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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三国史》是1984年原教育部约定的一本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当时写了一大部分，没有写完，因为赶别的工作，就放下了。
这两年又拾起来写，断断续续，现在才算写完了。
时过境迁，这几年文科教材似乎不怎么提了。
但不管如何，这本书，是我作为教材写的，而且是作为高校文科教材写的。
　　虽然拖拖拉拉写了十来年，但我确实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如何写好一本高校的教材，也确实并不容易。
　　作为历史教材，应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基本历史事实；一是对这些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认识。
　　叙述历史事实，就不容易。
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只有一个。
但一经人心反映、人手叙述，只有一个的历史事实会变成多个。
秦始皇，只是一个人，他的一生经历也只有一条线，但自古及今历史家手下写出来的秦始皇，却有千
百个，大别之也可以分为好的、坏的两个。
又如曹操，只有一个，而历史家手下的曹操便有多个。
　　既然如此，历史哪还有真实？
还学个什么意思！
不要急，也不要灰心，学习历史还是有意思的；学历史也是大有用处的。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类理性的进步，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会一步步摆脱愚昧，逐步认识客
观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
当然，这里也要说清楚一点：绝对客观真实和绝对真理是永远也认识不了的。
因为客观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有相对真理。
但相对真理会一步步接近绝对真理。
人们能认识相对真理，一步步接近绝对真理，已经了不起。
试想，人类今天的科学能认识多大一点客观宇宙真理？
但这就已经不得了了，人已经能飞上天，飞越地球，飞上月球。
何况还会不断进步，接近绝对真理！
历史也是如此。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会一步步接近历史真实。
今天的人类不是已经聪明多了么？
智慧多了么？
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不是比古人已经高明多了么？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会逐步接近&ldquo;透&rdquo;的。
　　将来对秦始皇的认识，对曹操的认识，都会逐步接近于&ldquo;一&rdquo;的。
　　有一个故事，说一个人过马路，违犯了交通规则，被警察叫住训斥了一顿。
这人悻悻不平，过了马路，回头望着警察愤愤地说：&ldquo;你早晚逃不出我的手心！
&rdquo;警察好奇怪，心想这是个什么人？
赶上去抓住他盘问。
最后，他说他是火葬场的工人。
这是一出滑稽剧。
　　我们历史家才真可以说，凭你是谁，也逃不出历史的批判，逃不出历史家的手心！
丘吉尔也好，斯大林也好，最终都逃不了历史的论定。
即使不能盖棺论定，终有论定之日。
谁来论定，历史来论定，历史家来论定。
　　&ldquo;上帝&rdquo;赋给历史学、历史学家的使命有二：一是研究历史，总结历史认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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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对历史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类自我的认识；二是把总结历史得来的经验和认识普及化，
使它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使人类逐步脱离野蛮，走向文明。
　　没有历史文化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没有文化修养的人，是愚昧的人。
　　科学是重要的。
没有科技，经济建设便是一句空话，社会进步也是一句空话。
但要注意：建设的道路、路线是要政治家来制定的。
没有鉴往知来、前知八百后知八百的本领，政治家就会领错路。
领路人一出错，科技家十年二十年的惨淡经营便会毁于一旦。
政治家前知八百后知八百的本领从哪里学来？
学历史，学文学，学哲学，学人类积累起来的一切知识、智慧，一句话，从文化修养、文化素质中来
。
其中历史知识，又是最重要的内容。
　　在经济建设高潮中，重科技是必然的、应该的。
问题在于不要忽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忽视了，天才都跑到科技中去，文科都是些二流、三流的天赋，会出危险，也会出悲剧。
　　从这个意义上讲，写教材，写通俗读物，使人们都能从历史知识中提高文化素质、文化修养，都
是极重要的工作。
　　历史是大有学头的。
　　为《三国史》写序，却有感而发，信笔而书，写了这些。
看看，觉得保留着也好。
现在学历史吃不饱饭，学生都不学历史了。
我倒觉得学历史，推广历史知识，传播历史经验，是极重要的工作。
已经学历史的，饿着肚子也要坚持工作不动摇；没有学历史的，有聪明才智的人也要到历史学里来。
历史是民族的命根子，是智慧的源泉，不要使历史学断了烟火。
　　回到《三国史》来。
　　写这本教材，我曾要学司马迁。
顾炎武曾说过：&ldquo;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
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
&rdquo;（《日知录》卷二六&ldquo;《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rdquo;条）。
历史是事实，写历史就是要写事实。
但作者总会有自己的感情和倾向性，而且人人都会有所蔽的。
一指当前，不见泰山。
作者对历史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论断。
顾炎武认为自古以来的史家，能把论断融化到叙事中去写历史的只有司马迁能做到。
我说，自古以来的中外历史记事和著作，没有不是在作者主观思想指导下（也可以说是在著者偏见指
导下）写出来的，他的著作都有他的思想感情和倾向性，也都有所蔽。
我的体会，顾炎武所说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精神实质，毋宁是在说别人写历史、写入物传记多是写行
尸走肉，而司马迁写的传记是活人。
　　我想学司马迁，把论断寓于叙事中去，但我做不到。
后来我觉悟了，司马迁也不能完全寓论断于叙事中去。
寓论断于叙事，并不排除于叙事之外另有论断，司马迁就常常用&ldquo;太史公日&rdquo;来发议论。
发发议论，大概是作史者所不可避免的。
我写三国史，只要能抓住&ldquo;三国史就是写三国史实&rdquo;这条主线就好。
把&ldquo;寓论断于叙事&rdquo;理解为把历史写成活人在活动，不要写成行尸走肉，没有灵魂。
　　我的论点（包括分析）也很多。
除去引用别人的都有注明外，一般都是我的&ldquo;一家之言&rdquo;。
读书少，别人的著作多有读不到的，而且一部分是七、八年前写的，如有别人的见解而没有注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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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ldquo;英雄所见略同&rdquo;吧。
这本《三国史》是教材，不是专著。
不过我学习三国史的心得、理解、认识，大多也注入这本书里了。
　　文字，我是力求生动易懂的，注意了文字的可读性、吸引力。
注意使读者有兴趣读下去。
但有一个矛盾，我引用古史记载的地方很多。
我这样做，也有一个想法：如果高等院校历史系开&ldquo;三国史&rdquo;，也一定是高年级的选修课
。
这些年来，高等院校历史系教学中也有一个不够注意的问题，即不重视引导学生读古书。
一个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怎能不读点古书？
如果一个高等院校历史系毕业生，不管是以世界史为主还是以近现代史为主，连《史记》、《资治通
鉴》都没有摸过，实在是不能算及格的。
而且，我认为古人写的历史也很生动的，反而比我翻译成的现代汉语更生动，更有可读性。
不改写成现代汉语，既不减生动活泼和可读性，又读了古文，何乐而不为？
　　同样的理由，我在&ldquo;建安文学&rdquo;一章里选录了几首古诗和王粲、曹植等人的诗。
这些诗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过去的学人多能上口背诵。
作为一个大学生、特别是历史系的学生，应该有读读这些诗的修养，所以也就不惮其繁地选录来了。
　　既然是学习三国史，自然就首先需要介绍一下陈寿的《三国志》，因为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三国
时期的史实，百分之八九十来自《三国志》。
　　陈寿，蜀汉人。
蜀亡入晋，他写《三国志》，在当时就被认为是&ldquo;善叙事，有良史之才&rdquo;（《晋
书&middot;陈寿列传》）。
清朝史学家王鸣盛、朱彝尊称赞他记事翔实，不为曲笔。
评价都是很高的。
也有人认为陈寿说诸葛亮&ldquo;奇谋为短&rdquo;、&ldquo;应变将略，非其所长&rdquo;，是陈寿故意
贬抑诸葛亮，是报私仇（寿父为马谡参军，谡诛，寿父坐被髡），这是对陈寿的诬蔑。
诸葛亮是大政治家，但就不是大军事家，不怎么会打仗。
陈寿的话，是公正的。
　　《三国志》的缺点在太简略。
南朝刘宋时裴松之奉宋文帝命为《三国志》作注。
东晋以来，三国史史料的出现已渐渐多起来。
裴松之广泛地加以搜集，他的三国志&ldquo;注&rdquo;，实际上是三国志&ldquo;补&rdquo;，他是《三
国志》的大功臣。
读《三国志》，不可不读裴注。
　　需要读的参考书，我这里再特别推荐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五十九至卷八十一。
这是司马光撰述的黄巾起义到西晋统一的一段历史，正和我现在这本《三国史》时间相同。
《通鉴》写得好，是古今都交口称赞的。
他当然要比我写的好得多，这是自觉不敢和先贤比的。
但我也不愿妄自菲薄，我的论点、分析，要比他高明。
因为他是11世纪的人，我是20世纪的人。
要不然又何必要求读者买我的书、读我的书呢？
岂不是浪费读者的时间和金钱！
　　当代人写的三国史和魏晋南北朝史中的三国部分，我不介绍了。
读者可到图书馆去看、书店去买。
在附录里我介绍了一些论文，有的是有启发性的，可供读者参考，有的是我所偏爱的，一般是内容扎
实的。
　　还有一点要说明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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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引文所用的二十四史，我有时用的是百衲本或《三国志集解》本，与现用的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
四史或有个别字的不同。
请读者了解。
　　拉杂写了这些，是为序。
　　何兹全　　1993年8月20日　　后记　　何师旧著《三国史》得以再版，缘起数月前人民出版社编
辑慧眼识英，责笔者向何师倡议并询以配图事。
师均允准，且嘱我负责具体事宜。
　　何师宏著十分注重学术性与可读性结合，对历史大势的把握和人物评价尤独具只眼，重视将人物
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中评价，有骨有架，有血有肉。
何师曾有改编《三国演义》宏愿，惜乎宏愿徒在，人已仙逝。
读者如果将这本《三国史》与罗贯中《三国演义》对读，就可大体知道哪些是三国真实的历史，哪些
是被曲解、哪些又是创造出来的文学内容，与此同时，还可欣赏演义的优美文字以及体味诸多文学手
法的妙趣。
　　何师的这部著作初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久已售罄；次版收于《何兹全文集》中，如今亦已
难觅。
此前经常有外地朋友托我代询何师，意欲购买，皆未能如愿，成为我的一个小苦之事。
如今再版，也算弭平了我久储心中的这段遗憾。
　　笔者受命之后，所做工作如下：　　仔细校读一过，就可疑者审慎复查，订正了旧版中一些疏忽
和笔误。
考虑由于繁简字的转换有可能给初学者带来困惑，因而对这类现象例如县（悬）、陈（阵）等加了标
记。
　　因原著主要讲述政治、军事大势，配图很难贴切，只就手边搜集的一些珍贵元明版画和选择一些
清代的人物精品版画，插配在文字内容吻合或相关之处&mdash;&mdash;倘有不当，敬祈读者指正！
　　聊为附记。
　　张国安于2010年11月28日　　这本书的再版，原以为何师身体尚健必能亲睹，故笔者未曾
以&ldquo;万年太久只争朝夕&rdquo;而为之。
岂料天有不测风云，付梓之际，竟天人永隔！
旧憾既平，未能让何师亲眼看到此书面世，又成了我的新憾，而这份遗憾，却是今生再也无法弭平的
了。
世事不如意者常十之八九，惜哉痛矣！
　　先师驾鹤，我辈伤怀。
幽冥异途，不胜唏嘘！
临文嗟悼，是为追记。
　　2011年2月21日告别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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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何兹全编著的这本《三国史》是1984年原教育部约定的一本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内容包括：黄巾起义，董卓之乱，曹、袁争胜，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曹操取关中，曹、刘争汉中，
孙、曹争淮南，孙、刘争荆州，三国鼎立，魏国社会和政治，吴国社会和政治，诸葛亮治蜀和南征北
战，建安文学，司马懿夺权，曹氏、司马氏的血腥斗争，玄学的兴起，蜀汉的灭亡，孙吴的灭亡。

由于内容通俗易懂，因此，也适合广大历史爱好者作为增长历史知识的通俗读物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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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兹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晋南北朝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中国秦汉史学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简牍研究会顾问。
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7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在霍普金大学培祗国际学院工作。
195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系)至今。
共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史学理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兵制等。
《何兹全文集》(六卷)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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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一、黄巾起义
1.时代背景
2.太平道
3.起义和失败
二、董卓之乱
1.最后一次宦官外戚斗争
2.董卓和东方兵起
3.董卓被杀，关中残破
三、曹、袁争胜
1.曹操、袁绍出身
2.挟天子而令诸侯
3.曹操屯田许下
4.袁绍坐失良机
四、官渡之战
1.时人对胜败的预估
2.官渡之战的序幕
3.官渡主力决战
4.曹操扫平河北
五、赤壁之战——三分形势初现
1.战前形势
2.孙刘联合
3.赤壁之战，瓜分荆州
六、曹操取关中
七、刘备取益州
1.刘璋仁弱
2.刘备入川
3.刘备夺取益州
八、曹、刘争汉中
1.张鲁的政教合一统治
2.曹操占有汉中
3.刘备夺取汉中
九、孙、曹争淮南
十、孙、刘争荆州
1.孙、刘必争之地
2.吕蒙施计袭取荆州
3.夷陵之战
十一、三国鼎立
十二、魏国社会和政治
1.自然经济
2.屯田、客、士家
3.豪族、依附民
4.宽与猛的政治
十三、吴国社会和政治
1.开发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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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代领兵
3.豪族强宗
4.政治悲剧
十四、诸葛亮治蜀和南征北战
1.诸葛亮治蜀
2.征南中
3.北伐
4.蜀汉儒学
十五、建安文学
1.时代和传统
2.《为焦仲卿妻作》和蔡文姬《悲愤诗》
3.曹氏父子
4.建安七子
十六、司马懿夺权
1.起家、托孤
2.政变、夺权
3.司马氏夺权的社会基础
十七、曹氏、司马氏的血腥斗争
1.杀李丰、夏侯玄，废齐王芳
2.毋丘俭起兵淮南
3.诸葛诞起兵淮南
4.杀魏帝高贵乡公
十八、玄学的兴起
1.由儒到玄
2.何晏和王弼
3.嵇康和阮籍
十九、蜀汉的灭亡
1.蜀汉后期
2.钟会、邓艾灭蜀
二十、孙吴的灭亡
1.孙皓的残暴
2.晋灭吴，三国一统
后论
附录
汉末三国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附记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国史>>

章节摘录

　  东汉统一帝国的垮台和分裂局面的出现，应从黄巾暴动说起。
《三国演义》就是从黄巾暴动讲起的，有眼光，有识见。
　  黄巾暴动的出现，是东汉政治腐败、官吏贪污、商人兼并的结果，是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的结果
。
　  在中国历史上，大凡一家取得天下做了皇帝，开始都能君臣上下励精图治，严惩贪污腐败，懂得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尽量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生活下去。
但多则百年、几十年，少则十年、二十年，安居久了，统治者又腐化起来。
于是吏治腐败，赋役繁重，人民求生不得；于是铤而走险，酿成大乱；于是皇帝被打倒，皇朝被推翻
。
新皇朝在这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烂摊子上重新建立起来。
君臣上下又励精图治一番；于是社会又安定一个时期。
于是又腐败，于是人民又起来，于是皇朝又被推翻，于是新皇朝又建立起来。
循循环环，改朝换代不已。
当然，这是就历史发展的大形势说的，细察起来，在循环中社会也有变化，有发展，有进步，不是死
水一潭。
历史循环论是错误的。
　  东汉自安帝以后，政治腐败逐渐严重。
外戚宦官争权夺利。
外戚夺得大权，换一批亲朋子弟做官；宦官夺得大权，又换一批亲朋子弟做官。
一批人上去，一批人下来。
上一批、富一批、贵一批。
受苦受害的总是人民百姓。
　  使人民受苦的，政府官吏以外还有商人。
战国以来，商业交换经济发展。
商业发达，城市兴起，人民见识增长，智慧文化也随着进步。
城市，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源泉。
城市生活给人带来思想，带来智慧，带来文化。
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有关农业、畜牧业的知识外，无不从城市兴起。
　  但交换经济发达，是好事也带来恶果。
城市经济发达的结果，总是商人得利，农民吃亏。
商人越来越富，农民越来越穷。
　  在商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里，王公贵族官吏只是从农民手里征收他们生产的物品，农民生产什么
他们就征收什么。
他们得的多些，生活比农民丰足些，如此而已。
商品经济出现和发展后，为了使产品有销路有竞争能力，就得使产品精益求精，不然便卖不出去。
产品卖不出去，商人就要蚀本甚或破产，吃苦。
因此，生产品总是精益求精的。
在精美物品刺激引诱下，王公贵族官吏的欲望大开。
他们追求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用好的。
司马迁就说过：&ldquo;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昧，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
之荣使。
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rdquo;（《史记&middot;货殖列传》）追逐美好，厌恶粗野，这是人的欲望，谁也阻挡不住，就是排
门挨户去讲节约的道理，谁也不去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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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发家致富，靠钱。
&ldquo;长袖善舞，多财善贾&rdquo;。
手里钱越多，生意越做得大，钱越赚得多。
通过钱、交换，商人把农民的土地、财产兼并到自己手里来。
王公、官吏发家致富靠权。
他们有权在手，一道命令颁布下去，便能变农民的财产为他们的财产，更不用说横征暴敛非法勒索了
。
　  商人靠钱，官靠权，钱和权谁厉害？
这要分两层来看。
形式上看，政府的官厉害。
官吏有权有势，对农民可以用命令来横征暴敛，置人于死地。
对商人他们也可以用政治手段没收他们的财产。
这样看来，官厉害；但深入一层考察，政府官吏所以有欲望要钱要财也是商品交换经济的产物。
没有商品生产的刺激，官吏也就会乐于他们的&ldquo;土&rdquo;生活了。
如此说来，交换经济的发展又是官要钱的社会基础。
　  农民失掉土地，在农村没法生活，只有游荡于社会，麇集于城市。
从西汉开始，流民问题就是社会上的大问题。
文帝时，晁错已说：&ldquo;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rdquo;（《汉书&middot;食货志上》）元帝时，贡禹说：&ldquo;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
&rdquo;（《汉书&middot;贡禹传》）贡禹的话，可能有夸大。
但一个大臣向皇帝上疏总不能胡说，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实在是惊人的。
自东汉建国，流民就一直不断。
安帝以后，越来越严重。
&ldquo;黎民流离，困于道路&rdquo;，&ldquo;弃捐旧居，&hellip;&hellip;穷困道路&rdquo;，&ldquo;老
幼相弃道路&rdquo;，&ldquo;人庶流进，家户且尽&rdquo;，&ldquo;万民饥流&rdquo;，&ldquo;民多流
亡&rdquo;，&ldquo;百姓饥穷，流冗道路&rdquo;（《后汉书》和帝以下各帝纪）这一类的话，真是史
不绝书。
　  流亡道路解决不了生活问题。
于是大批流亡人口麇集到城市里。
在城市生活，总比农村好混。
做些小手工业、小商小贩，都可以糊口。
做些泥人、泥狗、泥车马等小孩玩具卖，也可以活。
这样，西汉时期城市里养活了大量人口。
东汉前期的王符说：&ldquo;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
本者少，浮食者众。
&rdquo;（《潜夫论&middot;浮侈篇》，见《后汉书&middot;王符列传》）据他估计，当时人口百分之
九十以上是工作或浮游在城邑里。
他说：&ldquo;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
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
&rdquo;（同上）　  照王符的估计，东汉人口百分之九十住在城邑，这大约是夸大了。
但贡禹也说&ldquo;耕者不能半&rdquo;。
两汉时期，人口住在城邑里的一定很多，大约是没有问题的。
　  大量人口挤进城邑里，也有个饱和点，超过一定数量&mdash;&mdash;饱和点，城市也养活不了。
城邑人口仍要走上流亡的道路。
这种情况，西汉末年已经出现。
哀帝时，鲍宣上书中曾说到&ldquo;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rdquo;（《汉书&middot;鲍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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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帝赐翟方进册说：&ldquo;间者郡国谷虽颇孰，百姓不足者尚众，前去城郭，未能尽还。
&rdquo;（《汉书&middot;翟方进传》）西汉如此，东汉更是如此。
为什么把人民流亡说成是&ldquo;去（离开）城郭&rdquo;呢？
这总说明住在城邑的人口众多吧！
西汉时期，人民穷困离开农村逃亡城市尚可以活。
等城市都无法生活，须要离开城市，就大成问题了。
　  黄巾起义，就带有极浓厚的流民性质。
灵帝时司徒杨赐对他的掾属刘陶说：&ldquo;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
扰，速成其患。
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
&rdquo;（《后汉书&middot;杨震列传附杨赐传》）流民归本，就可以孤弱其势，可见张角的徒众多是
流民。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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