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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大书院：白话资治通鉴》(经典珍藏版)内容简介：《资治通鉴》开创了编年体通史的先河
，以时间先后为顺序记录史事，大大扩展了纪传体史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容量。
其所记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重要的历史人物。
全书文字简明扼要，生动流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家之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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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在朝中为官，官至天章阁待制，在皇家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
父亲的学识与修养，无疑对司马光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光自幼聪明好学，七岁时便能粗通《左传》，他和同伴游戏时破缸救儿的机智故事至今仍为人们
所熟知。
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中了进士，起初在华州（今河南郑县）担任地方官。
后被庞籍推荐调入京城，担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的职务。
至和元年（1054年），司马光跟随庞籍到了并州（今山西）为官，嘉二年（1057年）因庞籍获罪，司
马光便引咎离开了并州。
从嘉三年（1058年）开始，司马光又陆续担任了开封府推官、度支员外郎等职。
宋英宗统治时期，司马光由谏官提升为龙图阁直学士。
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奉诏编写《历代君臣事迹》。
英宗颁诏设书局于秘阁，令其续修《通志》。
并授权司马光自己挑选英才，辅助编修《通志》。
宋神宗即位不久，司马光任翰林兼侍读学士。
当年，司马光向神宗进献《通志》8卷，《通志》即《历代君臣事迹》第八卷，该书记载了从周威烈
王二十三年起，至秦二世三年的史事。
神宗将《通志》赐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并命司马光等人继续编写。
《资治通鉴》从治平三年设立局编写，经过全体编修者的通力合作，到元丰七年成书，历时十九年。
哲宗即位，拜司马光为相。
他任相年余，尽废新法。
元元年卒。
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欧阳修评其为“德性淳正，学术通明”。
司马光一生著述多达三十七种，其中以《资治通鉴》、《家范》、《涑水纪闻》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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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资治通鉴》是一部历史巨著。
全书共294卷，300余万字，记载了上起战国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
年（959年）五代灭亡，前后长达1362年的历史。
其取材除十七史外，包括杂史、传状、文集、谱录等数百种，内容充实。
该书以历代治乱兴衰为线索，在记录历史的同时，阐述君主与人臣的品德善恶、军国大事与政策的得
失，总结王朝更替的原因和教训，以期使统治者取得鉴戒。
该书完全用年、月、日的时间顺序记事，结构严密，条理清晰，堪称我国古代最完善的一部编年体通
史。
作者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在朝中为官，官至天章阁待制，在皇家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
父亲的学识与修养，无疑对司马光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光自幼聪明好学，七岁时便能粗通《左传》，他和同伴游戏时破缸救儿的机智故事至今仍为人们
所熟知。
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中了进士，起初在华州（今河南郑县）担任地方官。
后被庞籍推荐调入京城，担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的职务。
至和元年（1054年），司马光跟随庞籍到了并州（今山西）为官，嘉二年（1057年）因庞籍获罪，司
马光便引咎离开了并州。
从嘉三年（1058年）开始，司马光又陆续担任了开封府推官、度支员外郎等职。
宋英宗统治时期，司马光由谏官提升为龙图阁直学士。
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奉诏编写《历代君臣事迹》。
英宗颁诏设书局于秘阁，令其续修《通志》。
并授权司马光自己挑选英才，辅助编修《通志》。
宋神宗即位不久，司马光任翰林兼侍读学士。
当年，司马光向神宗进献《通志》8卷，《通志》即《历代君臣事迹》第八卷，该书记载了从周威烈
王二十三年起，至秦二世三年的史事。
神宗将《通志》赐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并命司马光等人继续编写。
《资治通鉴》从治平三年设立局编写，经过全体编修者的通力合作，到元丰七年成书，历时十九年。
哲宗即位，拜司马光为相。
他任相年余，尽废新法。
元元年卒。
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欧阳修评其为“德性淳正，学术通明”。
司马光一生著述多达三十七种，其中以《资治通鉴》、《家范》、《涑水纪闻》最为著名。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
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
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
《资治通鉴》通过详实的历史记载，向当时的统治者说明了历史的经验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在这
一点上《资治通鉴》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是以往任何一部史书都不能相比的。
另外从历史观点上，《资治通鉴》认为国家的兴衰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们的修养。
提倡君主应遵于礼，讲究仁义，在用人方面要量才而用，赏罚分明，还要能听取臣民的谏言，这一点
对于后来历代的统治阶级都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直到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要通
过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统治阶级的政策的描述，来警醒世人。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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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表达方面，《资治通鉴》最擅长于描写战争场面，像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
役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都被记述得精彩纷呈。
在记载赤壁之战时，司马光并没有正面去描写战争的具体情况，而是从人物着手，把鲁肃与孙权合谋
定计、吴蜀构筑同盟及诸葛亮智激孙权等故事分别道来，从独特的视角诠解了这场决定魏、蜀、吴三
足鼎立局面的关键之战。
既有战争的完整过程，又有人物的深刻雕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文中的一些语言，也成了后人惯用的成语掌故，像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等均已耳熟能详。
《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不仅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也具有很高
的史料价值。
因此历代政治家和史学家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宋神宗早就说它“贤于荀悦从汉纪远矣”。
南宋学者王应麟评价该书为“自有书契以来，未有为通鉴者”。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也说：“此天地必不可无之书，亦学得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一代伟人毛泽东评价这部巨著：“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本末毕
具，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资治通鉴》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
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直至今天，人们还在学习它、研究它、借鉴它，从中汲取着大量的、有益的营养。
这里，我们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定名为《白话资治通鉴》，奉献给读者，以便读者更好地阅读和欣赏
。
本书编排严谨，校点精当，并配以精美的插图，以达到图文并茂、生动形象的效果。
此外本书版式新颖，设计考究，双色印刷，装帧精美，除供广大读者阅读欣赏外，更具有极高的研究
、收藏价值。
编  者2007年9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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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为人君而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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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论古皆折衷至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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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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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学大书院：白话资治通鉴》(经典珍藏版)编辑推荐：《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就
最高的一部编年体通史。
由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等历时19年编辑完成。
书成后，宋神宗赐名为《资治通鉴》，意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其成就可见一斑。
《资治通鉴》全文共294卷，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
年）间1362年的历史。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白话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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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