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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资治通鉴》

前言

国学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学问。因此，国学不仅包括数千年来积累流
传下来的经典，比如“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孙子》、《史记》、《汉书》、唐诗、
宋词，也包含研究中国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乃至娱乐方式的各种学问。广而言之，国学
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文献，也包括实物；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我国
各民族的建筑、服饰、饮食、音乐、绘画、医药、戏曲等等。国学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学问。上
面说的从“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就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近代以来，国学的研究范围还在
不断地扩大，比如，敦煌学、甲骨学，是随着有关文物的出土而兴起的；比如红学，是随着文学理论
和学术风气的发展变化而兴起和发展的。随着时间推移和学术进步，必将有更多的学问被纳入国学研
究的范围。数千年来，中国人做学问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比如思想理论、史学理论、文学
理论，以及训诂学、考据学、音韵学等等。但这些理论和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史学研究
领域，由于地下文物的出土，王国维等人提出了所谓以地下文物与传世文献相补充互证的二重证据法
。近代以来，西风劲吹。国人主动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学问，王国维借鉴尼采的哲学等
研究中国的文学戏剧，胡适以杜威的实验主义研究中国的“国故”。国学从来没有拒绝外国学问的介
入，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改造，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佛学、因明学；自明朝末年西学传入中国后，中
国的天文学、数学等就已经融入了西学的因素。

Page 2



《白话资治通鉴》

内容概要

《白话资冶通鉴(插图本)》编定于清乾隆四十三年，共收中华典籍3461种。如此浩瀚典籍仅分经（儒
家经典）、史（各类史书）、子（百家著述）、集（名家诗文）四类。其后《四库》之名既具有中华
经典集成的寓意，同时也具有古代图书分类的含义。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华经典所蕴含的智慧，越来
越为世人瞩目。丛书策划者为了消除今人阅读古代文言经典的艰涩，力求使用时人容易读懂的版画图
示和读解心得的方式，让读者充分汲取古人成功的养分，使圣贤的智慧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所以丛
书得名《家藏四库》。

Page 3



《白话资治通鉴》

书籍目录

阅读指南国学与我们同在编者的话周纪一　威烈王二十三年　安王十五年周纪二　显王七年　显王八
年　显王十年　显王十四年　显王三十一年周纪五　赧王五十年　赧王五十三年　赧王五十五年　赧
王五十七年　赧王五十八年秦纪一　始皇帝十九年秦纪二　始皇帝二十年　始皇帝二十六年　始皇帝
三十四年　始皇帝三十七年　二世皇帝元年秦纪三　二世皇帝三年汉纪一　太祖高皇帝元年汉纪二　
太祖高皇帝三年　太祖高皇帝四年汉纪三　太祖高皇帝五年　太祖高皇帝六年　太祖高皇帝七年汉纪
六　太宗孝文皇帝前三年　太宗孝文皇帝前五年　太宗孝文皇帝前六年汉七　太宗孝文皇帝前十一年
　太宗孝文皇帝前十二年　太宗孝文皇帝后六年汉纪八　孝景皇帝前三年　孝景皇帝前七年　孝景皇
帝中元年　孝景皇帝中二年汉纪九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二年　世宗孝武皇帝
建元三年汉纪十　世宗孝武皇帝元光二年汉纪十五　孝昭皇帝始元六年汉纪十七　中宗孝宣皇帝地节
三年汉纪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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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资治通鉴》

章节摘录

文帝改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匈奴侵犯狄道。当时，匈奴经常挑起边境战争，太子家令颍川人晁错
向文帝上书，讨论战争问题说：“《兵法》说：‘有战无不胜的将军，没有战无不胜的民众。’由此
来看，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关键在于良将，不能不慎重地选择良将。“臣又听说，在战场上与敌人
交锋，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占据有利地形，二是士兵训练有素，三是武器精良。按照兵法，步
兵、车骑、弓弩、长戟、矛铤、剑盾等不同的兵种和武器，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地形，各有所长；如果
战场地形不适于发挥军队和武器的长处，就可能出现十个士兵不如一个士兵的情况。士兵不经过挑选
，军队缺乏训练、起居管理混乱，动静不一致，胜利进攻时跟不上，退避危难时不能一致行动，前军
已经进击，后军却仍松松垮垮，士兵不能随着鸣金击鼓进退，这是不训练军队的错误，这样的军队，
一百个人不抵十个人用。兵器不齐备不锋利，与空手作战一样；盔甲不坚固，与脱衣露体一样；弩箭
射不远，与短兵器一样；射不中目标，与没有箭一样；射中目标却不能深入，就与没有箭头一样。这
是将领不检查武器导致的祸患，这样的军队，五个人不抵一个人用。所以《兵法》说：‘器械不锋利
，是把士卒奉送给敌人；士卒不听号令，是把将领奉送给敌人；将领不懂兵法，是把他的君主奉送给
敌人；君主不精心选择将领，是把国家奉送给敌人。’这四种情况，是用兵最重要的关键。“臣又听
说：在用兵时，应依据交战双方国家大小不同、强弱不同和战场地形险峻平缓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对
策。自我贬抑，去侍奉大国，这是小国应采取的措施；如果与敌方不分强弱，就应联合其他小国对敌
作战；利用蛮夷部族去进攻蛮夷部族，这是中原王朝应该采取的战策。现在匈奴的地形、军事技术与
中原有很大不同：奔驰于山上山下，出入于山涧溪流，中原的马匹比不过匈奴；在危险的道路上，一
边策马奔驰一边射击，中原的骑射技术比不过匈奴；不畏风雨疲劳，不怕饥渴，中原将士比不过匈奴
人；这是匈奴的优势。如果到了平原、地势平缓的地方，汉军使用轻车和骁勇的骑兵精锐，那么匈奴
的军队就容易被打乱；汉军使用强劲的弓弩和长戟，箭能射得很远，长戟也能远距离杀敌，那么匈奴
的小弓就难以抵御；汉军身穿坚实的铠甲，手持锋利的武器，长短兵器配合使用，弓箭手机动出击，
士兵按什伍编制统一进攻，那么匈奴的军队就不能抵挡；有勇力的弓箭手，以特制的好箭射向同一个
目标，匈奴用皮革和木材制成的防御武器就会失效；下马在平地作战，剑戟交锋，近身搏斗，匈奴人
的脚力就不如汉军；这是中原的军事优势。由此来看，匈奴有三项优势，汉军有五项优势。陛下又动
用了数十万军队，去攻打只有数万军队的匈奴，从兵员数量的多少计算，这是以一击十的战术。“尽
管如此，刀兵是不祥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由大变小，由强变弱，瞬息之间会发生。用人的生死去
决胜负，失利就难以重振国威，后悔就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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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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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    胡三省
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顾炎武《日知录》网罗宏富，体大精深，为前古所未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    曾国藩    内容思想之博
大精深，录事之求实考信，通古今之变，兼收并蓄，拾遗补缺，而成为学史、研史者不可不读之书；
又以其考评前世之兴衰得失，通鉴于后人，有资于治国，而成为领导国家者不可不读之书，普通大众
不可不读之书。    翦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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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资治通鉴》

编辑推荐

《白话资冶通鉴(插图本)》是一本完整的十六朝编年体例，精心的卷目选择，切合时代精神，呈现优
雅姿态。简洁的白话选本形式，丰富的日常语言，排除古文障碍，平衡阅读感觉。通俗的现代文表达
，浅显的内容叙述，保证阅读顺畅，实现轻松阅读。古朴的版画插图配置，详细的图文解说，调节阅
读气氛，还原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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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资治通鉴》

精彩短评

1、写的非常好，爱不释手！
2、不是特别生动,没有特别想读完的欲望.
3、书很好,不管是内容还是印刷都很好,卓越的服务也很好
4、书印刷有点次，不太好
5、有时间读白话全本 文言文着实看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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