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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出版前言宋治平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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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于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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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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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领导当时史家刘攽、刘恕、范祖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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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其意在于“有资于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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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治通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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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语）“此书直到清代乃至今天，还是一部学历史的人所必读的书。
”（钱穆语）但《通鉴》成书，至今已九百余年，当时司马光等所用书面语言，于现下盛行的白话已
相去甚远，故现代人读之，多有因感到吃力而放弃的。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出现过多个全译本，遍览这些译本，大致存有如下遗憾：一为译文以现代人眼
光为务，务求译文之通俗和逻辑之“通畅”。
如此则尽失原文风味，读之有嚼蜡之感。
二是译余再做指点评说，信手所指，皆关黑白。
或指斥为酱缸，或指斥为糟粕。
此种译文至少对如下四种情形缺少体察：不知现代人读千百年前的著作，世事两不俱，俯仰逸兴，不
独以“才子学人”所具，此其一也；古代史事，自有其来由，古人一言一行，均受时代所限，此其二
也；再则《通鉴》编纂者均守春秋笔法之要，寄意于事，述而不作，此法已相传数千年，如今一脚扫
开，专务指点，作而不述，与作者之意大为相左，文却同列，令人难以适从，此其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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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深通文、史，尽有实干家之经历、政治家之眼光，著史之遇合更是非凡，后人信手便下，数年
便成之文字，难以与之相称，此其四也。
本书所选译文由台湾著名学人黄锦鋐先生领衔主持，于20世纪80年代初，集合台湾诸大学二十七位著
名教授、学者，历时三年，将这部大著译出。
意在“使中国历史文化不专属于少数学人的知识”。
（台静农语）是这部巨著在中文世界的第一个全译本。
本书译文以贴近、还原《资治通鉴》为原则，紧扣原著，逐字逐译，“信”“达”“雅”兼顾，而尤
以“信”为第一要务。
在保证行文通畅的同时，力求保留原文之质朴简练。
不擅作发挥，不平添枝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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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方式，以拙御巧，不失为大家之举。
有如下事项，尚需向读者一一说明：一、 为方便读者阅读收藏，本书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
如此，既能解决现代大多数读者因原著文字古朴所带来的阅读困难，又能让读者直接接触原典。
二、 全书原文三百余万言，白话译文五百余万言，共八百余万言。
三、 由于全书规模巨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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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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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为方便读者计，每一辑前增加了本辑所涉及的朝代世系表和主要官制对照表，供阅读时查对。
五、原文间或有司马光等人评论，排版时前后各空两字距，并在前后各加“◆”以示区分。
六、 本书原文及标点参照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
本书白话文标点，参照台湾白话译文版本。
因现代语言表述与原文言结构有别，致白话译文句式与文言句式多有不同，故两者标点略有出入，请
读者明察。
七、 本书白话译文段落，与文言原文段落一一对应，完全一致。
八、 本书译文所涉及的具体原则，可参看黄锦鋐先生《资治通鉴译序》，对此有详细说明。
译文中圆括号内内容为译者所加注释。
九、 关于本书中专有名词的处理如下：人名和大部分地名以原文为准，尽量保留其姓名在古籍中的原
貌，编辑处理时以中华书局版为依据。
个别常见地名则参酌当今地名演变，在文言中一仍旧名，白话译文则译成当今通用的规范名，不强求
文白形式的统一。
如地名钱唐，在文言中保留原貌，白话译文则为钱塘。
十、 整理古籍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煌煌如《资治通鉴》者尤是。
因学力有限，时间仓促，本书中的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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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为全套书第二辑，本辑所记，起于汉淮阳王更始元年（23），迄于魏元帝咸熙元（264），讲述东汉
、曹魏，凡242年之史事。
    王莽末年，新政纷出，官吏竞利，民众涂炭，于是天下分崩，绿林、赤眉奋起，更始称帝，割据豪
强林立。
昆阳之战，王莽主力摧折，关中一鼓而下。
刘秀乘时而起，假赤眉之手，肃清绿林，25年，称帝洛阳，史称东汉。
聚集豪杰，扼杀赤眉，扫荡关东，平灭陇蜀，数年之间，天下一统。
    光武整顿吏治，减赋休民，六十年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继至，国富民强。
和帝以降，七十余年，外戚窦氏、邓氏、梁氏继起，诸帝冲幼，皇权集于外戚。
桓、灵之间，宦官崛起，穷凶极恶，党锢祸起，士人摧亡，从容赴死，终不能屈。
宦官、外戚、士人三股竞力，此伏彼起，朝野再无宁日。
黄巾兵乱，天下纷起，董卓入京，外戚、宦官一齐冰消。
王允运计，吕布反噬，董卓败亡。
豪强借镇黄巾、讨董卓之机，众起分割。
曹操殳夷北方，孙权抵定江东，刘备收众巴蜀，天下三分，东汉名存实亡。
    220年，曹丕受禅，东汉灭亡，历时195年。
221年，刘备帝蜀，229年，孙权称帝江东，三国竞逐，孙刘联和，曹魏独强。
孔明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未建寸功，曹魏兴兵伐蜀，一鼓荡平。
其间，司马氏兴起，外抗吴、蜀，内诛宗室，曹魏皇权旁落，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咸熙元年，刘禅车盖入洛阳，曹魏也将走向尽头，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叶。
本辑结束于此，以终曹魏。
    此242年，头尾均为天下迸裂之际，潼关内外，兵将纷纷，此去彼往，血染沙尘。
但英主良臣辈出，豪杰用命，大称平生，全始终者不在少数，良计嘉言，满纸皆是。
阴后、马后、邓后，或辅英主，或收束外戚，或主掌天下，言行多有出人意表，东汉历代贤后，大为
可观。
承平百数十年，朝廷或多有动荡，百姓终少见战火，文治武功，远迈前汉。
中原雄起，边境大致清宁，翻看阅览，人意差强。
    诸般纷繁史事，司马光等人，一一按年月展开，条分缕析，因果分明。
废兴之机要，人情之冷暖，尽在一览；文字典雅，史识高迈，两臻佳妙，读来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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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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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湾学者黄锦鋐先生领衔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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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之高，后人难以企及。
故此，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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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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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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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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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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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纪六十  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二十四年（217～219）卷第六十九  魏纪一  魏文帝黄初元年～三年
（220～222）卷第七十　魏纪二  魏文帝黄初四年～魏明帝太和元年（223～227）卷第七十一  魏纪三  
魏明帝太和二年～四年（228～230）卷第七十二  魏纪四  魏明帝太和五年～青龙二年（231～234）卷第
七十三  魏纪五  魏明帝青龙三年～景初元年（235～237）卷第七十四  魏纪六  魏明帝景初二年～魏邵
陵厉公正始六年（238～245）卷第七十五  魏纪七  魏邵陵厉公正始七年～嘉平四年（246～252）卷第七
十六  魏纪八  魏邵陵厉公嘉平五年～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3～255）卷第七十七  魏纪九  魏高贵乡
公甘露元年～魂元帝景元二年（256～261）卷第七十八  魏纪十  魏元帝景元三年～成熙元年（262～2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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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卷第三十九 汉纪三十一 汉淮阳王更始元年～二年（23～24）淮阳王更始元年（癸未，23）1.春
，正月，甲子朔日（正月壬子朔，甲子日当是十三日），汉军和下江兵一起攻打甄阜、梁丘赐，将他
俩杀了，又杀了两万多个士兵。
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带领军队想占据宛县，刘縯和他们在清阳县一带交战，大败严尤
、陈茂，就包围宛县。
在此之前，青、徐二州的盗贼虽有几十万人之多，可是，始终没有公文、号令、军旗、编制；等到汉
军兴起，都称将军，攻城掠地，寄出书函，指责王莽之罪。
王莽知道这件事，就开始惧怕。
春陵戴侯的曾孙刘玄在平林兵里，称为更始将军。
这时汉军已有十多万，众将商议认为军队众多而没有一个总管的领袖，想立刘氏来顺从大家的愿望。
南阳郡的豪杰和王常等人都想立刘縯；然而新市兵、平林兵的将帅以不守军纪为乐，害怕刘縯的威严
明察，贪恋刘玄的柔弱无能，预先共同决定策立他，然后再召刘縯前来，表示他们的意见。
刘縯说：“各位将军希望要尊立宗室，非常好！
然而如今赤眉兵在青、徐二州兴起，人数有几十万，如知道南阳立宗室为领袖，恐怕赤眉也会立宗室
为领袖，这样，王莽还没消灭，而宗室就开始相攻，这将使天下人不知所从，疑窦丛生，而自损其权
，不是破王莽的好方法。
舂陵县距离宛县只有三百里路罢了，突然自行立起领袖，成为天下攻击的目标，让后来人承受衰败，
这不是好计。
不如暂且称王来发号施令，而王势也足以斩杀众将。
如赤眉所立的人贤德，那么，我们率领人马前去追随他，他一定不会夺取我们的爵位；如现在我们不
立领袖，等消灭王莽，降服赤眉，然后再上尊号，也不算迟。
”众将多数说：“好！
”张印拔剑击地，说：“对事疑虑就不能建功，今天的议决，不能不同！
”大家都顺从他。
二月，辛巳朔日（初一），在清水沙洲中筑土建坛，刘玄登上皇帝之位，向南站，接受臣子们的朝见
；可是，他惭愧流汗，举手而不能说话。
于是大赦，改年号，派族父刘良做国三老，王匡做定国上公，王凤做成国上公，朱鲔做大司马，刘縯
做大司徒，陈牧做大司空，其他都是九卿将军。
因此豪杰失望，很多人不服。
2.王莽想向外界表示内部的安定，就将自己的须发染黑，立杜陵人史谌的女儿做皇后；设置后宫，各
位称号比照公、卿、大夫、元士的，一共是一百二十人。
3.王莽赦天下，下诏说：“王匡、哀章等人讨伐青、徐二州的盗贼，严尤、陈茂等人讨伐前队众敌，
公开告诉他们来降的不杀、守约不变；如再迷惑而不解散，将派大司空、隆新公（指王邑）率领一百
万的军队灭绝他们。
”4.三月，王凤和太常偏将军刘秀等人向昆阳、定陵、郾三县进行说服宣令的工作，也都归顺了。
5.王莽知道严尤、陈茂被打败，就派遣司空王邑很快赶去，和司徒王寻派出军队去平定华山以东的盗
贼；同时征召通晓六十三家兵法的人为军官，派巨人巨毋霸做垒尉，又将那些猛兽虎、豹、犀牛、象
等赶出来，借以助长军队的威势。
王邑抵达洛阳，州郡分别遴选精兵，由州牧、太守亲自率领，决定前来会合的有四十三万人，号称是
一百万人；其他在路上的，军旗、粮秣装备，长达千里，源源不断。
夏，五月，王寻、王邑从颍川郡南边出发，和严尤、陈茂会合。
众将见到王寻、王邑军队盛大，都转身逃跑，进人昆阳县，惊慌不安，为妻儿忧愁着想，想解散回到
各城去。
刘秀说：“如今军队粮食既少，而城外贼寇强大，合力抵抗，功业或许还能建立；如想分散，在形势
上一定不能都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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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宛城还没攻下，不能互相救助；昆阳县如被攻下，只要一天的时间，众部也就被消灭。
如今不心胆相同，一起来成就功名，却反而想守住妻儿财物吗？
”众将发怒说：“刘将军怎么敢如此！
”刘秀笑着站起来。
恰好侦骑回来，说：“大军快到城北，军阵长几百里，看不到它的后边。
”众将平素小看刘秀，等到紧急之时，就互相说：“另请刘将军计谋这件事。
”刘秀又替他们计划成败，众将都说：“好的。
”这时城里只有八九干人，刘秀派王凤和廷尉大将军王常防守昆阳县，夜里和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个
骑士从城的南门驰出，到外面去收集军卒。
这时王莽军队到达城下的将近十万人，刘秀等人几乎不能出城。
王寻、王邑放纵军队包围昆阳县，严尤劝王邑说：“昆阳城虽然不大，可是，却很坚固，如今僭位的
人在宛县，急进大军，他一定会跑走；宛城被打下，昆阳县自然也就降服。
”王邑说：“我过去包围翟义，因不能活捉他，而被贵陉，如今率领百万大军，遇到城邑而不能攻下
，不能显示威严。
应当先屠灭这城，践血而进，前面唱着，后面舞着，难道不是很快活吗？
”于是，将它包围几十层，所列军营，以百计算，铙鼓的声响，远传几十里，有的挖地道，用童车、
楼车撞城，弓弩连着乱射，箭下如雨，城里的人都扛着门板打水。
王凤等人请求投降，不被许可。
王寻、王邑认为顷刻之间就可成功，而对军事不加忧虑。
严尤说：“兵法：‘包围敌城要留个缺口。
’应该使他们能逃出，而使宛城害怕。
”王邑不听他的话。
6.棘阳县守长岑彭和前队副严说一起防守宛城，汉军攻击它几个月，城里人吃人，就以城投降；更始
进入，以它为都城。
将领们想杀岑彭，刘縯说：“岑彭，是一郡的长官，专心坚守，这是他的节操。
如今兴起大事，应当表扬义士，还不如封他来得好。
”更始就封岑彭做归德侯。
7.刘秀到了郾县、定陵县，就派出众营的兵卒；可是，众将贪爱财物，想将兵卒分开防守。
刘秀说：“如今若是打败敌人，珍珠宝物将多一万倍，大功就可成功；如被打败，头颅都无法保住，
哪里还有财物呢！
”于是，就派出所有的军队。
六月，己卯朔日（初一），刘秀和众营官兵一起前进，自己率领一千多个步兵骑士做前锋，距离大军
四五里而摆好阵势。
王寻、王邑也派遣几千兵卒和他们交战，刘秀冲上前去，砍了几十个首级。
众将高兴地说：“刘将军生平见到小敌胆怯；可是，如今见到大敌却勇敢，非常令人奇怪！
并且又处在军队的前面，我们请求能帮助将军！
”刘秀又向前推进，王寻、王邑的军队后退，众部一起趁此机会，砍了几百、上千个首级。
接连打胜，就向前进，众将的胆气越发雄壮，没有一个不是一个抵挡一百个，刘秀就和三干个敢死的
士兵从城西的水上冲向敌人的中军将军的营帐。
王寻、王邑轻敌，亲自率领一万多人巡行军阵，敕令众营都按照部署，不得乱动，独自迎上前去，和
汉军交战，失利，而大军又不敢擅自相救；王寻、王邑的军阵混乱，汉军趁着锐势将他们打垮，就杀
了王寻。
城里的人也击鼓哗噪而出，城里城外的势力结合在一起，喊声震动天地；王莽的军队被打得大败，逃
跑的人互相践踏，躺在地上的尸体，长达一百多里。
刚好那时打大雷，刮大风，屋瓦都被吹走，雨下如灌注一般，滍川涨水溢出，虎、豹都十分畏惧，士
兵掉在水里被淹死的，以万计算，滍川之水为之而不能流通。
王邑、严尤、陈茂装备轻便，骑马踩在死人身上，渡水逃走，汉军获取他们所有的器械饷糈，多得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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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计算，捞了几个月都捞不完，有的就将剩余的烧了。
士兵奔逃，分别回到自己的郡去，王邑单独和他所率领的几千个长安的勇士回到洛阳，关中听到了这
个消息，为之震动害怕。
于是，全国豪杰很快一致响应，都杀死自己的州牧、太守，自称是将军，用汉氏年号，等待诏令；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天下都是如此。
8.王莽听到汉军说王莽用毒酒杀死孝平皇帝，就在王路堂会合公卿，打开以前为平帝向上天请命而放
在匣子里的策文，哭着拿给臣子们看。
9.刘秀又向颍川郡进军，攻不下父城县，驻军在巾车乡。
颍川郡掾冯异监督五个县，被汉军所捕。
冯异说：“我有老母在父城县，希望回去，占据五城来报效功德！
”刘秀允许他。
冯异回去，对父城县长苗萌说：“众将多数凶暴强横，只有刘将军所到之处，不加抢劫，看他言语举
动，不是一个普通人！
”就和苗萌率领五个县的官民投降。
10.新市、平林众将因为刘縯兄弟的威名愈来愈大，暗中就劝更始帝刘玄将他们除掉。
刘秀对刘縯说：“事情即将不妙。
”刘縯笑着说：“常常像这样的。
”更始大会众将，拿刘縯的宝剑看；绣衣御史申屠建随即献上玉块；更始不敢发令。
刘缜的舅舅樊宏对刘縯说：“申屠建难道没有当年范增杀刘邦的意思吗？
”刘縯不理。
李轶以前和刘縯兄弟很要好，后来又去谄媚侍奉新近得宠的人。
刘秀告诫刘縯说：“这人不能再相信！
”刘縯不听。
刘縯的部将刘稷，在全军中是最勇敢的，知道更始登位，就发怒说：“原先起兵图谋大事的，是伯升
兄弟。
如今更始算什么！
”更始派刘稷做抗威将军，刘稷不肯，更始就和众将布置几千个士兵，先逮捕刘稷，打算将他杀了，
刘縯就坚决为他争论。
李轶、朱鲔趁机劝更始将刘缜一起抓起来，当天就将他俩杀了；而派族兄光禄勋刘赐做大司徒。
刘秀听到了这个消息，从父城骑马疾驰到宛县谢罪。
司徒部属迎接刘秀，加以吊唁，刘秀不和他们私下交谈，只是深深地引过归己罢了，不曾自夸昆阳之
战的功劳；又不敢为刘縯穿着丧服，饮食说笑和平常一样。
更始因此惭愧，任命刘秀做破虏大将军，封为武信侯。
11.道士西门君惠对王莽卫将军王涉说：“谶书记载刘氏应当再次兴起，国师公的姓名即是。
”王涉就和国师公刘秀、大司马董忠、司中大赘孙伋商议，用所统领的兵卒劫持王莽，投降汉室，而
保全宗族。
秋，七月，孙伋拿他们的计谋告诉王莽，王莽就召见董忠，加以诘问指责，想借机将他击杀。
派武士用斩马剑将董忠劈死，逮捕他的宗族，用纯酢、毒药、白刃、丛棘合在一个圹穴里而予以埋葬
。
刘秀、王涉都自杀身死。
王莽因为王涉是他的亲人，刘秀（指刘歆）是他的旧臣，厌恶他们的内乱，所以就隐匿对他们的诛杀
。
王莽因为军队在外被打败，大臣在内反叛，两侧没有可信之人，不能再远念郡、国，就将王邑召回，
做大司马，派大长秋张邯做大司徒，崔发做大司空，司中寿容、苗诉做国师。
王莽忧愁烦闷，吃不下东西，只是饮酒、吃鳆鱼；读军书疲倦，就凭几而睡，不再就寝。
12.成纪人隗崔、隗义，上邽人杨广，冀人周宗一同兴起军队来响应汉军，攻打平襄县，杀死王莽的镇
戎郡大尹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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隗崔的侄子隗嚣，平素有名声，喜好读经书，隗崔等人一起推举他做上将军；隗崔做白虎将军，隗义
做左将军。
隗嚣派遣使者聘请平陵人方望，派他做军师。
方望劝隗嚣在平襄县之东建立高庙；己巳日（七月二十一日），祭祀高祖、太宗、世宗，隗嚣等人都
自称臣子执事，杀马一起盟誓，来振兴辅助刘氏宗亲，寄出檄文给郡、国，指责王莽的罪恶。
带兵十万人，击杀雍州牧陈庆、安定郡大尹王向。
又分别派遣将领招抚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都归顺隗嚣。
13.以前，茂陵人公孙述做清水县长，有才能的令名，升导江郡卒正，以临邛县为行政所在地。
汉军兴起，南阳人宗成、商人王岑兴起军队，进掠汉中郡，来响应汉军，杀死王莽的庸部牧宋遵，聚
合几万人。
公孙述派遣使者迎接宗成等人，宗成等人到达成都县，劫夺横暴。
公孙述召集郡里的豪杰说：“天下人都以新室为苦，思念刘氏已经很久了。
所以听到汉室将军来到，赶快到道路边去迎接。
如今人民没有罪过而妇子被捕，这是贼寇，不是义兵。
”就派人欺称是汉室使者，假借公孙述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的印信，选择精锐部队，向西攻
击宗成等人，将他们杀了，合并他们的部下。
14.前钟武侯刘望在汝南郡兴起军队，严尤、陈茂去归附他：八月，刘望登上皇帝的位子，派严尤做大
司马，陈茂做丞相。
15.王莽命令太师王匡、国将哀章防守洛阳。
更始派遣定国上公王匡进攻洛阳，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进攻武关，三辅为之震动。
析人邓晔、于匡在南乡兴起军队，来响应汉军，进攻武关都尉朱萌，朱萌投降；进攻右队大夫宋纲，
将他杀了；向西攻下湖县。
王莽越发忧虑，不知道该怎么办。
崔发说：“占代国家有重大的灾害，就用哭来压制它。
应该告诉上天而求救！
”王莽就率领臣子们到京城南郊，陈述他接受符命的始末，抬头大哭，气势竭尽，就伏地磕头。
诸生、小民早晚聚集哭泣，为他们准备餐粥；哭得很悲伤的，就任命做郎官，以致郎官多达五千多人
。
王莽任命九个将军，都用虎字做称号，率领北军几万个精兵，向东出发，将他们的妻儿送进宫里，作
为人质。
这时宫中的黄金还有六十多万斤，其他财物和它相等，然而王莽越来越吝啬，赐给九虎士兵每人四千
钱；大家更加怨恨，没有战斗的意志。
九虎到达华阴县回溪，占据险要而自守。
于匡、邓晔进击他们，六虎被打败逃走；二虎到宫阙请罪，王莽派使臣责问那些战死的人在哪里，二
虎就自杀身死；另外四虎逃走了。
三虎收集逃散的兵卒，去保卫渭口京师仓。
邓晔打开武关，迎接汉军。
李松率领三干多人到湖县，和邓晔等人一起攻打京师仓，没有攻下。
邓晔派弘农郡掾王宪做校尉，率领几百人，向北渡过渭水，进入左冯翊的地界。
李松派遣副将军韩臣等人直接向西到新丰县，攻击王莽的波水将军窦融，追赶到长门宫。
王宪向北到频阳县，所经之处，人们都来迎接而归降。
众县的豪门大族各自兴起军队，称为汉将军，率领众人，追随王宪。
李松、邓晔带领军队到达华阴县，而长安附近的军队从四方前来，会合城下；又听说天水郡隗氏正好
来到，都争先想进城，贪图建立大功、掠夺财物的好处。
王莽赦免城里的囚犯，都授给兵器，杀了大猪，喝它的血，和他们发誓说：“有人不替新室尽力的，
由地神记住！
”派更始将军史谌率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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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过渭桥，都分散逃走；史谌只有徒然而返。
众兵挖掘打开王莽妻、儿、父亲、祖先的坟墓，焚烧他们的棺椁以及九庙、明堂、辟雍，火光照耀城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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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
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
 　　　——[宋]胡三省 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公之《资治通鉴》，其沦古皆折衷至当开拓
心胸。
 　　　——[清]曾国藩 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清]王鸣盛 中国有两大部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
 　　　——毛泽东我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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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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治通鉴(第2辑):东汉 魏(文白对照全译)(套装全3册)》文译精审，尤其是地图为该书增色颇多！
中文世界第一部白话全译本。
台湾著名学人黄锦主编，台湾二十七位教授学者合译。
译文贴近原著，尽得信达雅之要义。
译者在翻译时力图贴近、还原《资治通鉴》，译文紧贴原著，逐字逐译，不以“现代眼光”作解人，
不擅作发挥，旨在让读者能读到一个“干干净净的《资治通鉴》，干干净净的司马君实”。
以拙御巧，看似笨工夫，实为巧办法。
全书文言加上译文凡八百万言，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按朝代分为七辑，陆续推出。
《资治通鉴》之名，众人皆知，但研读者比之于《史记》要少很多，考其缘由，一者当数其编年体例
，初读似乎有烦琐之嫌；二来其洋洋三百万言，规模远比五十万言的《史记》巨大，足以让许多人望
而却步。
此二者，细考之实乃《资治通鉴》的过人之处：编年体能将复杂之史实条分细缕，读之能追根溯源，
其源头、发展、高潮、结局方能一清二楚；《资治通鉴》叙述了1362年的中国历史，如此泱泱大国的
千年历史浓缩于三百万言之中，能清晰明了已属大为不易，也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对这段历史有所解。
如不能用心将其一一读来，则只有将时间浪费在市面上大为泛滥的所谓的中国通史之上了，所欲其何
，就要看读者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了。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第2辑)(东汉、魏)最大的特点有三：一为译文考究，此点在出版前言中有
详细说明；二为文白对照，“白话语译”乃弘扬传统文化之急需，但断不可以之取代典籍之原文。
文言在对宇宙人生之直观和对历史命运之体认上具有简约精准之美，此为白话文所无法企及。
因而“白话语译”只能是一座桥梁，意在让现在的读者能通过这一桥梁而直接接近原典，所谓“得鱼
忘筌”者是也。
因而我们在编排形式上，尽量做到文白对照，既能得白话文之通俗易懂，又不失文言文之典雅深沉。
在版式上，一页之内上排原文下排白话文，一一对照，使原文和白话文皆能保持阅读的连贯性。
三为全书的分辑安排，编者考虑到大多数读者可能存在的对《资治通鉴》的畏惧心理，将八百万字的
规模按朝代分成七辑，每辑大致百余万字，相对而言阅读起来要轻松许多，且以朝代为分辑原则，既
保留了原文的完整性，又可以视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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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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