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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

内容概要

《资治通鉴》涵盖了中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至公元9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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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必
读史书。九百年后的今天，在柏杨先生十年孜孜不倦、现代语词的译解下，使得原本晦涩难解的文言
文《资治通鉴》，从此有了平易可亲的一面。
《资治通鉴》起于纪元前五世纪九○年代的前四○三年，止于纪元后十世纪五○年代的九五九年，共
记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迹。
在本（前五）世纪中，只有三年篇幅，但却发生晋国被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的大事。司马光先生
认为那是一个巨变，《资治通鉴》即从该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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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

作者简介

柏杨，人文大师，自称是“野生动物”。被两岸三地的人熟知，著名作家。他的言论和书籍在社会各
界产生了广泛争议。 代表作《中国人史纲》。 柏杨主要写小说、杂文，后者成就更高，曾被列为台
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他的杂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梦闲话》（10集）、《西窗随笔》（10集
）、《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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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

精彩短评

1、三家分晋与秦国的崛起。
2、原来还真有楼凡人，本以为电影《大兵小将》里的娄凡人是虚构的。《资治通鉴》里记载了战国
时赵武灵王赵雍于公元前296年在北方边境（河套地区）与楼凡部落酋长会见，并招募勇士。即在本
书219页。赵武灵王一代雄主，最后竟然活活饿死宫中，权力斗争之无情让人毛骨悚然。
3、1409
4、白话版，轻松酣畅。更有柏杨先生对各位大儒的批判，读来颇有获益。
5、“在读史的过程中建立自己的‘私观点’，引入你的人生，使人生有借鉴有提炼有修正有前行，
才算真正懂了这些过往。我们总有走错路的时候，只是我们从来不肯在最初时改正，迂回中浪费了许
多时间。人生苦短，为何不借鉴历史的经验，将目光放得更长远，心态摆得更端正，重新规划人生，
何时都来得及。 ”
6、好书！
7、历史故事还有点意思，司马光的解释有限牵强，但柏杨又非扯到现代民主，两种冲突的观点，再
加上读者自己的观点，读起来有点儿别扭。
8、国际关系翻云覆雨，纵横捭阖，诡异莫测，是一个斑斓缤纷的世纪
9、柏杨：没人读《资治通鉴》我并不奇怪，我很理解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不想看，而是看不懂，你
想，一千年前的文言文，要看懂得翻多少字典啊，且语言是常新的东西，一直在随社会发展而改变，
日本光是对《西游记》的翻译如今已是第五代了，莎士比亚、大仲马等作品在英法等国家也都是屡次
重译的。所以我出版的《资治通鉴》版本就是想起个带头作用，“兵部侍郎”是什么？我把它说成“
国防部长”不就懂了？其实只要有一小部分人来做这件事就够了。
10、柏杨可真的是只为苍生说人话啊，比起现在的老狗李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说实话柏杨的书再
度行很差，适合开报纸专栏或者从图书馆接，他的文章不是粮食，而是种子，适合很多人去看。
11、2016-01-21
12、在贝壳那会儿读的。
13、好看、方便，柏杨评选择性看，有的思想并不赞成，感受到的是那个腥风血雨及其没有安全感的
混乱时代，试问我若是行走列国的说客，我又能如何安生立命呢？
14、72卷本的柏杨版资治通鉴的第一本。这本书从三家分晋开始，到战国七雄基本成形结束，其中最
大的风云人物不是各国国君而是在各国间信口雌黄的合纵连横的苏秦张仪。虽然嬴政的名字直到这本
书结束都没有出现，但是秦国一家独大的态势已经形成。2008年12月14日看完。
15、果然是著名、经典、古籍！尤其是这版柏杨先生的白话文版，我觉得可以当做中国历史的启蒙教
育读本了。虽然即使读白话文依然很费劲，但是其中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值得推荐！
16、白话历史是必要的，绝对是必要的。只是“柏杨曰”的部分有时候会很偏激，读者应该对观点批
判地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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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

章节试读

1、《战国时代》的笔记-第165页

        张仪先后出任秦魏两国宰相，真是令人诧异，如同现在的职业经理人可以先后为同行业的竞争对
手效力。他们事业上的归属感只能是个人声誉和财富的累积了。

2、《战国时代》的笔记-第175页

        狂喜狂怒之际，都不可作决定。待内心平静之后，方能决策。

3、《战国时代》的笔记-第196页

        以国君之尊，亲往说之，言卑而理名，尊之重之，更以之为表率，终将阻碍变革的关键人物变为
践行改革的表率人物，事成矣。

4、《战国时代》的笔记-第210页

        胆略至此，足可当国。
男儿到此是豪雄。
武灵王性格中浓重的浪漫与理想性，可见一斑，也为让位之事作了诠释。

5、《战国时代》的笔记-第171页

        燕国果然出了乱子。齐杀子之可也，不应杀姬哙。
解放之后是走是留，永远是一个两难之选。
孟子言：“取之而其民悦则取之，取之而其民不悦则勿取。”

6、《战国时代》的笔记-第157页

        金银散，人心聚。
黑白两道、灰色地带之人，各有其用。再者，岂不闻“仗义多从屠狗辈，读书多是负心人”。
但凡进言于己有益，可不深究进言之人动机：为我还是为己？人皆自利，利己与利他只程度之差，八
二或七三之分而已。

7、《战国时代》的笔记-第222页

        关心则乱。最可怕的事便是爱上别人。爱，就是给了对方伤害自己的权利。

8、《战国时代》的笔记-第133页

        苏秦说六国之言各不相同，模式却一致。
1) 先说好话，详列各国之优势长处、昔日壮举。
（先让国君高兴得意，博得他的好感，令其卸下心防，同时激发其勇气，鼓舞其斗志）
2) 再点出危机——强秦的威胁。
（然后令其忧虑恐惧，背脊冷汗直下，又心有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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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后给出策略——合纵抗秦。
（最后迎头一击，令他恍然大悟，不再犹豫逡巡）

9、《战国时代》的笔记-第141页

        独法废儒，极权失仁，刑苛恩寡，缺“平衡”之道。在讲究中庸之国，尤显突兀。
联想金庸小说中无名扫地僧之言，“高深的武功需有高深的佛法化解”。快速激进的改革累积下的怨
愤未能得到有效纾解，有变之时，必伤及自身。

10、《战国时代》的笔记-第44页

        有能力而正直，心直口快，胸无城府（典型知识分子形象，类比胡耀邦之败）。
“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过度刚强，而且对自己的心直口快，颇为满意。只要设计一个圈套，就不怕他
不跳进去。”

11、《战国时代》的笔记-第168页

        奇闻。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国君多了什么人都有。看来甘心让出权位之人，自古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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