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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
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
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
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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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中国古代文史巨著：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为丛书之一，介绍了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有
关内容。
　　《中国古代文史巨著：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
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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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司马光不凡的一生二、《资治通鉴》的问世三、《资治通鉴》的主要内容四、《资治通鉴》的主
要思想五、《资治通鉴》的编写方法与原则六、《资治通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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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清廉  直谏  远谋    司马光一生追求朴素自然，在物质方面，他“淡然无所好”。
在洛阳居住期间，仅有田三顷，妻子病故后，任官近四十年的司马光，连安葬妻子的钱都没有。
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体面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
俭为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
最后司马光把自己的一块田地典当出去，才料理了丧事。
这就是民间流传的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
    司马光为官清廉，他曾给子孙留下丧事不可奢华的遗嘱。
i086年10月11日，官至宰相的司马光在中风的病痛折磨中去世，他的子孙按其生前嘱托，殓人早备好
的薄棺，遗体以一块旧布覆盖，随葬的只有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布衾铭》。
前来吊唁的太皇太后、皇帝和大臣看到司马光家中除了满屋书籍外，家徒四壁，床上铺的只有一张旧
竹席，慨叹不已。
  司马光正直无私，两袖清风，除俸禄外，不谋取外财。
还经常用俸禄周济他人。
庞籍死后，留下孤儿寡母，司马光将他们接到家中，像对待自己的母亲和兄弟一样奉养。
司马光十分憎恨贪官污吏，他认为皇帝的赏赐也是非分之物，不应当接受。
嘉祜八年三月，宋仁宗诏赐臣下百余万，金银珠宝，丝绸绢帛，光彩夺目。
见钱眼开的庸俗之辈，全都乐不可支。
司马光丝毫不为所动，先是上疏“国家近来多事之秋，民穷国困，中外窘迫”，力辞不受；当推却不
成时，就用所得珠宝充当谏院公使钱（办公经费），而金银则周济一些穷困的亲戚朋友。
    司马光个人生活也十分俭朴。
年老体弱时，他的朋友刘贤良打算用五十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当即写信谢绝，说：“吾几
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
”    司马光在洛阳写《资治通鉴》时，身居陋巷一处仅能避风雨的茅檐草舍。
一个大雪纷飞、北风呼啸的三九寒天，一位东京来客慕名前来拜见司马光，因室内没有炭火，客人冻
得瑟瑟发抖，司马光感到很抱歉，只好熬碗姜汤给客人驱寒。
    司马光不仅自守清俭，而且时时教育子孙应节俭朴素。
在司马光的一生中，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他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
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做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
康参加这项工作。
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便认真地传授给他爱护书籍的经验和方法：读书前，
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
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
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而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
”    在生活方面，司马光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
。
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
为了使子女们认识崇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形式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强烈反对生活奢靡，极
力提倡节俭朴实。
在文中，司马光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其一，不满于奢靡陋习。
他说，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以俭约而遭讥笑，实在是要不得的。
他又说，近几年来，风俗颓弊，讲排场，摆阔气，当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农夫脚
上也穿着丝鞋。
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月营聚”，大操大办。
他非常痛恶这种糜烂陋习，为此，他慨叹道：“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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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提倡节俭美德。
司马光赞扬了宋真宗、仁宗时李亢、鲁宗道和张文节等官员的俭约作风，并为儿子援引张文节的话说
：“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
”告诫儿子这句至理名言是“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
接着，他又援引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说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对道德和俭约的关系作了辩证而详尽的解释。
他说：“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
夫俭则寡欲。
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
”反之，“侈则多欲。
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
其三，教子力戒奢侈以齐家。
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常常详细列举史事以为鉴戒。
他曾对儿子说过：西晋时何曾“日食万钱，子孙以骄溢倾家”。
石崇“以奢侈夸人，卒以此死东市”。
近世寇准生活豪侈于一时，“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
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誉于后世。
    司马光秉性刚直，在仕途上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
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谏，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
顾。
特别是他担任谏官以来，从维护朝廷的根本利益出发，小自后宫封赠、外国供品，大至官员任免、边
防治要乃至帝王继统，司马光历来指陈是非，直言敢谏，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帝王定选皇位继承人是直接关系封建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自古以来，即使是权重的大臣也不敢妄
言。
宋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
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朝野很多有识之士着急却又不敢表示意见，只有
谏官范镇首先提出个人建议。
当时远在并州任通判的司马光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立即写信鼓励范镇—定要死力相争，而且自己也
有奏章，还特意当面跟仁宗说起此事。
仁宗没有批评他，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
司马光沉不住气，又一次上书说：“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原以为会使您有所行动，谁知现在寂无
声息，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
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只想匆匆忙忙的时候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继承人，像‘定策国老’
‘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难道以往出现得还少吗？
”仁宗听后大为感动，立即命令送中书商议。
经过司马光、韩琦等人的筹划、奔波，终于将后来的英宗册立为皇太子。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已。
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
后来英宗果然下令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样的礼遇，但谁也不敢发言。
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
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
”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
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
司马光为他们求情，但没有奏效，于是他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
    宋神宗时，百官欲上尊号。
这对皇帝来说，自然是既荣耀又惬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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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却不愿随声附和，他力排众议，直陈个人见解：“以前先帝亲自举行郊祀大典时，也不曾受过
尊号。
后来有人提议，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对方有尊号而我方却没有，这才由于特殊情况而有了权宜之举
。
古时候，匈奴冒顿曾经自称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却并不曾听说过汉文帝增加过什么
名号。
但愿遵从先帝本来意愿，不要接受这种名号。
”神宗听后，觉得很有道理，还特意写下了诏书表扬了司马光。
    在从政生涯中，司马光一直坚持这种直谏忠正的原则，被称为“社穆之臣”。
宋神宗也感慨地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司马光过世后，墓地碑文是宋代文学家苏轼所书，而苏轼生前从不轻易给人写墓碑，平生只给五个
人写过墓志铭，司马光即是其中一个，但苏轼与司马光的政见并不一致，二人经常在朝堂上吵得面红
耳赤，苏轼曾称司马光为“司马牛”，虽然是骂人的气话，但也形象地表明了司马光的性格和为人。
    司马光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
。
他曾说，修心有三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有三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在当时有—定积极意义。
    宋英宗时，朝廷曾下令在陕西征兵二十万，致使百姓惊慌，社会秩序混乱。
司马光认为此举不妥当，所以质问掌管军事的韩琦。
韩琦回答说：“军事上都注重先造舆论，现在外敌桀骜不驯，让他们突然听到征兵二十万的消息，这
难道没有威慑作用吗？
”司马光反驳说：“所谓军事上注重制造舆论，乃是有名无实，况且仅可以欺骗对方一时罢了。
如今我们增加了兵力，实际上又不能使用，不过十日，对方必定能了解清楚，到那时人家还有什么可
怕的呢？
”韩琦又以先前乡兵可以“永不充军戍边”为由，来说明现今政策的可行。
司马光则针锋相对地指出，由于朝廷曾经失信于民，已经把老百姓吓怕了，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大臣也
不能不产生怀疑。
韩琦被驳得理屈词穷，但并没有采纳司马光的意见。
仅仅过了几年，司马光原先忧虑的事情就发生了。
    在任谏官的日子里，为了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司马光忠心耿耿，还先后提出过不少重要的治国谋略
。
例如，他曾经向仁宗进献所谓“保业”“惜时”“远谋”“重征”“务实”的“五规”学说，强调“
此皆守邦之要道，当世之切务”（《传家集》卷二十一《进五规状》）等等。
但是，比较起来，尤为引人注目并最能代表司马光深刻见地的，要数他论述君德的《三德》论和论述
用人之道的《御臣》论了。
    《三德》论，讲的是人君之德。
在司马光看来，但凡英明有为之君，都应当具备三方面的品德，这就是：仁、明、武。
所谓“仁”不是生养抚育、迁就容忍的代名词，而是要“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
“利万物”，这才是“仁君之仁”。
所谓“明”并不是繁杂苛细的观察，而是要“知道谊（即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
，这才是“人君之明”。
而所讲的“武”决不是强横残暴之义，而是只要道义所在，便可“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
，这才是“人君之武”。
人君具备“三德”，国家必然富强。
缺一则衰弱，缺二则危险，三者无一就一定会灭亡。
    《御臣》论，讲的是朝廷用人之道。
司马光认为，所谓“致治之道”没有其他内容，无非三条而已：一是任官；二是信赏；三是必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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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条的具体内容是，在用人方面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依材授任，量能授职。
有功则晋级奖赏，不要迁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弃，而另选贤能任之；有罪则施以“流窜刑诛，而勿
加宽贷”。
长此以往，则朝廷必尊，万事必治，百姓必安，四夷必服。
    因为《三德》论和《御臣》论属于治国要道，是司马光的重要政治主张，所以尽管这一理论最初是
在仁宗时期提出来的，但后来他对英宗、神宗也多次论及。
司马光甚至深有感触地对神宗说过：“臣获事三朝（指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皆以此六言（即论
述君德的仁、明、武和论述用人之道的任官、信赏、必罚。
）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
”（《宋史》本传）情深意切，尽职尽责，司马光对朝廷的一片赤诚，于此可窥一斑。
    P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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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马光是北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
他一生著作甚多，有20种500余卷，其中他领导编撰的《资治通鉴》一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继司马迁
《史记》以后最优秀的一部通史巨著。
从它问世以来，一向为历史学者所推崇，对我国以后的史学发展起过巨大的影响。
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丁明秀编著的《司马光与》为“中国文化知识读本”系列之一，以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
言、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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