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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鉴纪事本末》一书，系宋代著名史学家袁枢编著。
袁枢，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卒于宋宁宗开禧元
年(1205年)，终年75岁。
他历任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考取进士，历任温州叛官、礼部试官、严州
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大理寺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右文殿修撰、知常德府、知江
陵府等官职。
他的主要著作《通鉴纪事本末》，就是在孝宗乾?九年(1173年)任严州教授期间完成的。

《通鉴纪事本末》42卷，是袁枢根据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改编而成，如《宋史·袁枢传》所说
：“枢常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
”改编时，既改变了司马光因袭过去编年体以年代为纲的体例，又不因袭历代正史以人物为纲的纪传
体体例，而是另树一帜，创立了一种以历史事件为纲的新体例即纪事本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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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宋朝）袁枢 丛书主编：袁闾琨 徐彻 合著者：齐振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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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定没有幸免的了。
大王如果不依附秦国，秦军出动攻占宜阳，夺取成皋，那么大王的国土将被分割成两半，到那时鸿台
的宫殿，桑林的花囿，再也不是大王所有了。
替大王着想，莫不如依附秦国而攻击楚国，以此来取悦于秦国，便可转祸为福，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计
策了。
”韩襄王听信了张仪的连横策略。
张仪回秦国报命，秦惠王赏给他六邑土地，封他为武信君，又派他到东方的齐国去游说。
他对齐王说：“主张合纵的人游说大王时一定申明齐国受到三晋（魏、赵、韩）的蔽护不会直接遭受
秦国的打击，而且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军队强大作战勇猛，即使有上百个秦国也奈何不了齐国。
’大王听了一定赞许这种说法，而没有考察实际的形势。
现在秦、楚两国嫁女娶妇已经成为兄弟盟国了，而韩国献出宜阳，梁国献出河外地区，赵王亲自朝见
秦王，割让了河间地区（在黄河、漳河之间）来服事秦国。
大王假如不依附秦国，秦国就要驱使韩国和梁国出兵攻打齐国的南部，驱使赵国出兵渡过清河攻击齐
国的北部，兵锋直指博关（在今山东荏干县西北）。
这样一来临淄和即墨（在今山东平度县西南）就不再归大王所有了。
贵国一旦遭到攻击，即使想要依附秦国也办不到了。
”齐王也接受了张仪的连横策略。
张仪离开齐国西去游说赵国，对赵武灵王（赵雍）说：“大王率领列国诸侯排斥秦国，以致秦军不敢
出函谷关已经十五年了。
大王的威势震动了东方各国，敝国更是恐惧畏服，不得不修造武器加强军备，努力耕种积蓄粮食，常
常提心吊胆，不敢轻举妄动，唯恐大王有意督察我们的过失。
现在秦国仰仗着大王的威力，征服了巴、蜀，吞并了汉中，包围了西周和东周，前锋进抵白马津（在
今河南滑县东北）。
秦国虽地处偏远，可是心中积愤含怒已经很久了。
当今秦国的武器破旧、士气不高的军队正集结在渑池（在今河南渑池县西），盼望着渡过黄河，越过
漳河，进据番吾（在今河北滋县）与贵国的大军相遇在邯郸城下，希望能在甲子日会战，仿效武王伐
纣的故事。
因此敝国寡君先派我来告知大王左右执事的官员。
目前楚国与秦国已经结成了兄弟盟国，而韩、梁两国也已自称东方的藩臣，齐国更献出他们盛产鱼盐
的土地，这一切可以说是切断了赵国的右臂。
断了右臂而去跟人家决斗，失去了同伙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还想使国家不面临危险，您认为可能吗
？
现在秦国准备派遣三位将军各率领一支大军，其中一军占据午道，通知齐国出兵渡过清河，驻扎在邯
郸的东面；一军驻扎在成皋，驱使韩国和梁国的军队进驻河外；一军驻扎在渑池，相约四国一起向赵
国发动攻击，然后，由四国瓜分赵国的土地。
我私下替大王计谋，与其冒这样大的危险，莫不如放弃与秦国为敌，面对面地举行谈判，永远结成兄
弟盟国。
”赵武灵王也接受了张仪的连横策略。
张仪又到北方的燕国去游说，对燕昭王（姬平）说：“现在赵王已经前去朝见秦王，并割让河间地区
表示服事秦国的诚意。
假如大王不服事秦国，秦军将进驻云中（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
驱使赵国的军队进攻燕国，那么易水、长城（燕长城）不再归大王所有了。
况且当前齐国和赵国如同秦国的郡县一般，没有秦国的命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进攻别国。
大王如果能服事秦国，就永远解除了齐国和赵国的威胁了。
”燕昭王请求献出常山北端的五座城改善同秦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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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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