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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书》简介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也是《史记》
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史学名著。记载的是西汉时期的历史事件
，起于高祖元年（公元前 206 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公
元 23 年），共计二百三十年。

1. 《 》的体例汉书

继承了《史记》的编写体例，为纪传体。但有革新：

取消“世家”，将其内容并入“列传”中。

将“书”改为“志”，并新增“艺文志”、“地理志”
、“刑法志”等。
全书共计一百篇，包含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



  

2. 《 》的思想汉书

       主要是儒家思想。宣扬“君权神受”，强调帝王正
统，体现的是统治者的意志。但也暴露了权贵阶层的丑行，
流露出对下层民众的同情。总的看，思想性不如《史记》。

《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汉书》——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

3. 《 》的文 成就汉书 学

    《汉书》的成就主要在史学方面，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文学成就不如《史记》，但在传记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 行文整齐。

即使周密。



  

二、班固其人

        班固（公元 32 年— 92 年），字孟坚，扶风安陵
（今陕西咸阳市东）人，东汉著名的史学家。

1. 早年 慧聪

     生于史学之家，其父班彪曾续补《史记》，作《史记
后传》六十五篇。

“九岁能属文，诵《诗》、《书》”

“十六岁入洛阳太学，博览群经九流百家之言。”

2. 年曲折壮

二十三岁时父亲班彪离世，二十六岁开始写《汉书》。

五年后，有人告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



  

其弟班超上书解说，才被释放出狱。

汉明帝读其书后欣赏其才能，召为兰台令史，后升为郎。

3. 年不幸晚

五十七时随大将军窦宪出击匈奴。

三年后窦宪谋反，败露后自杀。班固受牵连入狱。

六十一岁时，死在狱中。

三、张骞其人

       张骞（公元前？—公元前 114 年）我国古代的外交
家，其主要贡献是两次出使西域。

第一次：公元前 138 年，联络大月氏攻击匈奴。未达目的
。
第二次：公元前 119 年，联络乌孙等对付匈奴。取得成功
。



  

四、字词分析

郎 “廊”的古字。屋檐下的过道或独立有顶的过
道。
宫廷侍卫官平时侯于廊下，故称“郎”。

屋廊 郎官 男子（武大
郎）

丈夫（郎君）

更

与 介词，省略其宾语。     无与（之）共击之。

节 节：使者持的凭证。竹竿上饰羽毛、牦牛尾制成。

符：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的凭证。用竹、木等制成，两
半，各执一半。

《说文》：“更，改也。从攴丙声。”

改变 替代 轮流 经过



  

因

鄉

要领

道

人躺席上。《说文》：“因，就也。从口、
大。”

依靠、凭借
因袭、承接

原因、因由

“乡”的繁
体。

表方向、方位：鄉—嚮—向

表面向、朝着：鄉—向

dào — —道路 道理、规律 道德、道义

dăo 后写作“導”，简作“导”。
      疏通—引导、引领—开导、教导

要：本义是人的腰；领：本义是脖子。

要领：重要的、关键的。文中指重要的答复。



  

所有 指物产。  不是今义“全部”、“拥有”（一无所
有）。可 表示约数。柳宗元《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
头。”土著

径

略

著：当从艹，者声。本义是附着、贴在上面。

穿衣、着装（后写作“着”）

写作、著述（音 zhù）

明显、显著（音 zhù）
著（ zhuó 附
着）

燃烧（音 zháo，后写作
“着”）《说文》：“径，步道也。”徐锴系传：“小道不容车

，故曰步道。”

小道——近路、捷径——圆的半径、直径

《说文》：“略，经略土地也。从田，各
声。”
本义：经营土地，划定疆界——强取、掠夺



  

封
封：帝王授给臣子土地或封号。

拜：帝王授给臣民官职。

当 抵当——判罪（因判罪是用处罚抵当其罪
行）
《史记 ·李将军列传》：“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
为庶人。”

候者 即“斥候”，侦察兵
。斥：探测、侦查。

《左传 ·襄公十八年》：“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
险。”候：从人矦声。本义是守望、放哨。引申出侦察、看望
、等候等含义。

《吕氏春秋》：“宋王使人候齐寇之所
至。”



  

昆弟 昆：兄，哥哥。也写作“晜”。

《诗经 · 王风》：“终远兄弟，谓他人昆。”

赍 有“赠送”、“携带”等含义。这里是“携带”
义。
《汉书》：“行者赍，居者送。”

质

结婚 结成婚姻关系。

币帛

古人把赠送给别人的礼物叫“币帛”，如玉、帛、马匹
等。

币：《说文》：“幣，帛也。从巾，敝声。”

《说文》：“质，以物相赘。从贝从斦（ yín），
阙。”段玉裁注：“阙者，阙从斦之说也。”

抵押，以财物或人作保证—诚信、信用



  

羌
前 119 年

至身毒（印度）

至安息（伊
朗）

前 13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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