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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司馬遷

出版：風車圖書

一、簡介：

1、史記為漢司馬遷所著，全書共一百三十篇，內容分為本紀、年表、書、世家、列傳等五種，

〈本紀〉是「天下」統治者的事蹟；〈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歷史動態；〈書〉

的內容有關歷代典章制度；〈世家〉描述影響深遠的家系或貴族事蹟；〈列傳〉呈現的是歷

史上各類人物的歷史表現與社會的種種樣貌。

本書為初學所編，故僅選部份精采篇章，以便閱讀。

2、史記名列二十四史之首，在史學和文學兩大領域影響都非常深遠。在史記之前，史書材料都

很散亂，沒有形成系統的史書。司馬遷傾畢生精力，求經傳諸家，編成有系統、有秩序的著

作，樹立後世史書體裁的典型，所以史記的價值不但在內容上，而更是在形式上，後世的史

書體裁，沒有改變過這種形式。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正史」，它是遠古至漢武帝時代的「通史」，也開創了新的史著寫作

手法，以「人」為中心。

在史記的寫作過程中，司馬遷遭受了一場極痛苦的磨難。

漢武帝時，李陵兵敗投降匈奴，漢武帝震怒，滿朝文武都認為李陵罪大，全家當

誅，司馬遷則爲李陵辯護，觸怒武帝，被投入牢獄並施以腐刑(宮刑，也就是閹

割)。在精神與肉體皆受到嚴重打擊的司馬遷並沒有因此放棄，出獄後，司馬遷

仍堅決繼承父親的遺志。於是改任中書令，發憤撰寫史書，「欲以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以客觀且嚴謹的寫作態度，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

體通史—《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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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討論：

商鞅徙木立信

１、商鞅如何取信於民？他發佈了什麼告示？

２、看了告示後，為什麼沒人動手扛那根木頭？

３、提高賞金後，終於有人嘗試扛動木頭，他真的獲得獎賞了嗎？

４、經過移動木頭這件事後，人民如何議論商鞅這個人？

５、商鞅徙木的舉動為秦國帶來什麼益處？

西門豹智鬥河神

１、對鄴縣人民而言，最頭痛的事是什麼？

２、西門豹相信河神取媳婦的事情真的存在嗎？

３、鄴縣官府每年向人民徵收的賦稅其實都落入什麼用途？

４、河神是怎麼娶媳婦的呢？

５、鄴縣的居民為什麼越來越少，而且越來越窮？他們為什麼不敢反抗呢？

６、西門豹如何解救鄴縣的人民？

成語高手—徙木立信

說明誠信的重要，說到就要做到，信守承諾。

北宋文學家、政治學家王安石，在一首稱讚商鞅的詩中以「一言為重百金輕」，

來比喻言出必行的重要。

想一想：

你相信活人獻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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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單巧佈火牛陣

１、田單利用什麼方法使燕惠王陣前換將？

２、田單另外又散佈什麼謠言使齊國人反抗燕軍的鬥志更加高昂？

３、深夜裡，齊軍如何成功攻擊燕軍？

４、其實，攻擊燕軍的「怪獸」是什麼東西？為什麼如此嚇人？

神醫扁鵲

１、傳說，神醫扁鵲是怎麼練成「透視」的本領？他的神眼有何厲害之處？

２、扁鵲看到齊桓侯後，告訴他需要注意哪些身體狀況？如果不注意，會有什麼後果呢？

３、扁鵲最後一次見到齊桓侯時，為什麼只看他一眼便轉身離開？

４、不聽扁鵲勸誡的齊桓侯下場如何？

５、扁鵲如何讓虢國太子「死而復生」？

扁鵲

扁鵲，其真實姓名是秦越人，又號盧醫。他為什麼被稱為「扁鵲」呢？這是他的綽號。

由來可能與《禽經》中「靈鵲兆喜」的說法有關。因為醫生治病救人，走到哪裡，就為

那裡帶去安康，如同翩翩飛翔的喜鵲，飛到哪裡，就給那裡帶來喜訊。因此，古人習慣

把那些醫術高明的醫生稱為扁鵲。秦越人在長期醫療實踐中，刻苦鑽研，努力總結前人

的經驗，大膽創新，成為一個學識淵博，醫術高明的醫生。他走南闖北，真心實意地為

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獲得人民普遍的崇敬和歡迎。於是，人們也尊敬地把他稱為扁鵲。

扁鵲善於運用四診，尤其是脈診和望診來診斷疾病。

有一次，他到了晉國，正碰到了晉國卿相趙簡子由於「專國事」，用腦過度，突然昏倒，

已五天不省人事了。大夫們十分害怕，急忙召扁鵲診治。扁鵲按了脈，從房裡出來。有

人尾隨著探問病情，顯得很焦急。扁鵲沉靜地對他說：「病人的脈搏照常跳動，你不必大

驚小怪！不出三日，他就會康復的。」果然過了兩天半，趙簡子就醒過來了。準確地用

切脈診病是扁鵲的首創。著名歷史學家司馬遷高度讚揚說：「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近代歷史學家範文瀾也說：扁鵲「是切脈治病的創始人」。

想一想：

你認為田單散佈謠言的戰術高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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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鵲不僅善於切脈和望診，而且善於運用針灸、按摩、熨貼、砭石、手術和湯藥等多種

方法去治療各種病症。有一次，他路過虢國，虢太子恰好患病，病得很厲害，人們都以

為他死了。為此，全國正舉行大規模的祈禱活動，把國家大事都撂在一邊。扁鵲找到了

太子的侍從官問：「太子患什麼病？」侍從官答：「太子中邪。邪氣發洩不出去突然昏倒

就死了！」扁鵲進一步瞭解了太子發病的各種情況，就信心百倍地對侍從官說：「你進

去通報虢君，就說我能救活太子！」但侍從官不信扁鵲能「起死回生」，不肯去通報，

而且嘲諷扁鵲說：「你既無上古名醫俞跗的本事，反而說你能救活太子，就是不懂事的

嬰兒也會知道你是騙人的！」扁鵲氣憤地說：「你這是從竹管裡望天。老實告訴你，我

秦越人不等切脈、望色、聽聲、審察病人形態，就能說出病的部位。不信，你去看看太

子，他此刻耳朵該會鳴響，鼻翼該會扇動，從其大腿摸到陰部也該是溫熱的。」聽到這

裡，侍從官不禁目瞪口呆。侍從官只得進去通報了。虢君得知消息，吃了一驚，趕快出

來接見扁鵲，說：「我久慕先生大名，只是無緣拜見；先生路過我這小國，幸虧主動來

救助，這實在是寡人的幸運！有先生救助，我兒就能活命；沒有先生救助，就只有把他

的屍體埋在山溝罷了。」扁鵲告訴虢君，太子患的是「屍厥」（類似今天的休克或假死）。

於是，扁鵲磨製針石，在太子頭頂中央凹陷處的百會穴紮了一針。過一會兒，太子就甦

醒過來。接著在太子兩脅下做藥熨療法。不久，太子就能坐起來。再服二十天的湯藥，

虢太子就完全恢復了健康。從此以後，天下人都知道扁鵲有「起死回生」之術。而他卻

實事求是地說，並非他能把死去的人救活，而是病人根本就沒有真正死去，他只不過用

適當的治療方法，把太子從垂死中挽救過來而已。

扁鵲奠定了傳統醫學診斷法的基礎。他用一生的時間，認真總結前人和民間經驗，結合

自己的醫療實踐，在醫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扁鵲的醫學經驗，在中國醫學史上佔有承

前啟後的重要地位，對中國醫學發展有較大影響。因此，醫學界歷來把扁鵲尊為中國古

代醫學的祖師，說他是「中國的醫聖」、「古代醫學的奠基者。」 在治學上，扁鵲不滿

足於一技一法，而是根據客觀實際需要，精通一科，兼通數科，做到一專多能。比如，

他到越國都城邯鄲，看到當地婦女患病較多，就在婦科病方面下功夫，當了「帶下醫」，

治好了許多婦女的多年疾病；他到東周都城洛陽，看見當地許多老年人，患了視聽力衰

退的疾病，就著眼於五官科疾病的研究，當了「耳目痺醫」，治好了許多老人的五官病，

使不少老人從耳聾眼花中恢復了健康；他到了秦國首都咸陽，看到當地兒童的發病率很

高，就研究兒童發病原因，當了「小兒醫」，治好了許多兒童的多發病。由此可見，扁

鵲不僅精通內科，還兼通兒科、婦產科、五官科，甚至外科；他在診斷上，不僅精通「切

脈」，而且善於「望色、聽聲、寫形」；在治法上，不僅精通針灸，還善於用砭石、熨貼、

按摩、手術、湯藥等。可謂是一位全方面的民間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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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武練兵

１、孫武有什麼長處？

２、吳王闔閭為了見識孫武練兵的本事，給他出了什麼難題？孫武也欣然接受挑戰嗎？

３、孫武怎麼訓練宮女？宮女們都十分服從命令嗎？

４、面對嘻嘻哈哈的宮女，孫武的態度也是一派輕鬆嗎？

５、知道孫武打算殺掉兩個隊長，吳王的反應如何？

６、孫武接受吳王的命令嗎？他為什麼一定要殺掉兩個隊長呢？

７、殺了兩個隊長後，宮女們的操練有什麼變化？

在上古，神權高於一切。巫術占統治地位。到了扁鵲的戰國時代，醫巫已經開始分業。扁鵲

在醫學研究道路上完全拋棄巫醫那條死胡同。扁鵲曾明確宣告：「信巫不信醫」是「六不治」

之一。為了捍衛醫藥學，他不惜豁出自己的生命。當時，秦武王有病，召請名聞天下的扁鵲

來治。一天，太醫令李醯和一班文武大臣趕忙出來勸阻，說什麼大王的病處於耳朵之前，眼

睛之下，扁鵲未必能除。萬一出了差錯，將使耳不聰，目不明。扁鵲聽了氣得把治病用的砭

石一摔，對秦武王說：「大王同我商量好了除病，卻又允許一班蠢人從中搗亂；假使你也這

樣來治理國政，那你一舉就會亡國！」秦武王聽了只好讓扁鵲治病。結果太醫令李醯治不好

的病，到了扁鵲手裡，卻化險為夷。在這場技術高低的較量上，扁鵲徹底戰勝了李醯。李醯

自知「不如扁鵲」，就產生忌妒之心，使人暗下毒手，殺害了扁鵲。

千百年來，扁鵲深為廣大人民所愛戴和崇敬，人們稱他為「能生死人」的「神醫」。歷代人

民為他建陵墓、立碑石、築廟宇、朝香火。

(資料來源：中國歷代名醫 http://cd.silverabyss.com/index.htm)

成語高手—三令五申

再三叮嚀告誡。

http://cd.silverabyss.com/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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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臏和龐涓

１、龐涓為什麼要陷害孫臏？他對孫臏做了什麼殘忍的事？

２、設法來到齊國的孫臏是否獲得賞識？

３、孫臏逐漸減少伙食的爐灶是為了讓龐涓產生什麼錯覺？

４、孫臏在馬陵設兵埋伏，並在削掉樹皮的樹幹上刻了什麼字？

５、馬陵之戰，獲勝的是哪一方？

廉頗與藺相如

１、秦昭王想要什麼東西交換和氏璧？他真的有誠意進行這項交換嗎？

２、趙王派誰執行交換玉璧任務？

３、見了秦王之後，藺相如知道他並沒有用城池交換玉璧的誠意，於是冒險做出什麼舉動？

４、秦王取來地圖指出城池位置，藺相如為什麼還要讓秦王再等五天？

５、得不到和氏璧的秦王反應為何？

６、藺相如回到趙國後，被封為上大夫，卻引起誰的不悅？為什麼？

７、藺相如處處避免與廉頗發生衝突，是因為害怕他嗎？

８、廉頗知道藺相如的退讓之意，有什麼感覺？

想一想：

你覺得孫臏為什麼能得到勝利？龐涓又為什麼會失敗呢？

※成語高手—完璧歸趙

比喻物歸原主。

※成語高手—負荊請罪

背著荊條請求對方處罰。比喻主動認錯求罰，賠禮道歉。

※成語高手—刎頸之交

比喻同生共死的至交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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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澠池之會

澠池之會出自《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講述秦王因完璧歸趙一事惱羞成怒，派大將

白起發兵攻趙，奪取簡（今山西離石縣西）和祁（今山西祁縣），次年再奪取石城（今

河南朴縣西南）。又次年，再攻趙，殺死趙國軍民二萬人。

在西元前 279 年，秦昭襄王取勝後卻派出使者告知趙惠文王，表示欲與趙王停戰，重修

舊好，並相約於西河外澠池（今河南澠池縣）會面。趙王畏懼秦國，不願赴會。廉頗、

藺相如則獻計說：「王上如果不赴會，則是示弱而秦。」於是趙王決定赴會，並命藺相

如率精兵五千相隨，又派了平原君趙勝率領數萬趙軍在澠池附近。廉頗送他們至邊境，

並向趙王說：「王上此行，直至整個會議完畢，最多不過三十日便可歸國。如果三十日

後仍不歸國，則請立太子為王，以斷絕秦國藉此要脅的希望。」趙王在思考一番後，決

定答應，免得趙國被秦國要脅。

趙王到達後，會議便開始，依據古代習俗，兩國國君相會，定必大飲一番，所以秦王和

趙王皆飲了數杯。秦王說道：「寡人聽聞趙王愛好音律，不如請趙王上前演奏瑟樂。」

趙王不好意思推擋，只好勉強鼓瑟。秦國御史記下此事：「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相會

飲酒，秦王命令趙王鼓瑟。」藺相如上前說道：「趙王亦聽聞秦王善於演奏秦國樂器，

臣請秦王演奏盆樂，以互相娛樂。」秦王大怒，決不答應。於是藺相如向前進，並跪請

秦王。秦王堅決不肯擊盆，藺相如說道：「五步之內，相如可以刎頸以血濺大王！」

這時左右的侍衛欲以刀斬殺藺相如，藺相如怒目視之，大聲叱喝，侍衛無不畏懼，只得

退開。秦王無奈，惟有擊盆一次。藺相如即召趙國御史記下此事，說道：「某年月日，

秦王為趙王擊盆。」秦國的群臣即說道：「請趙國以十五座城池為秦王祝壽。」藺相如

即時回敬：「請秦國以首都咸陽為趙王祝壽。」最後直至會議終結，秦王都不能羞辱趙

王，趙國亦於邊境部署重兵以對付秦國，結果秦國不敢輕舉妄動。

趙惠文王二十年的澠池會盟是秦昭王為了方便集中力量攻打楚國，於是想同趙國講和。

澠池之會後，相如以功授官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廉頗不服氣，以致於有後來的負荊

請罪。澠池之會後，秦、趙間暫時停止了戰爭。趙軍立即出兵齊國，攻下高唐等地。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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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薪嘗膽

１、越王勾踐被吳軍包圍在會稽山上，派大夫文種求和，吳王夫差是否答應？

２、伍子胥如何規勸吳王？

３、伯嚭接受賄賂後，帶著文種見了吳王，向吳王說了什麼話？

４、勾踐回到越國後，怎麼激勵自己？過什麼樣的生活？

５、伍子胥是個既忠誠又有才華的人，吳王為什麼要讓他自殺呢？

６、伍子胥自殺前，曾說出什麼預言？最後是否成真？

紙上談兵

１、為什麼大家都認為趙括是個軍事天才？趙括本人的態度又是如何？

２、廉頗的固守策略成功守住趙國，趙王為什麼要換掉他呢？

３、趙括害不害怕帶兵？

４、藺相如與趙括的母親知道趙王將讓趙括帶兵，紛紛向趙王提出什麼建議？趙王是否接受？

５、趙括接替廉頗的位置後，戰術也改變了嗎？

６、秦軍為什麼一開始要故意打輸幾場仗？

７、趙括率領的軍隊最後的下場如何？

成語高手—臥薪嘗膽

比喻刻苦自勵，不忘所受的苦難。

成語高手—紙上談兵

比喻不合實際的空談、議論。

只會在紙面上談論用兵的策略，比喻只是在理論上探討，但不接觸具體情況；

也諷刺那些脫離實際，只會空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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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陵君竊符救趙

１、信陵君手下的門客為什麼那麼多？

２、魏王為什麼不肯對趙國採取實際的救援行動？

３、當信陵君決定和趙國共存亡時，他的朋友侯嬴建議他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４、信陵君怎麼得到另一半兵符？

５、信陵君已經帶來另一半兵符，晉鄙將軍為什麼還是不肯交出兵權？

６、最後，信陵君一行人如何成功率領精兵幫助趙國進攻秦國？

馮諼市義

１、馮諼向孟嘗君提出什麼請求？面對他不斷地發牢騷，孟嘗君都答應嗎？

２、孟嘗君派馮諼去收債，馮諼到薛地後，怎麼處理該地的債務？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３、後來孟嘗君被罷了官，只好回到薛地，當地人民怎麼對待他？為什麼？

荊軻刺秦王

１、荊軻為什麼離開衛國，來到燕國？

２、燕太子丹為什麼特別痛恨秦王？

３、燕太子丹將什麼重大任務交給荊軻？

４、荊軻帶什麼東西來晉見秦王？秦王是否答應接見他們？

５、和荊軻一同前往的秦舞陽是燕國著名的勇士，面對秦王時，他也表現得很鎮定嗎？

６、荊軻的刺殺行動過程如何？是否成功？

想一想：

你對信陵君強行率兵入城的行為有什麼看法？

想一想：

在世界上，除了「情義」，還有什麼是用錢也買不到的呢？

想一想：

你認為荊軻的刺殺行動為什麼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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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鹿為馬

１、秦始皇死後，為什麼不是由長子繼位？

２、趙高到底有什麼企圖心？

３、趙高帶來的明明是一頭鹿，他卻硬說是馬，而大臣們為什麼也附和他呢？

４、堅持說鹿的人最後落得什麼下場？

５、「指鹿為馬」其實是趙高為了測試什麼而做的荒唐事？

破釜沉舟

１、宋義是個怎麼樣的人？

２、項羽如何規勸宋義？宋義是否接受他的意見？

３、項羽再次要求出兵不成，宋義又威脅要砍下項羽的頭，項羽只好怎麼做？

４、將士們知道項羽殺了宋義後，反應如何？

５、項羽為什麼下令將士們砸碎做飯用的鍋子？

６、大軍渡河後，項羽又命令士兵砸沉渡船、燒掉帳篷。他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

７、鉅鹿之戰，獲勝的是哪一方？

８、攻破秦王朝後，項羽即將與誰爭奪天下？

成語高手—指鹿為馬

比喻故意顛倒是非，混淆黑白。

成語高手—破釜沉舟

比喻做事果決、義無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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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門宴

１、秦朝末年，最有名的起義軍是哪兩支隊伍？

２、楚懷王和將領們約定，率先入關者，可以獲得什麼獎賞？

３、劉邦為什麼要向項羽請罪？

４、范增想在宴席上殺掉劉邦，項羽的反應如何？

５、項莊舞劍的真正目的是什麼？

６、項伯知道項莊的目的後，怎麼保護劉邦？

７、樊噲為了保護劉邦，不顧一切闖入帳內指責項羽，項羽是否因此生氣？

８、劉邦後來以什麼藉口脫身？

９、范增知道鴻門宴的情況後，歎息之餘還做了什麼預言？

四面楚歌

１、項羽和劉邦爭奪天下，決戰時刻，項羽被劉邦圍困在何處？項羽此時的處境如何？

２、項羽聽到楚地歌謠的聲音為什麼大驚失色呢？

３、虞姬為什麼要拔劍自刎？

４、項羽如何突破重圍？又如何分配僅剩兵力和漢軍交戰？

５、項羽最後逃到烏江邊，但是為什麼不肯渡江逃走？

成語高手—鴻門宴(鴻門會、鴻門計)

比喻不懷好意，居心不良的邀宴。

成語高手—項莊舞劍

比喻表面事物之下隱藏了另外的意圖，利用某種藉口掩飾真正企圖。

成語高手—四面楚歌

比喻所處環境艱難困頓，危急無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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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

１、項羽敗亡後，劉邦即帝位，定國號為何？定都於何處？

２、劉邦採取何種治國措施？

３、劉邦對匈奴採取何種政策？為什麼？

４、劉邦為什麼鄙視儒生？

５、劉邦下令陸賈著書論述的目的是什麼？論述內容又是什麼呢？

６、劉邦（漢高祖）最後是怎麼去世的？

三、補充資料：

司馬遷

司馬遷（西元前 135 年－前 90 年），字子長，是中國古代的史學家和文學家。他撰寫的《史

記》被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因此後世尊稱他稱爲史遷、太史公。

司馬遷的父親是西漢太史令司馬談。司馬遷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20 歲時，他從長安出發，

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巴蜀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

漢武帝元封三年（前 108 年）司馬談去世，司馬遷承襲父職，任太史令，同時也繼承父親遺

志（司馬談臨終曾對司馬遷說：「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準備

撰寫一部通史。漢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 年），司馬遷與唐都、落下閎等共同創立了「太初曆」。

此後，司馬遷開始《史記》的寫作。

卒歿

對於司馬遷的死，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使得卒年無法確定，死因也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司

馬遷一直到漢昭帝年間善終，有人認為司馬遷完成《史記》之後，便隱居山野，不知所終，故無

從查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