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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孔祥义《三国演义》的出现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从而影响和推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其直
接的结果便是《三国志后传》、《东西晋演义》和《后三国石珠演义》等以续写三国之后的历史故事
为内容的长篇小说的诞生。
不过，这三种小说的取材虽一，可创作主旨和手法却各异。
署名“酉阳野史”编次的《三国志后传》，其序写于明“万历岁次乙酉”即1609年，可能出现最早。
其次当为《东西晋演义》，此书有两种，均有“雉衡山人题序”，一写刻，一有眉评，其内容起讫年
代全同。
雉衡山人知为杨尔曾，字圣鲁，号夷白主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另有《韩湘子全传》三十回，
刊于明“天启癸亥(三年，1623)季夏”，知其活动时间当在万历、天启间。
最后为《后三国石珠演义》，“澹园主人题序”于“庚申孟夏”，大概是入清以后的事，当为康熙十
九年(1680)。
三种小说中，《石珠演义》虽亦标榜依史成书，实际却是虚拟出石珠、刘弘祖等人物，杂以野志传闻
、奇术左道，凭空结撰，故孙楷第称：“此编则甚浅陋，盖袭万历本《续三国志》而益以浮词。
书中以刘渊为刘弘祖，又谓石季龙、段琨、慕容庾为结义弟兄，后各得佳偶，团圆封拜；又无端添出
一女子，其名为石珠，云系织女下降，称兵为女王，刘弘祖、石季龙以下皆臣之，后为仙人吴礼接引
，遁迹仙去，而让位于刘汉王，尤不知其用意所在。
”(《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其实，这大概反映了历史演义同神魔小说相融合的趋势，与单纯的历史演
义已大异其趣了。
而《东西晋演义》其取材虽较严谨，以五十回(347则)的篇幅，统括了西晋司马炎篡魏自立至刘裕灭东
晋建宋的一百六十五年间史事，其间取舍抉择既重史实，亦多趣闻，作为一部通俗历史读物，的确能
予人以较为丰富的历史知识，也颇能引发人们的兴趣，不过，它的创作过分拘泥于史实，同《三国演
义》开创的演义体小说尚有较多差异。
倒是这部酉阳野史氏的《三国志后传》虽然与《三国演义》的成就不可同日而语，酉阳野史与罗贯中
的创作才力相距也不可以道里计，然而他在创作上的确企图追踪《三国演义》，刻意模拟前书而成新
构。
这首先表现在他的强烈的视刘汉皇权为正统的观念上。
在《引》中的一段话：“及观《三国演义》，至末卷见汉刘衰弱，曹魏僭移，往往皆掩卷不怿者众矣
。
又见关、张、葛、赵诸忠良反居一隅，不能恢复汉业，愤叹扼腕，何止一人！
及观汉后主复为司马氏所并，而诸忠良之后杳灭无闻，诚为干载之遗恨。
及见刘渊父子因人心思汉，乃崛起西北，叙檄历汉之诏，遣使迎孝怀帝，而兵民景从云集，遂复称炎
汉，建都立国，重兴继绝，虽建国不永，亦快人心。
今是书之编，无过欲泄愤一时，取快千载，以显后关、赵诸位忠良也。
其思欲显耀前忠，非借刘汉则不能以显扬后世，以泄万世苍生之大愤。
突会刘渊，亦借秦汉余，以警后世奸雄，不过劝惩来世，戒叱凶顽尔。
”这实际是作者创作意图的最直接剖白。
不管是显耀前忠以泄苍生之大愤，还是警后世奸雄而戒叱凶顽，都必须有一个精神支柱，这自然就“
非借刘汉不能以显扬后世”了。
由此出发，作品虽以西晋和东晋前期为历史背景而铺叙了晋朝的兴衰、群雄的纷争，可是这兴衰、纷
争之中总是包含着蜀汉君臣后裔的行动、命运和归宿，也总是对他们以恢复汉室为指归的活动进行褒
扬。
为了给他们提供一个表演的舞台，便把刘渊及其所建立的汉国君臣都算作蜀汉君臣的后裔，以此，正
邪忠奸便有了依托，便于起到那“劝惩来世”的作用。
这种观念恰恰同《三国演义》的抑曹扬刘的正统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在文学创作上，续书虽往往想步武前著，然而毕竟才力不逮，其成就也就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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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该书作者却在两个方面学习《三国演义》的创作。
一方面，作者明确认识到“演义”小说同正史的区别，说是：“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
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
”因而他提醒读者：“大抵观是书者，宜作小说而览，毋执正史而观，虽不能比翼前书，亦有感追踪
前传，以解颐世间一时之通畅，并豁人世之感怀君子。
”另一方面，他又使其创作有别于“《西游》、《西洋》、《北游》、《华光》等传不根诸说远矣”
，不把他的书写得过分远离史实，从而形成魔幻之作。
于是，其叙事既本于史实，而写人则多本于《三国演义》，最明显的是把匈奴后裔的刘渊硬拉为刘备
后人，刘渊父子及其朝臣关、张、葛、赵诸后裔，其人物性格及臣属地位，简直就是蜀汉君臣的复演
，虽然史事不同，归宿多异，但前三国的影子则终不能泯没。
还有一点值得重视，《三国演义》不但塑造了以智慧著称的诸葛亮形象，而且通过三国间错综复杂的
政治、军事斗争，特别是令人惊心动魄的著名战役，充分肯定并强调了智谋的决定作用，所以它被人
们认定为一部智谋的书，这虽然有点智者见智，但却的确注意到了该书的一大特点。
《后三国》在这方面也是竭力模仿的。
两晋虽称天下一统，但诸王的僭夺、大臣的欺掠、边远少数民族的纷争几无宁日，实在也是一个群雄
割据、战祸频仍的时代，《后三国》自然也抓住了这一时代特点，在叙述史实时着力于写权谋韬略，
写战争时着力于巧计谋算，从中塑造了诸葛亮的后人诸葛宣于和张飞的后人张宾，把他们作为智慧的
化身，诸葛亮的再世，甚至连诸葛亮的八卦阵也传给了诸葛宣于，用作克敌制胜的法宝。
这一文学题材表现的特点，显然优于单纯叙述史事的《东西晋演义》。
不过，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三国志后传》虽以《三国演义》为师，然而终究达不到比肩的水平。
更何况，《后三国》的语言文字更为死板，常用套语。
写战争也少精彩片断，塑人物亦乏新鲜生命。
这就更使它难入名著之林。
而且，叙人物往往罗列正史纪传，讲事实又常常借用奏章诏对，读来颇感乏味吃力。
本书作者“酉阳野史氏”的真实姓名不详。
酉阳今属四川，可能是作者地属。
至于该书的写作，按照卷后识语：“此书原本共计二十卷，今分作二集而行，庶使刻者易完，而买者
轻易，以成两便。
观书君子看此完毕，再买下集，自十一卷至二十卷，以视晋汉兴亡，睹前后终始，方合全观。
幸为勿吝青蚨，而弃后史也。
”似乎与此相呼应，在全书结尾，也即在识语的同一面上，又说“请看后卷，便知始末”。
从这以广招徕的识语中看，似乎全书的写作是一个完整的计划，并已完成全稿。
且其《序》中又说：“顾坊刻种种，鲁鱼亥豕，几眩人目。
且其所演说，容有未厌人心处。
故复为之校雠，为之增损；摹神写景，务肖妍媸；扫叶拂尘，几焚膏晷。
且复以《晋书》始事，略撰数首续之，所以大一统也。
比授梓，分为一十卷，通计一百卅九回，聊当野史，以供耳食，非敢污博雅之目也。
”由此看来，则又似乎仅写了这一至十卷的一百三十九回，至于十一至二十卷，则大抵是拟议中的事
，识语的事先提出，也仅起到广告的作用。
但是，作者《序》中也明确宣示他的写作并非凭空结撰，而是在前人作品的基础上改写的，所谓据“
坊刻种种”，加以校雠、增删而成的。
然而，细细想来则又不像。
反映两晋的小说已如前述，三种书均是十七世纪的产物，《石珠演义》出现最晚是八十年后的事，酉
阳野史氏当不及见。
《东西晋演义》倒是有多种刻本，可均晚出于《三国志后传》，即以出现万历四十年的大业堂刻本而
言，也比《三国志后传》晚出三年，酉阳野史氏当不会将晚出的作品校雠于未刻之前。
那么，或许酉阳野史氏所据以校雠增删的作品今已不传，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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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经过校雠，复据《晋书》增删的作品，应该是较为细致而成熟的。
可《三国志后传》却又非如此。
我们可以先看回目的次序和标目。
作者在序中说全书分十卷一百三十九回，可实际上正文却有一百四十五回，而卷三的“赵王伦谋废贾
后”、卷五的“张宾布阵战陆机”、卷九的“王敦霸荆襄思乱”和“王敦谋乱害谯王”、卷十的“刘
赵下凉李雄死”等五个完整回次赫然在目，但在目录和编序上却完全遗漏。
且正文回目次序并非原刻，大约是全书正文刻成之后，回过头来再编目录、排次序，因而就出现了遗
漏和补刻正文回目次序的问题。
此外，还常有目录和正文标题不一致的地方，这都可见其草率处，不像是认真校雠过的作品。
我们还可以再看作品内容。
作品内容的真伪问题，作者有言在先：“客或有言曰：书固可快一时，但事迹欠实，不无虚诳渺茫之
议？
予曰：世不见传奇戏剧乎，人间日演而不厌，内百无一真，何人悦而众艳也？
但不过取悦一时，结尾有成，终始有就尔，诚所谓乌有先生之乌有者哉。
”既然是“演义”，它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的生发创造，便被认为是允许的，《三国演义》不也被认为
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吗？
那末模仿它的《后三国》多有虚构，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了。
因而，它既不是史书，我们也就无须用史书的标准对它提什么批评。
但是，它又是历史小说，而历史小说总还不能完全脱开历史，随意创造。
比如，重要的历史人物不应虚拟，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许生造，事件发生的时代不当改变，这应该是历
史演义小说创作的“三不”。
以此衡量《三国志后传》，关涉到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大抵都有所本，除了将刘渊当作刘备后人，
将蜀汉勋臣的后裔逐个细写，并描写、烘托了一些战争场面外，似乎对于历史尚未有大的背离。
而在事件发生的年代上，容有错讹。
比如第十一回讲晋武帝司马炎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三：泰始、太康、咸宁”，实际是“改元者四
：泰始、咸宁、太康、太熙”；又说“司马衷登位，是为孝惠皇帝，改号永康元年”，应为“改号永
熙元年”；第四十回说：“(东汉)肃宗孝章皇帝，炎光丕阐；自畅和以后，皇纲渐替”，畅和应是章
和之误；第六十八回讲晋、汉五鹿墟之战发生在晋永嘉五年，汉元熙五年，实际应为晋永嘉元年、汉
元熙四年；第六十九回讲司马同骄横起祸在晋“永嘉三年，汉永熙六年”，应为“汉河瑞元年”；第
八十三回讲陈敏谋反在“晋怀帝永嘉元年，北汉主刘渊永凤二年，西蜀成主李雄建兴元年”，实际应
为“晋惠帝永安元年，北汉主刘渊元熙元年”；第九十七回叙刘曜初打长安在“晋愍帝建兴元年，汉
主刘聪嘉平三年，成主李雄建平十年”，应为“成主李雄玉衡三年”；第一百二十回讲靳准灭汉在“
汉主刘粲昌元年”，应为“汉昌兀年”；第一百二十七回、一百三十七回、一百三十九回，都涉及后
赵主石勒的建元问题，说到太和四年、七年、九年等，实际石勒建元太和仅二年即改元建平，在此之
前未建元。
对发生如此多的年份错讹，要末是作者的历史知识不足，要末是未据正史认真核校。
还有，书中还出现了叙述上的前后不能照应，第四十六回叙庞鹰追赶刘灵，说是“从背后尽力以箭射
之”，将庞鹰错为刘灵；第八十五回先说王亨等“六人皆斩之”，后来又讲“王亨被乱军刺死”。
所有这些，都显得该书并非精雕细琢之作，倒有理由判定它的粗疏，更不像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加工改
写。
不过，这也不敢遽断，在第十四回讲到夏侯骤与齐万年布阵待时，突然出现“未知两下胜负如何，且
看下回分解”的回末套话，这又似乎是先有所本而删改不净所致，倒为改编提供了证据。
本书的创作去两晋已经一千多年，为便当时读者，对于晋时地名常注出明代地名，对人名字号也时有
注释，难读字还有注音，甚至有时注出事情原委，但这些均令人感到时过境迁，对今天的读者已经不
大有作用了，故径删。
对于少量通假字，如辨与辩、傍与旁等，则不加改动，只改动了少量明显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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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晋八王之乱，神州陆沉，二百七十年南北分裂局面，因此肇端；晋室南渡偏安，忠臣空自北望，新
亭对泣；五族入主中原，洛阳长安浩劫，一段苦难记忆，令人唏嘘；十六国兴衰更迭，多民族大融合
，一部历史长卷，堪称波澜壮阔。
    本书描绘的是西晋司马氏开国后六十年间晋国“八王”、成汉李特、刘汉刘渊、后赵石勒、东晋王
敦、苏峻等逐鹿中原、杀伐征战的兴衰史。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国志后传>>

作者简介

作者：(明)酉阳野史 解说词：孔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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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新刻续编三国志序引各主建都郡国卷一  第一回 后主降英雄避乱  第二回 二贤合计诛邓艾  第三回 
晋武帝兴兵伐吴  第四回 王浑王溶大争功  第五回 郴岭吴将败晋兵  第六回 晋武帝大封宗室  第七回 陶
璜郭钦谏撤兵  第八回 关防孔苌相结纳  第九回 刘璩改名投元度  第十回 齐万年锁川打虎  第十一回 晋
武帝托孤杨骏  第十二回 张宾被劫访元达  第十三回 柳林川刘渊聚兵卷二  第十四回 齐万年独斩三将  第
十五回 诸葛宣于别徐光  第十六回 赵石勒上党聚义  第十七回 齐万年泾阳大战  第十八回 刘渊大破司马
伦  第十九回 司马肜雍州败绩  第二十回 王济荐周处行兵  第二十一回 张华举孟观西征  第二十二回 万
年死张宾破敌  第二十三回 梁王遣傅仁和汉  第二十四回 贾后夺权害杨骏  第二十五回 司马玮妒杀汝南  
第二十六回 帝勒张华杀楚王卷三  第二十七回 叙李特出身本源  第二十八回 晋惠帝任用张华  第二十九
回 张茂先好贤得士  第三十回 贾皇后妒害东宫  第三十一回 张韪劝父逊相位  第三十二回 赵王伦谋废贾
后  第三十三回 孙秀诡计害石崇  第三十四回 赵廒谋反请姜发  第三十五回 姜发设计斩陈总  第三十六回
赵王秉政篡大位  第三十七回 齐王会兵讨孙秀  第三十八回 成都王大破孙会  第三十九回 齐王灭赵专朝
政  第四十回 左国城刘渊复汉  第四十一回 汉刘渊平阳建都卷四  第四十二回 刘灵巨鹿战许戍  第四十三
回 关防巨河擒许戍  第四十四回 汉兵夺取常山郡  第四十五回 汉刘聪智取兖城  第四十六回 张孟孙智取
汲郡  第四十七回 关继雄馘斩庞鹰  第四十八回 刘玄明议取瀛州  第四十九回 蜀李特谋杀赵廒  第五十回
流民聚众拒辛冉  第五十一回 罗尚会兵征李特  第五十二回 罗尚因败擒李特  第五十三回 李国设计夺汉
中  第五十四回 李雄并川称成国  第五十五回 汉夺魏郡渡漳河卷五  第五十六回 宣于说退四雄兵  第五十
七回 成都王大会军兵  第五十八回 晋王侯选择先锋  第五十九回 成都王出兵征汉  第六十回 陆机布阵战
张宾  第六十一回 张宾布阵战陆机  第六十二回 刘聪退兵遭晋败  第六十三回 刘曜石勒双进兵  第六十四
回 夏庠围刘曜被打  第六十五回 石勒连斩晋四将  第六十六回 五鹿墟晋汉斗阵  第六十七回 斗阵法汉败
晋兵  第六十八回 晋汉通和两罢兵  第六十九回 司马同骄横起祸卷六  第七十回 长沙谋议取齐王  第七十
一回 顾秘起兵平石冰  第七十二回 晋惠帝三王互战  第七十三回 关邺两兵围洛阳  第七十四回 司马越害
长沙王  第七十五回 王浚大破司马颖  第七十六回 石勒辅汉收赵魏  第七十七回 石勒襄国破王浚  第七十
八回 刘曜兵打西河郡  第七十九回 关昆季生擒吕钟  第八十回 东海会兵讨张方  第八十一回 祁弘迎驾破
长安  第八十二回 司马越专权制帝卷七  第八十三回 陈敏谋反据江东  第八十四回 刘弘死陶张回兵  第八
十五回 甘顾诸贤诛陈敏  第八十六回 慕容魔兼并辽东  第八十七回 王弥刘曜寇洛阳  第八十八回 刘灵祁
弘齐射死  第八十九回 苟唏拒汉杀汲桑  第九十回 曹嶷际遇据青州  第九十一回 杜搜造反适王陶  第九十
二回 坦延诈降破刘曜  第九十三回 石勒南侵据江汉  第九十四回 汉破洛阳掳怀帝  第九十五回 石勒袭苟
唏报仇  第九十六回 石勒谋并杀王弥  第九十七回 刘曜一打长安城  第九十八回 索琳会兵破刘曜卷八  第
九十九回 姜发关河夺并州  第一百回 刘曜二打长安城  第一百一回 孙纬甲始败石勒  第一百二回 石勒伪
降执王浚  第一百三回 张敬廪丘破刘演  第一百四回 刘聪三打晋长安  第一百五回 刘曜关西取诸郡  第一
百六回 汉破长安愍帝降  第一百七回 石勒奉诏并晋阳  第一百八回 元达死关姜辞职  第一百九回 关姜罢
靳准专权  第一百十回 猗卢伐子遭刺殒  第一百十一回 东晋江东接大位  第一百十二回 周访杨口破杜曾  
第一百十三回 郭璞避乱过江东  第一百十四回 王敦计害二王卷九  第一百十五回 李矩救洛敌汉兵  第一
百十六回 韩璞上邦败陈安  第一百十七回 汉刘约死后还魂  第一百十八回 段匹禅杀害刘琨  第一百十九
回 刘聪死靳准谋汉  第一百二十回 靳准灭汉乱平阳  第一百二十一回 刘曜石勒灭靳准  第一百二十二回 
刘曜石勒灭靳党  第一百二十三回 祖逖收张平樊雅  第一百二十四回 石赵主大封群臣  第一百二十五回 
赵刘曜悔过兼陇  第一百二十六回 晋祖逖威震河南  第一百二十七回 石勒兼并幽燕地  第一百二十八回 
王敦霸荆襄思乱  第一百二十九回 一王敦谋乱害谯王  第一百三十回 赵封仇池陈安反卷十  第一百三十
一回 刘赵主剿陈定陇  第一百三十二回 王敦叛掳石头城  第一百三十三回 魏义助逆破长沙  第一百三十
四回 刘赵下凉李雄死  第一百三十五回 郭璞尸解成仙去  第一百三十六回 明帝南皇堂大捷  第一百三十
七回 周光斩钱凤归正  第一百三十八回 石勒并齐擒曹嶷  第一百三十九回 刘岳荥阳退石生  第一百四十
回 二赵争雄夺荥阳  第一百四十一回 刘曜蒲坂破石虎  第一百四十二回 苏峻谋反抗庾亮  第一百四十三
回 温峤会兵讨苏峻  第一百四十四回 陶侃兴师讨苏峻  第一百四十五回 三大帅平定苏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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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卷一第一回后主降英雄避乱汉家二十四皇帝，明圣相承天下治。
桓灵微弱质昏庸，不信忠良信常侍。
刑余阉宦把朝权，文武官员如狗彘。
陈蕃窦武被谋诛，李膺杜固遭屏弃。
纷纷党锢半天下，贤良君子遭囚系。
英雄豪杰尽不平，智士仁人皆愤气。
骞石多奸构祸基，何进无机谋失利。
内难酿成董卓来，外冠黄巾起幽冀。
李郭乘乱寇长安，献皇迁许皇纲替。
江南孙氏号东吴，移祚曹瞒称大魏。
幸而汉德未全衰，昭烈英雄能继世。
文倚卧龙并凤雏，武赖关张黄赵辈。
建国鼎足五十年，会遇强横司马氏。
助曹恃势起侵凌，指顾虎狼入西地。
后主暗庸黄皓奸，谯周妄议国遭废。
须臾篡魏又伐吴，三国迭亡俱无罪。
魏臣服顺吴臣降，忘君事仇真可愧。
汉将怀忠尽逃避，曾无一介归晋氏。
予怀汉亡关张后，史册不传书不备。
而今表出世人看，聊泄生平忠义气。
盖闻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
自人之生，而有圣人，继天立极，以维人纪。
上自三皇，中及五帝，下至商汤文武，迭相为治。
当是时也，纯用礼乐，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所不为也。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
”宜其延世三十，历年八百，后世鲜及焉。
迨至战国，亡王用霸，日寻干戈，坏乱已极矣。
秦用商鞅之法，尚战功，忽礼乐，虽然得志一时，幸吞六国，而享祚不长，传世惟二。
孰谓天道微藐之不足信，礼乐教化之不足用哉！
汉高之兴，能变秦律，立法三章，天下归心，随灭秦楚。
虽然厄于强臣佞戚，光武卒能继述，垂统绵长，不亦宜乎？
及于三国之际，炎精将涸，吴魏分崩，所赖荐生玄德，足称令主，至穷不背于仁，百败不折其志。
天生贤哲，为之羽翼。
虽云立国一隅，而实君臣一德，以弱为强，六征九伐，敌畏若虎，足为一时之伟称也。
奈何营中星殒，丞相云亡，遂使奸雄得志。
千载于今，人心痛念。
幸而天道尚存，假手苗裔，夷凶翦暴，使汉祀复兴，炎刘绍立。
要惟卯金余德未艾，礼乐未废，人心向慕之至也欤！
且说蜀主刘禅，自癸卯登位，赖孔明当国，安享四十余季。
丞相既亡，至炎兴元年，其中宠用宦官黄皓，致先世文武大臣，关、张、黄、马、赵诸勋旧子孙，皆
不得干预军事，或退闲，或致仕，于是国势浸衰，兵威不振。
魏司马昭闻知，议欲伐之。
当有王祥一门，常怀汉德，因上疏阻之云：“蜀土虽狭，民感其惠，君臣义睦，无隙可乘。
况今岁星在蜀，伐之恐致不祥。
”昭不听，乃命邓艾领兵五万，自狄道越甘松岭，出沓中，以绊姜维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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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绪引兵五万，自祁山趋武街桥头，以绝姜维归路。
钟会引兵十五万，从斜谷子午谷，分作三路而进，以趋汉中。
细作报入沓中，大将军都督军事姜维，急修表驰奏后主。
后主即命蒋舒、傅佥领兵二万，分守阳平等关要隘，更欲大发兵以助姜维。
时黄皓用事，深恨姜维常欲除己，今若发兵助势，敌退爵尊，我必受亏。
随阻于帝曰：“臣曾探得魏主深疑司马，司马自救不暇，焉能谋人？
此来风闻乃惧我兵见加，故为虚张声势耳。
”又引巫师诈诞，以聋帝听。
以是帝随不为设备，罢其预守之议，群臣皆不知姜维上表请兵之故。
八月，魏军长驱大进。
姜维闻钟会兵至，乃与廖化、张翼等合议阮守剑阁以拒之。
钟会引兵攻打，被维出奇兵断会粮道，前后身自挑战，凡数十合，互有胜败。
会亦虑粮运险远，急未能得志，随退兵安营相守。
忽探得姜维有袭粮之兵出矣，会心甚惧，即欲退回长安，再图后举。
邓艾闻知，以书抵会曰：“窃窥蜀国无能为也。
盖由宦竖专权，忠良解体，纵一姜维之智，亦不能驱众远出，不过虚为声势以分我军，彼得以逸待劳
耳。
将军但当坚守，待小将父子，引本部兵从阴平邪径，经德阳亭出剑阁之背，西去成都，不过三百里，
以奇兵出其不意，冲其腹心。
姜维知之，必撤剑阁之兵，还救涪城。
都督则可方轨而进矣，何退之有哉？
如剑阁兵不回，涪城无救，取之甚易。
姜维前后受敌，必为公擒，此不待智者可知也。
”艾竟不俟约期，即引兵行无人之径七百余里，凿山通道，极其险处。
艾则自裹以毡，推堕而下，将士扳援鱼贯以进。
至江油城，蜀将蒋舒以城降，傅佥战死，随逾阴平。
忽于岩畔见一石牌，上题：“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
”艾探知乃诸葛孔明先设示警者，艾因大惊，遂访孔明之墓，躬备仪礼拜祭，以求赦宥。
是夜乃梦二力士，称：“元运真君有召命。
”艾方犹豫，二士夹之而去。
须臾至一处，殿阁峥嵘，光曜显赫。
力士引艾至内门，仰观殿上，执事罗列，整肃森严。
少顷，真君出御曰：“吾即孔明耳。
往时谪降人世，目击曹瞒、马懿并无仁德，惟务奸伪，欺上惑下，窃据土宇，吾曾奏闻上帝，削其国
籍。
刘汉二十六君，守道育民，初无失德，宜使其裔，兴汉复祀。
其余附奸凶忍之徒，悉填宪典。
即目刘主迎降，乃保众惜民之仁。
尔兵进城，若不约束，大祸旋至，可宜知改。
”谕毕，命力士引还。
后来，邓艾忘戒纵暴，父子遭戮，钟会亦坐诛夷，晋、魏国祚不永，刘氏继立，汉祀复存，皆如梦中
之语。
艾既觉寤，神思惑乱，按兵迟回者数日。
邓忠等进曰：“大人深明理道，何不察妖幻者邪术也？
是不脱王郎假妻为神，以阻光武之故智耳！
何因一梦，随阻军心，正中其术矣！
”艾随释疑，引兵而起，进至绵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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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报入成都，后主大惊失措，慌议出师，群臣无敢应诺者。
诸葛瞻急入大恸曰：“国家养兵育士，正在今日之用，何无一人应命？
皆由陛下宠用黄皓，以至于此。
今事已危急，臣虽不才，愿拼微躯，上报陛下，下慰父心。
”帝即付以禁兵二万。
瞻至绵竹与邓艾兵遇，安营已毕，召子诸葛尚议曰：“吾兵屡败，锐气已丧，须以奇计取胜，若韩信
背水，庶可为力于众也。
”尚曰：“大人之见甚善。
彼兵屡胜，志必骄惰，若能三军致死，胜之极易耳。
”次日，两军方合，瞻即挥退，艾即逼追至港次。
诸葛尚大呼曰：“前临溪港，后有追锋，若诸军不拼死斗，则尽无生矣。
”以是三军回身死斗，艾兵大败。
瞻亦不敢深追。
邓艾收兵，责众不尽力。
忠曰：“一人舍死，百夫莫敌。
况胜败兵家之常，安足为责？
以子之见，诸葛终非父比，趁今夜彼方得胜，必不提防，一去劫营，必收大功。
”艾曰：“谋人之所不谋，正此之谓也。
”即命忠在前，自为策应，三军尽起，望瞻寨杀来。
是夜瞻父子果不提备，为忠斫营而入，诸军俱在睡中，人不及甲，马不及鞍，诸葛瞻乃叹曰：“天不
佑汉人，其如何！
”随与子尚俱战死于阵。
可怜忠义儿，罹此杀身惨。
所谓绵竹之战，见孔明之有子也。
败兵逃回者，入城奏知后主，计无所出。
或曰：“急召姜都督回救。
”或曰：“弃城奔白帝城，入吴求救。
”众议纷纷不定。
太史令谯周曰：“大将军拒钟会，其兵不可抽，抽则两失。
东吴非好相识，且艾兵已近郊，若知陛下出，纵轻骑追之，亦恐不能脱，皆非善策耳。
臣观乾象，见国数已衰，贼气方盛，客星犯阙，主星韬光，战则无益，不如出降。
上可救全城百姓之命，下可以保全九族，乃应天顺时之举。
非臣不忠，敢陷陛下为屈膝事也。
”后主惑其言，乃议出降。
邓艾因顿兵城下。
当有帝之第三子北地王刘谌知之，急入阻曰：“谁献此计，误陛下为万世何如主？
况城中尚有十万之众，当率之或战或守，敌兵何能即入？
彼兵远来，野无所虏，粮草不接济，但能坚守一月，全军皆没城下矣。
且姜维诸将在外，安得无计？
献此计者，不但误陛下，诚可斩也！
设使势穷力竭，犹当父子背城一战，何至含垢忍耻，以图苟活，何以见先帝于地下耶？
”帝曰：“尔小儿何知国计，可速去！
”北地王知帝存妇人之仁，执性不回，乃将幼子托刘璩抚育，随哭入昭烈之庙，先杀其妻，乃自刎。
刘璩者，梁王刘理之子也。
在诸王之内，号称智囊，且机警有权略。
比时亦欲进议，因见刘谌之死，知帝执迷，不可以舌诤也。
方哭念刘谌间，有刘封次子刘灵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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璩曰：“今国势如此，奈何？
”灵曰：“惟应与吾兄刘宣等商议，全身远害，岂宜束手待毙，行奴颜婢膝事乎？
”刘璩曰：“某亦为此而思度，非宣兄莫可与计者。
”灵即驰请宣至，璩曰：“大厦将崩，一木难扶。
城若一破，玉石俱焚，兄辈计将安出？
”宣曰：“吾弟才略胜我百倍，必有定见。
以愚谅之，帝意不可转，国事不可支，明矣。
为今之计，惟有逃避遐方，审机谅势，或图兴复，此为上也。
若还居此迟回，必遭大辱。
”璩曰：“兄计深与我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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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国志后传》，全称为《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十卷一百四十回。
是明代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题“酉阳野史”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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