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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史记》的叙事风格

陈嘉夷

澳门科技大学，澳门 999078

摘要：《史记》被誉为我国史学的瑰宝，是西汉史家司马迁所着的纪传体通史。这部由司马迁编纂的纪传体

通史，以其独特的编史手法和深远的影响力，被誉为史学的巅峰之作。它不仅规模宏大，体系完整，更对

后世史书的编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确立了纪传体的撰写规范。同时，《史记》的文学艺术价值亦不容小

觑，其生动、形象的叙述被后世学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本文从叙事抒情、叙事立场、叙事结构、叙

事顺序、叙事取材、叙事语言等角度对《史记》的叙事风格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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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叙事是人们认识世界最基本的方式之一，它最初

只是作为一种技艺运用于历史学、文学等学科领域。

中国的叙事相较于西方的叙事方式，起源于历史文献

典籍，随着文献记载的过程慢慢累积了叙事技术与思

路。中国一直以来是个重历史的文明古国，因而有着

较早的叙事技术，为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保留了巨大的

文史力量
[1]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性的著作，信

息量大，结构完备，影响深远。《史记》所叙之事文

情生动，故具有创新的美学力量。

1.叙事抒情

无可质否，《史记》的抒情性独具人文艺术特点。

这来源于作者司马迁自身的感情经历和叙史技能。在

阅读《史记》的过程中，读者们不仅能够读到的历史

事象本身，还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历史温度，人文气息，

从而获悉史传人物的内心世界。

《史记》善于利用景物描写烘托情感，例如《史

记·项羽本纪》中作者借助具体的景物描写，营造了

凄凉悲壮的气氛。司马迁并没有直接说项羽此时此刻

的情绪，但是借助景物的描写，如楚歌婉转、战马长

嘶来充分表达了项羽内心的悲痛和无奈，这就是借助

景物描写来表现人物的一种手法，让读者通过文字陷

入画面之中，感受历史人物的鲜明的性格与丰富的形

象。

《史记》通过语言的对话，行为的变化，心理活

动的波动阐述了情感的丰富。《史记·项羽本纪》中

就通过项羽激昂的歌声来诉说内心对事业失败的苦楚

与对爱情走到尽头虞姬之举的情谊触动之深。这样直

接性的抒情形式会使角色的情感清晰且强烈，使读者

能透彻地感受历史人物的心理，并感受到在不同的历

史转折点上，英雄人物们的行为抉择的震撼。

司马迁惯以比较、陪衬来提高事件的情感张力。

在叙写历史事件时，司马迁往往使用人与人之间的语

言和行动的比较来突出某个角色的性格特点
[2]
，比如在

描绘项羽的英勇威严时，就用别人的胆怯退缩来做陪

衬和对比来突出项羽的勇武。这样会让历史人物的情

感更为丰富和立体。

叙述语言的多样化对于《史记》的感情流露具有

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3]
。司马迁不仅以笔下细腻的人物

感情描写与感情交流为特点，呈现出阴柔之美，也充

满刚性和豪情的展现大历史空间与战争场面，呈现出

阳刚之美。语言风格的多样化造成了《史记》感情流

露中的内容深度和广度。

在情感方面中文字的渗透，多体现在司马迁个人

的生命观以及看待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观念里。司

马迁的“勇”观念不仅仅是死以明志的勇气，更重要

的是在逆境中坚持真理和信仰的勇气。这种生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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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价值观体现在《史记》中，使这部传记文学能够

传情之外，更传播着一种生气盎然的乐观精神状态和

精神价值。可以说，《史记》在这方面文学表现已臻

其极致。通过景物描写、直抒胸臆、对照映衬等多种

手法，描绘出历史轨迹上不同人物所展现的丰富内心

和情感世界，既使读者欣赏到史的精彩，又使读者读

到人性之美及那种生命的张力。

2.叙事立场

作为一本历史著作，《史记》最主要的记录视角

是史官式的，需要态度严肃的对待历史。《史记》以

一种认真的态度与客观冷静的情绪和态度解读历史记

录的主体倾向性信息
[4]
。春秋时代，由于各派学术为推

广自己的思想，惯于在历史事件记录中插入自说己话

的陈述或夸张渲染言辞，常常将历史记录得云雾缭绕、

矛盾百出、虚幻多端。但司马迁提出“必考据于六艺”

“折中于夫子”，他会根据这些标准辨别各类著作的

内容真伪。同时，司马迁不囿于此，他又对各种类型

的经典和非经典的历史文献进行梳理加工，有时也会

添加一些新的知识和见解。这个过程不仅在文字上作

考证，更重要的是，司马迁亲入现场考察，这样就会

使得收集到的信息得到核实，提高了《史记》的历史

记录准确性和可信性
[5]
。

例如，在描绘汉朝统治者优良形象的同时，司马

迁也勇敢地揭示了汉朝统治阶层背后不为人知的阴暗

面，披露了他们“恶劣”的非“崇高”本质。譬如，

在叙述汉朝创立者刘邦时，司马迁既记录了他纳谏的

智慧与善于用人的才能，也描述了他的地痞气质和流

氓行径；而在描写当时的君主汉武帝时，司马迁同样

既记录了他的雄才伟略，也指出了他施政的弊端和内

心的阴暗。可以说，在编撰《史记》并讲述历史故事

的过程中，司马迁完美地继承和坚守了“真实记录”

的准则。

3.叙事结构

司马迁，这位卓越的史学家，跳脱了常规的历史

编纂范式，勇于革新。他采用以人物为核心的编史手

法，构筑起独特的纪传体叙事模式
[6]
。在层次分明的结

构中构建秩序感，在传记的发展中寻找人物个体的志

向发展和心迹变化。可以说，将《史记》的叙事结构

划分为两大体系：宏观的大体系和微观的小体系。在

“本纪”中详尽记录了帝王的生平，以“世家”记录

诸侯国的兴替，用“表”梳理时代的重要事件，以“书”

深入剖析各类制度，而“列传”则聚焦于人物的生涯

与成就
[7]
。创新性的篇章布局为繁杂且缺乏条理的古代

史搭建起了一个严谨而有序的叙述结构。以个体叙事

为重点的传记不仅文体条理分明，事件层次划分鲜明，

更是有效地将人物的多维形象栩栩如生的展示在了读

者的眼前。具体来说，司马迁通过细致安排登场人物

的次序，以及巧妙布置故事情节的波澜与巅峰，使得

全书既保持整体的统一性，又不失各个部分的独特性。

这样的结构安排，既帮助读者条分缕析地把握历史事

件的脉络，又能让他们深切体会到历史人物的性格特

征和精神内涵。

不仅如此，《史记》在布局人物传记时，还格外

重视构建框架的逻辑性
[8]
。这一特质在三个层面上表现

得尤为突出：相互参照、均衡布局与鲜明对照。这些

设计使得各篇章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互为补充，

相映成趣。在功能层面，“本纪”不单是全书的枢纽，

也构成了整部历史叙述的根本。它不仅展现了作者对

于天命与人世、历史演变的深刻洞察，也潜藏着整部

书的叙事结构与逻辑。在人物谱系上，《史记》涉猎

了从皇室贵族到世家大族，直至平民百姓的广阔领域。

这种多维度的刻画手法，使得历史呈现得更为立体和

深邃，全方位地展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维度。这种叙

述手法，不仅具备高度的归纳性，也让历史的叙述显

得层次分明，富有深度。

4.叙事顺序

《史记》在人物传记的撰写上，呈现出其独树一

帜的技巧与智慧。它以年代为线索，巧妙地将一系列

史事连贯起来，每个章节都明确地刻画出事件的起承

转合，形成了连贯的历史流程。譬如，《史记·项羽

本纪》起始于项羽的少年求学历程，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步铺陈了他在会稽起义、巨鹿战役、鸿门宴及垓下

之战等关键史事中的举措，直至其悲壮的乌江自尽，

全方位地描绘了项羽那富有传奇色彩且充满悲剧的一

生。此外，《史记》在记录时，尤其重视对确切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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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注，如《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对霍去病生平重要

节点的精确时间记录。这种依照年代序列叙事并精确

标注时日的做法，不仅让史事的展现更加明白晓畅，

也便于读者更深刻地认识并体会历史人物的一生。借

助这种方法，《史记》成功地以鲜活、细腻、逼真的

笔触重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

史遗产和深刻的思考
[9]
。同时，《史记》此种独特的叙

事风格对后续的历史编纂领域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作

用，成为后人研究历史的重要基石与参考。

在《史记》这部著作里，司马迁不仅依照年代序

列编排了历史篇章，更巧妙地融入了多变的叙事手法，

令历史叙述更具吸引力
[10]

。他巧妙运用倒叙、插叙、

预叙等叙事策略，为故事增添了层次性与悬念感，进

而深入展现了历史的深层次脉络与人物的命运轨迹。

《史记》亦频繁运用补充叙述，以补充故事的结尾或

提供更为详尽的背景资料。这种补充叙述通常位于传

记的结尾部分，为读者呈现了额外的情节与细节，进

一步丰富了故事的完整架构。

5.叙事取材

司马迁作为史官，其独特的“史官立场”在《史

记》的编纂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得该书的史料

选择和叙事素材呈现出显著的客观性特征
[11]

。司马迁

曾广泛游历天下，搜集古代诸侯国的史记资料；其次，

他通过实地考察和交流，搜集了人物的趣闻、民间故

事、俗语歌谣、历史遗址、文化遗产、地理景观以及

民俗风情等，例如向孔安国请教古事等活动；再者，

他的叙事素材来源于个人经历和直接接触，比如他亲

历的封禅仪式，以及与贾嘉、冯建等人的交往经历等。

综上所述，司马迁的史官立场所蕴含的“实录”精神，

他力求选择那些直接承载或经历过历史的人、事、言

作为叙述的依据。

通读《史记》全书，不难观察到其叙述内容中充

斥着诸多异于常规的奇闻轶事
[12]

，例如在《秦本纪》

记录的女修吞食神鸟之卵产下大业的传说。这些传说

往往源自于司马迁对《尚书》和《诗经》的引用，有

的或许来源于民间故事，或是古代文献的记载。司马

迁将此类神话与传说融入《史记》的叙述，是为了隐

晦地向读者透露特定的政治宣传意图。他对神话传说

的筛选和运用，并未违背其实事求是的编纂原则。神

话和传说的取舍，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史官在叙事时所

做的严谨考量，从而使得《史记》在史料选取上展现

出一种全方位的客观性
[13]

。

6.叙事语言

在叙事语言上，《史记》的文学造诣无疑攀登了

艺术的高峰。细究其语言特色，它以平实无华、洗练

精炼而又饱含情感的语言，把复杂的历史故事和人际

脉络刻画得清晰易懂
[14]

。此外，该书融入了大量的诗

歌、民间歌谣以及俗语，极大地提升了其艺术表现力

和情感传达力，使得全书洋溢着浓郁的文学韵味和人

文气息。就像在《史记·项羽本纪》篇章中，在作者

细腻又不失传神的笔触下，勾勒出项羽这位历史人物

英勇壮烈的一生。在项羽的勇武方面的表达上，采用

了传神的比喻和恢弘的排比样式，使得读者身临其境

如亲临沙场，感受着这份英勇的雄风和那股一往无前

的魄力。而在转向对项羽的骄傲与固执的性格表达上，

司马迁则是通过语言对话和心理活动的描写，精心刻

画其内心世界，展现了项羽的孤勇、高傲的心，预示

了他最终的悲剧结局，使得读者深刻的对这位楚地英

雄产生了情感链接与内心共鸣。综上，司马迁通过他

独有的细腻心思和文学素养带来的生动的叙述技巧，

把征战的激烈和人物内心的挣扎变化呈现得栩栩如生，

带领读者如同穿越般感受那个充满变革的时代。

7.结论

作为一部内容广博、思想深远的史学巨著，《史

记》独特的叙事方法以及严密的组织体系，反映了作

者对历史全局的深刻理解力。从资料的综合性与观念

的前瞻性这个角度来看，司马迁充分的展现了其对历

史微末之处的精确把握和对时代脉搏的敏感洞察。《史

记》不仅体裁完备，而且内容丰赡，汇聚了古今文献

的精华，可视作一部包罗万象的中国古代史书。无论

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的角度看，《史记》都标志着历

史编纂学的一次飞跃，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史

记》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创作影响深远且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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