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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约一百年前，甘地在非洲当律师。
有天，他要搭长途火车，朋友在月台上送了他一本书。
火车抵站的时候，他读完了那本书，知道自己的未来从此不同。
因为，“我决心根据这本书的理念，改变我的人生。
”    日后，甘地被称为“印度圣雄”的一些基本理念与信仰，都可溯源到这本书’。
    阅读，可以有许多收获与快乐。
    其中最神奇的是，如果我们有幸遇上一本充满魔力的书，就会跨进一个自己原先无从遭遇的世界，
见识到超出想象之外的天地与人物。
于是，我们对人生、对未来的认知与准备，截然改观。
    充满这种魔力的书很多。
流传久远的，就有了“经典”的称呼。
    称之为“经典”，原是赞叹与敬意。
偏偏，敬意也容易转变为敬畏。
因此，不论中外，提到“经典”会敬而远之，是人性之常。
    还不只如此。
这些魔力之书的内容，包括其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作者与相关人物的关系、遣词用字的意涵，随着物
换星移，也可能会越来越神秘，难以为后人所理解。
    于是，“经典”很容易就成为“传说中的书”——人人久闻其名，却没有机会也不知如何打开的书
。
    我们让传说中的书随风而逝，作者固然遗憾，损失的还是我们。
    每一部经典，都是作者梦想之作的实现；每一部经典，都可以召唤起读者内心的另一个梦想。
    让经典尘封，其实是在封闭我们自己的世界和天地。
    何不换个方法面对经典？
何不让经典还原其魔力之书的本来面目？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因此，我们先请一个人，就他的角度，介绍他看到这部经典的魔力何在。
    再来，我们以跨越文字、绘画、摄影、图表的多元角度，来打开困锁住魔力之书的种种神秘符号。
    然后，为了使现代读者不会在时间和心力上感受到太大压力，我们挑选经典原著最核心、最关键的
篇章，希望读者直接面对魔力之书的原始精髓。
此外，还有一个网站，提供相关内容的整合、影音数据、延伸阅读，以及读者互动的可能。
    因为这是从多元角度来体验经典，所以我们称之为《经典3.0》。
    最后，我们邀请的就是读者，您了。
    您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对这些魔力之书的光环不要感到压力，而是好奇。
    您会发现：打开传说中的书，原来就是打开自己的梦想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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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
「编年体」这种按照时序一年接着一年写下来的史书，可以让读者对历史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效果超
过《史记》、《汉书》之类的纪传体。
而「编年体」的典范，就是《左传》。
司马光认为应该接续《左传》，编写一套上自战国，下至五代，一年接着一年的编年体史书，让我们
看到过去的事件，宛如一幕又一幕的展现，其中有逐渐兴盛的气势，也有衰败下场的过程。

　　导读者张元教授告诉我们《资治通鉴》的编辑团队是如何从众多的史料选出他们认为可信、认为
应该纳入《资治通鉴》的历史片段──要怎样选取重点，要摘录哪几句话，用怎样的文字陈述等。
另外张教授亦强调胡三省是如何解读及注解《资治通鉴》。
任何史书上的文字，都有立场、观点和关怀，都是一种「解释」，而不是过去发生事情的真相表述。
当然，不同的解释之中，也有高下优劣之分，我们在阅读时需要细加辨析。
读史的人不能不发挥想象力，遥想当时情景，进入人们心中，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得多一点、深一点
。
胡三省的做法，就是很好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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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元
　　台湾清华大学荣誉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
着有《谈历史话教学》、《简明中国历史》（合着）以及高中历史教科书多种。

　　谢祖华
　　英国普利茅斯大学平面设计系毕业。
专业插画家。
爱书人、摄影迷。
绘有《风岛飞起来了》、《我爱蓝树林》、《红瓦房》、英译本《橘子红了》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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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他们这么说这本书
与作者相关的一些人
这本书的历史背景
这位作者的事情
这本书要你去旅行的地方
导读 张元
千年一瞬 谢祖华
原典选读 司马光原著
这本书的谱系
延伸的书、音乐、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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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每一个时代，都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文字记录，也都流传着许许多多的事件情节，
哪些要记下来，哪些可以舍弃，需要仔细斟酌；值得保留的这些，如何处理，要怎样选取重点，要摘
录哪几句话，用怎样的文字陈述，也需要好好想过。
历史工作者的思虑与用心，往往决定了我们所见到的过去，将会呈现出一幅怎样的面貌与图像。
 追求理想的时代 《资治通鉴》成书于北宋中期。
时代的特色与氛围，往往决定了这个时期著作的性格与气质。
那么，北宋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
中国历史上，宋代的出现，结束了整个中古时代，开启了崭新的局面。
新的时代，门阀世族消融了，法律上不再有良贱之分，人们基本平等；而且，富贵不传三代，通过科
举考试，任何读书人都有机会进入社会的上层。
另一方面，各种物品的生产较前增加很多，工商发达，经济繁荣，人口增加，城市兴起，处处呈现出
富裕热闹的景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想法当然也与前代有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开国的一段时间之后，几十年
的和平安定，涵育出一股新风气，一种强调既然读书，就要负起责任的新观念。
范仲淹在秀才时，就觉得应该负起天下的责任，所谓士当"以天下为己任"。
以天下为己任不是一句新的语词，我们在史书上经常读到，但都是朝廷宰相等重臣说的，他们当然要
负起天下国家的大任；范仲淹只是一介书生，就说应该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这是过去从未见过的，
同一时期的读书人，如胡瑗、石介等人的表现中，我们看到同样的心态。
一个新时代的特有气氛，就在范仲淹的一句话中呼唤出来了，这就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说的"读
书人的自觉精神"。
 读书人，读什么书？
读圣贤的书，也就是儒家的经典。
读着读着，穿过表面的文字，稍稍懂得书中的义理，竟然发觉与身旁所见所闻，有着如此巨大的落差
，怎么办呢？
把我们从经典中读到的道理，在实际事物上加以呈现，这正是读书的目的所在，也是读书人的责任所
在。
读《易经》，了解宇宙自然、万事万物的基本道理；读《春秋》，明白人群国家、政治社会的基本原
则。
从这里开始，大家进一步、深一层地不断探究，理解愈来愈透彻，意境愈来愈高明，新的概念形成了
，新的学说出现了。
另一方面，过去不谈的"夷夏之防"，今天不能不谈；过去对中央和朝廷的漠然态度，也应该予以调整
，不妨打出"尊王"的旗帜，重新肯定。
比起上古、三代，那个典籍中的理想世界、黄金时代，唐代真是治日少、乱日多，是不值得学习的。
另外，佛教这个外来的宗教，居然长期盘踞人心，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指导，真是儒者的奇耻大辱，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最重要的阵地夺回来，让圣贤的理念成为社会大众的生活指针。
 过去的世界呢？
上古、三代之外，我们知道多少呢？
其实不多，大家读《史记》、《汉书》，主要欣赏并学习文章中那宏伟的气势，美丽的辞藻；读两唐
书，在于看看辉煌一时的大唐帝国，是怎样衰败的，是外患、宦官，还是女主？
其他呢？
所知十分有限了。
在这样的一个事事追求理想的时代氛围中，人们不能对过去的世界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怎么说都是有
待弥补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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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代中国的图像长卷:资治通鉴》讲述了历史工作者的思虑与用心，往往决定了我们所见到的过去，
将会呈现出一幅怎样的面貌与图像。
幸得司马光与他的编撰团队，我们感受到了，"白帝孤"时诸葛亮眼泪的温度，或者西晋末代贵族仪表
楚楚具有什么力量。
而同样精彩的是，注释者偶尔的感触，随手所写下几个字或一二行注文，却往往成为了我们进入历史
世界的路标。
照着路标走，将会看到过去世界中许多美好的、哀伤的、精彩的人与事。
这些情景产生撼动人的力量，把我们的情志修养带向更高的境界，形塑成明日理想社会的好公民。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代中国的图像长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