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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历史是什么？
说词很多，不一而足，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有的说是山，有的说是海；有的说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是人吃人；有的说是大酱缸，有的说是包袱，
有的说是财富。
说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物尽其用。
无论有多少说法，似乎都可以解套。
是山，不妨挖山不止，掘出金矿，或顺山道而上，尽情欣赏沿途的风景；是海，就纵船张网，弄个鱼
蟹满仓，或逐波踏浪，品尝惊心动魄的滋味；是家谱，咱就扒拉清楚华夏儿女生生不息的血脉；是人
吃人，那就更知道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的可贵，尽力而为之；是酱缸，那就用它泡制可口的菜肴，以
佐今日之美餐；是包袱，您就干脆做布袋和尚，放下布袋，何等痛快；是财富，那就千方百计让它升
值吧。
其实，历史就是往事，过去的事，故事，是从前我们这片国土上的人生下来、活下去的活法。
尽管活得很艰辛，很无奈，但毕竟是活过来了。
也是我们这片国土上的人走过来的路，尽管这路很漫长，很曲折，但毕竟也走过来了。
时间已经将它定格，变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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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两代皇帝支持，司马光牵头多人参加，历时十九年编纂而成，总计三百九十四卷近四百万字的《资治
通鉴》。
记述了中国历史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事儿。
基本要义是总览治乱、兴衰、成败、存亡的经验教训。
    皇皇巨著犹如历史大餐。
作者取其中一个个有意思的故事，细说曲折情节，臧否先贤人杰，为今人品味中国历史，感悟人间事
理，提供一份份“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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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原副社长、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战略
学会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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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第一个故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主要是给皇帝看的，以资皇帝老儿治世，所以开篇即臣光日：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何谓礼？
纪纲是也。
何谓分？
君、臣是也。
何谓名？
公、侯、卿、大夫是也。
”并旁征博引，说明遵纪纲、守名分的重要，甚而整部书皆以此为核心标准，褒贬史事，臧否人物，
企图让似乎千古不易的正统观念永远繁殖于天子的灵魂里，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为达此目的，他首先讲了一个看来并不重要的故事，这也是《资治通鉴》中的第一个故事：春秋末期
晋国大夫赵简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赵伯鲁，小儿子叫赵无恤。
赵简子想选拔确立接班人，可思来想去不知选立哪个儿子好，于是就用了一个非常简易的办法来测试
他们。
他将认为最关键的训诫之词一式两份，写在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并一再叮嘱他们：“谨识之
！
”让他们经常背背，牢牢记住。
 转眼过了三年，赵简子将两个儿子叫到跟前，说，我交给你们的竹简背得怎么样了？
大儿子赵伯鲁吭哧半天，一个字也背不出来，再问他的竹简在哪儿？
说早不知扔哪儿去了。
而小儿子赵无恤却将竹简上的话背得滚瓜烂熟，并顺手从衣袖中抽出竹简，毕恭毕敬地献给赵简子。
赵简子即认定赵伯鲁不过是个蠢材，而赵无恤才是贤德之人，便毫不犹豫地让赵无恤做了接班人——
即赵襄子。
看来这未免太简单了点。
“辨才需要十年期”啊！
当然，按习惯性思维，大儿子不把父辈的教诲当回事，稀里马哈，我行我素，的确不可取。
小儿子谨遵父教，一丝不苟，哪个父亲不喜欢！
可人性常常是难以捉摸的，往往会出现多种可能。
一、也许赵简子判断准确，两个儿子的本性就是如此；二、也许大儿子从心眼里就不屑于做接班人，
故意捉弄父亲。
而小儿子则可能是赵括那样的“本本主义”者或十足的伪君子，如“王莽谦恭下士时”，乃至像林彪
那样“宝书”不离手，“语录”不离口的元凶；三、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厚或政局变幻，
两个儿子会来个大翻转。
等等。
万幸，万幸，赵简子选对了人，赵襄子（赵无恤）的确是个贤德之人，在后来的“三家分晋”中起了
关键作用，他创始的赵国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百七十多年。
问题不在这故事本身，总觉得司马光是别有用心。
他是极希望自己这部书，能像赵简子的竹简，盼皇上如赵无恤一样天天翻看、牢牢记住的。
直说吧，有大不敬的危险，不说吧，又心有不甘，于是便采用这则隐喻明显的故事，拐弯抹角地提示
皇上。
就算我在臆测古人吧。
用心良苦的文人太理想化了，有几个皇帝能“谨识之”，记住了礼义廉耻、君臣父子？
他们常常是言是而行非，为所欲为，人间最卑鄙龌龊的事都是在皇宫之内干的。
反倒是不知《资治通鉴》为何物的平头百姓成了遵纲纪、守名分的模范，而这正是天子们所日期夜吩
的，不然他们怎么能“垂手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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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终结与开始春秋末期，也就是威烈王为周天子时期，原来统治晋国的锴宣子死后，由他的儿子智
襄子智瑶当政。
这小子仪表堂堂，精于骑射，能言善辩，才艺双全，坚毅果敢，长处很多，唯一的缺点就是居心不仁
。
一天，智瑶与国中的韩康子、魏桓子两位大夫在蓝台撮饭局。
席间，智瑶不断地戏弄韩康子并侮辱韩康子的家臣段规，一点没有领导者的风度。
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了这事，就劝诫智瑶，说，灾是招来的，祸是惹来的，招惹了灾祸又不提防，恐
怕灾祸真的就要来临了！
智瑶不屑地说，国人的生死都握在我手心里，我不给他们降灾临祸就不错了，谁敢把我怎么样！
智国说，您这话欠妥！
《夏书》上说，一个人不拘小节，屡屡失态，结怨不一定表现在明处，或许憋在心里，应该在它还没
有发作的时候就设法提防它。
凡君子做事无不谨小慎微，所以不会招来大的祸患。
您倒好，一次饭局就得罪了两个人，又不把它当回事，这种态度实在有点那个，蚂蚁、蚊子虽小，都
能害人，何况是两个重要人物呢！
智瑶根本听不进去，撇嘴一笑而已。
智瑶见韩康子虽然受了奚落却不吭不哈，即认为韩康子好欺负，便张口向韩康子索要领地。
韩康子本想不给，段规劝他说，智瑶这个人贪得无厌，又刚愎自用，如果拒绝他，他一定会发兵攻打
我们，如果给了他，他就会认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扩大领地，会更加狂妄自大，一定再向别人索要。
别人不给，他也会武，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挨打而见机而行了。
韩康子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便毫不犹豫地给智瑶割让了一块“万户之邑”。
智瑶大喜，果然又转而向魏桓子提出领地要求。
魏桓子也想不给，其家臣任章也是一位智者，同样劝其主人给他。
说，他无缘无故地索要别人家的土地，必然引起诸位大夫的警觉，我们把地给他，他就会更加骄傲，
骄傲就会轻敌，而警觉的诸大夫则会相亲，以相亲之兵对付轻敌之人，我看智氏的命运快要终结了。
《周书》上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
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我们干吗要激怒他，做出头鸟呢！
魏桓子觉得有道理，也给智瑶割让了一块“万户之邑”。
智瑶浑然不知陷阱已越挖越深了，反而得寸进尺，又狮子大张口，向第三家——赵襄子一下索要蔺和
、皋狼两块地方。
赵襄子（即我们上一篇所说的那个接班人）断然拒绝。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资治通鉴》自助餐>>

编辑推荐

《自助餐:品味中国历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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