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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著作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它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主编，刘恕、范祖禹、刘敛分撰，共
花了十九年的时间编写而成。
全书分为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
元959年），前后跨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宋神宗听司马光讲读了该书部分内容之后，认为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欣然改书名为《资治
通鉴》。
《资治通鉴》向来被视为辅佐统治、提供政治智慧的“帝王之学”，是中国自宋代以来历代皇帝的必
学科目，也是今日许多从政者案头必备的历史参考书。
为人君而不知《资治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资治通
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资治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
后。
《资治通鉴》流传至今，虽过千年，仍经久不衰，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呢？
晚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曾经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一部《资治通鉴》，既包括社会的进退得失之道、政治的兴衰治乱之道，又包括个人品德的善恶美
丑之道。
参照这面历史的镜子，可以练就看破成败的眼光，养成敏锐的世情嗅觉，让我们跳出人性的盲点，不
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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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换个角度读资洽通鉴》一书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宗旨，从原著浩
繁的叙述中抽取200多个完整的故事，用准确生动的白话文予以叙述。
然后，再逐一配以生动绚丽的历史画面，用具有当代气息的新观念加以审视，从有利于启发读者大智
慧的角度加以评论。
力求能够便数千年前成功者的智慧、失败者的教训一一跃然纸上，使我们从浸润着司马光十九载心血
的《资治通鉴》中听到、看到那些震撼千古的历史声响和景象，能够给读者以有益的影响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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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社稷霍光废帝霍光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深得武帝信任。
武帝崩，霍光受遗诏辅少主昭帝即位。
昭帝年幼，一切军政决策全出自霍光，昭帝待他如父，权威震服海内。
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因荒淫无道，不久被废。
霍光又迎立武帝曾孙病已即位，是为宣帝。
中国历史上以辅政而得名的人不多，以废立而得名的就更少了，但是霍光却是个例外，他虽然辅政多
年，参与废立，但却始终保持着一个正面形象。
公元前74年，昭帝死后，朝中许多大臣主张立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广陵王刘胥为帝。
但是霍光知道刘胥因品行不端，所以汉武帝才不选立他。
现在由自己辅政，反而选立一个失德的皇帝，怎么对得起死去的汉武帝呢？
霍光不惜得罪诸多大臣，决定另选立继承人。
他和皇太后商量，迎立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为帝。
刘贺是昌邑王刘哀的儿子，他在封国内一向骄横跋扈，放荡不羁。
在汉武帝丧期中，刘贺依旧外出巡游狩猎不止。
接到上官皇后颁布的诏书，刘贺就往京城赶。
刘贺行至济阳，派人索求长鸣鸡，并在途中购买用竹子合制而成的积竹杖。
经过弘农时，刘贺派一名叫作善的大奴用有帘幕遮闭的车运载随行的美女。
刘贺抵达霸上，朝廷派大鸿胪到郊外迎接，侍奉刘贺换乘皇帝乘坐的御车。
刘贺命昌邑国太仆寿成驾车，郎中令龚遂相陪。
即将到达广明、东都门时，龚遂说道：“按照礼仪，奔丧的人看到国都，便应痛哭。
前面就是长安外郭的东门了。
”刘贺说：“我咽喉疼痛，不能哭。
”来到城门之前，龚遂再次提醒他。
刘贺说：“城门与郭门一样。
”将至未央宫东阙，龚遂说：“昌邑国吊丧的帐幕在阙外御用大道的北边，帐前有一条南北通道，马
匹走不了几步，大王应当下车，朝着门阙，面向西方，伏地痛哭，极尽哀痛之情，方才停止。
”刘贺答应道：“好吧。
”于是步行上前，依照礼仪哭拜。
6月初一，刘贺接受皇帝玉玺，承袭帝位，尊上官皇后为皇太后。
昌邑王刘贺继位后，骄横放荡毫无收敛。
原昌邑国官吏全都被征召到长安，很多人得到破格提升。
大将军霍光见此情景，忧愁烦恼，便向大司农田延年询问对策。
田延年说：“将军身为国家柱石，既然认为此人不行，何不禀告太后，改选贤明的人来拥立呢？
”霍光说：“我如今正想如此，古代曾否有人这样做过吗？
”田延年说：“当年伊尹在商朝为相，为了国家的安定将太甲废黜，后人因此称颂伊尹忠心为国。
如今将军若能这样做，也就成为汉朝的伊尹。
”于是，霍光命田延年兼任给事中，与车骑将军张安世秘密谋划废黜刘贺。
后来，霍光在未央宫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大夫、博士，商定为国家社稷废黜刘贺。
霍光同群臣一同面见太后，向太后禀告陈述昌邑王刘贺不能继承皇位的缘故。
于是太后召见刘贺，下诏废黜。
霍光抓住刘贺的手，将他身上佩戴的玉玺缓带解下，呈献给皇太后，然后扶着刘贺下殿，从金马门走
出皇宫，群臣跟随相送。
刘贺出宫后，面向西方叩拜道：“我太愚蠢，不能承担汉家大事！
”然后起身，登上御驾的副车，由大将军霍光送到长安昌邑王官邸。
霍光满怀歉意地说：“大王的行为是自绝于上天，我宁愿对不起大王，也不敢对不起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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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王自爱，我不能再经常侍奉于大王的左右了。
”说完挥泪离去。
朝廷不可一日无君，现在昌邑王被废掉了，又怎么才能选到一位贤明的君主呢？
忠心辅政的霍光日夜为此焦虑不安。
光禄大夫丙吉上书给霍光，推荐寄存在民间的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说这位皇曾孙有德有才，可接回
宫中继承皇位。
霍光和大臣们商量后，禀报皇太后，就把刘病已接回宫中，拥立为皇帝，他就是有名的贤君汉宣帝。
宣帝即位后对霍光又进行了嘉奖。
霍光依然忠心耿耿地辅佐年轻的宣帝，教他如何才能做一个贤明的君主。
汉宣帝在他的辅佐下，继续遵照“与民休息”的方针来制定政策，处理国事，使西汉王朝再次兴盛，
史称“昭宣中兴”。
公元前68年，三朝元老霍光病逝。
汉宣帝和皇太后亲自为霍光主持丧礼，并用极其隆重的礼仪，把这位忠心辅政安定社稷的重臣，埋葬
在茂陵汉武帝陵墓的旁边，以示对他的尊宠。
霍光秉持汉朝政权前后达二十年，他忠于汉室，老成持重，果敢善断，知人善任，实为具有深谋远虑
的政治家。
他废刘贺，立汉宣帝，使汉室转危为安，其政治胆略可与萧何相比；他改变武帝末年横征暴敛、赋税
无度的政策，不断调整阶级关系，休养生息，使汉代的经济出现了又一个发展时期，这也说明他以国
家为重、以民生为重的治国思想。
当然，不能否认，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汉武帝所创立的业绩分不开，如果没有汉武帝时期奠定的基
础，霍光在政治经济上都很难成功。
但尽管如此，也不能否认他的才略和功绩。
拓跋宏易俗改姓推汉制拓跋宏是北魏王朝的第六个皇帝，即魏孝文帝。
他是个开明君主，在促进民族融合、互学先进经验、推动历史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从而推动了
北魏王朝政治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鲜卑族同汉族的融合，使鲜卑族进一步汉化。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后，想改变北方旧的风俗，于是下诏禁止臣民穿胡服，但遭到绝大多数人
的抵制。
北魏皇太子在太庙举行加冠之礼时，孝文帝召见文武群臣，问他们：“你们希望朕远追商、周呢？
还是想让朕连汉、晋都比不上呢？
”咸阳王拓跋禧回答说：“群臣们都盼望陛下能超过前王。
”孝文帝接着又问道：“那么应当改变风俗习惯呢？
还是因循守旧呢？
”拔跋禧再回答：“愿意移风易俗，圣政日新。
”又问：“只是愿意自身实行呢？
还是希望传之于子孙后代呢？
”回答说：“愿意传之于百世万年。
”于是，孝文帝说道：“那么，朕一旦下令开始实行，你们一定不得有违。
”拓跋禧回答：“上令而下从，有谁敢违抗呢？
”孝文帝又说：“‘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能兴。
’现今朕想要禁止使用鲜卑语，全部改用汉语。
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人，由于习性已久，可以宽容他们不能一下子就改换过来。
但是，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人，凡在朝廷中任职者，不能允许他们仍然还讲过去的语言，如果有谁故
意不改，就一定要降免其官职。
所以，各位应当严加自戒。
对此，各位王公卿士同意不同意呢？
”拓跋禧回答：“无不遵从圣旨。
”孝文帝接着说：“朕曾与李冲谈过此事，李冲说：‘四方之人，言语不同，故不知应该以谁的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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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皇帝的人说的，就是标准。
’李冲此话，其罪行应当处死。
”孝文帝又指责出巡时留守洛阳的官员们：“昨天，朕望见妇女们还穿着夹领小袖衣服，你们为什么
不遵行朕的诏令呢？
”这些官员们都磕头谢罪不已。
孝文帝继续说道：“如果朕说得不对，你们可以当廷争辩，为什么上朝则顺从朕旨，退朝后就不听从
呢？
”第二年正月，北魏孝文帝发布诏令，认为：“北方人称‘土’为‘拓’，称‘后’为‘跋’。
魏朝的祖先是黄帝的后代，以土德而称帝，所以姓拓跋。
土，乃黄中之色，万物之元，所以应该改姓为‘元’。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换个角度读资治通鉴>>

编辑推荐

《换个角度读资治通鉴》在解析原著编年体体例的基础上，重新结构，贯之以纪传元素，使《资治通
鉴》读起来脉络更加清晰，条理更加清楚。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五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
它已成为为官居从正者案头必务的教科书，被奉为金科玉律，元上宝典。
古往今来，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濡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
不胜数。
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对司马光及《资治通鉴》给予了极高评价。
鉴前世之兴衰，究史实之明理：事关前代评说，甚有禆于治道以史为鉴，知予秋盛衰兴替：前事不忘
，明万代是非得失！
【解析《资治通鉴》编年体体例，新编新解让你轻松读透】《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著作中一颗璀璨
夺目的明珠。
它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北宋着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主编，共花了19年的时间编写而成。
全民书分为294卷，约300多成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
年），前后跨越1362年。
宋神宗听司马光讲读了该书部分内容之后，认为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欣然忙上名为《资治通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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