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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二十四史”是合在一起的中国古代二十四部史书的统称，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所记内容，起自传说中的黄帝（约公元前30世纪初），止于明代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编写工作始自西汉，止于清代，编写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八百多年。这二十四部史书，得到了清代乾隆皇帝的钦定，是得到统治者认可的“正统”史书，也就是“正史”—“二十四史”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的。

本次出版的“二十四史”，是精选各史书中的名篇，加以精心翻译而成的。编译过程历时数年，参考了众多方家时贤的著作，限于体例，未一一注明，谨致敬意和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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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书名页

前言

目录

史记

本纪

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史记卷二 夏本纪第二

史记卷三 殷本纪第三

史记卷四 周本纪第四

史记卷五 秦本纪第五

史记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史记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史记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史记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

史记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史记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史记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

书

史记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

史记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史记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史记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

史记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史记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史记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史记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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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书名页

目录

世家

史记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史记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史记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记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史记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史记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史记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记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史记卷四十一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史记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史记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史记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史记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史记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记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记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史记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记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记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记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记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史记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史记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记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记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记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记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记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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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书名页

目录

列传

史记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史记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史记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史记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史记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史记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史记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史记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史记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史记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史记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史记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史记卷七十九 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史记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史记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史记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史记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史记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史记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史记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史记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史记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史记卷八十九 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史记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史记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汉书

帝纪

汉书卷一上 高帝纪第一上

汉书卷一下 高帝纪第一下

汉书卷四 文帝纪第四

汉书卷五 景帝纪第五

汉书卷六 武帝纪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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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书名页

目录

传

汉书卷三十一 陈胜项籍传第一

陈胜

项籍

汉书卷三十四 韩彭英卢吴传第四

韩信

汉书卷三十六 楚元王传第六

刘向

汉书卷三十九 萧何曹参传第九

萧何

汉书卷四十 张陈王周传第十

张良

陈平

王陵

周勃

汉书卷四十三 郦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

叔孙通

汉书卷四十四 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

淮南王刘安

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第十八

汉书卷四十九 袁盎晁错传第十九

袁盎

晁错

汉书卷五十 张冯汲郑传第二十

张释之

汉书卷五十四 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

李广

汉书卷五十五 卫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

卫青

霍去病

汉书卷五十六 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汉书卷五十七上 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上

汉书卷五十七下 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下

汉书卷六十一 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

张骞

汉书卷六十八 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

金日磾

汉书卷六十九 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赵充国

汉书卷七十一 隽疏于薛平彭传第四十一

于定国

汉书卷八十七下 扬雄传第五十七下

汉书卷八十八 儒林传第五十八

丁宽

孔安国

汉书卷九十一 货殖传第六十一

范蠡

汉书卷九十三 佞幸传第六十三

李延年

石显

汉书卷九十四上 匈奴传第六十四上

汉书卷九十四下 匈奴传第六十四下

汉书卷九十五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

西南夷

南粤

闽粤

朝鲜

汉书卷九十六上 西域传第六十六上

小宛国

大月氏国

莎车国

汉书卷九十七上 外戚传第六十七上

高祖吕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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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书名页

目录

汉书卷九十九上 王莽传第六十九上

汉书卷九十九中 王莽传第六十九中

汉书卷九十九下 王莽传第六十九下

后汉书

帝纪

后汉书卷一上 光武帝纪第一上

后汉书卷一下 光武帝纪第一下

后汉书卷四 孝和孝殇帝纪第四

殇帝纪

后汉书卷五 孝安帝纪第五

后汉书卷六 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

顺帝纪

列传

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第三

公孙述列传

后汉书卷十四 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第四

齐武王刘縯列传

后汉书卷十五 李王邓来列传第五

邓晨列传

后汉书卷十七 冯岑贾列传第七

冯异列传

后汉书卷十八 吴盖陈臧列传第八

吴汉列传

盖延列传

陈俊列传

臧宫列传

后汉书卷二十二 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第十二

杜茂列传

后汉书卷二十三 窦融列传第十三

窦宪列传

后汉书卷二十四 马援列传第十四

马援列传

后汉书卷二十六 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第十六

蔡茂列传

后汉书卷二十七 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十七

王良列传

后汉书卷二十八上 桓谭冯衍列传第十八上

冯衍列传

后汉书卷二十九 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十九

申屠刚列传

后汉书卷三十一 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二十一

苏不韦列传

后汉书卷三十三 朱冯虞郑周列传第二十三

周章列传

后汉书卷三十四 梁统列传第二十四

梁统列传

后汉书卷三十七 桓荣丁鸿列传第二十七

丁鸿列传

后汉书卷三十八 张法滕冯度杨列传第二十八

冯绲列传

后汉书卷三十九 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二十九

刘恺列传

后汉书卷四十上 班彪列传第三十上 自东都主人以下分为下卷

班固列传

后汉书卷四十二 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

东海恭王刘强列传

沛献王刘辅列传

楚王刘英列传

后汉书卷四十四 邓张徐张胡列传第三十四

邓彪列传

后汉书卷四十五 袁张韩周列传第三十五

袁闳列传

张酺列传

韩棱列传

周荣列传

周景列传

后汉书卷四十七 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班超列传

后汉书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

王充列传

后汉书卷五十一 李陈庞陈桥列传第四十一

桥玄列传

后汉书卷五十二 崔骃列传第四十二

崔瑗列传

后汉书卷五十四 杨震列传第四十四

杨修列传

后汉书卷五十六 张王种陈列传第四十六

王龚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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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书名页

目录

后汉书卷六十下 蔡邕列传第五十下

后汉书卷六十二 荀韩钟陈列传第五十二

荀悦列传

后汉书卷六十四 吴延史卢赵列传第五十四

卢植列传

后汉书卷六十五 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

张奂列传

后汉书卷六十六 陈王列传第五十六

王允列传

后汉书卷六十七 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范滂列传

张俭列传

后汉书卷六十九 窦何列传第五十九

窦武列传

后汉书卷七十 郑孔荀列传第六十

孔融列传

后汉书卷七十一 皇甫嵩朱俊列传第六十一

朱俊列传

后汉书卷七十二 董卓列传第六十二

后汉书卷七十三 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第六十三

公孙瓒列传

陶谦列传

后汉书卷七十四上 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上

袁绍列传

后汉书卷七十四下 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下

刘表列传

后汉书卷七十五 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第六十五

袁术列传

吕布列传

后汉书卷七十六 循吏列传第六十六

循吏列传序

任延列传

后汉书卷七十八 宦者列传第六十八

曹节列传

张让列传

后汉书卷七十九上 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

儒林列传序

杨政列传

杨伦列传

后汉书卷七十九下 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

周泽列传

楼望列传

许慎列传

蔡玄列传

后汉书卷八十下 文苑列传第七十下

刘梁列传

侯瑾列传

后汉书卷八十一 独行列传第七十一

刘茂列传

李充列传

后汉书卷八十二上 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上

许杨列传

樊英列传

后汉书卷八十二下 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

韩说列传

华佗列传

后汉书卷八十三 逸民列传第七十三

逢萌列传

井丹列传

梁鸿列传

后汉书卷八十四 列女传第七十四

乐羊子妻传

孝女曹娥传

董祀妻传

后汉书卷八十五 东夷列传第七十五

高句骊列传

东沃沮列传

后汉书卷八十六 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巴郡南郡蛮列传

夜郎列传

白马氐列传

后汉书卷八十七 西羌传第七十七

羌无弋爰剑传

后汉书卷八十八 西域传第七十八

安息传

天竺传

三国志

魏书

三国志卷一 魏书一

武帝纪第一

三国志卷二 魏书二

文帝纪第二

三国志卷三 魏书三

明帝纪第三

三国志卷四 魏书四

三少帝纪第四

三国志卷六 魏书六

董二袁刘传第六

三国志卷七 魏书七

吕布臧洪传

三国志卷九 魏书九

诸夏侯曹传第九

三国志卷十 魏书十

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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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书名页

目录

蜀书

三国志卷三十五 蜀书五

诸葛亮传第五

三国志卷三十六 蜀书六

关张马黄赵传第六

三国志卷三十七 蜀书七

庞统法正传第七

三国志卷四十四 蜀书十四

蒋琬费祎姜维传第十四

吴书

三国志卷四十六 吴书一

孙破虏讨逆传第一

三国志卷四十七 吴书二

吴主传第二

三国志卷四十九 吴书四

刘繇太史慈士燮传

三国志卷五十二 吴书七

张顾诸葛步传第七

三国志卷五十四 吴书九

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三国志卷五十七 吴书十二

虞陆张骆陆吾朱传

三国志卷五十八 吴书十三

陆逊传第十三

晋书

帝纪

晋书卷一 帝纪第一

高祖宣帝

列传

晋书卷三十三 列传第三

石苞

石崇

晋书卷三十四 列传第四

羊祜

杜预

晋书卷四十三 列传第十三

山涛

晋书卷四十九 列传第十九

阮籍

晋书卷六十六 列传第三十六

陶侃

晋书卷八十 列传第五十

王羲之

晋书卷九十二 列传第六十二

顾恺之

晋书卷九十九 列传第六十九

桓玄

宋书

本纪

宋书卷七 本纪第七

前废帝

列传

宋书卷四十三 列传第三

檀道济

宋书卷四十五 列传第五

王镇恶

宋书卷六十三 列传第二十三

沈演之

宋书卷六十九 列传第二十九

范晔

宋书卷七十一 列传第三十一

徐湛之

宋书卷七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

沈庆之

宋书卷九十三 列传第五十三

陶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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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书名页

目录

南齐书

列传

南齐书卷二十五 列传第六

张敬儿

南齐书卷二十六 列传第七

王敬则

陈显达

南齐书卷三十三 列传第十四

王僧虔

南齐书卷三十九 列传第二十

刘瓛

南齐书卷四十七 列传第二十八

谢眺

梁书

列传

梁书卷九 列传第三

曹景宗

梁书卷十三 列传第七

范云

梁书卷三十五 列传第二十九

萧子显

梁书卷三十八 列传第三十二

朱异

梁书卷四十八 列传第四十二

范缜

梁书卷五十 列传第四十四

刘勰

梁书卷五十六 列传第五十

侯景

陈书

列传

陈书卷八 列传第二

周文育

陈书卷九 列传第三

欧阳頠

陈书卷十 列传第四

程灵洗

陈书卷十一 列传第五

黄法

陈书卷十三 列传第七

鲁悉达

陈书卷三十五 列传第二十九

熊昙朗

魏书

列传

魏书卷三十五 列传第二十三

崔浩

魏书卷五十三 列传第四十一

李冲

魏书卷六十五 列传第五十三

邢峦

魏书卷六十六 列传第五十四

李崇

魏书卷七十三 列传第六十一

杨大眼

北齐书

列传

北齐书卷十七 列传第九

斛律光

北齐书卷三十四 列传第二十六

杨愔

北齐书卷三十七 列传第二十九

魏收

北齐书卷三十九 列传第三十一

祖珽

北齐书卷四十六 列传第三十八

苏琼

北齐书卷四十九 列传第四十一

綦母怀文

北齐书卷五十 列传第四十二

和士开

周书

帝纪

周书卷五 帝纪第五

武帝上

周书卷六 帝纪第六

武帝下

列传

周书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五

苏绰

周书卷三十一 列传第二十三

韦孝宽

隋书

帝纪

隋书卷三 帝纪第三

炀帝上

隋书卷四 帝纪第四

炀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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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书名页

目录

列传

隋书卷四十八 列传第十三

杨素

隋书卷七十 列传第三十五

杨玄感

隋书卷八十 列传第四十五

谯国夫人

隋书卷八十五 列传第五十

宇文化及

南史

本纪

南史卷一 宋本纪上第一

宋高祖

南史卷十 陈本纪下第十

陈叔宝

列传

南史卷十三 列传第三

刘义庆

南史卷十九 列传第九

谢灵运

南史卷五十三 列传第四十三

昭明太子萧统

南史卷六十九 列传第五十九

傅縡

南史卷七十二 列传第六十二

祖冲之

北史

本纪

北史卷六 齐本纪上第六

高祖神武帝

列传

北史卷十四 列传第二

冯淑妃

北史卷四十八 列传第三十六

尔朱荣

旧唐书

本纪

旧唐书卷二 本纪第二

太宗上

旧唐书卷三 本纪第三

太宗下

列传

旧唐书卷五十一 列传第一

长孙氏

旧唐书卷五十四 列传第四

窦建德

旧唐书卷六十七 列传第十七

李勣

旧唐书卷六十八 列传第十八

秦叔宝

旧唐书卷八十九 列传第三十九

狄仁杰

旧唐书卷九十六 列传第四十六

姚崇

旧唐书卷一百六 列传第五十六

李林甫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 列传第六十

李光弼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 列传卷第一百一十

柳宗元

新唐书

列传

新唐书卷七十六 列传第一

武皇后

杨贵妃

新唐书卷九十七 列传第二十二

魏徵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 列传第四十九

宋璟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五十一

张九龄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 列传第六十四

李泌

新唐书卷二百一 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杜甫

新唐书卷二百二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李白

新唐书卷二百六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杨国忠

新唐书二百七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高力士

新唐书卷二百九 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来俊臣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上 列传第一百五十上

安禄山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 列传第一百五十下

黄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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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书名页

目录

旧五代史

梁书

旧五代史卷十三 梁书十三

列传第三

旧五代史卷十四 梁书十四

列传第四

旧五代史卷十六 梁书十六

列传第六

唐书

旧五代史卷二十五 唐书一

武皇本纪上

旧五代史卷二十六 唐书二

武皇本纪下

旧五代史卷五十四 唐书三十

列传第六

旧五代史卷六十一 唐书三十七

列传第十三

晋书

旧五代史卷八十八 晋书十四

列传第三

旧五代史卷八十九 晋书十五

列传第四

新五代史

梁本纪

新五代史卷一 梁本纪第一

太祖上

新五代史卷二 梁本纪第二

太祖下

唐本纪

新五代史卷四 唐本纪第四

庄宗上

新五代史卷五 唐本纪第五

庄宗下

晋本纪

新五代史卷八 晋本纪第八

晋高祖

汉本纪

新五代史卷十 汉本纪第十

汉高祖

汉隐帝

周本纪

新五代史卷十二 周本纪第十二

周世宗

梁臣传

新五代史卷二十一 梁臣传第九

敬翔

新五代史卷二十三 梁臣传第十一

杨师厚

唐臣传

新五代史卷二十四 唐臣传第十二

郭崇韬

新五代史卷二十五 唐臣传第十三

周德威

晋臣传

新五代史卷二十九 晋臣传第十七

桑维翰

宋史

本纪

宋史卷一 本纪第一

太祖一

宋史卷二 本纪第二

太祖二

宋史卷三 本纪第三

太祖三

列传

宋史卷二百六十四 列传第二十三

薛居正

宋史卷二百七十二 列传第三十一

杨业

宋史卷二百八十一 列传第四十

寇准

宋史卷二百九十 列传第四十九

狄青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 列传第七十三

范仲淹

宋史卷三百一十六 列传第七十五

包拯

宋史卷三百一十九 列传第七十八

欧阳修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 列传第八十六

王安石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传第九十

沈括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 列传卷九十五

司马光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列传第九十七

苏轼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岳飞

宋史卷四百一 列传第一百六十

辛弃疾

宋史卷四百一十八 列传第一百七十七

文天祥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列传第一百八十八

朱熹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 列传第二百三十一

蔡京

宋史卷四百七十三 列传第二百三十二

秦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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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书名页

目录

辽史

列传

辽史卷七十一 列传第一

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

景宗睿智皇后萧氏

辽史卷七十二 列传第二

义宗倍

章肃皇帝李胡

顺宗濬

晋王敖卢斡

辽史卷七十三 列传第三

耶律曷鲁

辽史卷七十四 列传第四

韩延徽

韩知古

辽史卷七十七 列传第七

耶律屋质

耶律吼

耶律安抟

耶律洼

耶律颓昱

耶律挞烈

辽史卷七十九 列传第九

室昉

辽史卷八十 列传第十

张俭

邢抱朴

马得臣

萧朴

辽史卷八十二 列传第十二

耶律隆运

辽史卷八十五 列传第十五

萧挞凛

辽史卷一百二 列传第三十二

萧奉先

李处温

张琳

耶律余睹

辽史卷一百三 列传第三十三

萧韩家奴

李澣

辽史卷一百四 列传第三十四

王鼎

耶律昭

刘辉

耶律孟简

耶律谷欲

辽史卷一百五 列传第三十五

大公鼎

萧文

马人望

耶律铎鲁斡

杨遵勖

金史

列传

金史卷七十三 列传第十一

完颜希尹

金史卷七十四 列传第十二

宗翰

宗望

金史卷七十七 列传第十五

宗弼

金史卷八十八 列传第二十六

纥石烈良弼

金史卷九十二 列传第三十

徒单克宁

金史卷一百二 列传第四十

仆散安贞

金史卷一百六 列传第四十四

张暐

张行简

术虎高琪

金史卷一百七 列传第四十五

张行信

金史卷一百十 列传第四十八

杨云翼

赵秉文

金史卷一百二十五 列传第六十三

蔡松年

蔡珪

党怀英

金史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六十四

王庭筠

刘从益

王若虚

元德明

金史卷一百三十三 列传第七十一

窝斡

元史

本纪

元史卷一 本纪第一

太祖

列传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传第二

睿宗

元史卷一百一十九 列传第六

木华黎

玉昔帖木儿

元史卷一百二十一 列传第八

速不台

元史卷一百二十二 列传第九

巴而术阿而忒的斤

元史卷一百二十五 列传第十二

赛典赤赡思丁

元史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十三

廉希宪

元史卷一百二十七 列传第十四

伯颜

元史卷一百三十六 列传第二十三

拜住

元史卷一百三十八 列传第二十五

康里脱脱

燕铁木儿

脱脱

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传二十八

察罕帖木儿

元史卷一百四十三 列传第三十

马祖常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 列传第三十三

耶律楚材

元史卷一百四十七 列传第三十四

张柔

史天倪

元史卷一百五十六 列传第四十三

董文炳

张弘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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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书名页

目录

元史卷一百五十七 列传第四十四

刘秉忠

元史卷一百五十八 列传第四十五

姚枢

许衡

元史卷一百六十一 列传第四十八

刘整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 列传第五十九

赵孟頫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 列传第六十八

虞集

元史卷二百二 列传第八十九

释老

元史卷二百五 列传第九十二

阿合马

卢世荣

元史卷二百六 列传第九十三

王文统

元史卷二百七 列传第九十四

孛罗帖木儿

明史

本纪

明史卷一 本纪第一

太祖一

明史卷二 本纪第二

太祖二

明史卷三 本纪第三

太祖三

列传

明史卷一百二十三 列传第十一

方国珍

明史卷一百二十五 列传第十三

徐达

常遇春

明史卷一百二十七 列传第十五

李善长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传第二十九

方孝孺

明史卷一百四十五 列传第三十三

姚广孝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 列传第三十五

解缙

明史卷一百四十八 列传第三十六

杨士奇

明史卷一百七十 列传第五十八

于谦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列传第八十三

王守仁

明史卷二百九 列传第九十七

杨继盛

明史卷二百十二 列传第一百

戚继光

明史卷二百十三 列传第一百一

徐阶

张居正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列传第一百十四

海瑞

吕坤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列传第一百十九

顾宪成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高攀龙

明史卷二百五十一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徐光启

郑以伟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 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袁崇焕

明史卷二百七十四 列传第一百六十二

史可法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 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李时珍

明史卷三百四 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郑和

王振

刘瑾

明史卷三百五 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魏忠贤

明史卷三百九 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李自成

精彩试读

旧五代史卷十四

梁书十四

列传第四

罗绍威

罗绍威，魏州贵乡人。父弘信，本名宗弁，初为马牧监，事节度使乐彦贞。光启末，彦贞子从训骄盈太横，招聚兵甲，欲诛牙军。牙军怒，聚噪攻之，从训出据相州。牙军废彦贞，囚于龙兴寺，逼令为僧，寻杀之，推小校赵文建为留后。先是，弘信自言，于所居遇一白须翁，谓之曰：“尔当为土地主。”如是者再，心窃异之。既而文建不洽军情，牙军聚呼曰：“孰愿为节度使者？”弘信即应曰：“白须翁早以命我，可以君长尔曹。”唐文德元年四月，牙军推弘信为留后。朝廷闻之，即正授节旄。

乾宁中，太祖急攻兖、郓，朱瑄求援于太原，时李克用遣大将李存信率师赴之，假道于魏，屯于莘县。存信御军无法，稍侵魏之刍牧，弘信不平之。太祖因遣使谓弘信曰：“太原志吞河朔，回戈之日，贵道堪尤。”弘信惧，乃归款于太祖，仍出师三万攻李存信，败之。未几，李克用领兵攻魏，营于观音门外，属邑多拔。太祖遣葛从周援之，战于洹水，擒克用男落落以献，太祖令送于弘信，斩之，晋军乃退。是时太祖方图兖、郓，虑弘信离贰，每岁时赂遗，必卑辞厚礼。弘信每有答贶，太祖必对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有倍年之长，兄弟之国，安得以常邻遇之。”故弘信以为厚己。其后弘信累官至检校太尉，封临清王。光化元年八月，薨于位。

绍威袭父位为留后，朝廷因而命之，寻正授旄钺，累加检校太尉、兼侍中，封长沙郡王。昭宗东迁，命诸道修洛邑，绍威独营太庙，制加守侍中，进封邺王。

初，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号曰“牙军”，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浸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贾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儿戏，自田氏已后，垂二百年，主帅废置，出于其手，如史宪诚、何全皞、韩君雄、乐彦贞，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诛。绍威惩其往弊，虽以货赂姑息，而心衔之。

绍威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刘仁恭拥兵十万，谋乱河朔，进陷贝州，长驱攻魏。绍威求援于太祖，太祖遣李思安援之，屯于洹水，葛从周自邢、洺引军入魏州。燕将刘守文、单可及与王师战于内黄，大败之，乘胜追蹑。会从周亦出军掩击，又败燕军，斩首三万余级。三年，绍威遣使会军，同攻沧州以报之。自是绍威感太祖援助之恩，深加景附。

绍威见唐祚衰陵，群雄交乱，太祖兵强天下，必知有禅代之志，故倾心附结，赞成其事，每虑牙军变易，心不自安。天祐初，州城地无故自陷，俄而小校李公佺谋变。绍威愈惧，乃定计图牙军，遣使告太祖求为外援。太祖许之，遣李思安会魏博军再攻沧州。先是，安阳公主薨于魏，太祖因之遣长直军校马嗣勋选兵千人，伏兵仗于巨橐中，肩舁以入魏州，言助女葬事。天祐三年正月五日，太祖亲率大军济河，声言视行营于沧、景，牙军颇疑其事。是月十六日，绍威率奴客数百与嗣勋同攻之，时宿于牙城者千余人，迟明尽诛之，凡八千家，皆赤其族，州城为之一空。翌日，太祖自内黄驰至邺。时魏军二万，方与王师同围沧州，闻城中有变，乃拥大将史仁遇保于高唐，六州之内，皆为勍敌，太祖遣诸将分讨之，半岁方平。自是绍威虽除其逼，然寻有自弱之悔。

不数月，复有浮阳之役，绍威飞挽馈运，自邺至长芦五百里，叠迹重轨，不绝于路。又于魏州建元帅府署，沿道置亭候，供牲牢、酒备、军幕、什器，上下数十万人，一无阙者。及太祖回自长芦，复过魏州，绍威乘间谓太祖曰：“邠、岐、太原终有狂谲之志，各以兴复唐室为词，王宜自取神器，以绝人望，天与不取，古人所非。”太祖深感之。及登极，加守太傅、兼中书令，赐号扶天启运竭节功臣。车驾将入洛，奉诏重修五凤楼、朝元殿，巨木良匠非当时所有，倏架于地，泝流西立于旧址之上，张设绨绣，皆有副焉。太祖甚喜，以宝带、名马赐之。先是，河朔三镇司管钥、备洒扫皆有阉人，绍威曰：“此类皆宫禁指使，岂人臣家所宜畜也。”因搜获三十余辈，尽以来献，太祖嘉之。开平中，加守太师、兼中书令，邑万户。

绍威尝以临淄、海岱罢兵岁久，储庾山积，唯京师军民多而食益寡，愿于太行伐木，下安阳、淇门，斫船三百艘，置水运自大河入洛口，岁漕百万石，以给宿卫，太祖深然之。会绍威遘疾革，遣使上章乞骸骨，太祖抚案动容，顾使者曰：“亟行语而主，为我强饭，如有不可讳，当世世贵尔子孙以相报也。”仍命其子周翰监总军府。及讣至，辍朝三日，册赠尚书令。绍威在镇凡十七年，年三十四薨。

绍威形貌魁伟，有英杰气，攻笔札，晓音律。性复精悍明敏，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每歌酒宴会，与宾佐赋诗，颇有情致。江东人罗隐者，佐钱镠军幕，有诗名于天下。绍威遣使赂遗，叙南巷之敬，隐乃聚其所为诗投寄之。绍威酷嗜其作，因目己之所为曰《偷江东集》，至今邺中人士讽咏之。绍威尝有公诗云：“帘前淡泊云头日，座上肃骚雨脚风。”虽深于诗者，亦所叹伏。

绍威子三人：长曰廷规，位至司农卿，尚太祖女安阳公主，又尚金华公主，早卒。次曰周翰，继为魏博节度使，亦早卒。季曰周敬，历滑州节度使，别有传。开平四年夏，诏金华公主出家为尼，居于宋州元静寺，盖太祖推恩于罗氏，令终其妇节也。

译文：

罗绍威，魏州贵乡县人。父亲罗弘信，原名罗宗弁，最初是马牧监，在节度使乐彦贞属下做事。光启末年，彦贞的儿子乐从训过于骄横跋扈，招聚军队，收集兵器，想要诛灭牙军。牙军很生气，就汇集在一起攻打从训，从训跑出去占据了相州。牙军废掉了彦贞，把他关押在龙兴寺，逼迫他当和尚，不久又将他杀掉，推举小校赵文建做了节度留后。先前，弘信曾自称在家里遇到一个白胡子老翁，老翁对他说：“你会成为当地的主人。”像这样说了两遍，他私下感到很惊异。时间不长，文建的所作所为不被牙军所满意，牙军就聚集在一起大喊：“谁愿意当节度使？”弘信应声而答：“白胡子老翁早就任命了我，可以做你们的长官。”唐文德元年四月，牙军推举弘信做了节度留后。朝廷听说后，随即正式授予节度使官号。

乾宁年间，后梁太祖猛攻兖州、郓州，朱蠹向太原求援，当时李克用派大将李存信率军前往应援，向魏州方面借道通过，屯驻于莘县。存信统兵缺乏法度，稍稍损害了魏军的草场和牲畜，弘信对此深感不平。太祖趁机派遣使者对弘信说：“太原方面志在吞并河朔地区，他们回师的时候，你们那里就值得忧虑了。”弘信听后很害怕，就归附了太祖，因而出动三万军队进攻李存信，将其击败。不久，李克用领兵进攻魏州，扎营于观音门外，将多数魏博镇属县都攻克了。太祖派葛从周前往援魏，在洹水一带与敌交战，俘获了克用的儿子落落，献给了太祖，太祖令将落落送给弘信，弘信将其斩首，晋军随之撤退。这时太祖正全力经营兖州、郓州，担忧弘信离心，每年四季都按时向他贿赂奉送财物，每次必定言辞谦卑而礼仪隆重。弘信每有回赠，太祖一定要当着魏使的面北向拜受，并说道：“六兄比我年长一倍，我们是兄弟之国，怎么能用一般邻国的常礼来接待。”因此弘信认为太祖是厚待自己。其后弘信累迁至检校太尉，封为临清王。光化元年八月，逝世于官位。

绍威继承了父亲的官位，担任了留后，朝廷也顺便加以任命，不久又正式授给节度使官号，累次加官至检校太尉、兼侍中，封为长沙郡王。昭宗东迁洛阳，命令各道整修洛阳城区，而令绍威独自营建太庙，给他加官守侍中，进封邺王。

起初，至德年间，田承嗣设法据有相、魏、澶、博、卫、贝六州后，就在军中招募子弟，置于手下亲自统领，号称“牙军”，都给予优厚待遇，非常骄宠。随着年代延伸，他们父死子继，亲戚朋友互相联结，盘根错节，其中凶狠者，强取豪夺，违法犯令，官长都无法禁止。他们更换主帅，就如同儿戏一般，自田氏以后的近二百年内，主帅的被废止和被拥立，都出自牙军之手，如史宪诚、何全皞、韩君雄、乐彦贞，都是被他们拥立的。优待奖赏稍不如意，就会举族被杀。绍威鉴于以往的弊病，虽然也以财货笼络容忍他们，但内心怀恨。

绍威继承父位的第二年正月，幽州镇的刘仁恭拥有军队十万，图谋搅乱河朔地区，攻陷了贝州，长驱直入，进攻魏州城。绍威向太祖请求援兵，太祖派李思安前往救援，屯兵于洹水一带，葛从周从邢州、邠州一线领兵进入魏州。燕军将领刘守文、单可及与梁军在内黄交战，梁军大败燕军，并乘胜追击。碰巧从周也领兵出击，再度击败燕军，斩获敌军首级三万多。第三年，绍威派使者与梁军会合，一起进攻沧州，以报复刘仁恭。从此以后，绍威对太祖的援助很感恩，更加乐意归附。

绍威看到唐王朝国运衰落，割据群雄混战，太祖的军队在全国最强，必然会有取而代之的志向，因此就一心结交全力归附，以助成其事，可是又常常顾虑牙军发生变乱，内心无法自安。天祐初年，魏州州城地面无故自陷，不久就发生了小校李公佺阴谋兵变的事件，绍威越发害怕，就下定决心收拾牙军，派使者告诉了太祖，请求派兵作为外援。太祖允许了他的请求，派李思安会同魏博的军队再度进攻沧州。先前，安阳公主死于魏州，太祖就借此派长直军校马嗣勋挑选了精兵千人，将兵器藏在大袋子里，肩扛着进入了魏州州城，说是资助女儿的葬事。天祐三年正月五日，太祖亲率大军渡过黄河，声称要到沧州、景州视察行营，牙军对此很是怀疑。该月的十六日，绍威率领家奴、门客数百人与嗣勋一同进攻牙军，这时住在牙城的有一千多人，至天明时已全部被杀死。牙军总共有八千多家，全部都是举族被杀，州城也因此变得空荡荡了。第二天，太祖就从内黄赶至了邺城（即魏州城）。当时魏博的军队二万人，正与梁军一同围攻沧州，听说州城发生了变故，就拥立大将史仁遇退保于高唐城，魏博镇所辖六州，到处都有对抗的强敌，太祖派遣诸将分别讨伐，花了半年时间才平定。从此之后，绍威去掉了牙军的威胁，但很快也后悔自身受到了削弱。

没过几个月，又发生了浮阳战役，绍威主管后勤供应，自邺城至长芦的五百里之间，车辆拥挤，络绎不绝。他还在魏州建立了元帅府的衙署，沿路设置了转运站，供应牲畜，酒备、军用幕帐、日用物品，上上下下几十万人用的东西，无一缺乏。等太祖自长芦返回又路过魏州时，绍威找了一个机会对太祖说：“邠州、岐州的李茂贞，太原的李克用最后都会有称帝的狂妄的野心，只是目前各以兴复唐朝为托词罢了，您应该自己去取得帝位，以断绝他人的企望，上天赐给而不接受。

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读后感

我比较喜欢阅读文言文，对历史也有一点小小的研究。但是因为鄙人还在上高中，看全套二十四史一来没这个精力，二来全套有些贵，就不多花爸妈辛苦钱，看个删减版的，对于满足求知欲、省钱这两方面，都有好处。

我到淘宝上一搜，二十四史缩略版主要两个版本，一个是光明版，一个是线装书局版。我觉得线装书局这个，书脊可以拼成“二十四史”，又是象牙色，比较古朴，就选择了这个版本。

我刚拿到这套书，就计划在豆瓣上打个分。因为缩略版的缘故我一开始想打四星。但是等我“审查”了这个目录的时候，我决定还是打五星。我认为其中的选篇能够比较好地把几千年历史囊括进去。我把五千年历史比喻成一堆货，全套二十四史是用密不透风的布袋来装，缩略版二十四史是用网眼袋子来装。如果缩略版编得不好，网眼袋子就破了。

当然，这个编的好不好，只是我个人看法，大家可以去淘宝搜一下，看一下书目。

我在这里唯一要吐槽的就是文言文没有注释。不过庞杂的古籍如果加上注释，整书篇幅就要大大增加。所以编者不加这个十分正常。如果要注释，大家可以单独买一个朝代的史书加注释，像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有出版。

人文社会学科有很多，但是我们在初中、高中都一定会学历史，在很多地方，历史的重要性也非同一般，为什么我们要学历史呢？

一个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也就是说，历史给我们教训，可以让我们少犯错。比如刘邦吸取亲灭亡的教训，采取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的制度；李世民戏曲隋灭亡的教训，广听言路，实行仁政。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历史的教训也很有用，《人民的名义》里的一个贪官不天天在琢磨《明史》吗？但是这个作用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并没多大作用，我们读再多的历史，会犯的错误还是照样犯，《人民的名义》里的贪官，看再多的《明史》，还是犯了罪。

还有一个说法是历史可以预测未来。有句话叫做“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还有句话叫做“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这就是说，我们知道了过去，就可以预测未来。当然这很难，而且这里边有一个悖论，一旦我们预测了未来，未来就会改变，从而使我们的预测失败。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克思预测在未来资本主义社会会灭亡，社会主义制度会取代资本主义。但是，当资本家们知道了这个预测后，就开始改变了，他们纷纷采取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各种社会福利制度、赋予工人政治权利、赋予工会各种权力，反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今天仍然繁荣，马克思的预言看起来暂时是无法实现了。所以，用历史预测未来，实际上不太可行。

但这并不代表预测是一次无用功。我们与其说用历史预测未来，不如换一种说法。

这就是学历史的第三个原因：历史可以让我们从过去解脱出来，获得更多自由，从而改变未来。资本主义的改进就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草坪的历史。中世纪的时候，草坪是贵族的身份象征。谁家院子里的草坪大，说明你地位高。想想看，土地在中世纪是主要用来种粮食的，可你却用来种没什么用的草，说明你不缺粮食，并且草坪的打理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不是普通人家能够承担的。草坪于是变成了权力、权威、金钱的象征。这种风气形成后，也开始影响一些中产阶级。尤其是工业革命后，因为割草机、洒水器的出现使得打理草坪变得更加容易，越来越多的人在建房子的时候都会选择弄一块草坪。到了今天，贵族已经没有了，但草坪文化依然存在，就像中世纪时候那样，它仍是了权力、权威、金钱的象征。如政府机构、达官贵人的府邸，一定会有一块草坪。当你知道这段历史后，你建房子的时候，就可以想，自己一定要这种曾经是贵族象征的无用之物吗？你完全可以脱离草坪文化，把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释放出来，去做其他的事情，于是你就获得了自由。这才是学历史最主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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