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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人们对中国的历史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
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出现了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历史结合的热潮，不少学者
和学生开始对中国外交的历史和特点发生了兴趣。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经过越来越多的学人的共同努力，我相信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会认同，中国的外交与西方的外交有共性
，但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的学人们应当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的国际关系学”
或“中国的外交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程的《大谋略》一书也是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一次探索和尝试。
    曾经有一位韩国学者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希望能就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也就是国内通称的朝贡
体系进行研修。
朝贡体系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外交事务。
可见中国古代有着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和思想。
这些是先人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外国的相关学科已经开始注意研究中国古代的外交制度、思想和实践。
因为这些宝贵的外交遗产一直流淌在中国的外交血液中，影响着今日的中国外交。
国内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国外交历史的研究，从中汲取养分。
但是国内对中国外交遗产的挖掘还远远不够。
    理解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要看西方的历史，可是我们不一定非得用西方的历史来理解当今的国
际关系。
西方的很多成功的例子在中国就遭遇了“水土不服”。
为什么只是一味去关注古希腊和威斯特伐利亚，而不去关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三国呢？
我们对西方历史的了解肯定比不过西方人。
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展示中国的特色。
中国应该有一部分人去研究中国自己的外交史和外交思想。
    现代国际政治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之上。
中国是现代国际体系的迟到者和被动接受者。
在西方外交思想和规范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本土的外交思想、规范和实践开始不断衰落。
其实，与古希腊、罗马的那些城邦国家相比，中国更有资格炫耀自己悠久灿烂的外交历史。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地上就形成了华夏体系。
这个体系日后逐渐发展完善成稳固的朝贡体系。
朝贡体系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彻底崩溃于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
近代屈辱的历史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创伤和紧随而至的对西方先进文明及制度的学习，似乎使我们忽视
了那些遥远的外交身影和曾经响亮的声音。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重识外交历史，在国际政治领域发出中国的声音，是我们迪在眉睫的任务。
    《大谋略》一书就是挖掘中国外交遗产的有益尝试。
我曾经做过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本书则将对古代外交的研究延伸到了秦汉之后，同时
将观察的视角深入到中国内部政权。
在书中，作者以翔实的史实梳理了三国时期的外交历史，归纳出相关国别的外交战略。
其中对吴蜀两次外交联盟的介绍和对联盟理论的穿插分析，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特色的联盟征伐情况；
其中对蜀吴荆州战略的深入分析，将盛传的“借荆州”细化，纠正为“换江陵”，为我们理清了一桩
纷繁复杂的历史公案。
书中有关秦旦通三韩、张特守合肥城等有趣的外交故事，向我们展现了古代外交生动有趣的一面。
    正如作者承认的，本书还存在许多问题。
比如并没有严格区分外交斗争和政治、军事斗争，对三国外交战略和战术的分析概括也略嫌简单。
另外，还需要提醒读者的是，三国时期虽然魏蜀吴三个政治实体各有各的地盘、军队和居民，互不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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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又相互承认，它们之间的交往具有典型的外交的特征，但它们都是在秦汉统一中国的历史前提之下
出现的，又都以实现中国的统一为最终的战略目标，而且后来三国又在几十年后重新成为一个统一国
家。
这又与一般国家的外交有所不同。
但总的来说，该书不失为一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外交史作品。
    中国的外交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许多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传统，有不少知识和传统一直影响到当代中
国的外交。
相信张程的这本《大谋略》会丰富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外交的认识，对人们理解中国外交的历史会有裨
益。
    是为序。
    叶自成    2007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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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谋略:三国外交智慧书》这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建设的时代；这是一个建功立业、漫
溢英雄传说的时代，也是一个血肉横飞、在刀剑上孕育新生的时代；这是一个千百年来被后人不断追
忆怀念的时代，也是一个弥漫演义、神话与疑点的时代！
这就是三国。
《大谋略:三国外交智慧书》不戏说不夸张不演义，忠于史实，从外交斗争角度还原三国的纷争与精彩
。
曹操为什么能够由弱转强，又是如何消灭“高富帅”袁绍的？
四处流亡的刘备与初出茅庐的孙权，为什么从结盟走向内战？
蜀汉小国寡民，诸葛亮为什么还频繁主动进贡最强大的曹魏？
三国纷争，坐收渔利的却是西晋。
西晋又是如何终结三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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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程，浙江临海人。
现为职业编辑、业余作者。
写作集中在中国历史领域。
出版《三国大外交》《脆弱的繁华》《泛权力》《辛亥革命始末》等书，并翻译出版《中国人本色》
《多面中国人》等书。
在《光明日报》《国际先驱导报》《经济参考》《百家讲坛》《中华遗产》等报刊发表评论、散文多
篇。
欢迎访问作者博客“张口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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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袁绍的外交准备 正月，袁绍发布讨曹檄文，二月进军黎阳。
黄河中游形成了十比一的主力决战态势。
 袁绍在决战前后也没闲着，展开了密集的外交穿梭。
他的外交对象就是分布在曹操四周的大小势力，希望能够形成四周夹击河南的形势。
 袁绍外交工作的第一个对象是盘踞在南阳地区的张绣 张绣势力是西凉军团的分支。
张绣的叔叔是董卓的部将，在关中大乱的时候“就食”南阳。
张绣继位后，与刘表结盟，与曹操为敌。
曹操与张绣展开多年的拉锯战，损失了自己的爱子、侄子和爱将典韦，还是奈何不得张绣，张、曹两
派结下了仇。
 所以，当袁绍在战前派人给张绣和谋主贾诩送去书信，相约结援，共击曹操时，张绣是愿意与袁绍结
盟对抗曹操的。
但就在正要签约的时候，贾诩却对袁绍的使者说：“你回去谢谢袁绍。
告诉他，袁家兄弟都不能相容，还怎么能容天下呢？
”袁绍的使节被赶跑了，双方的外交大门也关闭了。
 张绣吃惊地问贾诩：“何至于如此呢？
那现在怎么办？
”贾诩建议张绣归降曹操，并列出了选择曹操的三大理由：“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
袁绍强盛，我们以少从之，最多就是个小伙计，不会受到袁军的重视。
曹军众弱，得到我们这支力量一定很高兴，很重视，就是第二个理由。
有霸王之志者，肯定会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
”张绣听从贾诩的建议，率众归降曹军。
曹操喜出望外，不仅尽释前嫌，还对张绣等人加官晋爵，委以西南方向的重任。
袁绍的第一项外交工作宣告失败。
 袁绍外交工作的第二个对象是掌握湖广大地、兵强马壮的刘表 刘表满口答应了，表示一定与袁绍一
起灭曹，发兵北伐。
袁绍那个高兴啊，谁知道等了好几个月，毫无湖广方向的消息，才知道刘表其实是口惠而实不至，按
兵不动，坐观成败。
正如郭嘉对刘表的评价：“表，坐谈客耳。
”刘表这个人，指点江山发表意见还行，但真正要落实到行动上，则瞻前顾后、优柔寡断。
刘表根本就没有夺取天下的决心和能力。
尽管谋士们一再劝告主公要有明确的争霸战略，但直到刘表病死都没有确定争霸的战略。
第二个原因是刘表当时的精力并不在袁曹之战上。
有三件事情牵制了刘表北向的决策：第一是江东的孙策正在觊觎荆州，发兵进攻江夏郡；第二是刘表
派遣吴巨南下，正在争夺交州地区；第三是自己娶了小老婆蔡氏，生了小儿子，家事令他烦恼。
事情一乱，刘表这个坐谈客头脑也乱了，能够口头答应袁绍，已经很给袁绍面子了。
 袁绍外交工作的第三个对象是“江东小霸王”孙策 孙策听说曹操和袁绍在黄河中游相持，早就谋划
偷袭许县了。
所以在周围诸股势力中真正能够对曹操构成威胁的是孙策。
曹操在发兵前，也特地在东南方向留下李通部，来防范江东方向的进攻。
谁知，孙策为人不拘小节，在一次打猎中遭到刺客偷袭，伤重而死。
江东陷人权力交接，人心动摇族；庐江的李术反过来投降了曹操，偷袭许县的计划早被抛到爪哇国去
了。
 袁绍的外交努力相继宣告失败。
 然而，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曹操阵营内部还真出现了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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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感谢各位读者阅读本书。
    古代中国有着丰富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遗产。
以“大使”这个外交官职为例子。
我一直在使用这个名词，但很少知道这个词的来由。
我在写作古琉球国与清朝关系论文的时候，第一次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注意到了“大使”这个词。
当时古琉球国到北京朝贡的使团有专门住处，那就是位于现在北京市正义路一带的“琉球馆”。
礼部在琉球馆派驻有管理、接待官员，称为“琉球馆大使”。
琉球官员拜见礼部官员、领送公文和进宫参拜，大使都要全程陪同。
这个“琉球馆大使”和现在意义上派驻他国的大使功能有些相似，但又有根本不同。
因为他是被动地在国内接待、处理外交事务。
其背后的外交观念与现代截然相反。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查阅了黎虎教授的系列著作，才明白“大使”称谓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
当时人们将天子所遣使节称为大使，《礼记·月令》：“是月也，毋以封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
行大使，出大币。
”这种“大使”是天子遣往诸侯的使节。
这里的“大使”是重要使节之意。
到西汉后期也有将正使称为“大使”的。
可见大使一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词汇。
在中国接受近代的西方外交规范的时候，大使这个词被古词新用，赋予了全新的含义。
    辉煌的中国古代历史有着独特的、成熟的外交制度，其中就包括相当规范严整的外交使团制度。
除了官员层级的官属、随员之外，外交使团中还有翻译、警卫、杂役等各种服务人员。
我不禁要汗颜的是，自己对祖国外交历史和遗产了解太少，以至于在认识现代外交事物的时候常常不
明就里。
    本书就是揭开中国古代外交神秘面纱的一个尝试。
我尝试着从外交角度讲述三国历史，评论三国的人和事。
这里的外交既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外交，也包括中国内部各政权之间的纵横捭阖。
    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指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
当今国际政治讨论使用的是西方概念、西方思维，连案例也是西方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总是夹杂着那么一丝无奈和不甘。
好在外交学领域正在兴起两大热潮，冲击了现存的这一状况。
第一，呼唤挖掘中国外交传统和历史宝藏。
比如国际政治学界提倡的政治研究的中国视角，其中的重要方向就是重视、整理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传
统。
第二，已经有人开始做中国古代外交和外交思想的工作。
叶自成老师的著作《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是国内迄今为止在中国外交史和外交思想研究领
域的扛鼎之作，也是外交学专业的必读书目。
而张大可教授在《三国史》一书中则将东汉末期军阀割据混战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直接称为“三国外
交”。
乘着前人的风气，希望我的这本作品能够参与到这两大浪潮中去。
    我感觉现在的三国外交史研究，历史学科与外交研究尚有待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相互借鉴，相互
促进。
作为显学的三国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包括对外交流史、内部政治史和专门史的丰富内容。
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在三国时期存在。
包括以西域为中心的各国外交、以辽东为枢纽的三角外交（魏一辽一韩日，吴一辽一韩日，魏一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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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以岭南交陆为中心的南方外交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容。
这些是外交研究的基本内容。
再将三国外交延伸至内部的双边关系，将是另一个绚丽多彩的领域。
但是外交学研究偏好关注更热的显学和实际问题，而历史学界也无暇顾及挖掘三国历史的外交内涵。
    已有的三国外交史研究成果有限。
现在站在外交立场研究三国的作品多是平淡地移植三国历史研究的成果，进行简单的分析。
对三国外交的大致脉络、三国外交思想、具体行为体的外交战略缺乏深入分析，对传统外交和三国内
部外交的关系缺乏涉及，对具体的外交事件和外交家的思想研究也有待继续深入。
    现有的三国外交史的进展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但是对三国外交的整体梳理工作还没有展开。
已有的历史论文和外交研究集中于特定国家或者特定时期，缺乏全面的研究。
三国时期人物和事件中的外交思想具有相通之处，按照国别、事件和人物将完整的外交历史和外交思
想割裂都是欠缺的。
    还有一个不足就是《三国演义》的影响。
三国历史实在是太有名了，人们在演义小说和传闻的影响下对三国历史耳熟能详。
但遗憾的是，演义小说中有一些虚构的情节和史实，与正史相掺和，在人们意识中难分真伪了。
    我仅以对蜀汉势力的推崇为例子说明一些问题。
《三国志》成书的时候，陈寿是以曹魏为正统的。
晋朝的习凿齿写了《汉晋春秋》，顾名思义是以蜀汉为正统了。
宋朝朱熹以来，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同意习凿齿的意见而否定陈寿的做法。
陈寿身为晋朝大臣，而晋朝承继的是曹魏的国统。
如果否定曹魏正统，就是否定当朝，因此尽管陈寿是蜀人，还是要以曹魏为正统。
习凿齿时，晋朝已经南渡，情况类似于蜀汉的偏安。
习书的倾向有为偏安者争正统的意思在里面。
宋高宗南渡临安以后，南宋偏安江左，情况更与蜀汉相似。
当时北方原曹魏的土地全部进入了金国版图。
因此南宋诸儒纷纷起来以蜀汉为正统。
长期的尊蜀抑魏，造成《三国演义》小说中有许多倾向性明显的故事和史实，它们深深刻人了人们的
脑海。
我在写作中尽量依靠《三国史》，但演义小说在人们头脑中植入的条条框框自然也影响了我。
我和本书也难以做到完全不受演义小说的影响。
    我对于三国历史的兴趣，起于在《文史哲》上看到的一篇有关三国时期蜀汉对外交通道路的考证文
章。
当时我感叹原来历史可以做得如此精致。
之后我购买了黎东方先生的《细说三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一书，对三国历史的兴趣
大为增强。
本书在写作中以陈寿著、裴松之注的《三国志》为核心参考书目。
史实皆以此书记载为准。
书中没有注明出处的引用都是来自于《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解。
部分三国末期内容遵照《晋书》相关内容。
    马植杰先生的《三国史》、张大可教授的《三国史》全面分析了三国风云和器物，是主要参考书目
。
如果读者想进一步了解三国历史，这两本《三国史》都是不错的作品。
而黎虎教授的《汉唐外交制度史》则是从制度史角度出发讲外交。
书中有对三国时期的外交记载，可以作为背景参考。
如果仅想泛泛了解三国历史，可以阅读张岂之教授的《中国历史·秦汉三国南北朝卷》，在头脑中搭
建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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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学领域的相关推荐文献和参考书目首推叶自成教授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
在书中叶教授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外交条分缕析，做了开拓性的尝试。
叶教授的作品是本书的参照系。
我的最初想法和许多启发都是因叶教授的著作而起的。
叶教授的相关作品还包括：《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载于《国
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载于《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
相信阅读后，大家会对中国古代外交有更深入的了解，对挖掘中国外交遗产的宝藏充满信心。
    何芳川老师的《“华夷秩序”论》也是研究中国外交和外交史的后来者的必读论文。
何老师在书中指出了许多现在已经成为公理的命题和观点，对我们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在古代东亚的外
交营建努力极有帮助。
我对中国传统外交的基本看法就是这篇论文奠定的，并且在这篇文章的指引下做出古琉球国史和朝贡
体系的论文。
    其他相关参考论文在各自的专题领域进行了有价值的分析，对本书提供了许多帮助。
笔者已在《参考文献》中一一列出，在此表示感谢。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复杂多变。
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历代政治区沿革》一书可以为大家在理清行政区划方面提供很大的帮助。
本书的相关地理区划也是以本书为标准的。
    本书分十章。
第一章介绍了三国外交展开的背景，既有当时的直接背景，也有中国古代外交的总体背景。
第二、三章介绍了190年开始的军阀混战到蜀汉夷陵之战为止的外交历史。
第四到第七章分国别对曹魏、蜀汉、东吴和辽东的外交战略和国家历史做了梳理、介绍。
第八、九章分别从战略和战术层次谈了三国外交思想；最后的第十章介绍的是传统外交的内容。
全书在称谓问题上，多种习惯用法并用。
比如对于孙权建立的吴国政权，就有吴、东吴、孙吴、江东等不同称谓。
书中没有详细介绍许多出场的三国人物和涉及的三国事件。
对于三国历史不太熟悉的读者可能阅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在此我表示道歉。
    本书是在我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
我的导师叶自成教授对本书的成形和论文的答辩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叶教授对“三国外交”研究的鼓励是本书写作的重大动力。
叶教授对中国外交史和外交思想的开拓性研究，给予我这样的后来者巨大的思维启发和创作刺激。
本书曾在2007年春夏之交出版，此次由现代出版社再版。
我要感谢现代出版社的臧总编和吴庆庆编辑，感谢现代出版社的同仁们为本书编辑出版付出的辛勤劳
动。
我要特别感谢唐琳娜对本书再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谢谢大家！
    张程    初稿于2007年3月    修改于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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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谋略:三国外交智慧书》分十章。
第一章介绍了三国外交展开的背景，既有当时的直接背景，也有中国古代外交的总体背景。
第二、三章介绍了190年开始的军阀混战到蜀汉夷陵之战为止的外交历史。
第四到第七章分国别对曹魏、蜀汉、东吴和辽东的外交战略和国家历史做了梳理、介绍。
第八、九章分别从战略和战术层次谈了三国外交思想；最后的第十章介绍的是传统外交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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