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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历史研究和传播中，一提到通俗历史的写作，一些人总显得不屑一顾，认为那是低档次的市井间的
事，他们更乐于撰写研究专著。
不可否认，学术研究对于推动历史学发展至关重要，阅读高水平的研究专著也是令人愉悦的事。
但是，眼下所见到的一些论著，装腔作势，文字晦涩，味同嚼蜡。
不少论著是为了评职称、图名利而拼凑出来的，被人们气愤称之为文化垃圾！
试想，对历史没有研究，谈何学术著作？
故弄高雅，语言难懂，谈何文化传播？
历史的生命力在于让更多的人知晓；在于让更多的人通过学习历史得到启迪，做好工作，走好人生路
。
历来许多历史学家在自己精深的研究基础之上，也乐于撰写通俗性的历史读物，普及历史知识，使人
们受到教益。
史学大家吕思勉就是一位通俗历史读物的写作高手。
吕思勉太半生以教书为业，教学之余，笔耕不辍，他撰写过通史、断代史、专史和大量的史学论文、
史学札记等，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字。
其中《三国史话》是吕思勉留给后人的一部通俗历史读物。
此书语言流畅，娓娓道来，极具可读性。
吕思勉对汉末三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将研究心得以通俗的语言展现出来。
如对董卓扰乱朝纲、曹操势力的兴起、曹、袁矛盾的发展等问题都提出了个人见解。
众所周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家喻户晓的一部古典小说，其事件、人物不乏虚构情节，而吕著
《三国史话》是通俗、严谨的史书，作者没有演义，更没有戏说，读来可信。
两书相较而读，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领略史学和文学的魅力。
这部书的第一版由开明书店1943年出版，距今已经六十多年了，期间，数家出版社再版，仍畅销不衰
，可见社会需要这种雅俗共赏、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
当今，人们工作紧张，生活节奏加快，像《三国史话》这样的好书，我们只恨其少而不嫌其多，希望
史学工作者也躬下身来，写一些深入浅出的历史读物，促进历史的普及和文化的繁荣。
孙立群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典常读>>

内容概要

吕思勉太半生以教书为业，教学之余，笔耕不辍，他撰写过通史、断代史、专史和大量的史学论文、
史学札记等，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字。
其中《三国史话》是吕思勉留给后人的一部通俗历史读物。
《三国史话》语言流畅，娓娓道来，极具可读性。
吕思勉对汉末三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将研究心得以通俗的语言展现出来。
如对董卓扰乱朝纲、曹操势力的兴起、曹、袁矛盾的发展等问题都提出了个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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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讲起三国的纷争来，大家都知道其乱源起于后汉。
后汉末年为什么会分裂呢？
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灵帝的宠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乱，剥削压迫严重，农民到处流亡，引起黄巾
的造反。
因黄巾的造反，而引起刘备和孙坚的起兵。
又因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国舅何进要诛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进京。
因董卓的进京，而引起废立之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绍、曹操等纷纷起兵讨卓，天下就从此分裂了。
然则后汉的祸源，最大的便是十常侍，这还是人谋之不臧。
写《三国演义》的人，说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像有什么定数似的，恐怕未必
其然了。
然则宦官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
历来读史的人，怕知道宦官之为害者多，知道宦官的来源者少。
我不妨借此机会，和诸君谈谈。
所谓宦者，大家都知道是曾经阉割的人。
近代的俗语，亦称为太监。
那是因为在明朝，他们所做的官，有二十四个，都称为某某监之故，这是不难解的。
然则何以又称为宦者呢？
在后汉时代，这一种人，威权很大，败坏政治很厉害，所以写《后汉书》的人特地替这一班人做了一
篇传，《后汉书》（宋刻本）名为《宦者列传》，《宦者列传》序里说：“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
。
”这句话，和我们通常的见解有些不符。
通常的见解，都以为宦官就是阉人，现在却说光武中兴之后，宦官才全用阉人，那么，自此以前，宦
官就并非阉人了。
所以有人疑心这“宦”字是错的，说当作“内”字。
然而他这句话，实在是错的。
宦字的意思，本来并非指阉割。
而宦官二字，亦本非指阉割的人所做的官。
我们所谓五经，中间有一部唤做《礼记》。
《礼记》的第一篇是《曲礼》，《曲礼》里有一句：“宦学事师，非礼不亲。
”学就是进学校，宦是什么呢？
须知道古代所谓学校，和现代全然不同。
现代的学校，必须要传授些知识技能，古代的学校则全无此事。
古代的学校亦分为大学小学，所谓小学，只是教授一些传统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间的礼节，如洒
扫应对进退之类。
又或极粗浅的常识，如数目字和东西南北等名称之类。
根本说不上知识，更无实际应用的技能。
至于大学，其中颇有些高深的哲学，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浓厚的。
《礼记》里又有一篇，唤做《文王世子》。
《文王世子》说：当时大学中所教的，是诗、书、礼、乐。
这并不是现在的《诗经》、《书经》、《礼记》等等。
须知古代的人研究学问的很少，而古人的迷信，却较后世人为深。
当时的人对于一切问题的解释，都含有迷信的意味。
所以在后世，学术和宗教是分离的，在古代则是合一的。
所以古代的学问只存于教会之中，而教育权也操在教会手里。
古代教会中非无较高深的学问，然总不能全脱离宗教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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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实用的知识技能，，则是他们所看轻的，学校里并不传授。
所谓诗、书、礼、乐：礼即宗教中所行的礼，乐即宗教中所用的乐，诗就是乐的歌辞，书大约是宗教
中的记录。
在古代，历史和宗教中的经典，也是分不开的。
印度和西藏都是如此。
古代学校中有所谓养老之礼，其仪式非常隆重。
天子对于所养的老人，要自己割好了肉，捧着酱送去请他吃。
吃了，还要自己斟酒，给他漱口，就因为他是一个宗教中的长老，与不带迷信色彩的师长不同。
《礼记》上还有一篇，唤做《王制》。
《王制》里有一句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
”释奠是一种祭祀之名。
发兵出去，打了胜仗，回来却在学校里去举行祭礼，就可见古代学校不是一个学术机关，而其宗教意
味极为浓厚了。
古书上说学校制度的地方很多，不能全说它是子虚乌有，然而从没见古书上记载一个人在学校里学到
了什么知识技能，就是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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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国史话》：有些书不可不熟读，不可不熟知，那就是经典。
那是被岁月吹打、淘洗、风化后剩下的菁华。
让自己心灵纯净，精神充实的一个重要方式是阅读经典。
文学经典书香四溢，日久弥新。
与经典同行，与名家对话，可以感悟作家自我的生命体验，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以及对爱与美的追求。
为生命而阅读，寻一片心灵的栖居地，体悟人的价值与尊严，对培养一个会审美的灵魂，一颗会感悟
的心灵有着重要的意义。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典常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