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史比較 

書名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作者 

西漢司馬遷

繼其父司馬

談之職志發

憤著成 

東漢班固繼其父

班彪之志著書，其

妹班昭續成 

南朝宋范曄 西晉陳壽  

起訖 

朝代 

黃帝～漢武

帝，共二千五

百年 

漢高祖～王莽，共

二百二十九年 

東漢光武帝～漢

獻帝 

魏文帝元年～晉武

帝元年 

內容 

本紀、表、

書、世家、列

傳 

本紀、表、志、列

傳（「志」即「書」，

無世家） 

本紀、志、列傳 魏書有紀、列傳，

蜀書、吳書只有列

傳 

體例 紀傳體 紀傳體 紀傳體 紀傳體 

性質 
1.通史 

2.私修史書 

1.斷代史 

2.私修史書 

1.斷代史 

2.私修史書 

1.斷代史 

2.私修史書 

價值 

1.通史之祖 

2.紀傳體之祖 

3.金聖歎列為

六才子書之

一 

1.斷代史之祖 

2.始創藝文志，為

中國現存最早之

圖書目錄，反映古

代學術概況與書

籍流通的情形 

1.取代東觀漢記

而為正史 

2.獨創黨錮、獨

行、逸民、列女

等傳，為後代紀

傳體史書所沿用 

1.裴松之作注，資料

宏富，價值高於三

國志 

2.分魏書、蜀書、吳

書等三部分。只有

紀和列傳。因以魏

為正統，所以魏書

有紀，蜀、吳則無 

特色 
文筆雄深雅

健，善敘事理 

語言精鍊，敘事

詳密 

編次得當，文章

雅練 

極簡略 

附註：史記、漢書於史學上齊名，並稱「史漢」，作者並稱「馬班」、「遷固」。 

 

  



史書分類 

類別 性質 舉例 

紀傳體 以「人」為主 史記、漢書及一切正史  

史記 (始祖 )—司馬遷、西漢  

漢書—班固、東漢  

台灣通史—連橫、民國  

編年體 以「時」為綱 春秋三傳 (經 _ 

春秋 (始祖 )—孔子、春秋 (經 ) 

左傳—左丘明、春秋 (劉知幾的

史通以為是編年之祖 )  

竹書紀年—不詳、春秋以前 (四

庫總明列為編年之首 )  

漢紀—荀悅、東漢 (出於漢書而

補正 ) 

後漢紀—袁宏、晉 (劉知幾讚美

此書可比於范曄之後漢書 ) 

資治通鑑—司馬光、北宋  

紀事本末體 以「事」為綱 通鑑紀事本末 (始祖 )—袁樞、南

宋  

政書體 以制度為主，詳一制度之

原委 

三通  

通典—唐杜佑  

通志—宋鄭樵  

文獻通考—元馬端臨  

續三通  

清三通  

九通  

 

  



 

國別史 以「國」為主，分國記載 國語(始祖)—左丘明、春秋 

戰國策—不詳、戰國 

記言體 以「言」為主 尚書、國語 

傳記 記個人事跡 孔子編年—胡仔(宋) 

東家雜記—孔傳(宋) 

列女傳—劉向(西漢) 

名臣言行錄—朱熹(宋) 

地理 言人文者多，言自然地形

者少 

水經注—酈道元(魏) 

太平寰宇記—樂史(宋)(方志體先河) 

讀史方輿紀要—顧祖禹(清) 

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炎武(清) 

雜史 以事關國家或遺文舊事，

足以存掌故者 

貞觀政要—吳兢(唐) 

涑水紀聞—司馬光(宋) 

目錄 讀書方向之指導 七略(目錄學之祖)—劉向(漢) 

崇文總目—王堯臣(宋) 

郡齋讀書志—晁公武(宋)(第一本私

人目錄) 

直齋書錄解題—陳振孫(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紀昀(清) 

史評 論評史事 史通—劉知幾(唐) 

文史通義—章學誠(清) 

讀通鑑論—王夫之(清) 

史書之「最」 

第一部記言體史書 尚書 

第一部編年體史書 春秋（孔子） 

第一部編年體通史 資治通鑑（北宋司馬光） 

第一部國別史 國語 

第一部紀傳體史書 史記（西漢司馬遷） 

第一部斷代史 漢書（東漢班固） 

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 通鑑紀事本末（南宋袁樞） 

第一部史評專書 史通（唐劉知幾） 

第一部官修正史 晉書（唐房玄齡、褚遂良） 

唐以後唯一私修正史 新五代史（北宋歐陽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