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资治通鉴皇家读本（上中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资治通鉴皇家读本（上中下）>>

13位ISBN编号：9787532542796

10位ISBN编号：7532542793

出版时间：2006-3

出版时间：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陈生玺

页数：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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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资治通鉴皇家读本（上中下）>>

前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国家，上至封建帝王，下至庶民百姓，无不如此。
远在周代，就有“王太子年八岁出就外舍，学小艺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的规定(《大戴礼记
·保傅》)。
宋朝的大教育家朱熹也说“人生八岁，自王公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及十有五年⋯⋯皆人大
学”(《大学章句序》)。
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庶民百姓，年至八岁，虽然各人条件不同，但按理都应该入
学学习。
对一般人来说，“学而优则仕”，可以做官。
对于王公贵胄来说，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而历代帝王，为了使自己的江山传至千秋万代，对以太子为代表的子嗣教育更是十分重视，专设保傅
之官负责太子的教育。
所谓“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大戴礼记·保傅》)。
太子对保傅官要执弟子之礼。
唐代设有三师(太子太师、太傅、太保)、三少(太子少师、少傅、少保)，执掌太子的教育事宜。
由于教育太子的重要，三师、三少成为当时品级最高的官阶。
宋代建有资善堂，专为皇太子、皇子肄业之所，规定每年春二月至五月端午、秋八月至冬至为固定讲
读时间，所授之书有《论语》、《孟子》、《孝经》、《尚书》、《易经》、《诗经》、《礼记》、
《春秋》、《贞观政要》、《唐鉴》、《陆贽奏议》等。
明代设有詹事府，负责太子的生活和学习，由春坊大学士与翰林官轮流进讲经史，有《尚书》、《春
秋》、《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
万历皇帝朱翊钧六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到八岁时，隆庆四年(1570)，身为太子太傅的大学士张居正就
上书明穆宗朱载重，请求皇太子出阁讲学，明穆宗御批说“年十岁来奏”。
所以到了隆庆六年三月，朱翊钧十岁时才正式出阁讲学。
在封建帝王时代，太子出阁讲学是一件大事，有着隆重的仪式，三师、三少和东宫僚属都要参加，初
讲时内阁大学士要连侍五日，以后每月三、八日一至。
据《大明会典》卷52《礼部10》东宫出阁讲学每日讲读仪：每日早朝退后，皇太子于文华殿出阁升座
，内侍以书案进，不用侍卫、侍仪、执事等官。
惟侍班、侍读、讲官人，行叩头礼毕，分班东西向立。
内侍展书，先读“四书”，则东班侍读官向前伴读十数遍，退复原班。
次读经书或史书，则西班侍读官向前伴读亦如之。
务要字音正当，句读分明。
读毕各官退。
每日巳时，侍读、侍讲及侍书官，俟皇太子升座毕，人，东西向立。
侍班内侍展书，先讲早所读“四书”，则东班侍讲官进讲一遍，退复原班，次讲早所读经史书，则西
班侍讲官进讲亦然。
务要直言解说，明白易晓。
讲毕，内侍收书讫。
侍书官向前侍习写字，务要开说笔法，点画端楷，写毕各官叩头而回。
午膳后(时已回宫)从容游息，或习骑射。
每日晚，读本日所授书各数遍，至熟而止。
凡读书，三日后一温，须背诵成熟。
遇温书日免授新书，讲官通讲，须晓大义。
凡写字，春夏秋月每日写一百字，冬月每日写五十字。
凡遇朔望节假及大风雪，隆寒盛暑，暂停讲读写字。
这就是皇太子读书安排的全部过程，除了仪式繁琐，有展书官、有伴读的侍读、讲课的老师侍讲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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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人讲经，一人讲史)而外，学习的程序和普通人差不多，先熟读课文，然后讲解，而后习字，课
余时间要熟读，还要背诵。
一些帝王尽管自己耽于酒色，胡作非为，但他们也和常人一样，望子成龙，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
有作为的好皇帝，所以很重视教育，要选择一班品学兼优的人担任讲官。
据目前所知，朱翊钧开始就学时，读的是《三字经》，然后是《四书》中的《大学》和《尚书》中的
《虞书》。
当时负责太子学习为首的是大学士张居正，其次是东宫的辅导官高仪、张四维、余有丁、陈栋、陶大
临、陈经邦、何洛文、沈鲤等十余人，都是内阁和翰林院的主要成员。
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读《三字经》是比较容易的，而读《大学》和《虞书》，要听懂讲官的讲解
，明了其大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但朱翊钧从小就很聪慧，据万历元年朝鲜来华祝贺万历帝登基的使者在北京所闻：“皇上年方十岁，
圣资英睿，自四岁已能读书，以方在谅阴，未安于逐日视事，故礼部奏惟每旬内三、六、九日视朝，
仍诣文华殿御经筵，《四书》及《近思录》、《性理大全》皆已读毕，自近日始讲《左传》。
”(《李朝实录·仁祖六年》)可知朱翊钧在正式出阁听经筵之前，在内宫已经开始读书认字，也有了
相当的基础。
由此亦可见当时的皇家教育还是相当严格的，课程负担也不轻。
朱翊钧出阁就学刚三个月，隆庆六年(1572)五月廿六日，他的父亲穆宗朱载■就死了。
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辅佐太子朱翊钧于六月初十日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万历。
张居正乘新皇帝年幼无力独立处理朝政之机，联络宦官冯保驱逐了高拱，成为内阁首辅。
张居正为了表示自己不负穆宗的重托，想把朱翊钧培养成自己理想中的皇帝，穆宗还没有安葬，就上
书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于八月十三日便开始为小皇帝进行“日讲”。
规定每旬逢三、六、九日视朝，一、二、四、五、七、八、十日到文华殿就读。
早晨先读《大学》、《虞书》十遍后，由讲官进讲，讲毕休息，近午时又进讲《通鉴》节要，讲读后
习字。
根据万历元年十二月张居正的《进讲章疏》称：“臣等谨将今岁所进讲章重复校阅，或有训解未莹者
，增改数语，支蔓不切者，即行删除，编成《大学》一本，《虞书》一本，《通鉴》四本，装潢进呈
，伏望皇上万机有暇，时加温习。
”《通鉴直解》一书，就是隆庆六年下半年开始日讲至万历元年十二月期间给小皇帝讲解《通鉴》和
进呈阅读的讲稿。
此书最初二十五卷，以后陆续增至二十八卷。
另外《大学》、《虞书》逐步增补成《四书直解》和《书经直解》两书。
在此期间，隆庆六年十二月还曾进呈了《帝鉴图说》一书。
这几部书都是由当时的讲官分头编写，最后由张居正修改删定，进呈给皇帝的，所以它反映了张居正
的思想和观点。
《资治通鉴》为北宋司马光所编，司马光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当时的宋英宗进讲之用，每编完一
段，即进呈一段，给皇帝讲读，上起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韩、魏、赵三家分晋，终止五代末
后周显德六年(959)，共294卷。
而《通鉴直解》一书则上起三皇、下至宋元，战国以前采摘自宋代刘恕的《通鉴外纪》，宋元部分则
采摘自明薛应旃的《宋元通鉴》。
所以《通鉴直解》一书涵盖的时代，远比《通鉴》为长。
刘恕曾经参加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纂，负责南北朝和五代部分，他在修《通鉴》之余搜集资料，
打算将宋代一祖四宗(从宋太祖到宋英宗)的各事修成《通鉴后纪》，战国以前史事修成《通鉴前纪》
，刘恕只修成前纪就病倒了，故而定名《通鉴外纪》，共十卷，起自伏羲，终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
《通鉴外纪》也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宋元通鉴》乃明嘉靖年间，浙江按察司提学副使薛应旃采辑辽、宋、金、元四史及个人文集、笔记
，花了十年时间撰成的，上起宋太祖下至元顺帝，凡482年，157卷，着重于义利与君子小人之辨，所
以《通鉴直解》一书事实上是一部以《通鉴》为主，采摘其他史书而成的编年体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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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皇帝读书是先经后史，认为经以载道，史以纪事。
经是讲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
经的道理要表现在事物上，才能见其长短，所以也要讲史，因为皇帝要亲自治理国家，相比较讲史就
更有现实意义。
宋代以前多讲《贞观政要》，宋代以后多讲朱熹的《通鉴纲目》。
明孝宗朱{；占樘(1407一1505)喜读《通鉴纲目》，但患其篇卷繁多，曾命李东阳等撮《纲目》之要，
撰《历代通鉴纂要》(92卷)。
《纲目》重视纪纲和正统，《通鉴》重事实，张居正不选《通鉴纲目》而选《通鉴》，说明他对这两
部书持有不同的观点和倾向，他比较重视历史事实。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典的史学巨著，网罗宏丰，卷帙浩繁。
《通鉴直解》一书则选取一些重要片段，加以通俗的讲解，一方面继续发扬中国传统政治的某些固有
观念和优良传统，如重视道德修养，强调德治，崇尚节俭，反对奢侈，主张轻徭薄赋，善于用人等；
一方面针对明代当时政治和社会的特点，重视历史上的各种改革，总结历史上的兴亡教训。
同时，也对某些重大的治国策略和历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例如：(1)唐玄宗为什么先治而后乱。
唐玄宗初即位时先用姚崇(元之)、宋璟而治，后期用杨国忠、李林甫而乱。
对此《直解》说：“玄宗之任元之，真可谓知大体矣。
然需是真知宰相之贤，乃可以委任责成，不劳而治。
若不择其人，而轻授以用舍之柄，将至于威权下移，奸邪得志，其危害又岂浅浅之哉。
故以玄宗论之，开元之中，专任姚元之、宋璟而治；天宝之中，专任杨国忠、李林甫而乱，委任非不
同，而治乱效如此，岂非万世之明鉴哉!”(卷17)这就是说，同样是用人，委以专责，信任不疑，但用
了姚崇、宋璟就治，用了李林甫、杨国忠就乱，原因是选择不慎。
所以用人，知人和选择是关键。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与宰相崔群讨论唐玄宗何以先治而后乱，“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
乱，何也?’崔群对日：‘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颞、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
、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对此《直解》说：“夫古之英君，始未尝不用君子，然多不
能保其终者，盖由天下已治，每厌勤劳而喜逸乐。
厌勤劳，则但见君子之拘检，而势必见疏；喜逸乐，则但见小人之可狎，而情必相契。
所以始治终乱，皆出于此，非独玄宗、宪宗为然也。
”(卷21)正确地回答了为什么同一个玄宗，前期而用君子，后期而用小人，其根源在于贪图安逸，追
求享乐，在心理上从喜欢君子而变为喜欢小人。
(2)唐高祖李渊和唐睿宗李旦的建储问题。
唐睿宗即位后，要立太子。
宋王李成器是嫡长子，本应先选，而第三子平王李隆基诛除韦后乱政，中兴唐室有大功，究竟立谁好
呢，睿宗犹豫不决。
由于李成器主动提出让贤，才立了李隆基，成就了后来的“开元之治”。
对此《直解》说：“高祖不能舍建成而立太宗，故建成不保首领，而太宗亦贻万世之讥；睿宗能舍成
器而立玄宗，故成器得享富贵，而玄宗以全友爱之名，二事相类，而得失之效较然矣。
”(卷17)张居正是主张太平时建储以长，非常时建储以功，谁有功就应立谁为太子，把皇位传给他。
李世民有功，继位后成就了“贞观之治”。
李隆基有功，继位后成就了“开元之治”。
李旦的英明之处在于主动把皇位传给了李隆基，也保全了李成器；李渊的错误是不能舍弃长子建成，
导致了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建成被杀。
这是古代拘泥于立长的重大历史教训。
(3)关于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欲用王安石，群臣反对，神宗说：“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知经世务。
”安石对日：“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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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日：“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对日：“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
帝深纳之。
”《直解》对此解释说：“大抵天下之事，久则不能无弊，固宜通变，然须合乎人情。
宜于土俗，从容改图，而后天下蒙其福。
宋至神宗，国势颇不振矣，安石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未为不是，但其不达事理，不识时宜，直任己
见而专务更张，逐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而君子为之一空。
有才而无识，可胜惜哉!”“若王安石，其初不可谓非君子也，特因性执而少容，好学而泥古，遂至引
用小人，基宋室之祸。
可见人之才，不能无偏，用其所偏，亦足以召乱，而与小人同归矣。
”(卷26)认为一种制度，时间长了，自然要产生许多弊病，必须改革。
神宗时，宋代的国势也急需变法，王安石’变法的主张“变风俗、立法度”都是对的，之所以失败，
是由于王安石操之过急，没有从当时的人情风土出发，逐步实施，使天下得到变法的好处后再逐步推
广，而是急于求成，想一蹴而至，又不能容纳有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性格过于偏执，导致了任用
非人，使朝政日益混乱。
张居正以一个政治家的经验来评论王安石，有他独到的认识和体会，是比较公允的。
张居正在万历初年的改革，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也由于他能借鉴于这种历史经验。
(4)崇尚法治。
张居正是明末的改革家，很崇尚法治。
他针对明朝后期制度废弛，纪纲不振的情况，主张以法治国，治国从严。
汉桓帝元嘉元年(151)，京师地震，诏百官举独行之士，涿郡崔寔撰《政论》一文曾说：“为天下者，
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
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海内清肃，天下
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
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
”认为汉宣帝治国以严，取得的效果，比汉文帝还要好。
汉元帝多行宽政，是汉朝衰败的原因。
对此《直解》解释说：“但看本朝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综核名实，责任考成。
有功的必赏，而卑贱不遗，有罪的必罚，而贵势不免。
故严刑峻法，警惕人心，内外奸宄，震慑破胆。
”(卷12)在此张居正把自己在隆庆二年(1568)提出的改革主张“综核名实，责任考成”也加在了崔寔的
头上。
可见他是主张以严治国的。
建安十九年(214)诸葛亮随刘备入蜀，法制较严，法正曾提出反对说：“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
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
其望。
”诸葛亮回答说：“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
⋯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矣。
”(卷12)对此《直解》解释说：“诸葛孔明此言，诚为识事务知政体者。
然所以行之，则有本焉。
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鉴至明，而丑者忘怒，孔明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既有此平明
之心，故其用法虽严，乃能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贤愚佥亡其身，而人心无不服，真可为万世相天
下者之法矣。
”他认为治国就要像诸葛亮以法治蜀那样，法虽然很严，但执法很明，故人人畏服而无怨言。
(5)严华夷之辨。
明代有严重的边患，北有蒙古，东北有女真，南有倭寇，所以他继承中国传统的内中华而外夷狄的思
想，主张严华夷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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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惠帝时江统撰《徙戎论》，他说：“有道之君牧夷狄也，唯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
边城不弛固守，强暴为寇而兵革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埸不侵而已。
”“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也。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
”(卷13)对此《直解》说：“其后仅一再传，而胡酋刘渊，果以五部倡乱，羯则石勒，氐则符洪，羌
则姚弋仲，鲜卑则慕容■，迭起乱华。
终晋之世，海内纷扰，以至于亡。
”至于西晋之亡，是八王之乱开其端，而少数民族“五胡”乘其虚。
所以张居正认为对待边疆的少数民族或境外夷人，以防御为主，不使来犯，戎夷跑了也不要派兵远征
。
应该把居住在关中地区的夷人迁至塞外本土。
贞观四年(630)三月，太宗消灭突厥，威声远播，于是四夷酋长都来朝于阙下，请上太宗为天可汗。
对此《直解》说：“这虽是太宗抚御夷狄权宜，然以堂堂天子之尊，而甘同虏酋之号，则陋莫甚矣。
是以终唐之世，其治杂夷，至于中季，往往借夷兵以平内乱，遣宗女以嫁番虏，驯至五代，而中原之
地，悉为戎马之场，然皆天子好大喜功之一念启之。
故先王之制，内华外夷，正名辨类，不以夷狄乱我中国，亦不以中国变于夷狄，太宗此举，不足法也
。
”(卷15)认为唐末之乱，都是由于太宗允许夷狄居中国，并任用夷人为官所致，派宗女和亲也是错误
的。
他是主张边疆的少数民族与中原的华夏各居其地，互不相扰，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严防其入侵，即
使他们俯首称臣，可以进行贸易，但绝不许入居内地。
隆庆年间，明朝与蒙古俺答汗的“封贡”议和，就是张居正本着这一主张而实施的。
从以上各端，可以看出张居正编纂《通鉴直解》一书的概况与特点。
尽管万历皇帝当时还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子，但张居正利用这一教育机会，灌输自己的政治思想，以期
在执政中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可喜的是，在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1573—1582)张居正执政时期进行了若干改革，没有遇到来自万历
皇帝方面的掣肘。
但可悲的是，在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万历还听信谗言，将张削官夺爵，满门查抄。
但张居正执政时期，造成晚明一度的国家繁荣，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由此可见，《通鉴直解》一书，有它特殊的文献价值，它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皇家的教育情况，一方面
也是万历初年君臣求治局面的产物。
因为当时万历皇帝还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所以《通鉴直解》所选内容采取了量力的原则，以正面教育
为主，是改编《通鉴》的一部代表作；今天我们把它整理出版，有助于普及历史知识。
为了便于读者对本书的内容一目了然，我们按其实际内容改定为今书名。
本书1998年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受到读者欢迎，本次重版我们又对注释、评议做了精简，不当
之处，仍恳请读者指正。
  陈生玺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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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代名相张居正为皇太子朱翊钧(即后来的万历皇帝)系统讲解《资治通鉴》的精编讲义，
调度浓缩了从上古到宋元数千年间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处世经验的集大成之作。
张居正的讲评用当时的流行口语娓娓道来，老于官场、明乎事故的真知灼见比比皆是，对现代的读者
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价值。
本书由知名学者陈生玺教授主持整理，不仅系统地标点校勘，而且对重要人物、名物制度、生僻语词
加以简明的注释，并撰写了精彩的评议，用现代意识关注原著，进一步发掘其中的丰富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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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居 (明) ，政治家。
字叔大。
号太岳。
湖北人。
有《张文忠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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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编辑凡例卷之一卷之二卷之三卷之四卷之五卷之六卷之七卷之八卷之九卷之十卷之十一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卷之十四卷之十五卷之十六卷之十七卷之十八卷之十九卷之二十卷之二一卷之二二卷之二三
卷之二四卷之二五卷之二六卷之二七卷之二八附录进讲章疏（张居正）通鉴直解叙（钟惺）重刻通鉴
直解序（高兆麟）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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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黄帝之玄孙也，姓姒氏。
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
尧时洪水滔天，鲧治水无功，殛死。
舜既摄位，举禹使续父业。
禹为人克勤敏给，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
禹伤父鲧功不成而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之门不入。
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撵。
左准绳，右规矩，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命益予众庶之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而均给诸侯。
    张居正讲评：    史臣记，夏禹王乃黄帝第五代玄孙也，姓姒氏。
起初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项，颛项生鲧，鲧生禹。
当尧之时，洪水滔天，尧使鲧治水无功，舜既摄位，殛之于羽山。
以禹圣智过人，就举他使继父鲧之职，以终其治水的事业。
禹为人勤谨，才又敏捷，无有所为，件件速成；其德不违于理，其仁慈爱可亲，其言诚实可信。
他的声音，洪亮中节，就可以为乐中之律吕，他的身体，长短有则，就可为量物丈尺，其圣质本于天
成如此。
禹痛父鲧功不成而受诛，于是劳苦其身体，急焦其心思，汲汲要成治水之功，在外十三年之久，虽便
道经过家门，也不肯到家里一看。
其子启才生数日，呱呱而泣，禹亦不顾，其为国忘家如此。
当治水时，在平地上行，则乘车；在水中行，则乘船；在泥地里行，则乘橇，以板为之，其形如箕，
■行泥上，取其不滑也；在山上行，则乘撵(ju)，以铁为之，其形如锥，长半寸，安在履下，以上山
取其不蹉跌也。
他一举一动，都合乎法则，左有所为，就是为平直的准绳；右有所为，就是为方圆的规矩。
盖随他行出来的，或左或右，无不当也。
前此天下，虽有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九州，被洪水昏垫，疆界不甚分明。
至此水土既平，始分别开九州，通了九州的道路，陂障九州之泽，遍历九州之山。
看那下湿之地，宜种稻子，命伯益与百姓稻子，使种于下湿的水田。
水土初平，五谷难得，命后稷教之播种五谷，与百姓以难得的粒食。
播种虽同，所收未免多寡不一，食有不足者，则调转那有余的以补之，均平给与诸侯，使无一国一民
之饥者。
夫大禹平水土，教稼穑，不惟终君之命，又且盖父之衍，泽溥九州，功被万世，此所以为有夏一代圣
王也。
    今评 禹吸取了他父亲鲧治水失败的经验教训，用凿浚疏导的办法，把滔滔洪水引入江海。
他以大公无私的献身精神，劳神苦思。
胼手胝足，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将洪水平息了。
他是中华民族的开辟者之一。
    P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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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典籍浩繁，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对于其中精华理应继承故此我们整理出《通鉴直
解》一书，献给读者。
整理分工情况如下：第一卷至第五卷，由南开大学陈生玺和中州古籍出版社康华注评；第六卷至十二
卷，由天津师范大学王淑艳注释，评议部分为陈生玺撰写；第十三卷至十六卷，由天津师范大学刘湘
玲注评；第十七卷至二十二卷，由天津师范大学何程远注评；第二十三卷至二十八卷及附录，由天津
师范大学贾乃谦注评。
全书由陈生玺主持编撰并审核定稿，贾乃谦参与策划并协助组稿。
本书初版时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张晓敏、郑明宝、江建忠的协助，本次重版又得到第二编辑室诸位同
仁的协助，特此表示谢意!      编者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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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治通鉴皇家读本》(上中下)是明代大学士张居正等人为了给万历皇帝讲述和阅读而编写的，以《
资治通鉴》为蓝本，撮取简要段落，予以通俗的白话文写成，既通俗易懂，而且很贴近生活，很有时
代特色，整理此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皇家的教育情况，以及万历初年明廷的政情和大政治家张
居正等文的改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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