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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操（155-220），东汉末年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三国魏的实际建立者。
他倥偬军旅数十年，挟天子以令诸假，终于打下北方一片天下。
本书取材丰富，对曹操的事功进行了全面总结，对其诸多重要思想及其实践，以及中国历史上对曹操
的诸多评议都作了论述，为人谲作的一面也如实作出了反映和评论。
一个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卓越贡献、既智且诈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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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作耀，1931年生，山东平度人，汉族。
1955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
毕业后，先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77年调至人民出版社，历任编审、编辑室
主任、副总编辑、《新华文摘》和《新华月报》主编等职。
曾兼任北京历史学会常务理事、郭沫若学会理事、中国期刊协会理事等职。
张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要从事政策理论研究和书刊编辑工作。
学习和工作之余，致力于个人学术研究。
论文有《也谈太平天国革命性质》、《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论语新探〉初辨》、《孔门
弟子异同论》、《孟轲》、《廖仲恺思想刍论》以及有关曹操和刘备、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诸多专题
论评等；编著或主编的工具性、知识性书籍有《中国历史便览》、《大哉孔子》、《中国历史辞典》
等；学术专著有《曹操评传》、《曹操传》、《刘备传》和《孙权传》。
其主要学术成就：1．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性质和有关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的研究。
在初涉学术研究时，先生曾把主要精力投在农民战争问题上。
他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的研究成一家言，受到学界重视。
他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基本上是单纯农民战争，但又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率先提出，太平天国有过的一段相对稳定，不是因为实行了《天朝田亩制度》，而是由于实行了士农
工商“各安其业”和“造册投诚，完粮纳税”的政策。
先生指出，宗教虽在农民战争发动初期起过组织群众和宣传群众的作用，但始终是坏作用比好作用大
得多，束缚了人的主动性，把斗争引入歧途，模糊了敌我界限，最终成为内部团结的障碍，成为导致
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2．关于孔子、孔门弟子和孟子的研究。
先生详细分析了《论语》中“人”和“民”、“君子”和“小人”的用法，认为：春秋时代书面语言
中的“人”字有时指统治阶级，有时泛指一切人，而“民”字则有时指奴隶，但较多情况却是凡不在
官者皆称“民”；“君子”、“小人”的最初本义是“官”与“民”，进而引申出“有德者”和“无
德者”以及敬称和自谦的区分，并不是阶级的不同，更不是政治派别的区分。
先生不同意关于孔门存在路线斗争的观点，对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作了异同对比研究，证明了孔子同
弟子以及诸弟子之间对于根本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相通的，即使时有互诘，但并未形成对立，更说不
上路线分歧。
先生对孟子的性善论、民贵君轻、行仁政、定于一、刺“兼爱”、非“为我”、尚分工以及“顺天者
存，逆天者亡”、“心之官则思”等做了肯定性评价，认为孟子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
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用的积极的思想和文化遗产。
3．关于曹操、刘备和诸葛亮的研究。
先生的专著和不少文章对曹操、刘备作了专题研究。
他认为曹操对中国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一位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人物，因而对于曹操的事功和思想
多做肯定性评述，同时也透视了曹操的诡谲之情，非议其嗜杀以及酷虐变诈的为人。
他肯定了刘备“折而不挠”的坚韧精神，但认为刘备的为人和政治、军事才能皆不足称，是一个两面
性突出的人物，一位平庸君主。
先生认为，诸葛亮是一位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只善大谋而不谙军旅
征战，执法严格但不公允，用人重贤但不明于察，不重视僚属的培养。
所以，三国鼎立，蜀汉先亡，刘备、诸葛亮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关于廖仲恺思想的研究。
先生曾发表数篇长文研究资产阶级革命家廖仲恺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哲学思想，肯定了廖仲
恺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确立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他对三民主义的充实、实践和发展，指出
如果没有廖仲恺的努力，很难设想会有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成功。
先生认为，廖仲恺一生的最后二三年间，思想已在向着一个崭新的阶段演变，他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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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经济学说的束缚，但在其社会实践中正在形成社会主义观念。
张作耀还是一位学者型的资深编辑，在自己的研究和书稿审定中，都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的原则，鼓励学术的新探讨，提倡前沿性研究，把总结和推出学术成果看作是编辑出版工作者的最
重要的责任。
先生热心提携后进，尽心尽力地培养有学术造诣的编辑人员。
他在任职期间拟定的长期规划和组稿原则对于其所主管的部门出版物的学术定位发生着重要的和长久
的影响，例如人民出版社的历史著作，始终坚持严格的学术要求，出版了许多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并
形成了帝王传、断代史、著名学者学术文集等诸多学术系列丛书，得到学界的好评。
先生认为，学术性著作应有深度和独到的见解，至少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拓展。
他所写的书评以及审稿中体现出的学术把关，都说明了这一点。
他在《江汉论坛》杂志上发表的《谈谈历史传记编写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很有针对性地指出，历史
传记层次不同，写法可异，但应遵循一些带有共性的原则。
先生曾主编《新华文摘》近十年，他坚持主旋律，奉行“双百”方针，提出了“繁荣学术，荟萃文化
”的办刊原则，强调把选文的重点放在创造性、拓展性研究上，从而为坚持和保证刊物的高学术水平
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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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 第一章 动荡的社会背景 第二章 家世源流及其青少年时代   一、“莫能审其生出本末”   二、任侠
放荡的少年时代   三、初人仕途，勇向权贵和陋习挑战   四、不愿违道取容，称疾归里 第三章 陈留起
兵到中原始逐鹿   一、拒绝参加“谋废灵帝”的行动   二、陈留起兵   三、“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四、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壮大自己   五、中原始逐鹿 第四章 迎帝都许   一、迎帝都许   二、百官总己以听
  三、重用贤能 第五章 推行屯田   一、取“先代之良式”以为“定国之术”   二、许下屯田   三、不断
完善屯田制度   四、曹操建置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影响 第六章 初试“挟天子以令诸侯”   一、南征张绣   
二、东讨袁术   三、长驱伐吕布 第七章平定袁绍父子和北征乌桓   一、官渡胜袁绍   二、讨平袁氏兄弟 
 三、北征乌桓 第八章 兵败赤壁   一、间行轻进取荆州   二、初战失利   三、兵败赤壁 第九章外备边防
，内固权力   一、军谯备战   二、让县明志   三、加强集权 第十章 西征马超与韩遂   一、渡蒲阪，据河
西，结营渭南   二、巧施离间   三、“兵之变化非一道” 第十一章 军败叹赞孙仲谋   一、阮璃捉刀胁孙
权   二、军败叹赞孙仲谋   三、密教张辽破敌军   四、屡屡用兵无大功 第十二章 得陇不复望蜀   一、遥
制兵，夏侯渊建功西北   二、亲督将，张鲁畏服封侯   三、失掉“望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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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动荡的社会背景曹操，姓曹名操，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市）人
。
他死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公元220年3月15日），终年六十六岁。
据此推算，他的生年当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
曹操处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
此话很有道理。
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培育了曹操，并且为一大批人，特别是为曹操提供了发挥才干、表演自己，
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
换言之，如果没有东汉中晚期的社会动乱，东汉则不会灭亡得那么快，也不会出现曹操、诸葛亮、刘
备、孙权等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
本来，东汉初期国家复归统一，摒弃了王莽的诸多扰民措施，陆续实施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
，省减刑法，释放奴婢，假民公田，轻徭薄赋，劝民农桑，整顿吏治，“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
内外匪懈，百姓宽息”，并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
社会的确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时期。
但好景不长，前后不过六十多年。
嗣后，统治集团很快走向腐败，巧取豪夺，谋权谋利，互相倾轧，最终把社会推向动荡不安，把东汉
朝廷推向灭亡。
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外戚和宦官的专权及其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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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世纪90年代初应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约稿撰写《曹操评传》(附曹丕、曹植)。
书成，字数竟达40余万。
然后，大加砍削，并去掉了不少章节，才算符合了曹操本传不超过25万字、全稿控制在30万字左右的
约稿要求。
俗谓“敝帚自珍”，去掉这么多的内容，自然有点舍不得。
幸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约写《曹操传》，删掉的内容才有了新的用场。
这样，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曹操评传》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曹操传》便有着共同的渊源和
内在的必然联系。
两书在事实取材和评论上繁简不一，各有侧重，但也有一些内容是相通的。
前者更重视传主事功的得失分析，突出其思想的归纳、研究和评论；后者则尽量简化评论性文字，剔
除一些专论思想的章节，而侧重于传主人生经历和事实本身的系统叙述，并作适量评论。
因此，笔者谨请读者注意，为了不致浪费精力，不妨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阅读前者还是后者。
人民出版社乔还田、杨美艳、诸晓军诸位同志为出版本书付出了许多辛苦，谨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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