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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兴起于二十世纪初，鼎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
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掀起至今，无不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
化中的一次次定位固基。
一般来说，国学指以释道儒三家学问为主干，文学艺术、戏剧音乐、武术菜肴、民俗礼仪等等为枝叶
的传统中国文化体系。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
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他列从
属地位；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近代学者邓实定义国学说：“国学者何？
一国所自有之学也。
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
有其国者有其学。
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
⋯⋯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
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
”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同时也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总的来说，国学是有别于西方学术，独具特点且自成体系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人文
理念和认识方法。
其博大精深之内涵，雄厚内敛之魂魄，足以令世人千百年传诵。
可以说国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其中蕴含着前人洞察世事的精妙哲理。
学习国学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为人处事的方法，增强个人的文化修养，使思想在“润物细无声”中
得到浸润和升华。
为让广大读者能够真正与国学亲密接触，京华出版社去芜存菁，在卷帙浩繁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精
心挑选出一系列国学经典。
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通过释疑、修饰、考证、援引等，汇编成为《中华国学传世浩典》丛书，以飨
读者。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文明早已中断，而中华文明则一脉相承，历经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一路
坚强地走来。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对年轻的一代来说，了解中国过去所发生的大事，体认中国的文化传统，感悟中
国人的生存智慧，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编者在每一篇故事前插入了简评，或诗词，使本书的知识含量最大化；大量精美的图片，使本书呈现
出丰富的文化内涵。
衷心地希望本系列丛书能成为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使您在品味国学博大精深的同时，能从中汲取源
源不断的智慧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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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治通鉴》，历代学者文人及明君圣主推崇备至的经典之作，毛泽东生前曾通读达十七遍之多，曾
国藩生前多次阅读此书，并称：“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网罗宏富，体大精深，为前古所未有。
”在中国古代文学和史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对于这么一部历史巨著，要想直接阅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书以故事为线索，从原著巨大的
篇幅及零散的叙述中，抽取完整的故事，加以整理、组织、并运用准确、流畅的白话文进行叙述，让
您与它“亲密接触”，在轻松阅读中，源源不尽的汲取古人的睿见卓识，在丰富深广的历史经验中，
让自己的人生阅历获得深化和拓展。
《资治通鉴故事》这本书，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以故事为线索，从原著巨大的篇幅及零散的叙述中
，抽取完整的故事，加以整理、组织，并运用准确、流畅的白话文进行叙述，使读者在轻松阅读的过
程中，既获得丰富的历史知识，又得到趣味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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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资治通鉴故事：上第一章 周纪周朝时，国家的基础建立在分封和禅让制度之上。
但是到了东周，就出现了孔子所谓的“札崩乐坏”：由于诸侯势力日益强大，天子的权威便不再被重
视；而在各个诸侯国内部，也常常出现臣子冒犯国君的情况。
春秋后期，晋国大夫智宣子专政，他想把儿子智瑶立为家族的继承人。
族人智果反对说：“智瑶不如你的另一个儿子智宵。
虽然智瑶有五个优点，那就是：第一，他仪表堂堂，身材高大；第二，他精通射箭，擅长驾车；第三
，他技艺出众，才华超人；第四，他能言善辩，文词优美；第五，他坚强果断，刚毅勇敢。
“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不讲仁义，刚愎自用，为人傲慢。
靠着自己有五个优点，就盛气凌人，不讲仁义，谁能受得了昵？
如果真的让智瑶做智家的继承人，智家一定会灭亡的。
”然而智宣子没有听取智果的意见。
为了躲避智家的祸乱，聪明的智果就通过太史证明，把自己家从整个智氏家族里分出来，另外立了辅
氏家族。
 大夫赵简子的儿子里，大儿子叫伯鲁，小儿子叫无恤，赵简子想立继承人，却不知道立谁好。
于是他把训诫的话分别写在两块竹简上，交给两个儿子，让他们认真记住上面的话。
过了三年，赵简子叫来两个儿子，问他们竹简上的内容。
伯鲁吱吱唔唔说不上来，让他拿竹简出来，竹简已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
再问无恤，无恤背得滚瓜烂熟，问他要竹简，他就从袖子里拿出来交给赵简子。
于是赵简子就认为无恤能干，把他立为赵家的继承人。
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临走时尹铎请示说：“我这次去是要搜刮民脂民膏还是要让百姓幸福安康？
”赵简子说：“当然是要让百姓幸福安康。
”于是尹铎到了那儿，减免赋税，让百姓生活富足。
赵简子知道了，就对无恤说：“一旦晋国发生祸乱，你不要嫌尹铎地位不高，也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
，一定要去那儿投靠他。
”智宣子去世后，智瑶继承他的位置，就是智襄子。
智襄子专擅晋国大政，暴虐无道。
他和大夫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喝酒，宴席上戏弄韩康子，还侮辱他的家臣段规。
智襄子的家臣劝说主公，让他别对人没有礼貌，以免招来灾祸，智襄子不理睬。
智襄子还平白向韩、魏两家索要土地。
韩康子和魏桓子因为实力不够，只好暂时忍让，给智襄子土地，但心里都窝着一团火，打算将来找机
会报仇。
  这时赵简子也已去世，无恤继承家业，就是赵襄子。
智襄子又向赵襄子索要蔡和皋狼两处土地，赵襄子不给。
智襄子勃然大怒，带着韩、魏两家的军队攻打赵家。
 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退守到了晋阳。
智襄子统率三家联军包围住晋阳，并挖开汾水，引水淹没城墙。
城墙被水浸没，露出水面的只剩六尺了，炉灶都沉在水底，到处爬满青蛙，然而城里的百姓却丝毫没
有背叛的想法。
 智襄子乘坐战车巡察水势，魏桓子驾车，韩康子在旁边保护。
智襄子得意地说：“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水也可以让别人的国家灭亡。
” 魏桓子听了，用胳膊肘偷偷捅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也轻轻踩了一下魏桓子的脚。
两人同时会意：这么说来，智襄子也可以用汾水淹魏的安邑城，用绛水淹韩的平阳城了。
 智襄子的谋士缔疵提醒他说：“韩、魏两家一定会谋反，您要小心啊。
”智襄子问：“你根据什么判断的？
”缔疵说：“根据发生的事情就可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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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统率韩、魏两家的军队攻打赵家，赵家灭亡后，灾祸一定会波及韩、魏。
本来互相约好打败赵家以后，三家平分赵家的土地。
现在城墙快要被水淹没，城里的粮食也吃得差不多了，靠人肉马肉苦苦支撑。
赵家快要灭亡了，韩康子和魏桓子眼看就能分到土地，却一点也没有显露高兴的样子，反而愁眉苦脸
的，这不是要反叛是什么呢？
” 第二天，智襄子把缔疵的话转告给韩康子和魏桓子，他们赶紧解释说：“缔疵这人专讲别人坏话，
其实他才真的是想帮姓赵的说话，好让您怀疑我们的忠诚，来动摇您攻打赵家的决心。
您想，我们怎么会不愿意马上分到赵家的土地，反而要去做些会带来危险，而且不可能成功的事呢？
”两人告辞离去以后，缔疵走进来说：“主人为什么把臣子的话告诉他们两个？
”智襄子说：“你怎么知道的？
” 絺疵回答：“我看到他们出去时，对我仔细端详，而且步履匆忙，就知道他们的心意了。
”智襄子最终还是不听劝告。
缔疵为了避祸，就向智襄子请求出使齐国。
赵襄子派手下张孟谈偷偷出城，去见韩康子和魏桓子。
张孟谈说：“我听说唇亡齿寒。
现在智襄子带着韩、魏的军队攻打赵家。
赵家如果灭亡了，那韩、魏跟着也迟早会灭亡的。
”韩康子、魏桓子说：“我们也知道，打算背叛他。
但是担心事情还没成功，计划就已泄露，那我们就要大祸临头了。
”张孟谈说：“计划从你们两位的嘴里说出来，只有我的耳朵听见，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于是韩康子、魏桓子就暗中与张孟谈约好了行动的时间，然后把张孟谈送出去。
到了约定的时间，赵襄子派人在夜里杀死守护堤坝的官吏，决开堤坝放水冲智襄子的军队。
智襄子的军队忙于救水，乱作一团，韩、魏两家乘机从侧翼进攻，赵襄子也率领士兵冲击智襄子的前
军，一起打败了智襄子的军队。
于是他们杀死智襄子，并把智氏家族全部诛灭，只有智果因为已经分家，另外立了辅氏而得以保全。
从此韩、赵、魏三家共同把持晋国国政。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下令给予三家诸侯称号，韩、赵、魏三国独立，晋国灭亡。
秦孝公执政以后，励精图治，想要富兵强国，他任用商鞍并用政治手段支持新法，使秦国很快繁荣昌
盛起来。
  商鞅，原名公孙鞅，是卫国庶出的国君后裔，因为后来被封在商地，所以又称商鞅。
秦献公去世后，他的儿子即位，是为秦孝公。
当时在黄河、崤山以东有六个强国，淮河、泗水之间小国还有十几个，所有的国家都把秦国当夷狄看
待，排斥秦国，不让它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
于是秦孝公发愤图强，治理国家，整顿政治，想让秦国从此强大起来。
周显王八年（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在全国下令，先追怀祖先建立秦国并使之强大的功绩，然后说：
“门客和群臣只要想得出奇谋妙计，能够让秦国强大的，我就让他做大官，还封给他土地。
”公孙鞅听到秦孝公下的这道命令，就向西进入秦国。
公孙鞅喜好法家刑名的学问。
他曾在魏国国相公叔痤府上做门客，公叔痤看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想把他推荐给魏王。
但还没来得及推荐，公叔痤自己就先病倒了。
魏惠王来探病的时候，问公叔痤：“万一您的病有个三长两短，国家大事应当托付给谁呢？
”公叔痤回答说：“我的门客卫国的公孙鞅，虽然很年轻，却是一位奇才。
希望主公把国家大事都交付给他！
”魏王认为公孙鞅年轻，又没有名声，所以沉默不语。
公叔痤又说：“主公如果不听我的建议，不任用公孙鞅的话，那就一定要把他杀了，不要让他走出我
国的国境，为别国效力。
”魏王答应后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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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叔痤把公孙鞅叫来，告诉他刚才的事，然后对他说：“我以君主为先，以臣下为后，所以先替君主
考虑，然后才告诉你。
你赶快逃走，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公孙鞅说：“魏王不能听从您的建议任用我，又怎么会听从您的建议杀我呢？
”结果不走。
魏王回去后，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先生病得太厉害了，真不幸啊！
他让我把国家大事都交给公孙鞅，后来又劝我把他杀了，这不是自相矛盾，病得糊涂了吗？
”公孙鞅到秦国后，通过秦国的宠臣景监求见孝公，向孝公讲述富国强兵的办法。
秦孝公听了高兴万分，留公孙鞅一起商议国家大事。
公孙鞅想实行变法，但秦国的贵族都不赞同。
经过激烈的争论，秦孝公最终同意了变法的主张，于是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实行变法。
于是下令：百姓按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组织起来，互相监督，有事揭发，一家犯法，几家连坐；告发
奸谋的人与斩敌人首级得到的赏赐一样，隐匿不告发与投降敌人受到的处罚一样；立下军功的人，各
按标准受上等爵赏；私下械斗的人，各视情节处以相应的惩罚；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辛勤耕织而使粮
食布匹增产的，可免除徭役；经商以及因懒惰而贫穷的，全家收为奴婢；就算是宗室出身，若没有立
下值得称道的军功，也不能够录入族谱；为了使不同爵位的差别更为明显，不同等级的人，用不同的
名号称呼他们的田宅、臣妾和服饰；有功劳的人显达光荣，没有功劳的人再富有也没有光彩。
在法令已经制定但还没有公布的时候，公孙鞅怕百姓不信任，就在国都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桩
，悬赏十斤黄金，征求能将它搬到北门的人。
  大家都觉得奇怪，没有人敢上去搬。
 公孙鞅又下令：“能搬的人赏黄金五十斤。
”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走上去把木桩搬到北门，结果真的赏给他五十斤黄金。
公孙鞅就用这个方式，来向人民表示赏罚必行。
然后才正式发布变法的法令。
 变法令施行了一年，秦国百姓到国都上访抱怨，说新法不好的有几千人。
这时候太子也触犯了法令，公孙鞅说：“法令不能推行，正是因为上层有人触犯。
”就要处罚太子。
因为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对他施加刑罚，于是就处罚太子傅公子虔，又在太子师公孙贾的脸上
刻了字。
这样一来，第二天，秦国就没有人敢不遵从新法了。
 新法施行十年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林之中也没有强盗，百姓为国家战斗时表现得很勇敢，但却不敢
在私下里斗殴，乡村城市都安定繁荣。
秦国百姓当初抱怨说新法不好的，又重新来国都夸奖新法好。
公孙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法治的奸民！
”就把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去。
从此以后，百姓再没有人敢议论新法。
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1年），魏国大将庞涓⋯率军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
齐威王召集大臣商议，说：“我们是早点救好，还是晚点救好？
”成侯说：“不如不救。
”田忌说：“如果不救，韩国打不过魏国，就会被魏国吞并。
不如早点去救。
”孙膑则认为：“如果在韩、魏的军队还没有疲惫的时候就去援救，等于是我们替韩国承受了魏国的
进攻。
而且，这还相当于是听命于韩国才这么做的。
“魏国有吞灭韩国的野心，一定会尽力进攻；韩国眼看要被灭亡，一定会东来向我们诉苦。
我们应该等这个时候再出兵，既可以与韩国建立深厚的友谊，还可以趁魏军疲惫捡个大便宜。
这样，既有双重的好处，还能获得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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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威王听了以后连声叫好。
于是私下里答应韩国使者出兵，然后送他回国。
韩国仗着齐国许下诺言出兵，就大胆出击，与魏军交战。
结果连续五次都打了败仗，只好往东依附齐国。
齐国抓住时机出兵，派田忌、田婴、田盼带领军队，孙膑为军师，直接袭击魏国的都城，来解救韩国
的危机。
庞涓听说后，赶紧率军离开韩国返回。
魏国国内也发动全国兵力，任命太子申为将军，以抵御齐国军队。
孙膑对田忌说：“韩、赵、魏三国的军队向来骁勇善战，看不起齐军，认为齐军胆怯。
会打仗的人应该因势利导，《孙子兵法》上不是说了，从一百里外奔袭，会损失上将军；从五十里外
奔袭，只有一半士兵能到达。
于是命令齐军进入魏国境内以后，第一天筑十万口灶，第二天筑五万口，第三天只筑二万口。
庞涓跟在后头走了三天，越来越高兴，说：“我就知道齐军胆怯，才进入我国境内三天，士兵逃走的
就超过一半了。
”于是把步兵留下，只带领精锐骑兵，日夜兼程追赶齐军。
 孙膑推算庞涓的行程，估计傍晚能到达马陵。
马陵道路狭窄，而且两边地势险要，便于埋伏。
于是让士兵砍去一棵大树的树皮，在上面写“庞涓死此树下”六个大字，然后派齐军里擅长射箭的人
，带一万张弓弩埋伏在道路两旁，约定天黑以后看见火光就一齐射箭。
当天夜里，庞涓果然到达马陵。
经过那棵大树时，庞涓看到白树皮上写着字，就点起火把去照。
六个字还没读完，四周万弩齐发，魏军顿时大乱，争相逃命，一下子就溃散了。
庞涓知道无法挽回，这仗已经失败，于是自刎而死，还说：“竟成就了那小子的名声！
” 齐军乘胜大败魏军，俘虏了太子申。
 齐愍王灭掉宋国以后，非常骄傲，经常攻打其他诸侯，并且图谋天子之位。
乐毅带领诸侯联合军队讨伐齐国，很快攻下了许多城池。
 齐泪王灭掉宋国。
以后，非常骄横，四处攻打其他诸侯，甚至想吞并二周，立自己为天子。
燕昭王召来乐毅，与他商议攻打齐国的事。
乐毅说：“齐国凭借桓公称霸时打下的基础，土地广大，人民众多，不是单凭我们的力量能够打下的
。
不如联合赵国、魏国和楚国三个国家。
”于是燕王派乐毅出使联合赵国，又派使者联合楚、魏，还通过赵国旁敲侧击，以攻打齐国可获得利
益来诱导秦国。
各诸侯国都受齐？
昏王欺凌，争着与燕国联合去攻打齐国。
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燕王动员全国所有的军队，任命乐毅为上将军。
秦太尉斯离也率领军队和韩、赵、魏的军队会合，赵王还把乐毅任命为他们的相国，于是秦、韩、赵
、魏的军队由乐毅统一率领。
齐滑王也动员了全国所有的军队，与联军在济西会战，齐军大败。
乐毅让秦、韩两国军队先行回国，派魏国军队攻占原属宋国的土地，安排赵军收复河间。
然后亲自率领燕国的军队，长驱直人追逐败逃的齐军。
剧辛进言说：“齐国强大而燕国弱小，我们依赖各国的协助才能大败齐军。
现在应该及时攻占边境城镇，扩大我们燕国的疆域，这样才是为长远打算。
您现在经过边境这些城镇，却不去攻占，反而打着旗号要深入腹地。
这样做，对齐国其实造不成什么损伤，对燕国也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与齐国结下深仇大恨，以后一定
会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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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毅说：“齐王骄横暴虐，任用阿谀谄媚之人，而不相信忠良贤臣，在国内横征暴敛，百姓早就对
他不满了。
现在齐军打了败仗，如果我们乘胜追击，深入腹地，齐国百姓一定会背叛齐国，归附我们，这样齐国
国内就会大乱，我们征服齐国也就指日可待了。
如果我们现在不乘胜进军，一旦齐王悔悟，改正以前的错误，体恤下属，爱惜民众，那我们再要图谋
齐国就不容易了。
”于是继续率军深入。
齐国民众果然大乱，齐湣王仓皇出逃，后来在鼓里被楚国将军淖齿杀死。
乐毅率军进入齐国的都城临淄，把齐国的金银珠宝以及贵重器皿都运回燕国。
燕昭王非常高兴，亲自前往济上犒赏将士，封乐毅为“昌国君”，并让他留下来招降还未投降的城邑
。
乐毅听说昼邑的王蝎是位贤人，就命令军队环绕昼邑，在三十里外停留。
然后派人去请王蠋，王蠋辞谢不去。
燕国的使者威胁说：“你不去的话，我们就要屠杀昼邑。
”王蠋说：“忠臣不侍奉两位君主，烈女不嫁给第二个丈夫。
齐王不肯听从我的劝告，所以我隐退到乡下耕田。
国家残破，君主流亡，我没有办法挽救，而你们现在又想用武力逼迫我，我与其不忠不义地活着，还
不如死！
”于是把绳子挂在树上，套住自己的脖子，然后跳下来拉断颈骨而死。
 乐毅整顿军队，禁止抢掠，礼遇民间的贤人，减轻赋税，废除严苛的法令，改善过去的政治，齐国人
民欢天喜地。
燕军长驱进军，如入无人之境。
六个月之内，乐毅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邑，都更设为郡县，妥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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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治通鉴故事》(套装上下册)：用诸朝万世的兴废更替，铸就一面历史铜鉴。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
《资治通鉴》，一部可以媲美《史记》的史学鸿著。
千百年来，多少帝王贤臣、鸿儒大家都频频为其作注，足见其在史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岁月给我们留下了教训，如何才能去芜存菁？
司马光历时十九载，著就《资治通鉴》，为后人准备了一份一劳永逸的厚礼。
国学者何？
一国所自有之学也。
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
有其国者有其学。
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共一国者也。
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
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
——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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