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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南北分立(第4辑)(全4册)》主要内容：《资治通鉴》涵盖了中国1362年文
化、政治、经济、人物性格的缩影，是一部足以了解中国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也是古代
帝王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必读史书。柏杨耗时十年将其译解成现代语言，并亲手增绘历史地图，注
入了自己的历史观点，谈论历史成败因果。此次出版的《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分成9辑，以每月推
出1-2辑的方式出版。 柏杨精深的中文造诣使这个译本成为最通俗易懂且最受好评的译本。这个版本
最大特色是柏杨先生将古代生涩的专业名词、官职、地名、天文学名词等进行了“现代语言”翻译。
此书不但保留原书史评，而且采纳了后人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作者常以如太史公言一样“柏杨
曰”的形式，对重要的事件加入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并以生动诙谐的语言进行了入情入理的总
结和评价，这也是《资治通鉴》最有价值、最精彩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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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柏杨，台湾著名作家、人文大师，1920年生于河南，1949年去台湾，1951年开始创作，一生传奇经历
，一世著述颇丰。 代表作品：《柏杨版资治通鉴》、《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史纲》、《酱缸、
千年难醒的噩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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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十三、苻坚大帝·肥水之战三五五—三七六年 苻坚大帝《苻大帝》导读四世纪五0年代苻生暴行四世
纪六0年代前凉王国政变 张天锡弑君自立晋帝国连死二帝桓温第三次北伐大败慕容垂受忌逃亡四世纪
七0年代前燕帝国亡桓温立威 罢黜晋帝司马奕王猛逝世前凉王国亡三三七—三五四年 肥水之战《肥水
之战》导读四纪七0年代前秦帝国统一北方四世纪八0年代肥水之战后燕帝国兴起西燕帝国兴起后秦帝
国兴起西秦王国兴起后凉王国兴起四世纪九0年代拓跋珪大破柔然部落十四、参合杀俘 王始帝国三九
四—四0二年参合杀俘《参合杀俘》导读四世纪九0年代西燕帝国亡前秦帝国亡参合陂之役南凉王国兴
起北凉王国兴起十五、统万碑文 自毁长城四一五—四二八年统万碑文《统万碑文》导读五世纪第二个
十年后秦帝国亡刘裕毒死帝司马德宗五世纪二0年代晋帝国亡南宋帝国兴起西凉王国亡第一次南北在
战十六、南北朝 刘或诏书四五0—四六五年南北朝《南北朝》导读五世纪五0年代拓跋焘诬杀崔浩第三
次南北大战北魏宫廷政变，杀拓跋焘第四次南北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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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十二月十日，北魏燕王拓跋谭攻击据守东山的胡崇之等，三个阵地全被击破，臧质不敢援救。
臧澄之，是臧焘的孙儿（臧焘。参考四。四年三月）。毛熙祚，是毛惰之的侄儿（毛情之被胡夏生擒
，参考四一八年十一月）。当天夜晚，恐怖抓住南宋士卒，臧质大营霎时崩溃。臧质抛弃辎重武器，
率领残余下来的七百人，投奔盱眙。最初，盱眙郡郡长沈璞接任郡长时，北伐大军前锋司令官、宁朔
将军王玄谟正在围攻滑台，长江、淮河，一片升平。沈璞认为，郡城位于四面八方必经的要道，十分
重要，乃加强城墙工程，挖深环城壕沟，积蓄财力粮秣，储备石头利箭，准备一旦被包围时应用，属
官们认为他大惊小怪，中央政府也认为他小心过分；等到北魏大军南下，郡长、县长，纷纷放弃城池
人民，仓皇逃走。有人劝沈璞最好也回首都建康，沈璞说：“胡虏如果看我们不过是一个小城，不加
理会，我们怕什么？如果一定要用人海战术攻城，这正是我报国之时，也是各位封侯之日，为什么要
逃？你们可曾经看见，数十万大军聚集在一个小城之下，而不失败的？昆阳（河南省叶县）、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的往事，就是明显的例证（王寻百万大军败于昆阳，参考二三年六月，诸葛恪二十万
大军败于合肥，参考二五三年五月）。”人心稍微安定，沈璞集结精兵，有两千人，说：“这就够了
。”不久，臧质前来投奔，僚属们对沈璞说：“胡虏如果不来攻城，我们就用不着那么多人；如果攻
城，城里也只能容纳现有的兵力。地小人多，很少不发生事端。而且，敌人多，我们人少，人人皆知
。如果臧质的部队能够击退敌人，保住城池，功劳就不全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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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南北分立(第4辑)(全4册)》是《资治通鉴》中一册。介绍了柏杨先生耗时
十年（1983-1993）将《资治通鉴》译写成现代语言，亲手增绘地图，并注八自己的历史观点，谈论历
史成败因果，使一部原本口一供帝王将相阅读的史书在今天的读者面前竟然如此之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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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忠诚问题是个死结，尤其在乱世。不够优秀的君主，遇到优秀的臣子，难以驾驭，杀掉对国家是
个损害，不杀有可能引起政变，对国家也是个损害。优秀的臣子，遇到不够优秀的君主，不篡权，就
有可能因受猜疑而被杀，篡权，那也难保后代不被篡权。
2、内容还没看，送货服务还不错
3、查阅资料。主要看了<苻坚大帝>及<淝水之战>以及后面一点，总计全书的四分之一。显然，史学
家有事后诸葛亮的偏向性。为了在逻辑上验证以后历史的发生，特意截取与之相对应的事件，造成一
种前因后果的假象。然而，苻坚的失败是偶然性的，虽有各般战略上的错误。对于晋来说，实在是老
天保佑运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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