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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慧如 著

《史記》、《漢書》合傳比較研究



作者簡介

郭慧如，臺灣私立銘傳大學應用中文學系碩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畢業。現職為

澎湖縣吉貝國中教導主任。研究方向為《史記》、《漢書》及兩《唐書》。著有碩論《《史記》、《漢

書》合傳比較研究》、博論《兩《唐書》本紀、列傳比較研究》。

提    要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為《史》、《漢》合傳，研究範圍是以二書重合的時間為斷限，僅取陳勝

起義至漢武帝太初年間，約一百○八年間之事，藉由透析其中人物的分合去取，了解太史公、

班固選擇合傳人物的標準，並進一步印證章學誠稱「《史》圓神而《漢》方智」的說法，因而就

此研究範圍，將內容分為以下六章：

第一章是為緒論。闡明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並檢視前賢相關研究成果，以

為論文之引。

第二章為《史》、《漢》傳體概論。於定義各種傳體類型後，分析《史》、《漢》傳體的異同，

併及二史合傳概況，並依班固襲改《史記》手法，將之分為重合及合併、提升附傳、析解且重

組三大類。

第三章討論《漢書》合傳中，重合或合併《史記》篇章者。透過分析此類合傳，可發現班

固對太史公的取材頗為認同，然立意或有所偏，不一定全取用《史記》原旨。

第四章主要分析《漢書》合傳中，承襲《史記》篇章且增入附傳為主述者。經由此章，可

知班固提升附傳是為述齊而已，反造成人物組合內部的參差現象。

第五章針對《漢書》合傳中， 析解《史記》合傳且增入附傳、 新增人物者作分析。透過此舉，

可發現班固析解《史記》合傳，重新與其他人物組合時，皆新作立意，有強調忠、逆之異的傾 

向。

第六章則為結論。總結前面三章，歸納出《史》、《漢》擇取合傳人物時的側重之處：前者

重視內隱的性情，後者則以外顯條件為主。另，就班固襲改《史記》的手法，與《史》、《漢》

合傳的立意、命題等部分觀之，可發現《史》、《漢》呈現太史公、班固的心裁時，確實分別出

現「多變」、「齊整」二種傾向，故可知章氏之評，實為確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