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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做好经典古籍的今译工作”——这是陈云同志上世纪90年代给本书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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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编辑推荐

卖点：1.《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终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
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成书二百九十四卷，是中国古代史学巨著。2.《资治通鉴》深受毛泽东
酷爱。毛泽东曾17次通读批点，并广为推荐。3.本书约请人民大学、社科院、北京大学等学术单位
的60余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对其进行全文翻译，追求流畅、准确、生动。编辑加工认真、严谨。4.
此书是90年代风靡全国的“改革版”《资治通鉴》的修订版。本次除对文字作了大量修订外，还沿用
“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系列”的新式排版方式，以展开面的方式排版（即左页是原文，右页是译文），
便于读者阅读。5.为避免图书损坏，同时方便读者整套购买，方便书店结算，本套图书特别用纸箱包
装，箱体标明定价，分册情况及条形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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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早年买了本资治通鉴，但是古文基础不行，要看一卷非常费劲，又是查字典又是上网阅读相关材
料的。有了这套书，左边文言右边白话，真是太方便了，不光是看好书，还提高了古文水平。中华书
局功德无量啊。
2、书很好，发货也快，有二层纸箱包装，牢固。只是白话译文一边，字体略小，眼睛有点吃力。如
果字体再大点就更好了。
3、和爱好京剧的人喜欢看整出戏一样，看整出的《资治通鉴》比节选的段落过瘾。可以通晓历史，
可以以史为鉴，可以提高古文阅读能力，可以提高文学素养，以此书为伴，其乐融融。这套书排版好
，纸张好，印刷质量好，物超所值，实为阅读、收藏之佳品
4、选摘版，不全
5、魏纪
6、为了买一套能看懂的资治通鉴版本，找了许久，咨询过许多朋友之后，一到推荐这个文白对照的
版本，对于我这种古文底子不太好的人来说，太实用了。
我买完之后，又推荐一个朋友买了一套，他看了之后，也非常满意。
优点：
1、左侧是古文版，右侧是白话版，一一对应，边看边对照，不知不觉中，也在提升古文阅读的水平
；
2、这个版本曾经是经典版本，不像其他版本，没有带着过多的译者的观点，是直译；
3、读史，本来就是每个人读的感觉与收获不同，直译的版本是最好的
不足：
18本，每本都有两厘米厚，嗯，要全部读完，需要时间，呵~~
7、文白对照阅读起来确实很方便，很好的一本书，价钱还比较适中
8、本书真乃中华图书巨作，很想看！
9、身为中国人，了解一定的古典文学作品是必须滴。不管从事任何职业，不管学文还是学理，都应
该读一些古典文学。《资治通鉴》就是一部了解古典文学的敲门砖。推荐这部书，理由有三：首先，
中华书局的古籍，比较权威，让人读来更放心。其次，文白对照，适合的人群更多。如果古文基础好
，可直接读原文；如果刚刚入门，可参照白话文。第三，资治通鉴是大部头著作，这套书分成十八本
，一本一本读来，既有成就感，读起来又轻松。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注释。
10、之前在当当上买的《史记》文白对照版本的，一直就很关注这套《资治通鉴》，买到手后读了几
页，不愧是史学双壁，读史可以使人聪慧。
11、准备花时间看一遍，实在写得太好，当得起任何赞美之词。
12、只能说很喜欢中华书局这一版！
13、上次买了一套史记，拿到书时只是翻了一下，并没有太深印象，这一次的资治通鉴，拿到手后，
读了几页，无论是内容还是装订，都体现了大家风范，赞一个。
当当的包装仍需改进。象这种精品，应该有特别一点保护。我这套书没有其他一些读者所说的保护泡
沫的东西，所以有一两本的角还是皱了。很令人不爽
14、一直梦想拥有一套很好的资治通鉴，现在终于拥有了。中华书局出版的经典，书的质量确实不错
，应该是正版书籍，价格也很理想。古文和白话文相结合，先找古文一直看下来，感觉很不错，但是
可能有些句子没有弄明白，再看一遍白话文，理解又深入了一层。感觉很好！我的古文阅读能力适中
，有些晦涩的地方看不懂，所以有的地方要结合着看。这纯属我个人的真实感受，所以敬请大家还是
高抬贵手，砖头就别拍了！
15、因为自己也是初学，期待一个版本好点的资治通鉴学习，准备找一套横排简体，又有文白对照，
还有胡三省音注的，但是没找到！不过这套横排简体文白对照没话说，看起来很舒服轻松，书的质量
也没话说，只是打开箱子的时候发现面上几本和压箱底的几本书边角有点挤压，可惜！送的来说非常
好！适合初学者阅读学习，博览鉴事！
16、物超所值！图书质量非常好，18册，简体横排，左页原文（如果字体为4号字更好），右页译文，
译文流畅，适合阅读和收藏，特别是家庭有书房和书架的，如果买一套《资治通鉴》、《史记》（中
华书局出的全注全译9册或文白对照本4册），那会增加家庭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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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帮老师购买的图书，著名出版社出版的、文白对照，简装版，实惠
18、传世经典，值得一读
19、读史使人明智，我非常赞同这句话。前段时间看完了史记，就马上赶着活动期间买了这本资治通
鉴。还没看，但是我一定会花时间好好地把这书吸收掉，这样想来，我大学还是没虚度的。哈！
20、太深奥
21、书是胶装的，有些书页会脱落。我买的第2本里面夹了重复的十多页，不过幸好不是少了十多页。
对于想了解古人处世治国的人来说，文白对照是不错的版本。
对做学术研究的人来说另当别论了。
22、读了5遍，我能明史了么？
23、研究中国历史的不可缺少的巨著。
24、本人今日刚刚收到此套书！第一印象就是书的质量很好，绝对正版！因我曾购买一辑台湾学者编
译的资治通鉴，且在大学时期读过张宏儒等主编的1991年资治通鉴版本，故对这两套书做一个比较，
当然纯属个人见解！台湾（第六辑）：语言文字读起来有些蹩口，有一处竟将“馆舍”翻译为“办公
厅”，如此前卫的翻译使我甚是不能接受，还有多处翻译前卫的地方，更有几处翻译不甚恰当的地方
！大陆（1991版）：语言流畅，读起来通俗易懂，事件的起因结果详细且有条理！我购买此套书意在
收藏，也建议大家购买此书阅读及收藏！中华的正统文化还是在大陆，当然台湾也不乏能人异士，但
毕竟有过几十年的不通往来，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还有一定的隔阂！纯属个人见解，还请大家
批评指正，但请不要过激的进行人身攻击，毕竟我只有22岁，人生经验、阅历尚浅！更希望大家多多
交流！笔名：邵杙
25、相当不错的一部书，纸张质量好，装订精美，文白对照，可读性强
26、到手后发现是一个大的纸箱，还很沉，搬动不是很容易。书的装帧还不错，文白对照对现代我等
古文功底不高的人很方便，刚看了一点，基本也是直译过来的。感觉古人的名字真的很特别，放今天
，估计没有几个会重名的。
27、了解历史就是了解人性
28、包装的很严实 除了第一本的前几页有些微折痕外，其他崭新，非常满意 相信中华书局
29、一直以来都想要看资治通鉴，以史为鉴，可以知未来，见兴衰！今天终于可以拥有一套自己的资
治通鉴了，虽然可能由于自己知识浅薄，力所不逮，不能见其全貌，但哪怕只是窥其一斑，亦可不辜
负了洋洋国学，民族瑰宝了。加油，加油看！
30、3天左右就拿到书了,外壳是硬纸壳,少数几本的边角有折损,不过不伤大雅
纸张很好,很软顺.并且印刷质量很高

内容还没仔细阅读,不便评价,原文字体稍大,翻译文字字体稍小,显得主次明确
翻译也很详尽

总之,值得收藏
31、书是买给公公的，他老人家说这一版本的资治通鉴是他看过的最好的
32、价格：盯着这套书十几天，天天看他的价格有没有变化，这下让我340入手，感觉小爽一下。包装
：包装很结实，不过里面有一本数的皮折了，不过瑕不掩瑜，可以接受的。内容：以我不专业的眼光
看，书是正版的。最主要是我个人很想看这套书，内容不错，资治通鉴绝对是书中极品了，希望自己
能坚持看完。总结：340元入手的，很超值。
33、《通鉴》绝对是空前绝后的一部伟大的著作。书需要细细的品味，粗略的读能没法体味出书中的
真谛。本套文白对照版适合文言水平不高的读者。纸张很白，字非常清晰。就是白话文字有点小，稍
微累眼。
34、由于读书的时候一直学的理科，对历史了解知之甚少，一直想学习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所以在
别人的推荐下买了这套《资治通鉴》。拿到手后很喜欢，纸张好，颜色也让人心情愉悦，文白对照通
俗易懂同时也满足了各种需要，翻译的白话文总的来说还是很贴切的。搬回家后就把这套书放到了我
的床头，从现在开始学习中国的历史。
35、这是给我女儿买的一套书，我妻子和女儿看到书后，感到这套书很好。内容有古文与白话文对照
翻译，易懂，易学。书的质量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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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
，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
，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书局
的书支持
37、6月3号付款，6月12号到的货。拿到邮单时发现，这一套书有30多斤，拿到书后觉得书的印刷排版
装订真是不错。打开书，左页是文言文，宋体，右页是白话文，楷体。物有所值啊。仔细研读中......
38、下订单一天后就收到书，专用纸箱包装，箱内四面皆有泡沫填充。十分不错！
因上月所买的《史记》文白对照纸质较差，透字现象较严重，故对此套书的纸质原本有所担忧。不过
实际状况要好，纸张薄微黄，基本不透字，很满意。唯一的小缺憾是第十四册装订有点小问题，但对
整书影响不大。
39、在当当上订了这套书，真的和照片上一样。很好。呵呵 装订很好，字迹也很清晰，印刷非常棒。
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呵呵  左侧是古文，右侧是翻译文。分的非常清晰。非常容易对照。
40、不错
41、这是我购买的第三套版本,史实人人能编写,但对事情的客观公正评价则不易,史记及本书都做到了,
确实是传世巨著,我由衷佩服!
42、这个版的不错，文白对照的，我看了这个版本的史记，非常好。相信这个也不错
43、毛泽东一生中读过17遍资治通鉴，他曾说要带着兴趣读，光凭毅力是读不进去的，读完一遍也需
要几年呢！读历史可以明志，减少一些内心的浮躁和急功近利！
44、纸张很好，原文在左页，译文在右页，很方便阅读。非常不错！
45、一直觉得《资治通鉴》太长了，不敢轻易涉猎。本来还和朋友开玩笑说打算1年看1本。。。
这次鼓起勇气开始看了，却发现很好看呢，翻的快的很。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资治通鉴是给皇帝看的，每个故事不是太长（皇帝时间宝贵啊），不像史记每篇很
长，经常一篇要看很久才行。不过相对而言可能文采要差些了。
资治通鉴的古文相对来说，不算太难，又是文白对照版，我看一遍古文，知道个大概，再翻下白话的
，就差不多了。反正不是做学问，就是想了解下资治通鉴的内容。全古文的，我肯定看不懂，全白话
的又没有味道，以后还是要买这种文白对照版的。
46、文白左右对照，经典。包装精美
47、内容好，文白对照
48、今天上午刚刚收到,12000多页,厚厚的18册,精装本用一个大纸箱包装,上下左右都有泡沫保护.随便翻
了一下,翻译的还可以,中华书局的精品
49、最突出的优点就是本书的排版，文白左右对照，每页文言起始对白话起始，非常方便。可见编辑
的良苦用心。第二个优点是白话文翻译得一气呵成，在直译的基础上添加了古代人物姓名、官名。渗
透出译者的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不足之处是字体尚小，装订尚简陋。强烈建议历史与古文爱好者读
该版的《资质》。
50、了解了好多知识~
51、在北京出差的时候粗略看完了袖珍白话对照版的~
52、译文通俗易懂，文本对照，精装本黄封面，高档而文雅，堪称史学类收藏之精品。正在读第一册
，战国割据的时代、烽烟四起的时代，仍然视信誉为首要，“南门徙木”可以说是脍炙人口。《资治
通鉴》，让读者在史书中品味做人的真谛，连开国领袖都翻读17遍的书籍，其中的价值和智慧自然不
言而喻了。当代有思想、有抱负和上进心的青年，更是不可不读。对此本人极力推荐该版中华书局的
权威之作。
53、这个版本的资治通鉴非常好，读起来也非常有感觉，值得推荐。
54、资治通鉴不错的好书
55、本来打算卖文白对照版，经济实惠。挑来挑去，还是经不住胡三省注释注音的诱惑，买了这个版
本。竖版原文带注释，小本方便携带，欣赏古文之美还是要这样的。多花了两百多又淘了一套中华书
局白话资治通鉴，总算天下大定，可以慢慢看。读史明智，好书也可传家，想买很多年了，这次出手
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有钱了再买一套中华书局的史记，就差不多了O(∩_∩)O~（以前买的只有原文
，我读起来还是比较费劲）
56、很感谢当当网给予这么好的收藏书，包装很好，厚厚的一箱书竟然一点破损之处都没有，也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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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快递公司，帮忙把书运到了家里。对于喜欢《资治通鉴》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套非常好的收藏书
，书的左面是原文，右面是翻译的白话文，即使没有古文基础的人也能看懂，值得细细品味，好好享
用！
57、唯一爱书哈哈哈
58、中华书局横排版，文白对照，看起来不费劲
59、斗啊斗，搞啊搞，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未来
60、这套书在买与不买之间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买下了。全书文白对照非常方便阅读，对于文言
文不是太精通的我来说比较方便阅读，很好。唯一的瑕疵是装订的不太好，看了前3本，其中1本有脱
线的情况，翻阅的时候需要小心。总体来说，非常值得收藏。
61、当当细心，两个纸箱包装，没有出现破损。书很好，印刷精致，硬皮精装、线锁牢固，真是没得
说，文白对照，雅俗共赏，中华书局的出品有保障。取出后很壮观！不过要阅读完，怎么也要5、6年
吧，压力陡增啊。
62、引用这几句话：辨兴亡之事，明安邦之道，树为人之本，立报国之节。中国的历史题材书籍只要
涉及到宋以前的历史，有几个没借鉴《资治通鉴》。这套版本目前是最实惠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出手
，给子孙留笔财富。
63、看过的史学书中最好的一本，司马光确实了不起
64、资治通鉴大家都懂得，有时间慢慢看吧
65、很精致的一套图书，左边原文，右边译文，看起来很方便，十八册齐全，送货超快，送货员态度
不错很耐心的帮我检查，很是满意
66、书的包装很好，保证了书不会因为运输过程弄坏。
书的装帧和印刷质量都很好。
体例采用左页原文，右页白话文的格式，很方便阅读。
书的翻译质量也很好，符合原著意图。
67、文白对照译得很流畅
68、金黄硬装封面，印刷精良，看着就有高贵神圣之感！文白对照，便于学习，力挣每月看两本，9个
月内看完。值得收藏，可作终生反复阅读之书！
69、手里第三套通鉴.大爱
70、文白对照，适合我这种非专业的历史爱好者阅读。质量没得说
71、书的质量非常好，很满意，和三国志一起订的，但是送到后资治通鉴包装了，包装的很好，但是
三国志就裸露在外面，书的封面被送货的敲坏了，可惜，书的内容都非常好。很满意。书的装订和纸
质都很好,感觉很舒服. 
72、这个商品不错~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全十八册）
73、当之无愧的第一，文言版才是精华！可惜的是底子还是不够，需要更多时间来消化！
74、两司马都是历史学家一个司马迁，还有就是司马光，这两位的书都要读都要细读才能知道什么是
中国，
75、沈志华是研究苏联和朝鲜问题的学者，严谨，认真。不错，值得购买。
76、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77、一是书很好，和台湾版本比较，感觉翻译的要流畅一些，如王莽新政，台湾翻译的是“民众都笑
他”，而此版本翻译的是“民众都感到好笑”。二是书的包装比较好，比较小巧，易携带。唯一一点
就是回去看有一本书有脱页！
  望改正！
78、男士不读通鉴，是人生的一种缺憾。
一直在用PSP看电子版，好看，但是有错字，缺字，实在忍不住，万分心痛之下出血买了一套。
内容就不说了，精装，纸张不错，翻译也很好，而且是二页对比阅读，读起来很舒服。
79、原来是精简版...
80、选了这个版本购买，因为他比台湾专家翻译的那套便宜。货到之后，包装不错，书的印刷质量很
好。原文字体合适，译文字体适当小一点。排版合理。只是我买贵了，323买的，现在272.
81、皇皇巨著，文白对照，方便阅读与理解，留出更大思考空间
82、书不错...爱不释手...简体字..文白对照....准备再收一套20册的繁体字..胡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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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资治通鉴从我国人的观点看，是非常有深度的书。值得每个中国人细细品读。这个版本是很好的
。
84、书本印刷质量很好，只是纸张似乎有点薄，总有点一翻就可能撕坏的感觉。文白对照的分页阅读
非常舒服顺手。司马的通鉴确实必买必读之书，是今日我们生活工作的一块明镜。
85、买来送给哥哥的，他迷恋资治通鉴~
86、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全十八册),首先是发货快，二是有包装没破损，三是非常喜欢，有很多
出版社的版但我还是相信中华书局的。哈哈有书看了
87、通鉴》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为开端，这一年周王正式承认三家分晋，因为史书的目的即
在于“史鉴”，司马光于此作了第一篇议论——“臣光曰”。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和《史
记》有所不同，司马迁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重视天人关系和朝代更
替的规律；而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则更加现实，他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因此在选材上，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作用的政治史就毫无疑问地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通鉴》极
其重视腐败政治，对于政治清明和黑暗时期都用功很深，也重视战争。举凡权力更迭、施政得失、制
度沿替、人才进退都有详尽深入的记载，这些内容也是《通鉴》一书的精华所在，记述中尤其表现出
编年史的优点。比起纪传体的一事互见于不同传记，《通鉴》在记述一件事、一项制度的时候，可以
更清晰地表现出全貌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88、之前,误买柏杨版&lt;资治通鉴&gt;,后悔莫及. 
幸好,当当网提供退货制度,不然的话,这套书,我就没法买了.
毕竟,工薪阶层的钱,要悠着点花.
太感动了.

  此套丛书质量,不能说100%好,但接近100%了.至少我觉得,比新华书店的质量要好.

89、经典的书籍、权威的出版社、良好的网购服务、实惠的价格、古文水平高低都能看动的文白对照
，没啥说的好！
90、首先这是属于管理类的。历时三四个月阅览，基本全部在看白话。每读一个段落的时候，都在找
它的“点”，到底是什么内线，在左右司马光从历史的浩繁中，选择了这样一则条目，放置其上。这
不仅仅是历代帝王，而是身为一个人的“治理”。没有生来的帝王，那些精妙绝伦的神态描写，沉淀
在历史中的无数神色安然、临危不惧，还有那些大人物身边的女性，他们的妻子与母亲，又是怎样洞
悉祸福。唯独最深记P5629王弘评鉴儿孙王僧达、王僧绰和王僧虔的谶语。六星。
91、非常好。文白对照，适合大众阅读。而且赶上促销，太划算了。
92、编年体通史，1300多年。司马光书写。其实我觉得个人写书如果借鉴数据太少，或者借鉴的本身
就不确定，不如不写。或者四部全书更好点，之后会去拜读的。
93、刚刚收到书,硬纸盒包装,内层又用泡沫衫垫,书籍无损坏.全套18册精装,黄色硬皮封面很是精美,可惜
的是精装本翻读不是很方便;一页原文,对页译文,对照阅读.印刷质量也较好.
94、一直想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总是在买什么版本之间纠结，这回下决心了，看印刷还是不错的
。
95、已读到南北朝时期，暂时搁下
96、左页原文，右页译文。
虽然没有注释，只有翻译；但个人觉得挺好的。
个人很喜欢这个版本。现在天天在看。
97、这个版本适合阅读。如果和胡三省的版本结合起来那就更好了。不过，这么多名家翻译，里面一
定渗透了胡的注解。还没有开始读，读了才知道。
给皇帝读的书，一定不会很晦涩，于理于事，于情于理，对皇帝的提醒既包括修身养性的，也包括治
理天下的，还包括识人用人的，包罗万象，是本好书，应该并不是很多人说的太注重权谋的书。

Page 12



《资治通鉴》

98、本版本资治通鉴由于是文白对照，是属于入门级的书籍。装帧纸张不会很差。没有胡三省的注释
是一大遗憾。可以在4  0  0左右购买。
99、传世的经典。对于历史的讲述十分详细。不过，其实限于司马光自身的阶级性与时代性，本书很
多问题没有分析透彻，缺少更加广阔的视角。今人读此书要深思而慎取。
100、这是一个我少年时代做梦都想得到了一部书，终于买回了家，很有几分幸福。这本的价值之高，
历史早有定论，是公认的史学名著。毛泽东经常读《资治通鉴》，据说读了有十七遍之多。名著与一
般书籍的区别是非常耐读，而且常读常新。
    中华书局的这个版本有几个很大的优点：第一，共18本，第一本有总目录，每一分册还有分册目录
，非常方便读者阅读。第二，文白对照版本，左页为文言文，右页为白话文，页首页尾的内容完全一
一对应，有助于广大读者阅读。这反映了中华书局的编辑们从读者出发的工作思路。第三，印刷和装
帧设计很大气。
    不仅毛泽东非常喜欢读资治通鉴，听说华为的任正非先生案头书就是资治通鉴。每一个读了这部书
的人，都可以受到很大的教益。
101、内容版本还可以，翻译得也还算是马马虎虎，中学语文水平吧。不过纸张质量不咋地，还有，第
一册拿出来看了才两分钟，就有几页纸脱线了，不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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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现在在看第三遍，而且现在没看一卷会写上个人小结。同道之人可以看我的帖子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8219839/?start=100
2、我给这本书暂时分类为：教科书================我是可爱的分割线=================
读史是为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这个社会，也是为了让自己学到足以生存的更好的技能。一部《资治通鉴
》涵盖了古代处于权力巅峰的人们的生存方式，据说伟人读了17遍，可见其必有可取之处，我也希望
从该书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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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资治通鉴》的笔记-第十九卷 汉纪十一

        弘尝奏言：“十贼弩，百吏不敢前。请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侍中吾丘寿王对曰：
“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秦兼天下，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锄、棰梃相挞
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礼曰：‘男子生，桑
弧、蓬矢以举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
，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于重诛。
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为大不便。
”书奏，上以难弘。弘诎服焉。 
读史就是看当代啊。从美国关于禁枪的讨论，到中国的刀具管制。“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
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说到点子上了。武器易自制，禁止之说不过是防君子不防
小人。

2、《资治通鉴》的笔记-第9页

        主要包括9到14页的笔记。主要讲的是智伯的愚蠢，和三家如何欲擒故纵分晋的。
”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对你三番两次的忍让，你一定要注意，
很可能他在暗中积蓄力量，待机一次干掉你，因此对这种人，必须要防。
智伯分别向魏、韩要地，魏韩欲擒故纵，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可是，万一智伯是个面骄内明的有为
之君，那魏韩是否会失策？一般情况下，人的恶欲得到满足，势必其会产生更大的欲望，所以一般人
都会想智伯这样，容易被人干掉。
韩的段规，对于智伯要地的进言，非常精彩，他轻松将韩可能面临的刀兵，巧妙的利用智伯的刚愎自
用，豢养智伯的狂妄，使其成为公敌，避其锋芒，最后韩可伺机而动。谋略大家！
智伯的下人，絺訿，关于韩魏君主在和智伯一起攻打赵的时候的表现的进言，也非常的精彩，他观察
到在即将攻下赵晋阳的时候两人却面无喜色，说明他们心里肯定在担心，担心着魏韩自己可能就是接
下来的“赵”，他们对此担心的主要来源，我认为是智伯的狂妄，还有就是智伯之前跟他们要了城池
的行为，促使他们感觉自己是在助纣为虐，与虎谋肉，因此自然面无喜色了。
司马光认为，智伯其人，有才而无德，是为“小人”，是导致三家分晋的根本原因，宁可取无才有德
的“君子”，也不要取“有才无德”的小人，是否有德的标准就是其是否遵守礼制（我认为这是错误
的，礼制中有部分可以衡量是否有德，但礼制本身却是充满阶级思想的无德产物）。“小人”有才是
很恐怖的，验证我们一句口头缠：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而关于这点，我也认同。

3、《资治通鉴》的笔记-晋纪十八

        南朝，注定是个适合偏安的地方。

4、《资治通鉴》的笔记-晋纪八

        晋朝真叫一个乱阿，打过来打过去的，何时是个头。

5、《资治通鉴》的笔记-第1040页

        这个经不起打击的公子哥。

6、《资治通鉴》的笔记-第18页

        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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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资治通鉴》的笔记-晋纪二

        为政之道,过宽过严皆不宜。秦过严之,汉则宽之;魏严之，晋则宽之。

8、《资治通鉴》的笔记-第622页

        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读完第一册

9、《资治通鉴》的笔记-第18页

        魏文侯用人之明！
领导主要就是用人，对具体的技艺可不精通：“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
聋于官也”
越有钱越要谦虚：贫贱者娇人耳，富贵者安敢娇人！国君而娇人则失其国，大夫而娇人则失其家！
君子察人之道：
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

10、《资治通鉴》的笔记-第24页

        严仲子杀韩相侠累：
严仲子和韩相侠累有仇，为了杀他，其以百金厚葬聂政母。聂政刚勇之人，他对自己无所畏惧，因此
普通方法无法收买其人。因此，严仲子，就必须对其关心之人，其亲人，也就是其母，表达“义”，
并通过次来收买聂政。这就是聂政受制于他人的把柄，即是他所认为的“义”，他也因此而终受其
累~

11、《资治通鉴》的笔记-第14页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
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12、《资治通鉴》的笔记-晋纪二

        魏代汉, 晋代魏,都起于君主权力的极端弱化。而源头就是如何分权，亲戚及大臣，两方也是不能偏
颇的关系。

13、《资治通鉴》的笔记-第十五卷 汉纪七

        诏曰：“间者数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
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
养或废，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
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
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
远思，无有所隐！” 
汉文帝的问题蛮有趣的。

14、《资治通鉴》的笔记-第8页

        赵简子使尹铎治晋阳，以做自己将来保障之用。尹铎上任后，通过削减居民户数的方法，减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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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赋税，以此来笼络人心，待后期晋伐赵的时候，赵后人依靠晋阳最终保障下来，并且最后连接魏、
韩，三家分晋，逆袭。
尹铎这种做法，晋阳百姓肯定要让他们知道，否则就百搭，并且要让这些百姓理解，这种“恩惠”只
有赵侯特殊的恩典。百姓整体上是愚蠢的，给这点小恩惠，就誓死保护赵氏了。但是这种历史环境下
，人们认为这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遇到明君了，他们不知道他们其实还是被剥削的，当然人们是无
法跳出历史环境，站在更高的视野的，我们现在其实也是一样。
尹铎这种做法，肯定是和赵简子“串通”好的，赵简子故意让这种治理能够施行，否则如果他看中赋
税，那么尹铎的方法是施行不成的。
笼络人心的最好方法，就是给他们好处，并且让他们认为自己是那特殊的”一群“，自己得到了”特
殊的恩惠“。

15、《资治通鉴》的笔记-第636页

        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策论建议独尊儒术，受重用。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
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
皆罢。”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可，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
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董仲舒策论结尾段《春秋》大
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
，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
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以礼匡正易王之事，身体力行啊，颇有尧舜遗
风。

16、《资治通鉴》的笔记-第26页

        主要是26页到30页的内容，主要说的内容是吴起。
司马光整体上对吴起是有微词的，是不认同的。
魏武侯问政吴起，吴起对答，国宝，在德不在险。对话，也显示了武侯相比文侯，要稍逊一些，其自
身对山河之固为国家之固的评论，体现了他狭隘的眼见，这也说导致武侯终不信吴起之根源。
吴起与田文争相，体现吴起恃才，恃才者，眼界肯定受到局限，因此它考虑不到主少国疑，功高震主
的问题，因此我们时刻警惕自己，不可太恃才。
魏相公叔设计骗吴起，其利用的心理，就是有才士子这种恃才，其内心关于出身尊卑感的弱点，因此
断定吴起必经不起羞辱，“有才”“有骨气”的“血气”男子，必中“蔑视之计”！
楚悼王死，吴起临死也拉上害他的人垫背，这种在危险之计的深谋远虑，远胜害他的这些贵戚大臣。

17、《资治通鉴》的笔记-第1页

        有时睡前担心睡下了就醒不来。看看书，了解了解事物发展规律

18、《资治通鉴》的笔记-第4页

        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
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

19、《资治通鉴》的笔记-第1页

        周威烈王23年，三家分晋，司马光认为是天子自坏礼制而最终成三家诸侯，然而为何天子要自坏
？若不自坏，她是否能够自救？司马光所赞同的儒家礼制，是依靠人心善良而建立起来的，需要自我
约束完成，这样的体制没有可靠保障，是否能够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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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资治通鉴》的笔记-00

        我只是看看，作者竟然是司马迁？豆瓣居然犯这样的错误？

21、《资治通鉴》的笔记-晋纪二

        吴蜀亡国的共同原因:一、力量太单薄，无法同中原抗衡；二、君主无德，佞臣当道，离心离德；
三、劳民伤财，蜀国连年征战，吴国经常内耗。

22、《资治通鉴》的笔记-第二百卷

            ”故后王氏、故淑妃萧氏，并囚于别院，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窍壁以
通食器，恻然伤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对曰：“妾等得罪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
”又曰：“至尊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乞名此院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处置。”武后闻
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断去手足，捉酒甕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
之。“

脑补武后笑着说：”啧啧啧你们两个人不是做着重获自由的黄粱大梦吗？我啊，让你们醉到骨头里去
！“
真是好狠。。。为什么高宗还这么爱她。。

”王氏初闻宣敕，再拜曰：“愿大家万岁！昭仪承恩，死自吾分。”
     这话说的骄傲至极啊，贵族女子的骄傲表现的淋漓尽致，至死都不承认你武昭仪是皇后！你就是武
昭仪，就算你杀了我，我也还是叫你武昭仪！可惜就可惜在你王皇后无嗣啊！

“淑妃骂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宫中不畜猫。
’

23、《资治通鉴》的笔记-第10页

        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

24、《资治通鉴》的笔记-第4009页

        
    淮南王苻生，幼时丧失一眼，祖父玩笑曰瞎儿仅一只眼流泪。苻生性情暴烈，于是激愤之下，拔出
佩刀刺入瞎眼，说流血亦为眼泪。祖父见状，劝其生父尽早除之，以免见祸。其父不忍，凭谶文立为
太子。从此生灵涂炭，沮丧期间残忍无度，纵容朝宴之上群臣酩酊，暴杀太医直言劝解，忌讳盲眼词
语禁说，群臣保全一天如度十年。
    此人如商纣、董卓，而历史中不为少数，君主上位者固然可暴戾任为，纵性为时有限，一旦激起民
怨，富贵到头身首异处。可叹其祖父见其年幼乖戾举动，三岁见大。

    东晋谢安，祝其兄长抚慰将士，洞察隐患，防其身首异处；闲居会稽，以山水典籍为乐，其妻见谢
家门庭显赫，认为不思进取，谢安手掩鼻子作答，“难以逃脱父兄之命运”。史书中神态描写常常作
绝，这一掩鼻之举，可谓绝伦。其妻为刘惮之妹，然而非常时势非常举措，何曾通常人所能明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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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劲其人，二次见史，一次被包袭面露喜色，曰其志向便是临危受命，终于得见机遇；二次被抓获
，面仍无惧色。其心被揣度为志向气度不留于常人，或可获重用，或可遭屠戮，最终认为不被驯用，
成为祸患被戮。君子锐其才，渴立身于世，反因其才被诛，所以高祖刘邦奖赏丁公诛杀季布。

    354-369，桓温数次北伐，施展其能耐，多次被朝廷按压。376年，苻生之后苻坚历经万难统一北方
，7年后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北方再次陷入分裂。摇摆之年，百姓家难留长子长孙，牛马相食，遂366
年涌现敦煌莫高窟，从此北魏至元代续有开凿，生灵涂炭，畏忌生死。

25、《资治通鉴》的笔记-晋纪十二

        西晋彻底结束了, 扶大厦于将倾的人物终归还是没有出现, 在湮灭的那一刹那,臣属脑中闪现的还是
利益, 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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