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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的悲歌--從李廣到李陵 

    孫秀君 * 

一、前言 

太史公自序云：「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令不煩，師徒鄉之，作李

將軍列傳。」 1對李廣有很高的評價。王昌齡廣為流傳的名詩：「秦時明月

漢時關，萬里長征人未還。但使龍城飛將在，不教胡馬度陰山。」也深刻

表達了對李廣這位名將的仰慕之情。但詩人王勃在＜滕王閣序＞卻有過這

樣的文句：「馮唐易老，李廣難封」。一代名將，能力有目共睹，為什麼

終身未得封爵？又為什麼以自刎結束一生？是本文欲探討的問題之一。而

李陵算是李廣後代子孫中的佼佼者，但際遇為何與其祖同樣不幸，其原因

是本文欲探討的問題之二。 

本文由李廣、李陵生平重要事蹟談起，並探討兩人的人物性格。李廣

事蹟於《史記‧李將軍列傳》2有詳細敘述，而李陵事蹟見於《史記‧李將

軍列傳》、《漢書‧李廣蘇建傳》3、《漢書‧司馬遷傳》4等。所以，本文即

以這些相關篇章為討論文本。最後，探討兩人在關鍵時刻是求生還是求死

的問題。 

二、生平重要事蹟 

(一)李廣 

李廣隴西郡成紀縣人，他是一位深受後人尊敬的軍事將領，經歷多次

戰役，生平的重要事蹟當然與軍事表現密不可分。 

    文帝十四年（西元前 166 年），匈奴大舉侵入，李廣善於騎射，斬殺

很多敵人立下戰功，所以被任命為漢中郎。 

景帝初年，任李廣為隴西都尉，之後改任騎郎將。吳、楚七國之亂時，

李廣任驍騎都尉，隨太尉周亞夫反擊叛軍，立下功勞。可是由於李廣的將

軍印是梁孝王私自授給，因此，朝廷沒有封賞他。之後調任上谷太守、又

                                                 
* 弘光科技大學通識學院副教授 
1《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著（漢），凌稚隆輯校（明），《史記評林》（台北：

地球出版社，1992.3 第 1 版）。頁 2889。 
2《史記‧李將軍列傳》。司馬遷著（漢），凌稚隆輯校（明），《史記評林》。 
3《漢書‧李廣蘇建傳》。班固（漢），《漢書》，【二十五史】（第一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7 第 1 版第 8 次印刷）。 
4《漢書‧司馬遷傳》。班固（漢），《漢書》，【二十五史】（第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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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任上郡太守。並曾任隴西、北地、雁門、代郡、雲中等太守。任隴西太

守時，曾誘騙八百多名羌人投降，之後卻把他們都殺了。 

匈奴大舉入侵上郡時，朝廷派來宦官跟李廣學習。有一次，這位宦官

帶領幾十名騎兵遇到三個匈奴的射雕手。宦官被匈奴人射傷了，騎兵也幾

乎 被 殺 光 。 李 廣 得 知 後 就 帶 一 百 名 騎 兵 前 去 追 趕 那 三 人 。 李 廣 射 死 了 兩

個，活捉了一個。此時遇到幾千名匈奴騎兵，驚險時刻靠著智取回到軍營

中。 

武帝時，李廣由上郡太守調任未央宮的禁衛軍長官。之後，李廣由衛

尉被任為將軍，出雁門關進攻匈奴。由於李廣折損的士兵太多，自己又被

敵人活捉，本應判斬首，允許他贖了死罪，削職為平民。 

    之後，任他為右北平太守、郎中令。李廣被任命為右北平太守時，曾

公 報 私 仇 殺 了 霸 陵 尉 。 在 右 北 平 時 ， 匈 奴 稱 李 廣 為 「 漢 之 飛 將 軍 」， 不 敢

入侵。後又被任為後將軍，跟隨衛青的軍隊討伐匈奴，李廣未立戰功。之

後，與博望侯張騫一同出征，李廣的軍隊幾乎全軍覆沒，當然也沒有封賞。 

又過了一段時間，由於李廣多次請求隨衛青、霍去病出征匈奴，武帝

勉強同意，任他為前將軍。但武帝暗中警告大將軍衛青，認為李廣年紀大

了，命運又不好，最好不要讓他與敵軍對戰，恐怕對戰事不利。最後李廣

因為承擔所有迷路罪責而自剄，結束一生。 

《史記‧李將軍列傳》司馬遷對李廣的敘述基本上是以人物的生命經

歷 為 主 軸 ，「 對 故 事 發 展 過 程 的 敘 述 不 是 簡 單 的 先 後 次 序 ， 而 是 在 這 個 次

序中表現了敘述者所理解的時間過程所展現的意義。」5各事蹟間的因果與

結 局 是 由 李 廣 個 人 的 性 格 所 決 定 的 。 而 在 李 廣 死 後 ，「 廣 軍 士 大 夫 一 軍 皆

哭。百姓聞之，知與不知，無老壯皆為垂涕。」6寫全國軍民對李廣死亡的

悲傷，當然也包含了作者自己的悲傷，在此司馬遷早已將個人生命情感融

入角色中。 

    (二)李陵 

李陵是李廣的孫子，司馬遷因為李陵之事而慘遭腐刑，在《史記‧李

                                                 
5 劉寧，《《史記》敘事學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11 第 1 版第 1 次

印刷）。頁 171。 
6「廣之將兵，乏絕之處，見水，士卒不盡飲，廣不近水，士卒不盡食，廣不甞食。」 

《史記‧李將軍列傳》。司馬遷著（漢），凌稚隆輯校（明），《史記評林》。頁 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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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列傳》恐怕不適合多說什麼，因此傳中對於李陵敘述得較為簡略。史

料有關李陵投降匈奴的事蹟較為詳細的是《漢書‧李廣蘇建傳》、《漢書‧

司馬遷傳》等。 

    李陵承襲李廣善於射箭愛護屬下的特質，最初，漢武帝派他率兵察探

匈奴地形，表現不錯，武帝因此封他為騎都尉。數年後，武帝派他與貳師

將軍李廣利一同出兵匈奴，李陵主動請求擔任分散匈奴兵力的任務，漢武

帝明白告知沒法給他馬匹，李陵依然無所畏懼，只帶了步兵五千人。 

開 始 時 ， 李 陵 還 命 人 將 部 隊 經 過 的 地 形 繪 製 成 圖 ， 派 陳 步 樂 送 回 長

安 ， 漢 武 帝 非 常 高 興 。 初 時 的 確 如 李 陵 所 願 以 少 勝 多 、 戰 績 輝 煌 。「 虜 見

漢軍少，直前就營，陵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虜還走上山，漢

軍追擊，殺數千人。」7單于復召八萬餘騎攻打李陵，李陵率軍邊戰邊退，

還斬殺匈奴三千餘人。本來單于的部屬認為，這次是單于親自率領數萬大

軍攻擊，若還是不能消滅數千漢軍，就應返回，以免遭受本國臣子及漢朝

的輕視。而就在漢軍又殺傷匈奴二千多人，匈奴即將撤兵之時，一名反叛

的漢軍把李陵部隊沒有後援、箭矢也將用盡的狀況告訴匈奴。單于得知後

情勢逆轉，至李陵部隊將五十萬支箭全部用盡，李陵還想憑一人之力生擒

單于，但此事失敗。之後韓延年戰死、李陵投降。漢武帝原本希望李陵能

死戰，後來知道李陵兵敗被俘，非常憤怒。 

    當時司馬遷為李陵辯解，認為李陵率極少兵力拼命對抗，最後之所以

沒有自殺，應當是還想找機會報效國家。但漢武帝卻將司馬遷下獄並處以

腐刑。李陵在匈奴經過一年多，漢武帝曾派遣因杅將軍公孫敖率軍隊接回

李陵。公孫敖無功而返，又說：李陵幫忙匈奴訓練士兵對抗漢軍。漢武帝

聽後，下令誅殺李陵家族，以至於李陵的母親、弟弟、妻子都被處死。經

過了很長的時間後，漢武帝才對當時讓李陵軍隊處於孤立無援的事感到懊悔。 

    漢昭帝時，派任立政等人到匈奴招李陵歸漢，但李陵擔心再次受到侮

辱而不敢答應。李陵在匈奴生活了二十餘年，最後在匈奴病终。 

三、人物刻劃 

(一)李廣 

司馬遷塑造李廣的形象，選材方面主要是透過幾個較大的戰役，如「上

                                                 
7《漢書‧李廣蘇建傳》。班固（漢），《漢書》，【二十五史】（第一冊）。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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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之戰」、「雁門之戰」、「右北平之戰」、「隨衛青擊匈奴之戰」等，以及一

些能表現李廣特色的細節來描寫。 

1.優點 

李廣是一位深受後人尊敬的軍事將領，他的軍事才能當然有值得稱道

之處。前文提到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對李廣的見解：「勇於當敵，仁愛士

卒，號令不煩，師徒鄉之，作李將軍列傳。」分點敘述於下： 

(1)「勇於當敵」 

在「勇於當敵」方面，李廣歷經無數次戰役（李廣自云「與匈奴大小

七十餘戰」 8），與敵軍對戰都能勇敢無懼，即使在雁門關被俘，也能想辦

法脫困。當然「勇於當敵」也必須要靠他的「善於騎射」才能有所成就。

文中對他的箭術非凡多所著墨，如射殺匈奴射雕手，射殺敵軍白馬將，射

退敵人的追騎等。最有名的事蹟應該是他外出打獵，誤認草中石頭為老虎

而將箭頭射進去石頭裡，及駐守右北平時，一次射殺老虎的事。 

(2)「號令不煩」 

在「號令不煩」方面，漢時李廣、程不識都是有名的將領，程不識曾

說 ：「 李 廣 軍 極 簡 易 ， 然 虜 卒 犯 之 ， 無 以 禁 也 ； 而 其 士 卒 亦 佚 樂 ， 咸 樂 為

之死。我軍雖煩擾，然虜亦不得犯我。」9李廣、程不識一寬一嚴，呈現不

同 的 帶兵 風格 ， 然「 士卒 亦 多樂 從李 廣 而苦 程不 識 。」 10司 馬 遷 利用對照

方式突顯李廣帶兵的特色。 

(3)「仁愛士卒」 

在「仁愛士卒」方面，李廣為官清廉，得到賞賜經常分給他的部下，

飲食總與士兵在一起。李廣帶兵，遇到糧食缺乏水源不足的時候，若看到

水，還有士兵沒有喝到水，李廣不靠近水。有士兵還沒有吃到飯，李廣則

一口飯也不吃 11。他對士兵寬厚不嚴苛，因此士兵愛戴他，樂於為他效力。

因此，當李廣自殺的消息傳出後，他的軍中同袍及天下不論認識還是不認

識他的老百姓，都為他哀痛。 

                                                 
8《史記‧李將軍列傳》。司馬遷著（漢），凌稚隆輯校（明），《史記評林》。頁 2463。 
9《史記‧李將軍列傳》。司馬遷著（漢），凌稚隆輯校（明），《史記評林》。頁 2458。 
10《史記‧李將軍列傳》。司馬遷著（漢），凌稚隆輯校（明），《史記評林》。頁 2458。 
11「廣之將兵，乏絕之處，見水，士卒不盡飲，廣不近水，士卒不盡食，廣不甞食。」

《史記‧李將軍列傳》。司馬遷著（漢），凌稚隆輯校（明），《史記評林》。頁 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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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點 

由司馬遷筆下，李廣是一個具有善於騎射、為官廉潔、愛護部屬等優

點的人。但同時他也有不少缺點： 

(1)木訥少言 

李 廣 不 善言辭 ， 是 一個木 訥 少 言的人 12。 在 官場上 不 易 與人溝 通 、 表

達自己的意見、展現自己的優點。 

(2)「號令不煩」 

前面提到的「號令不煩」是優點但也可以是缺點。如同前文所引程不

識所說：「李廣軍極簡易，然虜卒犯之，無以禁也」。如果遇到敵人突然

攻擊，李廣軍隊恐怕就不易抵擋了。 

(3)「自恃其能」 

且 李 廣 恐怕也 犯 了 「自恃 其 能 」的毛 病 13。 明 明箭 術 有 缺陷： 必 定 要

在數十步之內，且確定能射中才會發射。因此造成他曾受困敵軍、曾被猛

獸 所 傷 的 慘 痛 經 驗 。 而 且 至 漢 武 帝 時 ， 對 匈 奴 作 戰 已 經 採 取 主 動 出 擊 戰

略 ， 與文 帝、 景 帝時 的以 防 守為 主已 明 顯不 同 14。 李 廣既 然知 道 自己的箭

術有缺點卻沒有想辦法改善，在此情況下想建功立業非常困難。 

(4)缺乏政治智慧 

景 帝 時 ， 吳 、 楚 七 國 叛 亂 ，「 廣 為 驍 騎 都 尉 ， 從 太 尉 亞 夫 擊 吳 楚 軍 ，

取 旗 ， 顯 功 名 昌 邑 下 。 以 梁 王 授 廣 將 軍 印 ， 還 ， 賞 不 行 。 」 15李 廣 身 為 國

家重要的將領，卻看不清楚漢景帝與梁孝王兄弟之間的政治鬥爭，也難怪

無法受到封賞。 

(5)心胸狹隘 

李廣性格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即心胸狹隘。他曾殺霸陵尉：當李廣被

削職為民時，有一天帶著一名隨從外出，回來時經過霸陵亭，霸陵尉當時

喝醉了，大聲喝斥、禁止李廣等人通行。等到李廣被任命為右北平太守時，

                                                 
12「廣訥口少言」。《史記‧李將軍列傳》。司馬遷著（漢），凌稚隆輯校（明），《史

記評林》。頁 2460。 
13黃昌乾，＜成也其能，敗也其能—從《李將軍列傳》看李廣悲劇＞，（《中華活

頁文選(教師     版)》  2010 年 03 期。）頁 16。 
14黃昌乾，＜成也其能，敗也其能—從《李將軍列傳》看李廣悲劇＞。頁 16。 
15《史記‧李將軍列傳》。司馬遷著（漢），凌稚隆輯校（明），《史記評林》。頁 2455

－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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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機請求讓霸陵尉與他一起赴任，但到了軍中就將霸陵尉殺了。很明顯地

李 廣 是 在 「 公 報 私 仇 」， 也 不 管 掌 權 者 對 他 殺 霸 陵 尉 這 件 事 做 何 感 想 。 而

這件事也說明了李廣缺乏容忍與寬恕他人的雅量。 

(6)詐騙而殺死已投降的敵軍 

    李廣自認自己的能力不比別人差但是卻無法封侯，曾與精通望氣之術

的王朔私下討論原因。王朔請他回想是否曾做過令自己悔恨之事。李廣回

想後說，在隴西太守任內，有一次羌人反叛，他使計謀誘騙八百多人投降，

之後卻還用詐騙手法把他們都殺了，使他非常悔恨。王朔說，人的禍事莫

過於殺死已投降的人，這也就是您無法封侯的原因 16。 

    最後，李廣因生霸陵尉的氣而殺人及不願受指責而自剄，都突顯了他

無法忍受別人一絲一毫的侮辱。雖然，「李廣之死固然是為了保全個人的

自尊和名譽的自殺行為，但漢武帝和衛青兩人多少是要負上相當一部分責

任 的 。」 17但 李 廣 保全 個人 的 尊嚴 ，欠 缺 「忍 辱」 的 修養 ，還 是 造成他悲

劇結局的主要原因。 

(二)李陵 

李陵如同其祖李廣，也是一個善於騎射、愛護部屬的人。漢武帝派他帶

領騎兵八百人，深入匈奴領土察探地形，表現出他的膽識過人與勇敢機智。 

《漢書‧李廣蘇建傳》對李陵的一生，基本上圍繞在李陵兵敗投降這

個重要事件上，對李陵寡不敵眾及投降敵軍前後的複雜心情做了詳細地描

寫，也藉此展現他的人物特色。 

1.作戰「深具謀略」但「自恃其能」  

李 陵 帶 兵 作 戰 雖 「 深 具 謀 略 」 但 「 自 恃 其 能 」。 事 件 的 開 始 ， 漢 武 帝

召李陵，只想命他幫忙貳師將軍做其部屬。但李陵的雄心壯志顯然不止於

此 ， 且在 漢武 帝 說： 沒有 馬 匹可 以分 配 給他 時 18， 李 陵還 自負 地 回答說：

用不著馬匹，希望率步兵五千能以少勝多。李陵對於匈奴的作戰確實深具

                                                 
16廣曰：「吾甞為隴西守，羌甞反，吾誘而降，降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殺之。至

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殺已降，此乃將軍所以不得矦者也。」《史記‧

李將軍列傳》。司馬遷著（漢），凌稚隆輯校（明），《史記評林》。頁 2462。 
17范國強，＜漢代自殺現象下的反行為—以李陵及其家族的非正常死亡為中心＞

（《蘭州學刊》2010 年 02 期 ）。頁 182。 
18此與漢武帝告訴路博德的話「吾欲予李陵騎，云欲以少擊眾。」明顯有異。《漢書‧

李廣蘇建傳》。班固（漢），《漢書》，【二十五史】（第一冊）。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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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略，斬殺許多敵軍。但兵力實在過於懸殊、得不到援軍及反叛漢軍的獻

計，被匈奴幾萬大軍包圍，李陵的軍隊在極凶險的處境中雖然浴血作戰，

依然難逃戰敗的命運，最後投降匈奴。  

在投降前，李陵曾說：如果再有數十支箭，我們就能夠逃脫了。他對

於戰敗充滿悲憤與不甘。他曾對部下歎息說：「兵敗，死矣！」但為部屬

所勸，因此又說：「公止！吾不死，非壯士也。」此時即已對生或死產生

過猶豫。當漢武帝問司馬遷對李陵之事的看法，司馬遷為李陵辯解時說： 

且陵提步卒不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數萬之師，虜救死扶傷不

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里，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

白刃，北首爭死敵，得人之死力，雖古名將不過也。身雖陷敗，然

其所摧敗亦足暴於天下。彼之不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19 

「彼之不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或許就是李陵當下決定活著的重要考量。 

2.內心的衝突與矛盾 

(1)憂「丈夫不能再辱」 

漢昭帝時，派任立政等人到匈奴招李陵歸漢。他的回答從：「吾已胡服

矣！」到「歸易耳，恐再辱，奈何！」再到「丈夫不能再辱。」20李陵此時

內心應是充滿著「無言的悲痛」 21，由於公孫敖之誤，他的親人早已被殺。 

(2)生與死的矛盾 

由 李 陵 對 蘇 武 之 言 ：「 陵 始 降 時 ， 忽 忽 如 狂 ， 自 痛 負 漢 ， 加 以 老 母 繫

保宮，子卿不欲降，何以過陵？且陛下春秋高，法令亡常，大臣亡罪夷滅

者 數 十家 ，安 危 不可 知。 」 22可 以 看到 李 陵對 自己 辜 負漢 朝的 痛 苦，也對

漢 武 帝 法 令 的 變 化 無 常 充 滿 疑 慮 。 可 是 當 他 看 見 蘇 武 的 至 誠 時 ， 喟 然 歎

曰 ： 「嗟 乎， 義 士！ 陵與 衛 律之 罪上 通 於天 。」 23表 達了 他對 蘇 武深深的

自慚與羞愧不如。 

    最後，在蘇武返回漢朝之前，李陵與蘇武道別時說： 

陵雖駑怯，令漢且貰陵罪，全其老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

                                                 
19《漢書‧李廣蘇建傳》。班固（漢），《漢書》，【二十五史】（第一冊）。頁 230。  
20《漢書‧李廣蘇建傳》。班固（漢），《漢書》，【二十五史】（第一冊）。頁 230。 
21何寄澎，＜《漢書》李陵書寫的深層意涵＞（《文學遺產》2010 年 01 期  。）頁 19。 
22《漢書‧李廣蘇建傳》。班固（漢），《漢書》，【二十五史】（第一冊）。頁 231。 
23《漢書‧李廣蘇建傳》。班固（漢），《漢書》，【二十五史】（第一冊）。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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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柯之盟，此陵宿昔之所不忘也。收族陵家，為世大戮，陵尚復何

顧乎？ 24 

之後，陵起舞，又歌曰： 

徑萬里兮度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路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

已隤。老母已死，雖報恩將安歸！ 25  

    李陵將自己陷入了想尋找機會報效漢朝，但母親等家人卻又已被殺死

的矛盾情境。這無可挽回的局面，形成的是一種悲涼的氛圍，讓他把哀傷、

難過、痛苦、羞愧、怨恨等複雜的情緒糾結於心。他內心的絕望、悲悽也

在與蘇武道別時表露無遺。 

四、結語 

由上文的探討，李廣與李陵祖孫兩人到最後其實都身陷有志難伸、有

口難辯的境地。王勃云：「李廣難封」，李廣終身未得封爵，除了他本身

明顯的性格缺點外，漢武帝曾私下對衛青說：「李廣老，數奇」26，「數奇」

則是《史記‧李將軍列傳》中，司馬遷對於李廣不能封侯的暗示 27。所以，

李廣終究難封。而李廣最後因羞對刀筆吏，不願受辱而自剄，則完全是為

了捍衛個人的自尊和名譽。 

而李陵際遇與其祖李廣同樣不幸。李陵自炫其勇、自恃其能，僅率步

兵五千出征，是造成他失敗的原因。但漢武帝聽信讒言、不明事理、刻薄

寡恩，又何嘗不是加深了他個人與家族的不幸的重要原因。且最後雖投降

不死，心裡複雜的情緒抑鬱糾結終生。《漢書‧李廣蘇建傳》論贊云：「孔

子稱志士仁人，有殺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不辱君命，蘇

武 有 之矣 。」 28班 固對 蘇武 的 推崇 贊揚 是 毋庸 置疑 的 ，但 贊揚 蘇 武有節有

義的同時，即隱含了班固對李陵不能以死殉國的不滿。 

生死是人生重大事件。李廣與李陵在關鍵時刻一人選擇自剄，一人選

擇活下去，這裡牽涉到面對關鍵時刻求生還是求死的問題。 

                                                 
24《漢書‧李廣蘇建傳》。班固（漢），《漢書》，【二十五史】（第一冊）。頁 231。 
25《漢書‧李廣蘇建傳》。班固（漢），《漢書》，【二十五史】（第一冊）。頁 231。 
26《史記‧李將軍列傳》：「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李廣老，數奇，毋令當單于，

恐不得所欲」。司馬遷著（漢），凌稚隆輯校（明），《史記評林》。頁 2463。 
27劉寧，《《史記》敘事學研究》。頁 171-172。 
28《漢書‧李廣蘇建傳》。班固（漢），《漢書》，【二十五史】（第一冊）。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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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殺身成仁、捨生取義」、「士可殺不可辱」這些觀念，長期且深深影

響著傳統中國社會。有學者統計，《史記》中自殺可計數者有 622 人 29。關

於 自 殺的 模式 ， 不同 學者 也 有不 同的 分 類法 30。 自 殺 ，成 為一 種 避免受辱

的方式，而「為避免個人尊嚴受辱而自盡，此類事件在《史記》中出現頻

率 極 高。 」 31因 為 「生 命固 然 可貴 ，但 生 命的 存在 不 能以 犧牲 生 命的尊嚴

為 代 價。 」 32所 以 ，司 馬遷 《 史記 》中 對 那些 在關 鍵 時刻 為實 踐 理想、寧

死不辱而從容赴死的人給予很高的評價。如：項羽、屈原、李廣等人。 

但在此同時，司馬遷在《史記》中還贊揚了許多關鍵時刻保全生命、

忍辱負重的人，如伍子胥、韓信、季布等人。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也認

為李陵「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力，雖古名將不過也。身雖陷

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33雖然最後兵敗到投降這樣不得已的

地步，之所以苟且活下來，是想要忍辱以求將來建功。且「勇者不必死節」、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異也。」34在死得其

所的前提下，司馬遷為李陵、也為自己的隱忍茍活、發憤著書找到了立足點。 

因此，「如何評價生死的價值，關鍵就在於在何種條件下為何種目的去

決定一個艱難的選擇。」35李廣不願受辱自剄而死，悲劇英雄的形象也就因

此銘刻在人們的心上。而李陵對生存的選擇，與傳統「家國、節義的價值

取向」36這樣的觀念顯然是完全違背的。雖然有司馬遷為他辯解，但終須面

                                                 
29何梅琴，＜《史記》自殺模式描寫及原因探析＞（《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

科學版)》  2008 年 05 期。）頁 127。另有學者計算為 623 人，如：王長順、 張

鵬，＜《史記》所記自殺現象的文化內涵＞（《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08 年 03
期）。頁 21。 

30如：何梅琴，＜《史記》自殺模式描寫及原因探析＞，分類為：失敗型、逼迫型、

自責型、恐懼型、維護型、報恩型、守節盡忠孝型、免辱型。朱江瑋，＜《史記》

所記自殺現象初探＞（《溫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4 年 04 期）。分類為喪失

型、維護型、利他型、逼迫型、情感型等。 
31何梅琴，＜《史記》自殺模式描寫及原因探析＞。頁 129。 
32丁萬武、王俊杰，＜司馬遷在戰爭視野中的「死亡敘事」＞（《北京教育學院學

報》2009 年 05 期）。頁 34。 
33《漢書‧司馬遷傳》。班固（漢），《漢書》，【二十五史】（第一冊）。頁 254。  
34《漢書‧司馬遷傳》。班固（漢），《漢書》，【二十五史】（第一冊）。頁 254。 
35丁萬武、王俊杰，＜司馬遷在戰爭視野中的「死亡敘事」＞。頁 36。 
36徐佳佳，＜從李陵事件看中國人的寬容精神＞（《經營管理者》2009 年 13 期）。

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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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許多平常人難以忍受的挫折與苦難，他的悲哀與無奈將更勝於李廣吧。 

參考文獻 

一、專書 

司馬遷著（漢），凌稚隆輯校（明），《史記評林》，台北：地球出版社，

1992.3 第 1 版。 

司 馬 遷 著 （ 漢 ） ， 瀧 川 龜 太 郎 編 著 （ 日 本 ）， 《 史 記 會 注 考 證 》 ， 台 北 ：

宏業出版社，1974。 

班固（漢），《漢書》，【二十五史】（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1.7 第 1 版第 8 次印刷。 

劉寧，《《史記》敘事學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11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二、期刊論文 

丁萬武、王俊杰，＜司馬遷在戰爭視野中的「死亡敘事」＞，《北京教育

學院學報》2009 年 05 期。 

王長順、張鵬，＜《史記》所記自殺現象的文化內涵＞，《咸陽師範學院

學報》2008 年 03 期    。 

朱江瑋，＜《史記》所記自殺現象初探＞，《溫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4

年 04 期。 

何梅琴，＜《史記》自殺模式描寫及原因探析＞，《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

文社會科學版)》  2008 年 05 期  。 

何寄澎，＜《漢書》李陵書寫的深層意涵＞，《文學遺產》2010 年 01 期  。 

范國強，＜漢代自殺現象下的反行為--以李陵 及其家族的非正常死亡為中

心＞，《蘭州學刊》2010 年 02 期    。 

侯計先，＜司馬遷與他筆下的悲劇英雄--讀《項羽本紀》和《李將軍列傳》

＞，《佳木斯教育學院學報》  2011 年 02 期。 

徐佳佳，＜從李陵事件看中國人的寬容精神＞，《經營管理者》2009 年 13 期。 

黃昌乾，＜成也其能，敗也其能--從《李將軍列傳》看李廣悲劇＞，《中

華活頁文選(教師版)》  2010 年 03 期。 

黎業田，＜論《史記》人物自殺現象的悲劇意蘊＞，《玉林師範學院學報》

2010 年 0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