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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新读（上下卷）》

前言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北宋政治家、史学家 司马光主持编纂。这部举
世闻名的史学巨著记事宏大，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 、民族兴亡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叙述，向后人
展示中华民族千年历史中 所蕴含的安邦定国、为人处事的智慧。 《资治通鉴》原名为《通志》，宋
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更名为《资 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也就是给统治者
提供治理国 家的历史借鉴。司马光主编此书的初衷也在于此。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 就提到，要
编写出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 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书，
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 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
政治，安定国 家。 编写《资治通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第一步，按年月顺序，标明事目 ，剪粘排
列起来，这叫做丛目；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 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并从文
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的地 方，须加考订，说明取合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
，叫做长编；第 三步由司马光根据长编进一步考证加工，修改润色，最后定稿。司马光等人 共花了
十九年的时间，才编成这部巨著，据说，他们摘引的资料和底稿，堆 满了两大间房子。司马光由于操
劳过度，双鬓霜白。1084年，《资治通鉴》 这一历史巨著终于完成。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0
年），下止五代后 周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全书分为二百九十四卷，共 计三百
多万字；另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通鉴
》，这就决定了此书 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 亡
五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 汉文帝和汉景帝等；中兴之
君，如汉宣帝等；陵夷之君是指那些“习于宴安 ，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
不察，苟取目前之佚， 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君主，像西汉的元帝、成帝， 
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光看来，这类君主还不是最坏的 ，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
，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 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
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 不知”，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资治通鉴》对于乱亡之
君，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 《资治通鉴》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
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 ，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
之 战等。《资治通鉴》也注意对经济内容的记载。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 要问题，因此，对于
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资治 通鉴》中都有记载。文化方面，上至先秦的儒
、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 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
魏晋 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 的斗争也有叙述。
总之，《资治通鉴》以政治为主线，内容涵盖经济、军事 、文化、科技等方方面面。 《资治通鉴》
不仅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 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留存
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 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家中，
口诵手 抄。可见，《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有人估计，《通鉴》所引之 书达三百多种。
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全赖《资治通鉴》才得以保 存。 《资治通鉴》自问世以来，经受住
时间的检验，成为历代帝王将相和为 官从政者必备的教科书，被统治者奉为圭旨。古往今来，许多政
治家、思想 家、学者都对《资治通鉴》作过点评批注。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 鉴》，对其
给予了极高评价。现代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资治通鉴》是必 读的经典名著。 然而，步入21世纪以
来，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普通人已经没有时 间和精力阅读大部头的古文经典，即便是白话文的
《资治通鉴》，一般人也 很难花费时间静下心来通读下去。为了让忙碌的人们能在较短时间吸取《资
治通鉴》的精髓，从中受到启发，我们特意从这一鸿篇巨著中选取叙事完整 、故事性强、对人有借鉴
的内容，编辑成本书，以词条的形式将《资治通鉴 》的精华呈现给读者。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表现形式
，能让读者随手一翻就抓 住《资治通鉴》的叙述要点，以最短的时间，从历史中获得收益。 本书分
为逐鹿中原定天下(战国～秦朝）、承上启下大一统(西汉）、光武 中兴复汉室(东汉）、豪杰名士争风
流(东汉末～晋）、胡汉对峙大融合(南北 朝）、盛世尽扬大国威(隋～唐中期）、藩镇割据国势微(唐
晚期）、小国林立 无定数(五代十国）八大部分，按照朝代顺序，以词条形式展示了从战国到五 代十
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既有安邦治国的谋略，又有为人处世的道理； 既有微妙的宫廷斗争，又有惨
烈的沙场征战。一书在手，尽览华夏政治智慧 。 本书编者由知名大学历史专业的教授、学者组成。
他们专攻先秦史、秦 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以及历史教育学，不但熟知《资治通鉴》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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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新读（上下卷）》

和相关的历史背景知识，而且具有良好的历史内容选择能力和文字表达能 力。他们以中华书局版《资
治通鉴》为基础，参考已有的其他研究成果，精 心编著，历时一年完成此书的编写。 需要向读者朋
友们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力求使本书既 忠实于原著，又通俗易懂、有可读性，但难
免会有缺点和不足。我们诚恳希 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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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新读（上下卷）》

内容概要

《 新读》全书七十八万余字，以大百科词条的形式呈现《资治通鉴》的精华，集知识性和趣味性子一
体，将厚重的中国历史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呈现出来，全面反映了从战国到五代十国帝王将相的兴衰荣
辱，就像一面历史的镜子。其中的政治谋略和为人处事的方法，无论成功与失败，都足以作为今天的
借鉴。本书编者皆为知名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和学者，他们的研究方向涵盖历史教育学、历史文献学、
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他们不但熟悉《资治通鉴》的内容和相关的历史背景知
识，而且具有良好的历史内容选择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向大众普及中国古代历史名著是他们共同心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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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新读（上下卷）》

书籍目录

前言上卷第一章 逐鹿中原定天下（战国-秦国）第二章 承上启下大一统（西汉）第三章 光武中兴复汉
室（东汉）第四章 豪杰名士争风流（东汉末-晋）第五章 胡汉对峙大融合（南北朝）下卷第六章 盛世
尽扬大国威（隋-唐中期）第七章 藩镇割据国势微（唐晚期）第八章 小国林立无定数（五代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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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新读（上下卷）》

章节摘录

　　纸上谈兵 公元前262年，秦将白起攻打韩国，切断了上党郡与韩国本土的联系。 韩桓惠王大惧，
急忙派人向秦国献上党求和。上党郡守冯亭想借赵军抗秦， 私自把上党献给了赵国。赵国派大将廉颇
率领大军进驻上党的长平。 秦国眼看着到口的肥肉叫赵国夺去，实不甘心。公元前260年，秦国派 土
翦率军远征上党。廉颇初战不利，知道秦军出师远征希望速战速决，如果 和秦军硬拼，自己很难取胜
，于是决定以守为攻，命令赵军坚壁固垒，拒不 出战。秦军见不能速胜，就想除掉廉颇，范雎派人用
重金贿赂赵国的权臣， 散布流言说廉颇有意降秦，不足为虑，就怕换了赵奢的儿子赵恬为将。赵王 
本来就对廉颇坚守不战不满，就轻信了谣言，中了秦国的反间计，用赵恬替 代了廉颇。 赵恬只不过
广读兵书，毫无实战经验。秦国知道赵军主将换人，就秘密 起用白起为将。赵恬为迎和赵王急欲取胜
的心情，到任后即连续向秦军发起 进攻，想和秦军速战速决。白起利用赵恬骄傲轻敌的弱点，于八月
用小股秦 军挑战，随后假装败退。赵括不察虚实，率军紧紧追赶至秦营，遭到顽强抵 抗而不能夺垒
。这时，秦军从两翼截断赵恬退路，将其分割为二。同时，秦 军派出骑兵插入赵军大营营内，阻其出
营救援。 白起见赵军人多，一时无法全歼，于是采取围困的办法，断其粮道，使 赵军饥饿达数十日
之久，以至出现人食人现象。赵军连续突围均未成功，赵 恬被迫亲率精锐强行突围，结果被秦军射死
。赵军失去主帅，遂告瓦解，四 十万人降秦，随后全部被白起活埋。从此，战国七雄惟秦独强，秦统
一中国 只是个时间问题。 毛遂自荐 公元前258年，秦军包围了赵都邯郸，赵王派平原君为使臣到楚国
去求 援。平原君打算挑选二卜名门客，一同前去，可是只选中十九人。这时毛遂 向平原君自我推荐
。平原君说：“世上凡有才能的人，就好比锥子装进口袋 里一样，锋利的锥尖立刻会露出来。先生在
我门下已三年有余，都没有人提 起过你，还是留下来吧。”毛遂说：“我便是大王所说的尖利之锥，
今天就 请您把我装进布袋里，方能脱颖而出。”平原君只好勉强答应。 平原君见到楚王，谈判了大
半天，毫无结果。这时毛遂紧握宝剑，走到 楚王面前说：“合纵结盟两句话就可以决定的事，如今你
们谈了大半天，还 不能拿定主意，这是为什么?”楚王大怒，厉声说道：“我与你主人说活， 哪里容
得你上来放肆!还不赶快退下。”毛遂不仅没有退下，反而又持剑走 近几步说道：“大王，你之所以
这样呵斥我，无非是凭借楚国人多势众。但 在这几步之内，你的性命却掌握在我的手中。如今楚国方
圆五千余里，精兵 良将上百万。然而，秦将白起率兵不足十万，与楚国交战，一战就占领了楚 国同
都，再战就火烧了楚王的祖坟，三战就毁坏了楚国的宗庙。这万世之仇 连赵国都感到羞辱，难道大王
你不觉得可悲吗?合纵抗秦是为了你们楚国， 并不是为了赵国。”楚王终于同意与赵国合纵抗秦，订
立了盟约，派兵救赵 。 平原君回到赵国，叹息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敢说识遍天下人才了! ”于是
将毛遂视为上宾。 窃符救赵 魏国公子魏无忌，号信陵君，礼贤下士，食客有三千人。有个隐士叫侯 
赢，七十岁了，是首都大梁的守门人。一次公子大宴宾客，公子驾着车马， 亲自去迎接侯生。侯生穿
着破旧的衣服，径直登上车，也不谦让。公子手执 辔头，恭恭敬敬。侯生说：“我有个朋友在卖肉，
我希望能顺路拜访他。” 侯生下车拜见朋友朱亥，故意久久地与他闲谈，暗中观察公子的表情。公子
的脸色始终很温和。随后公子引侯生坐在上座，宾客们都很惊讶。 公元前258年，秦军包围赵同首都
邯郸。公子的姐姐是赵王弟弟平原君 的夫人，多次向魏国求救。魏王怕秦圉，始终不敢出兵。公子不
能说服魏王 ，于是带着宾客前往赵国，想和秦军决一死战。公子路过城门，见到侯生。 侯生说：“
公子保重!老臣年纪大了，不能随同前往。”公子走了几里路， 心里感到很不对劲，于是又回去询问
侯生。侯生笑着说：“我知道公子会回 来的。你同秦军去拼死，这好比把肉投给饿虎，能有什么功效
呢?我听说将 军晋鄙兵符的另一半放在魏王的卧室里，他最宠幸的如姬能偷出来。听说公 子为她报过
杀父之仇，只要公子一开口，肯定可以得到虎符。”公子听从了 他的汁策，果然盗得兵符。公子启程
时，侯牛说：“将军在外，国君的命令 也有不接受的。我的朋友大力上朱亥可以同公子一道前住，晋
鄙如果不听从 ，可以让朱亥击杀他。”到军营后，晋鄙果然怀疑公子，想不听从公子的命 令。于是
朱亥取出藏在袖里的四十斤重的铁锥，打死了晋鄙。公子精选十兵 八万人，北上抗秦，秦兵不久解围
而去， 郑国渠 韩国在强秦进攻下，被打得将十尸横遍野，百姓四散流亡，景象十分凄 惨。为了让秦
国民众疲乏，财政竭尽，没有力量向东方进攻，韩国派出一个 手无寸铁的水利工程师郑国，去说服秦
国兴修水利，借此求得暂时的安宁。 肩负拯救韩国命运的郑国，在成阳宫见到了秦国的主政者吕不韦
，提出 了修渠建议。当时秦王政年仅十三岁，国家大政实际南相国吕不韦主持。商 人出身、并非秦
人的吕不韦一直希望做几件大事来显示治国才能，巩固自己 的政治地位。郑国的建议与吕不韦急于建
功立业的想法不谋而合。吕不韦当 年就组织力量开始修建郑国渠。 公元前246年，工程开始动工，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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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新读（上下卷）》

国则成为这项大工程的总负责人。多 达十万人的劳工从仲山开始挖渠，穿过北山脚下向东注入洛河。
工程刚修完 一半，这时意外出现了，秦国识破修渠原来是拖垮秦国的一个阴谋。秦国大 臣想杀掉郑
国，危急中郑国对秦王说：“杀掉我没什么，可惜工程半途而废 ，才是秦国真正的损失。替你们开凿
水渠，我为韩国延长几年寿命，然而水 渠修成，秦国万代都能享受好处。”秦王权衡利弊，最后决定
继续修建。 公元前236年，郑国用了十年时间，终于修建成功。渠水引来淤浊的河 水，灌溉盐碱地四
万多顷，每亩能收粮食六斛四斗，关中成为天下粮仓。后 人以他的名字命名水渠叫郑围渠。 李牧败
匈奴 李牧是赵国边防良将，曾经驻扎在代郡、雁门，戒备北方匈奴南侵。李 牧每天杀牛宰猪，犒赏
战十，训练骑马射箭，甚为熟练。同时严密把守关卡 ，派出大量间谍，对敌情了如指掌。他下令：“
匈奴如果南下，人民应火急 把牛羊赶回城里，坚壁同守。有胆敢捕杀敌人的，一律斩首。”匈奴屡次
进 攻，但烽火一起，人们就躲避一空，军队也照样如此，不跟匈奴交锋。这样 几年下来，人民也没
有受到损失。匈奴嘲笑李牧是个胆小鬼，将士也认为主 帅怯弱。赵王最后派人接任他的位置，并主动
出击。结果战事不断失利，死 伤惨重，而边界也一片荒凉，民不聊生。不久赵王只好再任命李牧官复
原职 。 李牧继续坚壁清野，战士得到赏赐而无所事事，精力充沛，都愿意决一 死战。李牧知道时机
已到，就精选战车一千三百辆，战马一万三千匹，骁勇 战十五万人，加强战斗训练。然后放出牛羊，
布满原野。匈奴尚‘先派出小 队人马入侵，李牧下令：稍一接触，即行败退。并故意留下一些败兵游
卒， 让匈奴劫掠。匈奴单于得到消息后，亲率大军深入。李牧佯装节节败退，派 出左右两翼向匈奴
后路迂回包抄，使匈奴陷入重围。赵军四面夹击，杀敌十 万余人。匈奴只好狼狈逃亡，十几年都不敢
接近赵国边境。 P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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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磅推出白话珍藏版《史记新读》姊妹篇　　毛泽东曾十七次呕心批注　　诞生于经济最富裕、
文化最昌盛时期的《资治通鉴》，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案例教学经典名篇，展现了从战国到五代
十国一千三百多年波澜壮阔之王朝兴衰画卷。　　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　　康熙帝
产它“事关前代得失，其有裨于于治道”。　　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大百科词条式史学巨著，以故事形
式呈现从战国（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十国（公园959年）一千三百多年间波澜壮阔的王朝兴衰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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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套书度过好多遍，纯文言的，半文言的，纯白话的，都读过，喜欢读历史，通过这些历史人物
，可以做到一个自我反省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生活上我们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不知道
该如何去处理，反观历史，也许历史中的某一位人物，也曾经历过相似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模仿他
们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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