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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堂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供后人借鉴。书名取“鉴

于往事，资于治道”之意，就是把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安邦定国。书中记

录的一些明君贤臣的事迹，也体现出清廉、正直、刚强、宽厚、忠诚、信义、

执著等修身做人的品质。一千多年来，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是古人留

下的宝贵财富。今天的人很忙，几乎没有时间翻阅系统性太强的大书，所以

有微博体文字的诞生，也就是说，手机短信所限制的一百四十个字以内的文

字体式，已进入当代人的视野。看来，短小而隽永、有意趣、有思想、有学

术、有情怀的短语，适合今天人们的生活。而汉代学者刘向也说：“书犹药也，

善读之可以医愚。”意思是讲，书如同治病的医药，通过读书，人能够使自

己愚昧的思想得到治疗。于是，有了《资治药言》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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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期，我学的是历史。后来在教育界工作，更长的时间在做行政工

作。但是，学生时代留下的读书习性，却没有多少改变。多年来，白天处理

政务，晚上灯下读书，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习惯，也可以说是我对人生的一

种态度，是我追寻的一个生活境界。曾国藩的人生，有一半办公、一半读书

的成例，常人自然不能比。然而，读书致用是一境界，读书的更好境界则在

于养心，在于悟道，在于达到对人性的了悟与同情，达到对宇宙的洞察与皈

依，达成个人人生的丰富、人格的崇高。这些认知，形成了我人生观中要紧

的一部分。 

社会发展到今天，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让人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幸福生

活，这是令我们由衷高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范仲淹进退俱忧、先忧后乐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为政者心里的一个楷则。万

家忧乐，心系苍生，我们一刻也未能忘怀。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们就

需要更好的精神营养。我们的良知，也需要呵护和鼓励。这是我和赞智等同

志属意前人智慧，编写《资治药言》的主要命意。于是十数年日积月累，终

于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结成了这部书。 

大部头的书，今天我们要读，说得上应有尽有。但适合为政者在繁忙工

作中选读的格言励志性的读物，却不多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有了手

上的这册书，这一缺憾或可稍补一二。《资治药言》不能说就是经典，但其精

粹来自经典，和前人的滔滔文略相比，《资治药言》中的现代语译不是很精彩。

不过，好的文字，前人的话就是；现代语译，不过只是帮助理解的一个参考。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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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资治药言》以国家、民生、政治、政德、人生、学识、

修养为题，勒为七篇，涉及为政的诸多面。那都是前人行政爱民、选贤任能、

文德武略、创业守成、纳谏改过、为人处世、和谐社会、居安思危、精忠报

国、开放招商诸方面的文明思想和兴衰治乱的语句，称得上言简意赅、道理

深远；是实实在在的精华，其中蕴含的道理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没有过时。

由于是结合着工作实践选录的，如果有一言半辞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发挥

了作用，在我们检束身心的过程中有了帮助，在我们执政为民的行为中添加

了分量，那这书就功德无量了。不过，我们的初衷是尽可能地把不足减少到

最低程度，然而因编写中所受的种种制约，究竟造成了多大的不妥，也还

没有把握。如语言文字的校对、语句出处的核实等，和专业学者相比，也有

明显的差距。这些都是需要说明的。 

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源远流长，一脉相承。我们的文明史，是

炎黄子孙一代一代地拼搏、一代一代地奋斗、一代一代地传承，用血汗和生

命谱写出来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的文明如我们这般博大崇高。我们收录

的就是祖先的文明成果，亲切中满含祝福，睿智里充盈磅礴。前人创造出多

少灿烂的文化，“五四”以来置之死地而后生，今天我们终于跻身于世界民族

的前列，兴盛衰亡的中华历史，留给后人的经验与教训是深刻的，是引人深

思的。我们案头摆放的，是涅槃后的凤凰，是大浪淘沙、历久弥新的中华文

明的精华。我们在工作之余，轻松阅读，细细品尝，哪怕受到一点点的感

染，对于我们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坚持对外开放和改革创新，推

进各方面工作都应该有一些好处。倘若进一步，能引发出探索阅读，促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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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思想境界升华，则更有益处。愿《资治药言》能够让更多的治学为师、治

世理政、修身齐家者读到，从中汲取到营养。 

是为序。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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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工商贸 
 

 

 

□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社会发展了，一个

国家只重视农业就会因循守旧，越来越愚昧落后；国家重视工业就与

日竞新，越来越智慧聪明。〕 

      ——清·康有为《请厉工艺奖创新折》  

 

□理财，常以养民为先。〔管理财政，常把养活老百姓作为首先

考虑的问题。〕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财赋者，邦国之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重轻系焉。〔资财

赋税，是国家的根本、人民生存的要害、天下治乱的关键。〕 

      ——宋·宋祁《新唐书·杨炎传》 

 

□生财有道,理财有义，用财有法。〔生财有办法，理财有道义，

用财有制度。〕 

  ——元·欧阳玄《宋史·徐猛传》 

 

□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经济是国家的命脉，一切事业

的基础。〕 

      ——宋·苏辙《上皇帝书》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

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利用天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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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生产天下的财富，收聚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用费。自古以来治

理国家，从没有因财富不足而成为公患的。公患的问题在于治理财富

没有适当的办法。〕 

  ——元·欧阳玄《宋史·王安石传》 

 

□食足货足，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粮食和钱财丰足，然

后国家殷实，人民富裕，进而政教风化也就形成了。〕 

  ——汉·班固《汉书·食货志》 

 

 □凡金银货币，皆出自生灵膏血，不可使无功之人，滥沾赐与。

〔凡是国家的金银货币，都是来自百姓的血汗，不可以随意赏赐给没

有功劳的人，也不能没有章法地胡乱赏赐。〕 

  ——唐·吴兢《旧唐书·郑军传》 

 

□实业、交通二政，为富国之本。〔发展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

这两件政务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 

  ——清·梁启超《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 

 

□利民之事，以农为本，以工为用，中国养民急务，莫过于此。

〔有利于百姓的政事，以发展农业为根本，靠工业发挥其作用，中国

养育人民的当务之急，莫过于这两条。〕 

     ——清·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国不兴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国家不兴办没有用的工

程，家里不收藏没有用的器物。〕 

      ——唐·魏徵《群书治要·新语》  

  

□利于己而不能利于人者，非美利也；利于民而不能利于国

者，亦非美利也。〔只对自己有利而不能对别人有利，这样的利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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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利；只对民众有利而不能对国家有利，这样的利也不是好利。〕 

  ——清·郑观应《盛世危言·银行》 

 

□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中国自立自强的根本，在于制

造轮船大炮。〕 

   ——清·曾国藩《家书·谕纪泽》 

 

□百工之事，迁地为良。〔各类工匠的制品，换个地方就成为好

东西。〕 

  ——清·陈虬《治平通议·变法》 

  

□不能保商，何以立国？〔不能保护商业活动，依靠什么来立国？〕 

  ——清·陈炽《续富国策·包立商部说》 

 

□家有千贯，不如日进分文。〔家里存有很多资财，不如每天都

有微薄的收入。〕 

  ——明·臧懋循《元曲选》 

  

□菽粟之贵，重于珠玉。〔粮食的珍贵，胜过珍珠宝玉。〕 

  ——五代·姚察《陈书·世祖本纪》 

  

□国家资用，务从俭约。〔国家的费用，一定要节省。〕 

  ——五代·姚察《陈书·世祖本纪》 

 

□工为体，商为用。〔发展工业是根本，发展商业靠工业。〕 

     ——清·张之洞《农工商学》  

 

□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西土者，

惟借此二端耳。〔制造船炮机器之用材，没有铁不成，没有煤炭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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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英国所以能够在西欧称雄逞强，靠的就是铁和煤这两种东西。〕 

      ——清·李鸿章《议复陈启照条陈折》 

 

□剑戟不利，不可以割断；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兵器不锋

利，不能割断东西；羽毛不丰满，不可以振翅高飞。〕 

      ——清·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    

 

□师夷智以造炮利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学习西方各国的科学

技术来制造大炮和战船，尤其可以期望能长远利于自己的国家。〕 

      ——清·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 

 

□机器制造一事，为今御侮之资，自强之本。〔制造机器这一实

业，是现在抵御外侮的资本，自立自强的根本。〕 

     ——清·李鸿章《李鸿章折》 

 

□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机器的应用，近代自然科

学的发展，是从事工艺的劳动者的智慧结晶。〕 

      ——清·张之洞《劝学篇》 

 

□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获取吃穿的途径，一定要从耕田织

布开始。〕 

                      ——汉·刘安《淮南子·主术训》 

 

□商之本在农，商之用在工。〔商业的根本在农业，发展商业则

靠工业。〕 

      ——清·康有为《条陈商务部》  

 

□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

实多可以取法。〔西方发展经济强化国防的办法，崇尚科学振兴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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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手段，以及西方了解民情而建立国家根本大业的做法，确实在

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效法。〕 

     ——清·郭嵩焘《请将滇抚岭毓英交部议处疏》  

 

□发金、银、煤、铁之利，足可夺五洲；造台舰、枪、炮之精，

可以横四海。〔开发金、银、煤、铁矿产资源，足可以夺取五洲；发

展台舰、枪、炮等制造业，足可以纵横四海。〕 

      ——清·康有为《公车上书》 

 

□中国欲振兴商务，必先讲求工艺。〔中国要振兴商业事务，一

定得先发展工业技艺。〕 

      ——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 

 

□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要说

商业的根源，当务之急在于发展制造业；而发展制造业的手段，首先

在于发展机器制造业。〕 

      ——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  

 

□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一个农夫耕种的粮食，一百个人来吃；一个农妇养蚕织布，一百个

人来穿。用一人生产的物品供养一百人，怎么能够供养他们呢？〕 

      ——汉·王符《潜夫论·浮侈》  

 

□泰西富强之基，根于工艺。〔欧美各国富强的基础，根本在于

工业技艺。〕 

      ——清·郑观应《盛世危言·技艺》 

 

□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善于主

持国家的，总是在各国物价降低时，我则使它提高；各国轻视此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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