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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资治通鉴》的续作，因前人所作的《资治通鉴》相关续作如清毕沅、夏燮的《续资治通鉴》
、《明通鉴》等质量不高，史料不全，文笔繁冗，叙事不连贯，无法与《资治通鉴》相提并论。为此
，作者重新综合各种史料，进行系统编纂，以成是书。全书参照《资治通鉴》体例，用文言文写成，
按编年体例，逐年记载史事。起自宋建隆元年正月，至清宣统三年十一月结束，凡九百五十二年，共
计三百三十八卷，字数四百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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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海京，浙江诸暨人，生于1977年10月，现在诸暨市政法委工作。工作之余，好研读古代文献，有志
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因感叹司马温公《资治通鉴》没有好的续作，自宋元明清长达千余年的历史没
有一部系统的编年体史书，因而以一人穷十年之力，参考诸类史籍百余种，删繁去冗，前后考证，撰
写成册，从而使中国自战国至清朝二千多年的历史前后贯通，合成一体。籍此以激发广大中华儿女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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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光精神就值得赞扬
2、丛抄旧籍而成，而且抄的手法很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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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原本对今人编写这类史书是不抱希望的，听了圈内朋友的推荐，弄来一套2014年1月新版6册（附札
记）的，看后改变了我的想法，忍不住想写几句。我和作者年龄相仿、职业相近，兴趣相同，却远没
有作者的执着与追求。面对宋元明清近千年的历史，无数史料集合，作者能有这样的毅力完成此项工
作，实在令我佩服。诚如一些文化人所言，在当今浮躁、拜金的社会环境下，吴先生这项工作确实是
赔本的，那些所谓专家学者出于各种考虑，是不削于做这种史料编写工作的，所以他们对这部书的评
价肯定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进行贬低；而普通读者只想看快餐类读物，对吴先生用文言史料编辑的这
部书肯定也是没兴趣的，这就让这部书在当下社会处于尴尬的地位。当然，这里就要赞一下中国文史
出版社了，他们不会不知道出版这部书的风险，但他们本着传承业界良心在一年多时间内，再版该书
，实在值得肯定。网络上有许多水军都没有看过这部书，一听说是资治通鉴续纪，作者名不见经传，
年纪又那么轻，就轻下结论认为作者狂妄狗尾续貂；在他们眼里，年轻人只能像当年明月一样写一些
网络类型的快餐读物；史料大书只能国家成立班子召集一批学者进行。果如此，那当年司马迁的史记
、谈迁的国榷等还会出现吗？！是金子总会放光，本人阅读吴先生是书，深感其撰写之不易、出版社
编辑之费心。当然以一人之力编史书，肯定存在很多问题，望再版时修订。提个建议，三版时可否改
为32开繁体竖版分20册出版，这样便于阅读也更有文化价值。
2、《资治通鉴》是一部传诵千秋的伟大历史著作。然而，凡爱读《通鉴》，有嗜古之癖的人，大概
都会感到遗憾——没有一部从宋代到清代的编年体“通鉴”，足以赓续《资治通鉴》的辉煌。通鉴并
不是没有续书，从元代陈桱的《通鉴续编》到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还有夏夑的《明通鉴》和
今人主编的两套《清通鉴》，还有一本《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大致已经构成了通鉴系列的完整样貌
。然而，这些通鉴续书，大多不能令人满意。例如，《续资治通鉴》在史料上缺乏熔裁，文字冗杂啰
嗦，又刻意为金兵的烧杀抢掠回避，宋金两国至为悲壮惨烈的交兵，在这本书里化作模糊的影像。间
或有“时城中粮绝，人皆赢困，不能执兵。城破，金见居人瘦瘠，叹而怜之，兵校千馀人皆不杀”的
描写，仿佛金兵是人民救星似的。另外，《续资治通鉴》的辽金元人名是乾隆的改译版，与今日通行
者不同，清代的曾国藩都叹为“自乾隆间改译辽金元三史人名，虽三朝诸臣最熟之名，亦使人茫然莫
辨⋯⋯”，《续通鉴》中辽金元史是重要部分，但它不但写得简略，而且人名怪异，让人读得头大如
斗，毫无收获可言。夏夑的《明通鉴》，文笔比《续资治通鉴》更差些。事情的前后始末散落在不同
的卷帙里，缺乏统御全局的能力。它的叙事非常烦碎，基本上是某大臣加官，皇帝出席某仪式，某大
臣逝世（顺便再讲点儿他的生平事迹），皇帝生了某儿子，某地出现叛乱⋯⋯，仿佛《大明日报》的
头版新闻汇编——读这样的东西，要想对历史有深沉的思考是不可能的。《资治通鉴》虽然也属编年
史，但叙事精炼，熔裁得体，记载大事时胸有全局，文笔更是飞动如画，笔端时常蘸着作者的情感。
与之相比，《明通鉴》差的太远。另外，《明通鉴》对清朝开国和明清战争的历史，对清朝颇多美化
粉饰，这也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今人编纂的两部《清通鉴》，章开沅的四册，全钞实录，干涩无
味。戴逸编的好些，资料丰富，某些章节还带着作者的情感，甚至也采纳了一些小说中的史料，《考
异》部分也推敲合理，用清晰简明的语言，向我们这些历史外行普及了清史研究中的一些疑案纷争之
处。但毕竟是今人，文言功底不足的毛病，也影响了这部书的质量。这些通鉴续书的最大问题，就是
篇幅太大。例如《续资治通鉴》仅写了四百年的历史，就用了二百二十卷。《清通鉴》的篇幅更大，
戴逸版二十大册《清通鉴》，记载清代一朝的历史，比《资治通鉴》字数还多。虽然详今略古是史家
通例，但这些续书的文笔不能和资治通鉴相提并论，篇幅又如此巨大，对于读者而言，真不是件好事
。实际上，之所以没有优秀的当代学者续修通鉴，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当代的史学训练过度
社会科学化，总是在发掘新史料、提出新观点上做功夫，续修《通鉴》保存史料的意义并不大。学者
们也许认为，有那功夫，还不如多写几篇“原创性”论文。第二，续修《通鉴》工程浩大，一人之力
难以胜任。第三，当代史学家的文言功底，已经无法续写这样的史书。吴海京是一位公务员，相必也
是不满于这些续书的质量，这才奋笔续写《资治通鉴》。花了十年辛苦，一朝成书。他以极大的勇气
，做了当代的专业史学家不想做，不敢做，不愿做的事。它的好处是，第一，卷帙合理。共三百三十
八卷，起自宋建隆元年正月，至清宣统三年11月结束，共952年，其中宋纪一百一十七卷，元纪三十六
卷，明纪八十五卷，清纪一百卷，共计400余万字，略多于《资治通鉴》，但并不是不可接受的繁多。
第二，不必再看辽金元乾隆改译人名。第三，从宋代直贯到清代， 一部在手，即可不必再看其他续书
。各个朝代编纂之方法，亦有其独到的优点：例如，宋纪一百一十七卷，基本上是宋、辽、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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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等政权事迹，均衡记载，辽、金、蒙三朝事迹，并不缺略。元纪三十六卷也无《续通鉴》过于简略
之病。试举一例，毕沅《续资治通鉴》里，“宋宁宗”的部分只占一百八十二卷宋纪中的九卷，而《
资治通鉴续纪》中，宋宁宗占一百一十七卷宋纪中的十二卷，比例大大高于《续通鉴》，原因即在于
：《续通鉴》对蒙古兴起的记载极为简略，而《资治通鉴续纪》用大量篇幅介绍了铁木真的经历，大
蒙古国的建立，以及金国与蒙古的战争，按通鉴的纪年法，这一历史时期正是“宋宁宗”的范围。作
者运用了《蒙古秘史》等材料，将这一段历史写得宏大壮美，可歌可泣。清纪一百卷，尤其难编。但
作者剪裁得当，使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大事历历，如观掌纹。当然，这部书也有它的缺点。例如，作
者自己的文言文稍弱，从自撰的序言即可看出，作者并不能写一手漂亮的古文，反而可以说是文笔相
当拙笨。但这一点可以弥补，因为此书的材料几乎全部引用自其他史书，作者的剪裁认真，自可弥补
此缺点，自收到书后，笔者阅读时，除序言外，觉其正文中文笔流畅典雅，并未明显感到是今人的手
笔。作者对史事的驾驭能力有时也有不足，没有《考异》（作者自称有《考异》五卷，但未刊行）。
另外，作者虽然上限开始于960年，但用了两卷的篇幅叙述《资治通鉴》未能详细叙述的辽代初年的历
史，而名称仍用“宋纪”，系于宋太祖建隆元年之下，未免张冠李戴。下限断在宣统三年11月中华民
国成立，也很不合适，等于使清朝有头无尾。因为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的
退位诏书才宣告了清朝灭亡，并宣告了中国两千余年君主制的终结，而作者则是在宣统三年十一月就
基本结束了此书的叙述（最后只有两行：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清帝辞位）。另外，对于清史的
叙述中，颇失信以存信、疑以存疑的精神，很多地方写得过分确凿，例如雍正即位一段，《清纪》中
直接写康熙传召大臣，面谕立胤禛为皇帝，此稍觉过当。又戊戌变法至庚子拳乱一段，对慈禧颇多回
护之词，如太后将光绪幽禁于瀛台，是何等惨事，而《清纪》九十三仅说“上以祭社稷坛斋戒，迁居
瀛台”，庚子年帝后西逃，《清纪》九十四至九十五，仅写作“上奉皇太后次怀来⋯⋯上奉皇太后次
大同⋯⋯上奉皇太后次太原”，仿佛光绪皇帝不是被慈禧挟持，反而是带着慈禧太后做了一次旅行。
此外的小疏漏，还有不少。总之，此书的质量，出乎我意料的好，胜于本朝官修的史书甚多，但它的
缺失，确实也是不少。如果作者能仿效司马光修《通鉴》的精神，进一步地修改；如果有一些有识之
士（例如企业家、文化机构⋯⋯）为吴海京先生组织一个有历史专业背景、文言文写作背景的辅助班
子，如同当年司马光修通鉴时的“书局”一样，让吴海京能专心修撰，相信此书能完全取代《续资治
通鉴》、《明通鉴》和《清通鉴》的地位，和《资治通鉴》无缝融合在一起，成为读史者案头的常备
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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