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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宋治平三年（1066），北宋第五位皇帝英宗赵曙，任命龙图阁直学士侍读司马光领衔编纂历代君臣事
迹。
命在崇文院内设专门机构，允许司马光任意挑选官吏参加编纂，下令龙图阁三馆珍藏秘籍任由编纂者
借阅，编纂所需，尽由库钱支出。
治平四年（1067），刚刚即位的北宋第六位皇帝神宗赵项，认为司马光等所编史志，记述了以往明君
、良臣，记载有议论精要的话言，天人相通的分际.美恶诸事发端的征兆，权柄福泽盛衰的原因，良将
的方略，循吏的教化，判断邪曲正直的标准，政事治乱的关键，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
名“资治通鉴”。
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向神宗皇帝进《进资治通鉴表》，《资治通鉴》完成，历时十九年。
在司马光之前，历代史书已卷帙浩繁，且均文字繁多，体裁各异，布衣尚且“读之不遍”，曰有万机
的人君更是无暇周览。
司马光因之属意于编纂一部编年通史，意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世休戚，
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以方便君王大臣阅览、借鉴。
后遇英宗皇帝下诏令编写，得以遍选当时优秀史家相助，因缘际会，乃成此三百余万言大著。
司马光一生勤学博读，对经史尤有心得。
编纂《资治通鉴》时，年已近五十，已是当时文史大家。
他年仅二十即考中进士甲科，进入仕途，历任地方、朝廷官职。
中国历代史家所长大多在于文、史，如司马光这样的政治家甚少；而像他以政治人物，兼具文、史，
并属意于史事的就更少了；他上得君王鼎力支持，下得众史家襄助，编纂之时，正当中国历史上少见
的改革年代，也是他与王安石等变法派盘旋相抗的十数年，这种际遇，历代无两。
他领导当时史家刘救、刘恕、范租禹等，历十九年枯坐，所编《资治通鉴》兼具历代史家之长，自不
待言，其剪裁、熔铸史事之政治眼光，则是其他史家所缺乏。
司马光主持编纂之《资冶通鉴》，其意在于“冶道”，故对史事裁选，极为明确：凡有关国家兴衰、
生民休戚的重要事件，以及才德并高、行为世范、与国休戚的人物.都叙述详明，以作为当时和后世的
借鉴。
而于骚客吟咏、隐士高蹈等无关政治民生的人物言行，均不予记载，故像屈原、陶渊明、李白这等隐
士高才，均不见采。
《资治通鉴》贯通历代之书，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按年记载，一气衔
接.使自汉末、两晋、南北朝学者所篡各朝断代编年之书，一变而为联续古今的大编年史，为中国史学
的一大创作。
后代史家所作，仅能得其一体，或为专史.或为断代，气具规模，已判然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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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为宋代名臣司马光主持编写，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共1362年的大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使自
汉末以来的学者所编纂的各朝断代编年之书，一变而为联结古今的大编年史。
为学史者必读之著作。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之目的在于“资治”，凡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重要事件人物，都
叙述详明。
而对无关国计民生的事及人物，如众多的文人、高隐均不予提及。
其记人记事，原则鲜明，为历代帝王大臣及学人所乐读。
　　司马光所处时代，距今已900余年，当时文言与当下所用的白话文已相去甚远，故现代人读之，多
有因感到吃力而放弃的。
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初，由台湾学者黄锦铉先生领衔主持，集台湾各大学27位著名教授之力，历
时3年，将这部大著译成白话，深受中文世界读者所喜爱。
　　司马光是我国古代史学、文学、政治大家，其识见：才能早有公论；他与当时最优秀的史家一起
，枯坐19年，抉摘幽隐、荟萃熔铸，用功极深，而成此煌煌大著。
成就之’一高，后人难以企及。
故此，译者在翻译时力图贴近、还原《资治通鉴》，译文典雅，紧贴原著，不以“现代眼光”作解人
，不擅作发挥，旨在让读者能读到“干干净净的《资治通鉴》，干干净净的司马君实”。
如此以拙御巧，实为明智之举。
　　本书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全书共计800余万言。
为方便读者阅读计，将其分为七辑出版。
分辑仍依原书次序，大体以朝代为别。
第一辑为战国、秦、西汉（含王莽新）；第二辑为东汉、魏（含更始）；第三辑为东西晋；第四辑为
南北朝；第五辑为隋唐（其中唐至安史之乱起）；第六辑为安史之乱至唐灭亡；第七辑为五代十国。
此分辑纯粹是为了排版阅读方便，不含任何对原作的理解之义。
　　本辑所记，起于唐肃宗至德元载（756），迄于唐昭宣帝天祐三年（906），讲述中唐、晚唐凡151
年之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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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涑水乡人。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与司马迁并称为“史学两司马”。
自幼嗜学， 20岁中进士甲科，踏入仕途。
宋治平三年（1066），领衔编纂《资治通鉴》，其时司马光年47岁。
元丰七年（1084），《资治通鉴》完成。
元丰八年（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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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骁勇的骑兵轮番挑战。
走了三天.到达行唐，贼兵疲敝，才退去。
郭子仪乘机追击，又在沙河把他打败。
蔡希德到洛阳，安禄山又教他率领步兵骑兵两万人向北到史思明处与他会合；又教牛廷玠征调范阳等
郡兵一万多入帮助史思明，合计有五万多人，而其中五分之一是同罗兵和曳落河（勇腱之士）。
郭子仪到了恒阳，史思明也跟着到达，郭子仪深挖壕沟，高筑营垒等待他；贼兵来进攻，就坚守不出
；贼兵退去，就从后追杀；白天就炫耀兵力，夜晚就偷袭贼兵军营；贼兵无法休息。
过了几天，郭子仪、李光弼商议说：“贼兵已经疲倦了，可以出城作战。
”壬午日（二十九日），在嘉山交战，把贼兵打得大败，杀死四万多人，俘获一千多人。
史思明掉下马来，露着发髻赤着脚徒步逃走.到了傍晚，拄着断枪回到军营，逃到博陵去。
李光弼到博陵把他包围起来，军队的声势大振。
于是河北十多个郡都杀死叛贼的守将而投降。
反贼往渔阳的道路又断绝了.贼兵来往的人都轻装骑马偷偷地溜过去，多被官军捕获。
家在渔阳的将士们心意都动摇了。
安禄山非常恐慌，把高尚、严庄叫到面前骂道：“你们多年来～直教我反叛，以为万无一失。
现在潼关坚守，几个月都不能前进，北方的道路已经阻断，各路兵马从四面会攻我们，我所统有的只
有汴州和郑州等几个州，万无一失在哪里？
你们今后不要再来见我！
”高尚、严庄很害怕，好几天不敢见安禄山。
田乾真从潼关来，替高尚、严庄游说安禄山说：“从古以来，帝王经营大业，都有胜利和失败，怎么
能够一举而成功呢？
现在四方的军营虽然很多，都是一些新招募来的乌合之众，未曾经过训练打过仗，怎能和我们蓟北坚
强有力的军队相抗衡，哪里值得深为忧虑！
高尚、严庄都是辅佐王命的元老功臣，陛下一旦拒绝他们，使各将军听到了，哪一个内心里不害怕？
假如上下离心，臣私心觉得陛下如此做很危险！
”安禄山很欢喜地说：“阿浩。
你能使我心事开通。
”马上召请高尚和严庄，摆设酒席大家一齐欢乐饮酒，自己做了歌来劝酒，像以前一样待他们。
阿浩，是田乾真的小字。
安禄山商议抛弃洛阳，奔回范阳去，计划没有决定。
这时，天下的人以为杨国忠骄傲放纵才招来这次大乱，莫不咬牙切齿痛恨他。
而且，安禄山起兵时也是以杀杨国忠为名义，所以王思礼秘密地劝说哥舒翰，教他上表请杀杨国忠，
哥舒翰不答应。
王思礼又请求用三十骑把杨国忠劫取来，到潼关再把他杀死。
哥舒翰说：“这样做.倒是哥舒翰造反，而不是安禄山造反了。
”有人劝说杨国忠：“现在朝廷的大军都在哥舒翰的手里，哥舒翰如果带兵向西来，对您来说不是很
危险吗！
”杨国忠非常畏惧.就上奏说：“潼关驻军虽然很盛大，但是后面没有接应.万一失败了，京师很值得
忧虑，请选择监牧小儿三干人在苑中施以军事训练。
”皇上答允了他，使剑南道的军将李福德主持其事。
又招募一万人驻扎在灞上，任命他的亲信杜乾运率领他们，名义上是抵御叛贼，实际上是防备哥舒翰
的。
哥舒翰听到了，也怕被杨国忠谋害.就上表请将灞上的驻军隶属潼关。
六月，癸未日（初一），召请杜乾运到潼关，借故把他杀了。
杨国忠更加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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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上下若干年间，安危治乱之机，情伪吉凶之变，大者纲提领挈，细者缕析毫分。
心目了然，无适而非吾处事之方。
读此书，尤能开涤灵襟，助发神观。
”　　——朱熹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书直到清代乃至今天，还是一部学历史的人所必读的书。
”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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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治通鉴(第6辑)(共3册)》以流畅典雅的白话译文+完整原文，全新的分辑形式，以助巨著走出封闭
，走近现代读者。
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
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行事。
——金庸文白对照，按朝代分辑，破除阅读巨著的障碍。
畅销千年，英雄豪杰纵横天下的“帝王之书”，名臣良将从政经略的“权谋之书”，芸芸众生安身立
命的“生存之书”。
“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清·王鸣盛）柏杨曰：“中国有两部书可以和
它（《德川家康》）相比，一是《资治通鉴》，一是《三国演义》。
《资治通鉴》因一直封闭在艰深的文言文中，影响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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