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解《資治通鑑》綱目

及編輯構想

一﹒圖解《資治通鑑》綱目：

（一）戰國至秦代：

三家分晉 田氏代齊 孫龐鬥智 商鞅變法 合縱連橫 紙上談兵

秦併六國 長城恩怨 焚書坑儒 指鹿為馬 揭竿而起 破釜沉舟

（二）西漢時期：

約法三章 楚漢逐鹿 諸呂伏誅 七國之亂 武帝盛世 張騫鑿空

經略四夷 霍光廢立 成帝荒淫 外戚擅權 王莽篡漢 群雄亡新

（三）東漢時期：

光武中興 東漢一統 勒石燕然 投筆從戎 諸羌叛服 戚宦相爭

黨錮之禍 黃巾起事 州郡割據 官渡之戰 三顧茅廬 赤壁風雲

（四）三國時期：

曹氏篡漢 劉備據蜀 孫權稱帝 漲海揚帆 六出祁山 司馬氏興

（五）兩晉時期：

西晉統一 八王之亂 劉淵稱帝 永嘉之亂 五胡亂華 祖逖擊楫

東晉內亂 桓溫北伐 苻秦崛起 淝水之戰 東晉民變 劉裕篡晉

（六）南北朝時期：

北魏興起 南齊代宋 魏遷洛陽 蕭衍篡齊 魏分東西 侯景之亂

陳朝替梁 齊周篡代 楊堅篡周

（七）隋朝時期：

隋朝一統 文帝易儲 煬帝篡位 運河血淚 三征高麗 巡幸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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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塵四起 隋朝傾覆

（八）唐朝時期：

高祖興唐 玄武門變 貞觀之治 四夷賓服 武周革命 唐朝復辟

韋氏之禍 開元之治 貴妃醉酒 安史之亂 藩鎮割據 宦官用事

邊族侵擾 憲宗平藩 牛李黨爭 黃巢起事 諸鎮相攻 朱溫篡唐

（九）五代時期：

藩鎮分立 後唐滅梁 契丹入寇 石晉賣國 十國春秋 郭威篡漢

世宗南征 陳橋兵變

二﹒圖解《資治通鑑》編輯構想：初步以大32開本
為準

如按上述綱目（計103項）著手，以每項佔6頁、每頁平均2標準圖

（圖幅尚可據內容擴大或縮小）計，則共約600頁、1200圖（每項12

圖），可分二冊或三冊出版。

另如改出《資治圖鑑》，由古至今，可出十冊（每冊200頁）。

三﹒編印歷史圖解的兩種選擇

（一）圖解《資治通鑑》：

起訖時間、內容完全以《資治通鑑》為準，但取材效法《通鑑紀事

本末》，並參照其內容組織。以事編輯比較生動，內容也現成，

唯應刪除次要事件，標題也可略改，如“太宗平內難”改“玄武門

之變”。

（二）《資治圖鑑》：

《資治通鑑》（如下延另行策劃），上限酌參《史記》等補全，由五帝

到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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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資治通鑑》綱目及編輯構想

戰國至五代大致據《通鑑紀事本末》，但捨棄次要事件。將來如受

歡迎，可再參《宋史紀事末本》、《明史紀事本末》、《清史紀事本

末》等續編。

附：有關《資治通鑑》、《通鑑紀事本末》簡介

1. 司馬光等《資治通鑑》：編年體史籍，以時為經，按年、月、日

排列。其特點是史事先後分明，但不集中，一事或同樣的人物

散見各卷。全書起自戰國“三家分晉”，迄於五代“世宗征淮

南”，凡294卷，歷1362年（403BC-AD959）。

其正文二百九十四卷之篇目如下：

1.《周紀》五卷 2.《秦紀》三卷 3.《漢紀》六十卷

4.《魏紀》十卷 5.《晉紀》四十卷 6.《宋紀》十六卷

7.《齊紀》十卷 8.《梁紀》二十二卷 9.《陳紀》十卷

10.《隋紀》八卷 11.《唐紀》八十一卷 12.《後梁紀》六卷

13.《後唐記》八卷 14.《後晉紀》六卷 15.《後漢紀》四卷

16.《後周紀》五卷

2.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把《資治通鑑》全部內容歸併為42卷、

239件事，每事立一標題，按時間抄錄成篇，未增一字。其重點

放在治亂興衰，捨棄《資治通鑑》中典章制度、經濟等內容。

其綱目如下：

（一）戰國至秦代：共有“三家分晉”、“秦併六國”、“豪傑亡秦”等

三個分目。

（二）西漢時期：從“高帝滅楚”至“王莽篡位”。

（三）東漢時期：從“光武中興”至“袁紹討公孫瓚”。

（四）三國時期：從“曹氏篡漢”至“晉滅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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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晉時期：從“司馬氏篡魏”至“劉裕篡晉”。

（六）南北朝時期：從“劉裕篡晉”至“隋滅陳”。

（七）隋朝時期：從“楊堅篡周”至“煬帝亡隋”。

（八）唐朝時期：從“高祖興唐”至“朱溫篡唐”。

（九）五代時期：從“朱溫篡唐”至“世宗征淮南”。

（擬於1995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