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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胡晓松校长、雷原与王宁宁教授主编的北京开放大学经典读本系列丛书分两辑共二十四本，即将问
世。
    两辑丛书有一些基本的特点：    第一，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解读，以此体现述而不作的治学
精神。
对这些经典的阐释有利于奠定文化基础，厚积薄发，使我们的文化永远有一个凭借。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经典著作，并且我们对经典
永远保持着一种敬意，使经典著作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根本与源泉，如此，也使我们的文化自始至终
有一个中心。
    《导读》、《(大学中庸)导读》不仅加了拼音，还加了注解与导读。
《论语》、《大学》、《中庸》被列入《四书五经》，自宋之后一直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今天以这种敬意与温情对待仍然是必要的，民族文化的传承既离不开这种精神，也离不开这种做法，
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事业中，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精神与态度。
中华民族即使遇到磨难或灾难，有这样那样的不测，若还有几部经典，我们能朗朗上口地背诵下来，
记在大脑里，藏在心中，用在实践，我们的中华民族就必然有复兴之日。
背诵和研读经典，有熟能生巧的意义，修身养性，启迪智慧，自觉觉他，这必将对改变人生的气象具
有积极作用。
    第二，经典条理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读者易于把握并有针对性。
诸如《自然的智慧——(老子)》从五个方面解读《老子》，即信仰、常道、常名、贵生与为政。
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作者提出自然经济思想，还提出自然财富与人为财富的概念，针对的正是现代
经济生活中为财富而财富，不惜以毁坏生态环境为日的的问题。
我们一方面在创造人为财富，但同时在毁坏自然财富，创造与毁坏孰多孰少，难以估算。
作者认为今天的增长忽略了对自然财富破坏的统计，如果细细计算，可能在很多方面是负增长。
真是应了老子无为胜似有为的观点，不能不令人深思。
    第三，综合性强，突出了一个“博学”的特点。
有对义理类的经典著作的解读，有考据类的历史疏通，有辞章类的文学、诗词、歌赋赏析，有依据艺
术独创与影响广泛等标准写成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经典选读》、《台港名家名作选读》、《中国现
代诗歌经典选读》，甚至还有体现女性主义倾向的《中国女作家名篇选读》，以及渗透于我们生活各
个层面的政治、经济、养生、农村、知识论方面的著述，等等，具有博通的特点。
    第四，重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修齐治平的理想，用另一种说法即是重在治道。
举例来说，像《(乡村建设理论)述要》，关于乡村建设问题，至关重要，农耕文化在全世界范围而言
都应属于基础文化。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文化可分为游牧、农耕、商业三种类型。
在此三种文化中，游牧、商业文化均有向外依赖性，其生产方式必须依靠与农耕文化的交换才能实现
，不交换则不能满足人们基本的需要。
因此，商业文化必须依靠强力促使贸易交换的进行或者依靠强力掠夺农耕文化下的粮食等，否则无以
生存。
就今日世界来看，粮食生产不仅是人生存的根本保障，也是生态环境不被破坏的根本保障。
农耕文化倡导“天人合一”，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在农耕文化下人们崇尚和谐，与人为善、己所不欲
勿施于入、勤劳、俭朴，这对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意义重大。
    中国文化自1840年之后，遇到了西方商业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原有的一切被打破，中国文化
要再一次在新的形势下、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设定自己的治理模式，此时的文化侧重在治道方面。
本系列丛书正好体现了这一特点，抓住了时代的脉搏。
如丛书中《中国经济思想史撷要》与《(三民主义)导读*等书都有此倾向。
    序写到这里，我对北京开放大学编写这样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人文为本”的系列丛书感到由
衷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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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慰之余，我还真希望能将经典系列丛书像以前我曾经写过序的《国学经典选读》一书一样，继续在
通识教育中发挥作用，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能在我们的正式学习和教育体系中得以体现，甚至在建
构终身学习体系中得以体现，用真正优秀的中国文化培植我们的民族元气，岂不更好！
    中国教育问题不少，甚至比较严峻，严峻到有人忘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国人若丢掉了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何以称得上伟大?在当今商品经济日益深广、物质追求更多的社会，中国人若没有传统文化
的精神作为支撑，何以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中华民族若没有传统文化，中国修齐治平的理想又何以能彰显光大？
    我不但很乐意为北京开放大学经典系列丛书写序，我还希望北京开放大学以此系列丛书作为素质教
育、通识教育读本，列入选修学习内容，向更多的大学生和市民读者推广。
改革教育体制势在必行，开放大学或许能成为教育改革的星星之火然后成其燎原之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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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反对变法的“保守者”——司马光主撰的《资治通鉴》为何会成为不朽的史学巨著，千百年来
受到统治者、士大夫和民众的赞誉呢？
本书通过介绍《资治通鉴》的成书经过、编纂集体、史料来源、编纂方法，以及重要的“通鉴学”著
作，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本书还编纂了通鉴“论”及所涉史事，以便读者在短时间内较全面地了解《资治通鉴》，以及司马光
眼中的历史治道，并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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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今山西运城夏县)，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
卒于哲宗元祜元年(1086年)，终年68岁。
因其出生地在夏县涑水乡，故世称他为“涑水先生”，称《资治通鉴》作《涑水通鉴》。
    司马光少时就喜爱读书，特别是历史书籍。
据传他7岁的时候，听人讲《左氏春秋》，回到家中，就能为家人讲述大概。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更是流传至今，妇孺皆知。
司马光在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20岁时就中进士甲科，任奉礼郎。
司马光年少成名，好学和聪慧由此可见一斑。
    司马光至孝，由于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在杭州，他请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于侍奉父亲。
父母去世后，他守丧如礼。
另外，他极重礼义。
宦官麦允言死，朝廷赏赐高规格的扈从仪仗队，司马光认为，麦允言是皇帝身边的宠信者，没有功勋
，不应赠予三公官，赏赐仪仗队。
当大臣夏竦去世后，朝廷拟定赐谥“文正”。
司马光认为，“文正”是极美的谥号，夏竦并未达到这个标准，于是朝廷改谥“文庄”。
庞籍对司马光有举荐之恩，庞籍死后，司马光如侍奉母亲一般侍奉庞籍之妻，并如照顾兄弟一般抚育
其子。
    司马光勇于谏议。
交趾进贡异兽，说是麒麟，司马光说，其真伪不可知，即使是真的，麒麟又不是自己到来的，不足以
称为祥瑞，还是退回去的好。
有人称，据推算将有日食，日食在当时被视作灾异，而当时的京城看不到这次日食，值得以礼相庆。
司马光却说，别的地方都可以看见而京城见不到，天下皆知晓而只有朝廷不知道，这说明君王为阴险
邪恶势力所遮蔽，祸患日益严重，根本不值得庆贺。
苏辙每每恳切而直率地答复皇帝的命令，考核官胡宿认为这冒犯了皇帝的威严，要贬退他，司马光认
为，苏辙爱君忧国，不宜罢黜。
    不仅如此，司马光还积极地参与谏议皇室家事。
宋仁宗儿子早天，一些臣子为了迎合宋仁宗，称他春秋鼎盛，会有子嗣继承大统。
但司马光认为国嗣问题关涉国家的安危，因而多次冒死劝说宋仁宗册立并非其亲子的赵曙为皇位继承
人，故英宗、神宗承续皇位后，对司马光充满了感激之情。
宋仁宗女福康公主与驸马李玮关系长期不好，仁宗将李玮贬出外地，司马光劝说仁宗念及亲子之情，
善待驸马李玮，让他能在母亲前尽孝。
特别是，英宗继位后，欲追尊其亲生父母等，司马光奋笔疾书“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如
此的“忤逆”之举，在当时却未被深究。
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朝对文人士大夫极其重视和优容，另一方面也因为司马光自身忠孝仁义，政治
素养极高，又直言敢谏，是当时士大夫中的杰出代表。
    司马光是一名贤臣，但首先他是一个文人。
司马光从小就喜欢历史，并认为历史知识对于治理国家十分重要，只是历代留下来的史籍汗牛充栋，
难以遍览。
于是，他根据《史记》等的记载，将战国秦的历史删节为《通志》8卷献给英宗。
英宗十分高兴，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立书局，让他继续编写下去。
神宗继位后，赐名《资治通鉴》，亲自写了《序》，并请司马光讲读。
此时司马光担任朝廷要职，需要付出极大的精力去处理政务，如果同时还要完成鸿篇巨制《资治通鉴
》的话，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然而，历史的机缘眷顾了司马光。
    自宋代立国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压力，社会发展中不断积累的问题，加上士大夫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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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意识，在宋仁宗以后，特别是神宗时期，朝廷上下都在思考如何实现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富国强
兵。
大凡治国之道，一反一复，这在宋神宗前后讨论治国之策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司马光与王安石则
是对立两派的代表人物。
    司马光和王安石共事的时间不短，在学术上相互交流，原是较好的朋友。
但两人政见不同。
神宗继位后，王安石上万言书，指出要“富国强兵”就必须改革，并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
司马光则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如在对待国用不足的问题上，王安石主张“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而司马光认为“天地所
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善理财者，不过是头会箕敛”，设法将财货从民众手中夺取过来，这
类与民争利的做法甚至比提高赋税的危害更大，于是，司马光主张“节用”来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
    在推行青苗法的问题上，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性质原本是农业信贷，民户可以在每年夏秋两收前，
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
借户贫富搭配，lO人为保，互相检查，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二分。
这项措施本是为了抑制兼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百姓。
但是，怎样执行是制定政策时首先需要予以考虑的。
司马光提出，即使是一般民众放贷，都会蚕食那些贫困的民户，何况是官方放贷，往往会挟权力之威
获取暴利。
百姓一开始只知道贷款的好处，但并不了解还债的艰难，特别是与官方打交道的时候。
比如，宋太宗时期，在河东向民众买米，规定一斗米十钱，这在当时价钱还算不错，因此，民众愿意
把粮食卖给官府。
但是，后来物价腾贵，而官方规定的米价维持不变，强向民众和籴，这项措施反而成为民众的大患。
司马光担心青苗法以后也会是如此。
正如他所料，青苗法的实际执行出现了偏差：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
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令百姓苦不堪言。
这样，青苗法就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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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凌文超编著的《资治通鉴简编》内容介绍：《资治通鉴》重视史实的描叙，往往又在极其重要的史事
、人物之后发表议论。
这些“论”最能体现司马光的史识，同时，所涉之事，也是为官、为学、为事之人特别需要注意的地
方。
    《资治通鉴》共有218篇“论”。
这些“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司马光所下之“论”，以“臣光日”开头，共119篇；另一类是司马
光援引历代史家的“论”，多以“某某论日”开头，有99篇。
这些事、论多关乎治乱、君臣、善恶、礼义廉耻、生民休戚之道。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资治通鉴》简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