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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今天，当历史车轮进到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的年代，中国人民又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
大历史使命。
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既有重重困难，也有种种有利条件。
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就是我们
的一大优势。
毫无疑问，普及祖国的历史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向社会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将对
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积极意义。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携手合作，共同推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
书”。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北京大学具有研究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和优势。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学校领导于1992年初决定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
中心成立后，依托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系，组织各方面的教师和专家开展工作。
一方面，致力于专深的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国学研究》年刊和《国学研究丛刊》；另一方面，注重
于文化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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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编年体通史，也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名著。
本书首先回顾了司马光极不平常的一生，然后叙述了《资治通鉴》问世的历史背景和著述始未，接着
分析了《资治通鉴》体现的思想观念和成就、特点，最后介绍了方兴未艾的“通鉴”学。
阅读本书对于了解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后周显德六年这1300多年的历史，及学习史书的编写体例等，
都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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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早年的司马光自然有重要影响。
司马光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自幼聪明过人。
小时候，他曾与一群儿童在庭院中游戏玩耍。
有一小孩脚登水缸，不慎跌落水中。
其他孩子见状，吓得抱头逃窜，唯有司马光不慌不忙。
他拿起一块石头，朝水缸猛地砸去，把水缸打破了一个洞，里面的水立刻哗哗外流，小孩得救了。
后来，京城开封和洛阳地区将此事绘为图画，在民间广泛地传扬开来。
司马光的聪明智慧与他的勤奋好学有直接关系。
还在七岁的时候，他就“凛然如成人”。
有一次，他听了父兄们讲述《左氏春秋》，感到异常兴奋，事后居然能向家人转述，并讲解其中主要
内容。
从此，司马光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小小年纪，便手不释卷，有时沉浸于书海，甚至达到了“不知饥渴寒暑”的程度。
司马光对史学的爱好不唯小时如此，而且终生未变。
在后来写给皇帝的《进书表》中，他曾经非常谦虚地介绍自己，生平在许多方面都不如别人，只有对
史学方面的研究“粗尝尽心”，并且是“自幼至老，嗜之不厌”。
司马光以为，阅读历史典籍，一定要持之以恒，即所谓“君子好学不厌，自强不息”。
只有这样，方能“推之使远，廓之使大，耸之使高，研之使深”(《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八)
。
司马光热衷于史学，不单历来注重熟读文献原文，而且还特别强调要弄懂书中蕴含的道理。
他曾经意味深长地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学习心得：“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
，思其义，所得多矣。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由于司马光不知疲倦地刻苦攻读，因而学术淹贯，自经史百家以至天文
、律历、音乐、术数，无所不通。
同时，还才华横溢，擅长于著述，能够写出一手直追西汉风格的好文章。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便春风得意，一举考中进士。
在初任奉礼郎时，考虑到父亲司马池正在杭州就职，为了省亲之便，他请求改为苏州签书判官。
然而，没有多久，双亲相继去世。
服丧期满后，曾出任签书武成军判官，旋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
此后由于枢密副使庞籍的举荐，又出任馆阁校勘、并州通判。
嘉佑二年(1057年)，改直秘阁、开封府推官。
嘉佑占六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
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
神宗即位，擢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权御史中丞。
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
熙宁四年(1071年)，判西京御史台，自此退居洛阳十五年，专心著述。
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即位，召为门下侍郎。
元佑元年(1086年)春，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宰相)，同年九月，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
司马光一生勤奋，著作等身，今日可见的作品除了举世瞩目的《资治通鉴》外，主要的还有《易说》
、《稽古录》、《涑水记闻》、《法言集注》、《司马文正公传家集》(简称《传家集》)以及《通鉴
目录》、《通鉴考异》等等。
司马光的名字除本名外，还有其他一些称谓。
例如，因为他是夏县涑水人，后人遂称其为“涑水先生”。
他的笔记体著作《涑水记闻》也是因地取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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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司马光还有“司马温公”、“司马文正”的称号。
其中，“温公”是他的封爵，“文正”则是他的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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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马光及其》：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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