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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柴德赓先生是著名的老一辈历史学家。
他的《资治通鉴介绍》一书，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自初版至今已30年，受到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广泛
好评，现在予以再版，既说明了它本身的价值，也满足了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需要。
《资治通鉴介绍》是柴先生在讲课记录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保留了不少口语，故读其书，如闻其声
，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增强了此书的可读性。
当本书再版付梓之际，编者要我谈谈对它的认识。
对此，我自当应命，就讲一点关于阅读此书的感受，供读者参考，也向同行请教。
读《资治通鉴介绍》，首先要看清书中所贯穿的“学脉”，这就是司马光《资治通鉴》一胡三省《资
治通鉴音注》一陈垣《通鉴胡注表微》。
这条“学脉”反映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也是我们深入理解这三部书的撰述宗旨的关键。
北宋士人有一种突出的忧患意识，王安石变法是这种忧患意识在政治上的反映，司马光撰《资治通鉴
》是这种忧患意识在史学上的反映。
司马光说他撰《资治通鉴》是“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事入书，以
及他“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的期望，集
中反映了《资治通鉴》一书的撰述宗旨。
关于这一点，柴先生在本书第四章中“史料的选择问题”这一部分，论之甚详，是本书中极重要的部
分。
胡三省是宋元之际的学人，于宋亡后注《资治通鉴》，其功甚伟，至今读《资治通鉴》者仍不可不读
胡注。
读胡注，一是帮助理解文字上的不明之处，一是探究胡注的思想内涵，前者反映胡三省的学识，后者
反映胡三省的气节。
关于这一点，柴先生在本书的第六章“胡三省的注”中有很好的分析，读者可予以关注。
陈垣先生著《通鉴胡注表微》一书，时在1944-1945年，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
陈垣先生著此书，以讲求考据为形式，以抒发思想为底蕴，反映出了他的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
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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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柴德赓先生1963年给中共中央党校历史专业学员的讲课报告稿。
     柴德赓先生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他的治史成就、学术思想、治学精神与高尚风格，在
史学界、教育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不同于市面上简单的古书的翻译、注释，而是以一种严正的态度，深入发掘《资治通鉴》本身的
价值，也教会读者如何正确解读中国古代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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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柴德赓，字青峰，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垣的学术传人之一。
柴德赓一生从事教学，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史学人才，著名学者许大龄、刘乃和、来新夏等都是他的学
生。
他一生致力研究于我国历史，为我国历史的教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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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它包括十七史在内，却不包括文集中的所有材料。
从《考异》中提到的书名来看，已有272种之多。
而《考异》是有问题的才考，没有问题的不考。
《考异》所没有提到的书，一定还不少。
所以说，272种是最少的数字，最多的数字是多少？
还无法弄清楚。
这说明《通鉴》史料之丰富。
更重要的一点是，《通鉴》所采用的史料，今天还保存的与佚失的大约各一半，如果《通鉴》当时不
收入，则已烟消云散；如果《考异》不提书名，我们更不知道那些书中是些什么内容了。
按照我们今天读的《通鉴》全书来考查，《通鉴》所用史料多少并不平衡。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从战国至三国一段，大致用《战国策》、《前四史》、荀悦《汉记》之类。
因为到司马光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新材料，他只要选择就是了。
西汉也没有什么新的，就是《史记》、《前汉书》。
在宋朝，西汉的新东西不多。
东汉就不同了。
像范晔的《后汉书》、袁宏的《后汉纪》，司马光参考了，我们今天也看见了。
也还有别家的书是今天我们看不见了，司马光当时还能见到一部分。
所以说，东汉部分有他见到而我们见不到的史料，但不算很多。
从史料价值来讲，三国以前的新史料不多。
我大致算了一下，从战国到三国646年，《通鉴》做了78卷。
在那78卷中，年代长，新材料不多。
从晋到隋353年，做了106卷，有很多新材料。
所谓新材料，是我们今天见不到的，司马光见到了。
这一段历史，除正史外还有诸家晋书及南北朝史作参考。
比如我们今天说的十八家晋书是在唐朝修《晋书》以前修的，现在佚失了，在宋朝的时候还能看见一
部分。
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是北魏时修的，现在看不见了，司马光写十六国就是用这个本子。
萧方等的《三十国春秋》现在也没有了，司马光引用了很多。
《宋书·艺文志》以后把萧方等的等字去掉，变成了萧方。
萧方等是梁武帝的孙子，用了一个佛经上的名字。
梁武帝时，萧诏写的《太清说》，是专门写侯景之乱的，现在没有了。
还有裴子野的《宋略》、孙盛的《晋阳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均在引用之列。
刘知几认为《宋略》比《宋书》好，可惜今天我们看不见《宋略》了。
它是编年体，司马光用《宋略》的地方很多，不但用《宋略》的本文，还把《宋略》的话移过来作为
《通鉴》的论。
《通鉴》引裴子野的《宋略》有十次之多。
从史料价值来讲，魏、晋、南北朝这一段，除了十七史以外，新材料不少。
这些材料今天看都是宝贵的，当时如果不修《通鉴》，我们现在就不知道这些材料了。
至于唐、五代一段就不用说了，材料来源与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五代史记》时条件相同。
司马光看见了唐、五代的实录，这是国家档案里面最完整的东西，《通鉴》常常是根据实录来写。
从唐朝起，每一个皇帝都有实录，都是按年编的，从档案里来的材料比较接近事情的原貌。
可惜唐朝这一代的实录，一点都没有留下来，五代的实录现在也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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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资治通鉴介绍》于1981年由求实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柴德赓先生给中共中央党校历史专业学员的讲
课报告稿及其相关学术报告，其时反响很大。
时隔近30年，再次翻看本书仍感觉受益颇多。
因此，有了将这本书再次整理奉献给广大读者的想法。
本书的此次再版在原书的基础上，注重保留柴德赓先生原有的学术风格以及他对《资治通鉴》一书学
术研究的完整性，增加了他在《大公报·艺林副刊》上发表的《（通鉴胡注表微>浅论》一文。
柴德赓先生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他的治史成就、学术思想、治学精神与高尚风格，在史
学界、教育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不同于市面上简单的古书的翻译、注释，而是以一种严正的态度，深入发掘《资治通鉴》本身的
价值，也教会读者如何正确解读中国古代经典著作。
我们希望本书会影响更多的读者，以一种严谨的态度看待《资治通鉴》这本书。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瞿林东教授为本书写作再版前言，从“学脉”、《通鉴》的“论”、学
术含量三个方面为读者提供了本书的阅读线索。
我们要特别感谢柴德赓先生的子女和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诸位老师，没有他们的热心帮助、提供线索
，就难以实现我们的想法。
在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难免存在一定的疏漏，还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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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治通鉴介绍》：我们不是为读《通鉴》而读《通鉴》，目的是要对历史事实有一个了解，从中吸
取有益的东西。
《通鉴》这部书是经得起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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