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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经》，初名《巾经纂》。
作者宋宗元，字鲁儒，号悫庭(一号光少，又号梅花铁石主人)，清代元和(今江苏苏州)人。
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卒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享年七十岁。
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宋匡业为当朝贡生，性爱梅，咏梅诗成帙为《咏梅诗集》。
乾隆三年(1738)宗元中举人，先后任直隶成安、良乡知县、天津清河道、光禄寺少卿。
辞官归乡之后，将早已荒废的南宋吏部侍郎史正志的万卷堂买下，重新扩建成一座私家宅第花园，以
为奉母养亲之所，并沿引“渔隐”旧意，以“网师”自号，更名为网师园。
在园中梅花铁石山房潜心著述《巾经纂》20卷、《识字略》10卷、《网师园唐诗笺》18卷等，今均有
传本。
宋宗元生活于“康乾盛世”。
清朝初期，出现了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但清朝已经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十分
尖锐。
清政府出于统治的需要，强化思想控制，在文化上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和怀柔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
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仍然利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约束民众。
在此形势下，一些儒学之士在尊儒重道的同时大谈明哲保身之道，这就使得明朝后期冯梦龙的《智囊
》等所谓的“智慧”之书盛行起来，各种类型的翻刻本、增补本不断出现，如《智囊补》、《增智囊
补》、《增广智囊补》等等，但大都创意不多，内容也无所增益。
《巾经纂》则博采众长，推陈出新，为这种智慧之书的压轴与创新之作，故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
本卷首又题“续智囊补”。
《巾经纂》是一部类事类书，仿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体例，集中国古典文化之精髓。
全书共分仁、义、礼、智、信五帙，每帙又分四目，成为卓鉴、远猷、伟度、慧力、仁方、政术、粒
民、折狱、师谋、经务、讽谕、说辞、控驭、妙应、利导、沉几、穷变、处嫌、释纷、奇谲等二十类
，每类各为一卷，共二十卷。
卷前皆有小序，后面各段采录纪传体二十三史事实，段后皆附作者论断点评，有的还于卷末会通全卷
宗旨。
当然，书中前后体例并非完全一致，个别地方也有剪裁失当之处，尤其是所转述的史实与原文，间或
略有文字出入。
《巾经纂》的取材范围较为广泛，囊括了清朝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正史记载，上下长达四千余年，共
收录五百多个历史故事，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及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举人物既有帝王将相、奸雄大儒、富商大贾，也有戍卒小吏、僧侣道尼、市井百姓。
所录故事上至经国济世的远猷奇谲、排兵布阵的用兵之道、断案决讼的明察睿智，下至治家理财的精
明算计、化险为夷的应变能力、为人处世的方法技巧。
所有这些人物事迹大多真实可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精彩的智慧长卷，有助于人们了解当时的社
会与人生。
《巾经纂》内容广泛，基本上是谈论怎样用行为修养来统揽处世的方法和经验，及如何处理政事和治
国理民，几乎涉及了从政处世的各个方面。
既有初入政坛的远见卓识，交往过程的辨别奸恶，图谋进取的深藏不露，处理事务的深谋远虑，事前
筹划的周密细致，又有为官时的宏伟度量、宽容气度、博爱胸怀、从政技巧、理乱之术、用兵之道、
驭人之术、用人之道、言辞应对，以及断案、救荒、理财、进谏、平叛、诡智、奇谋等。
此外还有怎样避免遭人猜疑暗算，如何因势利导、平息纠纷等相当丰富的内容。
《巾经纂》在反映宋宗元思想的同时，在传扬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等方面也有巨大的价值，
正如《燕大书目》中所讲：“其作书之旨，自其善者而言之，可以为立身治国之借镜，颇有裨于学问
经济。
”它不仅囊括了《资治通鉴》的精华，而且其内容及价值可与《长短经》相得益彰，具有同等的实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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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经纂》取材主要来自正史，汇集从政处世谋略，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各方面的制度和政
策，而且作者的议论又杂采经史子集所载古人行事，叙述历代经典，糅合儒、兵、法诸家思想。
这些记述议论对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巾经纂》选取史书记载的典型事例，不以阴谋诡计、歪门邪道鼓惑人心，提倡博爱、宽容的为政之
道，弘扬-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为人处世风尚，而且作者的议论从为人处世的角度出发，探讨其成功的经
验和失败的教训。
这些记述议论为人们提供了很好的立身原则和借鉴规范，值得我们加以全面总结。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借鉴了很多知名人士的优秀作品及资料，在此给予衷心的感谢。
受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尽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朋友和专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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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巾经纂》是一部类事类书，仿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体例，集中国古典文化之精髓。
全书共分仁、义、礼、智、信五帙，每帙又分四目，成为卓鉴、远猷、伟度、慧力、仁方、政术、粒
民、折狱、师谋、经务、讽谕、说辞、控驭、妙应、利导、沉几、穷变、处嫌、释纷、奇谲等二十类
，每类各为一卷，共二十卷。
卷前皆有小序，后面各段采录纪传体二十三史事实，段后皆附作者论断点评，有的还于卷末会通全卷
宗旨。
当然，书中前后体例并非完全一致，个别地方也有剪裁失当之处，尤其是所转述的史实与原文，间或
略有文字出入。

　　《巾经纂》的取材范围较为广泛，囊括了清朝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正史记载，上下长达四千余年
，共收录五百多个历史故事，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及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举人物既有帝王将相、奸雄大儒、富商大贾，也有戍卒小吏、僧侣道尼、市井百姓。
所录故事上至经国济世的远猷奇谲、排兵布阵的用兵之道、断案决讼的明察睿智，下至治家理财的精
明算计、化险为夷的应变能力、为人处世的方法技巧。
所有这些人物事迹大多真实可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精彩的智慧长卷，有助于人们了解当时的社
会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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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清代）宋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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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夏天，四月，癸未日(十七日)，昭帝在未央宫驾崩。
没有儿子来继承帝位。
那时，武帝的儿子只余下广陵王胥，大将军霍光和群臣商讨将立何人的时候，大家都支持广陵王。
文陵王原本由于品行失检，被先帝所废，因此霍光内心觉得很不安。
在郎官中有人便上书说：“从前周太王废弃了长子太伯，却立太伯的弟弟王季为继承人；文王也舍弃
了长子伯邑考，而立武王为后。
这都是要看如何处置才是适宜的，如果适宜的话，哪怕是废长立少，也是可行的。
像广陵王这种人，不可以继承大统。
”这些话正切合了霍光的心意。
霍光就把郎官的奏章出示给丞相杨敞等人看，而选拔了这个郎官担任九江太守。
当天就奉了皇后的诏令，命行大鸿胪事少府史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等人前去
迎立昌邑王贺，派了七辆传车，飞速去载他到长安的官邸来。
昌邑王被立为皇帝之后，荒淫嬉戏，毫无节制。
原先在昌邑的官吏，都征调到长安来，而且常常不依资历，就升迁了他们的官爵。
从前的昌邑王相安乐，就被提升为长乐宫的卫尉。
龚遂见到了安乐，就流泪对他说：“大王立为天子之后，日渐骄傲自满，而且不再听从我的劝谏了。
如今还在昭帝的丧期，就天天和左右近臣一同喝酒作乐，看虎豹相斗，还召集了作为前导的革车和九
旒的旌旗，到东西各处去盘游，所作所为都有悖于常理。
古制宽大，规定大臣能够隐退：如今却欲暹不得，想佯装发狂，又担心被人看穿了。
像这样下去，将来恐怕要牺牲了生命，还要被世人所耻笑啊！
这该怎么办呢？
您，是陛下做昌邑王时的丞相，应当要极力去劝谏才对啊！
”王梦见有苍蝇的粪便堆积在西阶东边，大约有五、六石那么多，用大的屋瓦覆盖着，就问龚遂这是
什么原因。
遂说：“陛下所读的《诗》中不是已经说过了：‘那飞来飞去的苍蝇，由于会变黑为白，使干净的变
成脏乱，因此应该让它远远地停在那园圃的篱笆上，不能让它飞到室内来。
同样的道理，一个和乐平易的君子，也不应去听信谗言。
’如今陛下左右的谗人很多，就像是这些苍蝇的粪便啊！
因此应该注意进用先帝大臣的子孙，去亲近他们，使他们成为陛下的左右近臣。
假如不忍舍弃从昌邑来的那些故旧，而信用了谗言阿谀的人，必定会有灾祸发生。
希望能转祸为福，把那些人统统都加以废弃，我就是该先被弃逐的一个。
”王不听从。
太仆丞河东郡人张敞上书进谏说：“孝昭皇帝早逝无子，大臣们都很担忧，就去选贤举圣，要来继承
宗庙，当向东去迎接大王的时候，就担心进京太迟。
如今天子以壮年才即位，天下百姓无不拭目倾耳的期待着，急盼看到有些什么善政美俗。
结果却是辅国的大臣还没受到褒奖，从昌邑来的那些后进小臣却先得到升迁，这是最大的过失啊！
”王也不听信他的话。
大将军霍光这时就觉得十分忧心烦懑，便私下为这件事情单独向平素所亲近的旧属大司农田延年询问
计策，延年说：“将军是国家的重臣，既然知道这个人不可以担当重任，为什么不去报告太后，建议
另外改选贤能的人来拥立呢？
”霍光说：“如今就是想要这么办，不知道古时候曾经有过这种事情没有？
”延年说：“伊尹辅佐商朝的时候，曾经流放了昏庸无道的太甲，来安定国家，后代的人都赞许他的
忠心。
将军如果能也这么做，那就是汉朝的伊尹了。
”霍光便引荐延年在殿中供职，委任为给事中，以便随时商讨国家大事，暗中又同车骑将军张安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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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商议。
当王出游的时候，光禄大夫鲁国人夏侯胜便拦在车驾前面进谏说：“上天长久的阴舞而不下雨，这预
示人臣将会有谋逆的事情发生，会对皇上不利。
如今陛下外出，是想要到哪里去呢？
”王很生气，指夏侯胜妄作妖言邪说，便把他捆绑起来，交给官吏去审理。
官吏把这件事报告了霍光，霍光没有依法处置他。
后来霍光认为是安世泄漏了他们的说话，就去责备安世，其实安世是一点也没泄漏什么，因此便把夏
侯胜找来追问原因。
胜回答说：“《鸿范传》里说：‘一个当国君的人，假如处事多失，不得中道，就威风遭受上天惩罚
，使得天气时常阴箍，不能放晴。
君乱且弱，下激良怒，因此就有下人讨伐皇上的灾祸。
’由于不敢明言下人将要讨伐皇上，因此只说是‘臣下育逆谋’。
”光同安世听了，都大吃一惊，因而更加重视熟悉经术的人。
侍中傅嘉也多次进谏，王也是把嘉捆绑了，拘押监狱里去。
霍光和张安世已经商议好了，就命田延年去报告丞相敞。
杨敞听了，十分惊恐，不知该说些什么，吓得汗流浃背，只是恭敬的应诺而已。
延年站了起来，到了厕所去。
杨敞夫人连忙从东厢跑出来告诉杨敞说：“这是国家大事，如今大将军已经商议好了，命九卿来告诉
你，你不赶紧答应，同大将军同心协力，还在那里迟疑不决，是会首先被杀害的啊！
”延年从厕所回来，杨敞夫人便向延年参进言语，同意了这个计划，说是：“遵奉大将军的命令。
”癸巳日(二十八日)，霍光集合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在未央宫开会。
霍光说：“昌邑王德行昏乱，唯恐会危害到国家的安宁，怎么办呢？
”群臣听了都惊慌发愣，吓得面无人色，不敢说话，只是恭敬的应诺着而已。
田延年就站起身来，走上前去，离开了座席，手按着剑，说：“先帝将年幼的孤儿托付给将军，把治
理天下的重责大任也委托给将军，这是由于知道将军是既忠心又贤能，能够安定刘氏的天下。
如今自从昌邑王为帝以来，下面的群众对他的行为十分不满，因而人心不安，议论纷纷，国家将由此
陷入倾亡的危险境地；况且汉朝的历代帝王所传用的谥号，所以都加有一个‘孝’字的缘故，就是为
了要使子孙能永远保有天下，使祖先能够享受到子孙的祭祀。
如今如果汉家因此而亡国绝祀，那么将军纵然也因此而死，又有什么脸去见先帝于九泉之下呢？
因此今天所讨论的事情，应当赶快有一个决定，不得再推托迟延，群臣中如有犹豫不决，迟迟才答应
的，请允许我马上用剑杀了他！
”霍光道歉说：“九卿对我的责备是对的！
天下人议论纷纷，对政局都感到不安，我霍光是应当受到责任的。
”因此参与会议的人都叩头请求说：“天下人民的生命安危，都关系在将军一人的身上，我们都将听
从大将军的命令！
霍光就和群臣一起进见太后，向太后详细的陈述昌邑王不可以继立为帝的情形。
皇太后便乘车到了未央宫的承明殿，命各处宫门的守卫，不准让昌邑王手下的群臣入宫。
当昌邑王去朝见了太后回来，乘车想要回到未央宫的温室殿去时，在宫中黄门内工作，归少府黄门令
管辖的宦官们，每人都各自把持控制着一扇门，在昌邑王进去之后，就把门关起来，其他昌邑王手下
的群臣们都不准进入。
昌邑王说：“为什么关了宫门？
”大将军霍光跪着说：“有皇太后的诏令，不准让昌邑王属下的臣子们进宫！
”昌邑王说：“慢一点儿来，何必弄得这样吓人呢！
”霍光命人把昌邑王的臣子们都赶到了金马门外去。
之后让车骑将军张安世带领禁卫骑兵去逮捕了二百多人，把他们送到廷尉的特别监狱去。
还命令从前在昭帝宫中的侍中和中常侍们看守着昌邑王。
霍光又警告那些侍中和中常侍们说：“要小心的看住他，一旦让昌邑王突然间死了或是自杀了，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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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我对不起天下人，使我担了一个杀害君主的罪名。
”昌邑王这时还不清楚自己会被废掉，就告诉左右的人说：“我那些原在昌邑王府居官的臣僚侍从们
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大将军都把他们逮捕起来了？
”P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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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学经典:正经》：《巾经纂》是一部类事类书，仿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体例，集中国古典
文化之精髓。
《巾经纂》的取材范围较为广泛，囊括了清朝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正史记载，上下长达四千余年，共
收录五百多个历史故事，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及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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