecraft thoughts is based on

historical experiences.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tatecraft

thoughts of Shiji and further explore its modern value, in an effort to

get beneficial reference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owaday society.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as follows:

In the introduction part I will introduce the contents of my

dissertation, combing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n the study of Shiji’

s statecraft thoughts. On this basis, I will illustrate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my paper and the innovations different from others.

In the first chapter I will explore the origin of the statecraft

thoughts of Sima Qian concerning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Sima Qian was

knowledgeable. He absorbed the essence of many predecessors’

achievements and make sublimation. Born in a historian family, he learned

from his father who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his thought.

As a studious researcher，he utilized his status to get access to the royal

collection of ancient books. Sima Qian absorbed the thoughts of Taoist

"inactive government" and the Confucian "moral politics." He also thought

highly of the legalist thinking of political reform in accordance with

changing situation.

In the second chapter I will analyze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of the statecraft thoughts of Shiji. There are two aspects . The first

aspect is Sima Qian's view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I think

though Sima Qian was inclined to belie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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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enly god and mankind, he strongly opposed divination combined with

mystical Confucianist belief. As for the legitimacy of political power,

h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ommon aspiration of the people. His

suspicion on the mandate of heaven seems to be reasonable, for it is

extremely hard for mankind to fully understand objective necessity. The

second aspect is Sima Qian’s view of history. I will analyze the purpose

of Sima Qian’s historical writing. Imitating Confucius’ making law for

the later kings through writing Spring and Autumn, Sima Qian sumed up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s the guidance toward ideal politics.

In the third chapter I will discus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statecraft

thoughts of Shiji. Though Sima Qian preferred unification, he never

depreciated feudal system usually leading to political fission. He

praised highly the role of sagacious statesmen, however, also sympathized

with chivalrous persons in opposition to the government. So complicated

is he. Sima Qian thought th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same origin, could live in harmony inside the house of the newly-

born unified empir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Sima Qian strongly opposed the policy laying stress on the agriculture

whereas restraining trade. He preferred free market and regarded the

wealth of the people as the basis of national strength.

In the fourth chapter I will prob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statecraft

thoughts of Shiji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solution

of many social political issues still rely upon ancient wisdom based on

historical experiences.

Key words：Sima Qian; Shiji; statecraft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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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

绪论

一、研究意义

作为中国的首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一直以来都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关于其思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颇多。从以往的研究状况来看，我发现学者们大多

侧重于考据学、历史学、文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个人认为司马迁不仅是开创

了纪传体通史的史学家，而且还是具有深刻思想的思想家，还是倡导通经致用的

经学大师。他生活在董仲舒思想盛行的时代，对于天人关系有自己的理解，并在

《史记》中随处流露。太史公娴熟今古文经学，对于先秦诸子也有独到体会。他

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和亲身为官经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世思想，还在整理历

史资料的过程中深入探索治乱兴亡的规律。经世致用思想强调经济天下、学以致

用，而治国平天下一直作为先秦各家的哲学主题之一，司马迁撰史言政也恰恰符

合这一特色。由此，本文将《史记》经世思想整理出来，对丰富该书的研究也具

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司马迁不仅谈论了王权的合法性问题，还谈及人民的贫富问

题以及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流问题，这些思想可以为中国的当代社会发展

提供借鉴，对维护国家稳定团结和促进人民幸福生活也有其深刻的启发意义。

二、研究现状

《史记》开创了中国纪传体通史先河，内容丰富多彩，思想博大精深。因而

自汉代至今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由此成专门的《史记》学。就目前而言，

国内外学者对于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成果皆十分丰富。

现今国人对《史记》的思想研究可以分为论著和论文两类。论著可分为两

类，一类是在思想史的著作中论及司马迁思想，如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想史》

一书中有《论<史记>》一章节说道：“史公对政治的最基本要求，是天下为公，

这种意思，在《五帝本纪》中表现的最清楚。”他还对于纪、表、书、世家、列

传五种体裁一一分析，对于解读《史记》很有启发。还有一类是专门研究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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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如白寿彝先生的《〈史记〉新论》，他直言“《史记》不仅是历史事件的

记述，也表明了司马迁的政治主张。”还有朱枝富先生的《司马迁政治思想通论》，

也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些许参考。此外，王明信、俞樟华的《司马迁思想研究》，

程世和的《司马迁精神人格论》，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吴守贤的

《司马迁与中国天学》，刘乃和的《司马迁和史记》，施丁、陈可青的《司马迁

研究新论》，张大可的《史记研究》，张强的《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陈桐生

的《中国史官文化和史记》，池万兴的《司马迁民族思想阐释》，韦苇的《司马

迁经济思想研究》，杨光熙的《司马迁的思想与<史记>编纂》。这类著作是从

经济、政治、历史、文学、天文等方面进行研究。如今，中国的史记研究工作者

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整编工作，《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中国史记研究集成》、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等集合众多名家先贤研究成果的大型丛书，已经出版

或者将要出版，可知今后的研究将是重点发展该方向。

论文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十分丰富。司马迁的思想渊源方面，一种观点认为，

司马迁的思想主要源于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刘炳福先生在《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一文中持此观点。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的根本思想是道家，李长之先生在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持此观点。第三种观点就是司马迁的观点既不完全属

于儒家思想，也不属于道家思想，而是融合二者。来新夏先生在《从<史记>看

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一文可见。本文较接受来新夏先生的观点，但是，还进一步

的认为司马迁是独立的站在史学家的角度，吸取众家思想为己用。天人关系方面，

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的观点是“天人感应”说，张维华在《论司马迁的通古今

之变究天人之际》认为“天人之际”实质是天人感应。第二种观点认为，司马迁

的“天人关系”是谈人为与时势的关系，施丁先生在《论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中持此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是轻天命、重人事的思想，崔存明先生在

《究天人之际——司马迁历史哲学思想引论》一文中持此说。本文认为，司马迁

在天人关系上，在继承“天人感应”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而非陷入神秘主义，

有重人事的部分。专门从经世思想角度研究《史记》的论文极少，靳玲《论<史

记>的经世作用》一文中，较客观论及了政治、道德、民族等几方面的意义，而

在《史记》经世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哲学内涵尚有欠缺，这也正是本文努力的方向。

《史记》作为全面反映上古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从流传域外至今，一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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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多国学人喜爱。日本、韩国、俄国、美国等国都对《史记》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而以日本研究水平最高——有些方面比国内还要深入。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

会注考证》一书尤为特出，代表日本在《史记》研究上的水平。水泽利忠《史记

会注考证校补》则以考据之功绍其遗轨。日本在翻译和普及方面也比起西方各国

为好。由于中西文化之差异，欧美学者的《史记》研究还有待深入。然随翻译的

推进，欧美《史记》研究也在大步前行，新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司马迁经世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哲学内涵，阐述司马

迁经世思想的独特创见，在总结《史记》经世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现今国情揭示

其对国家制度建设、社会民族问题的启示意义。

关于本文的难点：

1.知识点的分析。《史记》信息量大而知识点又较隐蔽，需要认真分析研究。

2.资料的取舍。《史记》的研究成果颇多，但从经世致用角度研究《史记》

的著作较少——本文须斟酌参考经世之学解读《史记》。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

1.文献调查法。主要通过查阅与司马迁和《史记》有关的书籍、期刊，还借

助网络平台搜查文献以提供依据。

2.个案研究法。结合《史记》个案，从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着手分析司马迁

的经世思想。

3.概念分析法。由经世思想、天人感应等范畴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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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司马迁经世思想的主要渊源

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中极具经邦济世的特点，先秦诸子无一不是为实现政治

理想而著书立说，司马迁的经世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诸子影响，其中儒道法

三家对其影响最为巨大。

第一节 深受史官文化影响

司马谈死前对司马迁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

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史记·太史公

自序》）
①
太史公在思想上必然有受到史学世家家学传承的影响。这在司马迁《史

记》的“太史公自序”中可以很好体现，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大体认为阴

阳、儒、墨、道、法几家都有关于治国之道的思想，其中道家最受推崇，其余几

家则瑕瑜互见。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推崇道家“无为而治”，由此肯定汉初的

“休养生息”政策。他立志“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实现其父未尽的

心愿，保存并弘扬古典文化正是史官职责所系。史官文化一词，陈桐生的理解为：

“一是指上古三代到秦汉时期以史官阶层为主体创造出来的文化；二是指借助于

史学阐发的思想文化观念。”②他还认为：“这种史官文化是直接孕育司马迁巨

著《史记》的文化土壤。”
③
《史记》有篇《天官书》，主要是谈及天人之际，

以为天道与王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

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

下无之。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

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

①
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476.

②
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和《史记》（引论）[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

③
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和《史记》（引论）[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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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①

为政者须由天象变化感知天意，从而预知人事之变迁——此为“天人感应”

之说。《说文解字·史部》中“史”字解释为：“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

正也。”
②
而甲骨文中的“史”又像是手执简册的样子，说明史是立场中正的记

事官员。太史公在谈及自己的家族谱系时说道：“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

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後，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

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

史。”（《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
这表明其祖先即是史官，还具有“司天”、

“司地”的职责，地位十分崇高。《礼记·礼运》云：“王前巫后史，卜筮瞽侑，

皆在左右。”
④
由此可知，周代以前，史与巫祝的职责相近，负责祭祀、占卜的

重要工作。据《周礼·春官》记载：“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志；章法

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
⑤
我们知道那时的史官有着极高的政治地

位，可以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但是，到了西汉时期，史官的地位却很低下

了，在《后汉书·百官志》中述有：“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时星历。”
⑥
这

时的史官渐渐远离了政治决策，更比不上“二千石”的大官了。更甚者司马迁的

父亲本为太史官，天子封禅应该同往，却被留在了洛阳，郁郁而终。“是岁天子

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史记·太

史公自序》）
⑦
太史公自己也说道：“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

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⑧这种“近乎卜祝

之间”的境况，司马迁是无法接受的。他深入思考天人关系，而这种思考与史官

文化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

《汉书·艺文志》也记载了关于古之史官的职责：“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

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

①
司马迁.史记·天官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108.

②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史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116.

③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479.

④
戴圣编著.礼记·礼运[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104.

⑤
钱玄等注译.周礼·春官·司巫[M].长沙：岳麓书社，2001，236.

⑥
范晔著：后汉书·百官志二[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1008.

⑦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479.

⑧
韩兆琦著.史记选注集评·报任安书[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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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帝王靡不同之。”
①
史官围绕君王左右记录其言行举止，作为借鉴指导后

人的实践活动。可知，史学本身就具有致用的目的。所以周谷城先生说：“史学

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
②
史书均有致用之益处，

这尚不足以显示《史记》的独到性。本文认为《史记》的实用性之所以超越此前

的史书，在于对以前书籍所忽略的国族源起变迁、君权由来兴废详加记录。司马

迁本着“通古今之变”的主旨撰写通史，“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

史公自序》），立体式的记录黄帝至汉武帝的历史。从历史发展研究天下兴亡的

规律，从而超越前修，开创了全新的史官之学。

第二节 吸取儒、道思想

司马迁对于儒家和道家的学说皆有采纳，在《史记》很多地方直接体现出来。

尤其在治国之道上，司马迁直接吸取二家之所长为己之用。其儒道思想大致来源

于当时汉代学者之传授以及先贤论著之濡染。

汉朝建立后总结秦亡的教训，开始整理由秦火而残缺的历代典籍——古代思

想由是得以传承。汉初学者距离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较近，吸收其思想就容易很多。

司马迁的父亲对他寄有厚望，并以自身渊博的学识影响司马迁。《史记·太史公

自序》云：“太史公……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③那么，《易》的

思想也会对司马迁产生影响，如其“通古今之变”思想就与《易》“穷则变，变

则通，通则久”（《易·系辞下》）④的变通观有联系。

在太史公生活的时代，《尚书》也已开始大量的流传。《史记·儒林列传》

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

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原文段如此记载：

《汉书·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

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

①
班固；赵一生点校汉书·儒林传[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588.

②
周谷城.周谷城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300.

③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479.

④
宋祚胤注译.周易·系辞下[M].长沙：岳麓书社，200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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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

《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①

太史公一些思想和董仲舒最为接近，可见，大儒董子对其影响至深。《史记·儒

林列传》云：“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

也。”②这说明董子在司马迁看来是“明于《春秋》”，在《公羊传》上造诣颇

深。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更是直言自已曾亲炙董氏。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

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

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

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③

汉初黄老思想曾作为统治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萧何为相，讲若画一。

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史记·曹参世家》）
④
太史

公高度赞扬曹参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汉初思想家也积极探求恢复安定的治国方

略。贾谊《过秦论》揭示秦亡的深刻原因是酷刑和不仁，引起司马迁的同感。《史

记·秦始皇本纪》中太史公直接用其观点佐证自己看法。贾谊面对诸侯王可能反

叛的形势在《治安策》中提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少其

力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⑤ 司马迁还记载了主父偃提出的办法：

“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

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

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 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

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

矣。”⑥

①
班固；赵一生点校汉书·儒林传[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1081.

②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360.

③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484-2485.

④
司马迁.史记·曹参世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582.

⑤
贾谊.贾谊集·治安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188.

⑥
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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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赞同强本弱末以维护大一统国家的施政方针。他在《史记·汉兴以来

诸侯王年表》中说：“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

供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今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强本干，

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①表明赞同用推恩等温和办法制止诸侯

分裂之势。

由于上古典籍年代过于久远，司马迁引证古书还是比较慎重。他一方面通过

鉴别不同版本获取自认可靠的知识，另一方面还通过实地考察来验证旧说。汉惠

帝废除挟书律，奖励献书。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许多书籍已经相继被收集整理。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

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

其职。”
②
这就为其整修上古三代、春秋战国等时期的事情，提供了前提条件。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说道：“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

《诗》。”
③
另外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也提到：“故《书》道唐、虞之

际，《诗》述殷、周之世。”④司马迁也十分重视“礼”“乐”的思想，他在《史

记·儒林列传》中写道：

“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夫周

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⑤

这表达了司马迁对于礼乐衰败的痛心。为此，司马迁作《礼书》第一，《乐

书》第二，希望可以复兴礼乐之教——其中《礼书》内容多受《荀子》影响。而

当《史记·礼书》讲到：“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

也。”
⑥
又明显可以看出董仲舒思想的影响。在自己青年时代的游历过程中，太

史公也有意识地实地收集可以验证古书的民间口说资料。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

①
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640.

②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502-2503.

③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74.

④
司马迁.史记·平淮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173.

⑤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351.

⑥
司马迁.史记·礼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986.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