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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四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品牌”；它是古代中国的正史，大多是官修史书。
“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典籍，是汉人司马迁的《史记》，其下依次是《汉书》（汉班固等）、《后
汉书》（汉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梁沈约）、《南
齐书》（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
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徵等）、《南史》（唐李延寿
）、《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晌等）、《新唐书》（宋欧阳修等）、《旧五代
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
、《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此中不包含先秦的《春秋》、《国语》等史典，也不包括其后的《清史稿》。
司马迁承父志完成了《史记》，功彪青史；班氏两代三人鼎力做《汉书》，光耀千载。
把他们称作中国史书“纪传体”和“断代体”的始祖，不仅仅在于他们的肇始之功——他们把对史学
、文学、科学、经济、典制、历法、种族等等的研究熔于一炉，使史上的文化遗痕成为有案可查的信
史，也因为他们难能可贵地以自己的头脑、学识与胸怀，高屋建瓴地厘清了纷纭繁杂的历史头绪，为
后人创立了一套最能切近历史面貌且尽可能客观、周到、翔实地记述历史的史书编纂方法、思路与体
例，虽然此后的史书作者在这方面有所修订与扬弃，但大致上是在马班开辟的治史道路上前行的。
尽管“二十四史”的成就各有千秋，思想上有高下之差，文字上有精粗之分，视野上有阔仄之别，但
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记载了大量的人与事，并让读者从这些人与事中，深切地领略历史，感悟人
生，而这，于今人恰恰是最有意义的。
亦即，史上的很多遗痕，早已湮灭在苍苍黄土下，沉浸在残简片牍间，成为今日少数专业人士的“领
地”，广大老百姓对历史的关注，大抵还是聚焦于那些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历史人物，以及他们演绎
出的那些色彩缤纷的历史活剧。
这，也正是我们下大力气组织一些愿意致力于普及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从浩如烟海的“二十四史
”中披沙拣金一般甄选、编撰出这样一套《二十四史故事》的心理依凭。
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从历史中汲取养分的。
他对“二十四史”的关注非同寻常，对其中许多篇章反复研读，作了大量的圈点和旁批，并时常推荐
给其他的党政领导同志。
到了晚年，“二十四史”仍是他要时时翻阅的典籍之一。
这充分表明了“二十四史”莫大的文化魅力和思想价值。
在历史艰难的漫漫进程中，政治，无疑具有非常强大的推动力（这样说并非是要排除科技、文化等元
素的力量），尤其是在远古，在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而出于最基本的人性，世人对历史文化的
观照与审视，更多是以人与事为焦点的，所以，我们这套《二十四史故事》在体例设计上，没有再沿
续前面的成规：书书与原籍对应，而是以类别为纲，分别贯通这“二十四史”，这样，就有了“战争
卷”、“用人卷”、“治政卷”等成集形式。
“战争”，是古代政治最集中最有效和最终的体现，“用人”，则是治政大业中最核心的环节，故而
，特把这两者单独立卷，其它的“手腕”，则留在了更为丰厚的“治政卷”中。
各卷的“类别”，难免有旁逸斜出的重叠（尤其是“治政”与“用人”），因为这“分类”也只是个
大致的勾勒。
另外，为了突出“文史名著”这一意象，各卷内容以其在“二十四史”中的（时间）位序次第顺列，
遴选出的故事，亦以其所在典籍中的位序依次接排，这样，同一个人物（比如汉武帝）的不同故事，
可能会因其在原书中出处不同，在本书中的位置也就不一定是连贯紧凑的，因为，我们的体例还是要
尽力遵从典籍的原貌。
这点，请读者阅读时留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二十四史”中不包含清代（即便是民国后出现的“二十五史”之说，也没有包
含清代，只是加进了清人柯劭■做的《新元史》），而人们在说到中国的历史纪年时，常会顺口道出
“唐宋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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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这种习惯的遵从，我们也染指了虽未完工却也最终成了书的《清史稿》，从中选取了少量的故
事。
在章题上，我们为“清”加了括号，以表明此乃“二十四史”的“特邀嘉宾”。
毫无疑问，编写这套书，编者们虽然下了很大的心力，但这种沙里澄金的劳作，绝对难免挂一漏万，
出现一些人们常说的“遗珠之憾”将是必然的，这万望读者谅解。
你们说一句“编得还可以”，我们就很满意了。
我们意在抛砖引玉：如果我们这并不完备的工作，能够起到引领热爱传统文化的读者一步步踏入古籍
之海，并能渐入佳境，最终自如地畅游其间，那是令我们最最欣慰的。
高苏2007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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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四史”是官修正史，中国最堂皇的传统文化品牌。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把对史学、文学、科学、经济、典制、历法、种族等等的
研究熔于一炉，并以自己的学识与胸怀，高屋建瓴地厘清了纷纭繁杂的历史头绪，为后人创立了一套
最能切近历史面貌且尽可能客观、周到、翔实地记述历史的史书编纂方法、思路与体例，虽然此后的
史书作者在这方面有所修订与扬弃，但大致上是在马班开辟的治史道路上前行的。
　　史上的很多遗痕，早已湮灭在苍苍黄土下，沉浸在残简片牍间，成为今日少数专业人士的“领地
”，广大老百姓对历史的关注，大抵还是聚焦于那些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历史人物，以及他们演绎出
的那些色彩缤纷的历史活剧。
　　在历史艰难的进程中，政治，无疑具有非常强大的推动力，尤其是在远古，在人类文明的“初级
阶段”。
这套《二十四史故事》在体例设计上，是以类别为纲，分别贯通而下。
“战争”，是古代政治最集中最有效和最终的体现，“用人”，则是治政大业中最核心的环节，故而
，特把这两者单独立卷，其它的“手腕”，则留在了更为丰厚的“治政卷”中。
　　“二十四史”中不包含清代（即便是民国后出现的“二十五史”之说，也没有包含清代，只是加
进了清人做的《新元史》），而人们在说到中国的历史纪年时，常会顺口道出“唐宋元明清”。
出于对这种习惯的遵从，我们也染指了（虽并未完工却也成了书的）《清史稿》，从中选取了少量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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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乐运方正直谏　用典签控制方镇　　太武帝明于刑赏孝文帝与众不同三、隋唐宋辽时期周宣帝纲
常废弛　隋文帝勤勉怀柔　杨坚逃脱“鸿门宴”　杨广取宠争位　主上贤明诤臣如云　隋炀帝活用越
国公　隋炀帝驱民逞欲　李渊先声夺人　唐太宗恭待“十八学士”　太宗著《帝范》诫太子　太宗点
评隋文帝　褚遂良叩血阻废后　武则天灭李立“周”　唐中宗养虎为患　后宫乱罢皇权倾　武则天豢
养告密者　唐太宗力戒贪官　唐高祖祸起萧墙　武则天借刀杀人　唐太宗挂怀贤臣　李劫躬事两朝　
唐太宗以臣为镜　魏征诤谏为君　虞世南“五绝”超群　苏世长谏高祖　唐玄宗的驭臣之术　唐太宗
悔责诤臣　唐玄宗重罚皇亲　柳公权犯颜直谏　贤内助助明君　明主用诤臣　李泌力谏保太子　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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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世宗论为政之道　胥持国毁誉参半　庸官无能居高位　元世祖委任以专　忽必烈重儒治天下　元
武宗涉险即位　权臣当道阻继位　怀柔贤良治远陲　高智耀崇儒荐贤　彻里当庭力劾奸臣　明君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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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洋务运动　能臣张之洞　力挺民族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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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周武王礼遇“三仁”：微子开是殷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同父异母兄。
纣王继承了帝乙的王位后，荒淫无道，微子几次劝谏，纣王都不听从。
大臣祖伊见西伯姬昌深得民心，灭掉了阢国，担心不久祸降殷商，就提醒纣王保持警惕，而纣王却不
在乎地说：“我生于世上，不是享有天命吗？
姬昌能把我怎么样！
”微子听到纣王这样讲，心想他已无可救药，便想以死殉国，但离开京师后又开始犹豫。
于是，微子去请教太师、少师，在叙述了对殷商现状的忧虑后，他问道：“太师，少师，我是离开国
家远行好呢，还是留下来维护国家，使之免于灭亡？
现在要是你们无意告诉我，我就会陷于不义，怎么办才好呢？
”太师答道：“王子啊！
上天降下大灾，要灭亡我殷国。
王上竟然上不畏天，下不听长辈之言。
殷国的民众也亵渎对天神地祗的祭祀。
如果你死，国家能得大治，那才死无遗恨；如果你死了，国家仍旧难逃灭亡的命运，那还不如离国出
走。
”微子以为言之有理，离国而去。
箕子也是纣王的同父异母兄。
纣王开始使用象牙筷子时，箕子便觉得苗头不妙，叹道：“他用象牙筷子，其后一定会要玉杯；用玉
杯，接着又必然想得到远方的奇珍异宝。
华美车马的讲究、舒适宫室的追求就要从此开始了，国家从此会走向灭亡！
”后来纣王果然沉湎于酒色之中，箕子多次劝说不听。
有的人劝他道：“你可以出走啊！
”箕子道：“身为臣子，谏而不听即出走，那是彰显王上的过失，取悦于愚民，我不忍心这么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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