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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作者

问题：

资治通鉴的作者

答案：司马光

【相关阅读】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共294卷，三百万
字，耗时19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写起，一向到五代的后周世宗
显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
、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
它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HistoryasaMirror）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1019-1086)和他的助手刘攽
、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
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
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是我国编年史中包
含时光最长的一部巨著。（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
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
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
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
》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资料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透
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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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
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
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
），按时光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
而明晰的印象。它的资料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
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资料

资治通鉴

全书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
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1362年的历史。司马光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
取其要，撰纪传体史。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
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
奖之。元丰七年（1084）书成。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
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
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
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
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
》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
，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
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
、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
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
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
是《通鉴》最好的版本。

编纂

1066年（宋英宗治平三年），司马光将所撰的从战国至秦二世时的历代君臣事迹8卷进献英宗，
并上疏：“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立知者，略依左传春
秋体，为纪传体一书，名曰《通志》。”4月，宋英宗下旨设立书局，继续编撰。

至1085年1月1日（元丰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全书编撰完毕，历时19年。全书上起公元前403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贯串了1362年的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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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年（宋英宗治平四年），制序并赐名《资治通鉴》。在编撰过程中，司马光、刘做、刘恕、
范祖禹等人取材于十七史、野史、传状。文集、话录等222种有关资料；其资料以政治。军事为
主，略于经济文化。此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工作带给了较系统的历史资料。

节选

北宋�司马光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惹得愚人。

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
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破题】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组织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
著。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
治，所以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资料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
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透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

更多 参考资料 请访问 https://xiaorob.com/fanwen/can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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