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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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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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有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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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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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治通鉴》，是北宋名臣司马光领导当时优秀史家，历十九年枯坐，沟通北宋以前史作，将一千三
百六十二年史事萃于一炉的煌煌巨作。
司马光治政，所在务实、稳健，深究治乱之道，极具政治家眼光。
所著《资治通鉴》为编年体通史，所有叙述，集中于帝室命运、良臣指划、百姓生计。
在他看来，帝室为天下所重，如有动荡，则良臣豪杰无所用功，百姓命运无所依托，三者循循相因，
不可独完。
从现在看来，执政政党、各界俊要、普通百姓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如其翻版。
时下国人读史，习惯于事件的戏剧性变化，习惯于叙事的宛转动人、慷慨生哀，或是对人物的赞颂、
贬毁，对《资治通鉴》当中对君王行踪、帝室仪礼的大量叙述，对臣下就一件事情的得失互相诘难、
多方辩析，以及对书中人物的多面表现感到不耐或是不知所从，而这正是古代政治的重心、谋略与历
史人物的真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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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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闰月，壬戌日（十五日），皇帝的病更加严重了，对亲近的大臣们说：“我经营天下有三十
年之久了，没料到太原的余孽竟然猖獗到这个程度，我看他的志向不小，老天又要夺去我的天年，我
死后，我的儿子们绝非他的敌手，我看我会死无葬身之地！
”于是就哽咽哭了起来，甚至一度昏死过去再苏醒过来。
23.高季昌暗地里有要割据荆南自立的意思，于是就启奏说要增建江陵的外城，并扩大城的范围。
24.丙寅日（十九日），蜀国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锴被罢去本官，降为兵部尚书。
25.皇帝的长子郴王友裕早死。
依年辈其次是义子博王友文，皇帝特别喜爱他，常命他留守东都，并兼任建昌宫使。
其次是郢王友珪，他的母亲是亳州的营妓，友珪担任左右控鹤都指挥使。
再其次是均王友贞，担任东都马步都指挥使。
起初，元贞张皇后自律非常严整，又有智谋，皇帝又敬她又怕她。
皇后逝世以后，皇帝就纵情声色，他的儿子们虽然都住在宫外，却常常把媳妇们召进宫里来服侍他，
往往就发生了淫乱的事。
友文的媳妇王氏非常美貌，皇帝特別宠爱她，虽然没有正式立友文为太子.心里却是特别中意他。
友珪因此心中非常愤愤不平。
友珪曾经有过失，皇帝就打了他一顿，这件事使友珪更觉得不安。
皇帝病到极端严重了，就下令王氏把友文从东都召回来，想要和他见最后一面，并且托付后事。
友珪的媳妇张氏平日早晚都随侍在皇帝身边，知道了这件事，秘密地告诉友珪说：“皇上已经把传国
宝交给王氏带入东都了，我们马上就要被杀头了。
”夫妇两个于是相对而泣。
左右有的人建议说：“事情急迫，办法就来了，何不另外做打算呢？
时机不可随意丧失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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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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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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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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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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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论风俗，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
——曾国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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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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