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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内容概要

《资治通鉴》既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在这部巨著中，作者运用敏锐深
刻的观察力和匠心独具的艺术手法，不仅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而且成功地塑
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
《资治通鉴》在千年的流行过程中，它的学术人才社会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建国以来，特别
是改革开入以来《资治通鉴》的各种版本层出不穷，但质量较高 的却所见甚少，可谓“风毛麟角”。
而相当一部分版本是不负责任的粗制滥造，或断章取义，或妄如评注，贻误读者。
《资治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
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原欲定名为《通志》，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
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资治通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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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年的历史，分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
考异》30卷。编成这部巨著共花了19年的时间。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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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
陵夷、中兴、乱亡五类。《资治通鉴》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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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很有价值的关于军事、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史学等方面的历史记载。《资治通鉴
》所搜集的材料十分丰富，据估计，《资治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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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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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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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战国争雄　　三国分晋（卷一◎周纪一）　　【原文】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臣光日：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
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
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
！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
，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
国家治安。故日：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日：“天尊地
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
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倦倦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
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
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日：礼莫大于分也。　　【译文
】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周威烈王姬午正式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
为诸侯国君。　　臣司马光说：我知道天子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
，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何为礼教？就是法纪。何为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何为名分？就是公
、侯、卿、大夫等官爵。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
，也不敢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
，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
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根和树干支配枝叶；下层服侍上层
，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枝叶遮护树根和树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
。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周文王演绎《易经》，以乾、坤为首。孔子
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阴阳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臣
间的关系就像天地一样不能互换。《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王室权力微弱，在书中
排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是非常恳切的。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
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间的名分只能是做臣
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代替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
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
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不能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
分。　　⋯⋯

Page 4



《资治通鉴》

精彩短评

1、有原文也有译文，质量也没得说，小学生可以先看译文，以后文学修养加强了再看原文。如果译
文的字体再大一些就更加完美了。
2、不错，又可以拿来收藏，又可以慢慢阅读。纸质不错
3、书的质量不错，排版精美
4、书还不错，只是发货速度有待提高，望提高！
5、装印都很好！很喜欢
6、内容还不错，纸张也可以，作为学生收藏书非常棒！
7、帮朋友买的,他非常喜欢
8、书不错,但就是没注解
9、非常喜欢，图文并茂
10、封面狠漂亮,印刷也怖错,物有所值的呢..!
11、虽简但易读之,所选内容很精彩.
12、感觉很好，使人以史为鉴。
13、正在看的好书
14、虽然还没看完这本书，但是老公看到这本书的封面就非常喜欢，很古色古香的味道。本身就对这
些历史比较感兴趣，相信这本书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15、此书的内容不用说，只是包装质量太差，读了几天书就从中间分开成两半，可看其装订质量好差
。文章编排不太合理，译文跟原文不在同页，如果是每段落一译就好，或者左页原文，右页译文也好
。
16、内容不错，质量一般，重量厚度遇到匪徒可以防身，就是个摆设。
17、她说很好看,我还没有看呢.
18、本来以为是完整的才买的，可买了之后才知道是自己太天真了&#183;&#183;&#183;资治通鉴真没可
能就这么一本&#183;&#183;&#183;想想就觉得贵了&#183;&#183;&#183;书的里面排得很好，也很漂亮，
就是纸张臭臭的&#183;&#18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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