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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
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为一批人提供了发挥才干、表演自己的机会。
数十年间，群雄割据，你争我夺，无有休止之时。
老百姓渴望安定和统一。
有本事的割据称霸者，任才尚智，并相对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在战争中发展了自己，成为一方之主；
平庸之辈和逆潮流者，谋无远虑，术悖时宜，或对广大民众施暴不恤者，受到历史的惩罚，由强变弱
，由大变小，最终或被吞并，或被消灭。
这其中，取得较大成功者是曹操、孙权、刘备和诸葛亮。
他们都堪称为一代风流人物。
孙权立国是在其父亲孙坚、兄长孙策功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卓有功勋，官至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孙策“
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凌中夏”，自领会稽太守，被授讨逆将军，开国封侯。
不幸，孙坚、孙策均英年早逝。
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年轻的孙权肩上。
孙策临终的遗言和安排，奠定了孙权最初的权力地位；张昭、周瑜等以孙权可以“共成大业”，因而
“委心而服”，“率群僚立而辅之”，保证了孙权权力的顺利实施和地位的巩固。
孙权少年好学，十四五岁便身临前阵，习练军政之事，既长成人，政有卓见，军善韬略，艺有多能，
学有所得。
所以虽然受命于猝然之间，但颇谙为政之要。
他既掌权力，立即把使用和提拔文官武将作为一项重要事情来抓，从而有效地将追随父兄的文官武将
团结在自己周围，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得力的政治与军事班子，体现了他的用人之明。
《三国志》作者陈寿说：“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
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
”这主要是针对孙权善于处理同魏蜀两国关系而说的。
诚然所论。
孙权的功业不及曹操，思想内涵也不如曹操那样丰富，但其权谋以及御将、用人等诸多方面都不乏过
操之处，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军事战略家之一。
他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思想建树远在刘备之上。
曹操所谓“生子当如孙仲谋”当属肺腑之言。
孙权执政五十余年，如果从其战略重点观察，略有几个重要的转折点。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是其一。
此前，主要在江南拓土固疆，镇抚山越，讨伐不从，巩固政权；此后，则更重要的是北抗曹魏，对刘
备实行有限度的联合与制约。
其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战略大变，首次派出使者“诣曹公请降”；二十四年又“笺与曹公，
乞以讨(关)羽自效”，并向曹操“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即劝曹操做皇帝)”；继而，“卑辞奉章”，
向曹丕称臣。
诸此，虽属“屈身忍辱”，但意义重大，确保了擒杀关羽、夷陵之战的胜利，把刘备的势力彻底赶出
荆州，扩大并最终奠定了吴国封疆。
其三，黄武元年(蜀章武二年，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刘备败归白帝，吴蜀战争结束，孙权的战略
又一大变，对魏虚与委蛇，再谋吴蜀联合抗魏。
曹丕对吴，与盟不得，征质不至，感到了对自己权威的挑战，兵分三路征吴。
孙权面对魏军来势汹汹，又加“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内外交急，再次主动求和，“卑辞上书
，求自改厉”。
但没有得到曹丕的允许，随即展开了新的又一轮战争。
黄武五年，他乘魏文帝死的机会，主动出兵扰魏，虽然失利，但标志着双方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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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再向魏称藩，结束了称臣的历史，而积极把自做皇帝的目标提到了日程上。
其四，黄龙元年(魏太和三年，蜀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即皇帝位，派出使节“以并尊二
帝之议往告于(蜀)汉”，与蜀“中分天下”，竟然把魏国的地盘也预为瓜分了，表示了对魏的不承认
。
从此开始了吴魏两国二十余年的大都以吴为主攻方的互相攻伐战争，虽然收效不大，甚至有时严重失
利，但吴蜀配合，有效地抑制了魏国南向用兵，为封域内的稳定和经济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
镇抚山越是孙权的一项长期历史任务。
研究者或多谴责之词。
实际上，这是根本利益所使然。
不如此，便无以立国。
孙权对待山越，两手并用，时有过杀之为，自然是不应该的，但其“强者为兵，赢者补户”的政策对
于增强国力、稳定社会、融合民族关系、开发江南经济都收到了好的效果。
孙权年未弱冠而统事东吴，封王称帝，直至弥留，始终自专军国大政，一是不用鲠臣为相，二是不置
长久性军帅，三是改变了地方上传统的以政统军的制度而实行由中央任命的高级将领统制地方。
孙权治国，峻刑苛法，因而“法令繁滋，刑辟重切”，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
他“性多嫌忌”，错判、冤杀了一些人；法网过密，使普通小吏和黎民百姓长期处在高压政策之下。
太子孙登和大臣陆逊等都曾进谏，请求“宽刑”，都没有收到显著效果。
直到晚年，他才注意到问题的严重，频频实行大赦。
孙权进行过两次吏治改革，一次是由暨艳、徐彪主持的针对“贪污在位”及中央机构“浊混淆杂，多
非其人”的改革，一次是由吕壹、秦博主持的以“榷酤障管”等经济问题为由针对官吏营私舞弊以及
“吏多民烦”的反腐败改革。
两次改革都以所用非人和措施过头，遭到大臣们的普遍反对而以失败告终。
孙权重视周边开发和海外交通。
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宣洲”。
此次出兵，从军事上说，失多得少，不足为训。
但加深了大陆与夷洲的交通和经济交流，扩大了两岸人众交往，把夷洲(今台湾省)纳入了吴国封疆，
使其成为祖国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赤乌五年(公元242年)，派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今海南海口)、儋耳(今海南儋州)
”，取得相当成功，从而相对有效地将海南置于交州刺史的统治之下。
另外，他还派出使节“南宣国化”，同扶南(今泰国)、林邑(在今越南中南部)、堂明(今柬埔寨)诸国建
立了联系。
孙权在其前半时期，约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前，主要精力都放在军事上，强调经济对军事的保障，实
行酷烈的强制经济政策，基本上不问或很少重视经济的改善措施，虽然也曾有过因为大疫而“尽除荆
州民租税”的事，但比较忽视民间疾苦。
后半时期，大规模的战争相对少了，朝臣们请求减赋轻役、勿夺民时的呼声高了，虽然役繁赋多的情
况没有根本改变，但终于开始关注经济。
这标志着他思想以及经济政策上的一些重要转变。
吴国经济比魏国经济获得了较好发展，汉末人口南流，不仅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而且将北方的相对
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以及长江流域和江南的优越地理环境，是重要条件，但孙权的诸多经济措
施，诸如增广屯田、宽赋息调、将山民改变为“编户”、招徕人口、后期的一些“勿夺民事”和“开
仓廪以赐贫穷”诏的发布，以及提倡农业新技术等，无疑都发挥了作用。
孙权同曹操、刘备一样，都很重视人才的罗致和使用。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三国之主的用人特点概括说：“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
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
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
推见其心迹也。
”我曾说过，这个评价有道理，但不完全正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孙权传>>

孙权虽然没有像曹操那样发过诸如《求贤令》、《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一类颇富
思想内涵的告令，也没有被著史者像赞扬刘备那样称之为“弘毅宽厚，知人待士”，但他“任才尚计
”之智，也得到了历史的承认。
孙权很懂用人，他说过：“思平世难，救济黎庶，上答神祗，下慰民望。
是以眷眷，勤求俊杰，将与戮力，共定海内。
”还说过：“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
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敢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
”此类话语，同曹操“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思想完全一致。
孙权很会用人，尤善御将。
此点远过刘备、诸葛亮，而不亚于曹操。
他敬待父兄旧部，“r委心而服事焉”；致力“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勇于拔将于“行阵”；不疑归
从，待之“同于旧臣”；不拘年资，重用能人；用将不疑，少有掣肘之举，等等。
孙权待下，不吝封赏。
文武臣僚，尤其是武将们，大都升迁很快。
并且特别重视美誉亡故，恩及后人。
因此，将领们愿为其战，乐为所用，甘为其死。
孙权暮年多有失误。
造成重大历史影响的，一是废立失度，并宠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最终酿成“二宫之变”，动摇了国
之根基；二是立幼子为储，为权臣乱政提供了历史平台；三是诛杀大臣，罪流无辜；四是迷信异兆，
崇信鬼神。
孙权作为一方君主，无疑是一位有所作为、对祖国历史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
但历史常以一个地方诸侯视之，如《三国志》虽然承认吴为三国之一，但对于曹操、刘备、孙权的死
亡，分别用了三个字，称孙权之死为“薨”，称刘备之死为“殂”，称曹操之死为“崩”。
一字不同，体现着历史地位的质的差别。
《周礼·曲礼下》说：“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书·尧典》说：“帝(尧)殂落，百姓如丧考妣
”。
显然，是将曹操、刘备视为天子，而将孙权等而下之，视作一方诸侯。
这是很不公平的。
笔者在这篇不长的绪言里，简短地勾画了本书内容，试图向读者素描一个略显立体的传主形象。
是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自觉没有把握。
那就请读者作为一篇内容提要阅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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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力探求和展现了传主的真实形象。
孙权年未弱冠而有江南，封王称帝。
他善谋大局，是个很有作为的军事战略家；他善于用人，文武大臣愿为其用，甘为其死；他善于用威
，专断大政，在政治、军事思想和用人等诸多方面都留下了令人思考的东西。
他拓疆土，开发经济，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他立法严峻，刑杀有点过分，常为后人所非。
晚年时“年老志衰”，政有多失，最终留下了一个很不稳定的政治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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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不置长久性军帅　二、地方上实行军事统制政策　三、峻刑苛法　　立法严峻　　果于杀戮　　
罪流、废罢大臣　四、两次吏治改革及其失败　　暨艳改革　　吕壹改革第十五章 开发经济　一、宽
赋息调　　黄武年问“宽息”令　　嘉禾年间“勿复督课”诏　　赤乌年间“勿夺民事”和“开仓赐
贫”诏　二、增广田亩　　广屯田　　用山民“补户” 　　掳掠、招徕人口　　提倡农业新技术　三
、发展商业、手工业和海上交通　　通市易，铸大钱　　手工业　　水上交通和航海技术　四、提倡
节俭第十六章 实行文化宽容政策　一、好学习，广读书　二、“诏立都讲祭酒，以教诸子” 　三、
重儒，但不斥诸子之学 　　重儒　　不斥诸子之学　四、礼遇道士，为道教盛行南方奠定了基础　五
、亲准建立佛寺第十七章 诚待将，善用贤能　一、善御将，会用人　　优赏功勋　　彰示诚待　　美
誉亡故，恩及后人　二、求谏、纳谏与拒谏　　求谏与纳谏 　　拒谏第十八章 暮年诸失及其最后的
岁月　一、废立失度　　并宠太子与鲁王　　立幼子为储　　授辅政权力太重　二、信异兆，崇鬼神
　三、最后岁月 　　立皇后　　封诸子为王　　改元、大赦、减徭赋　四、孙皓失国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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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社会动乱中崛起孙氏鼎足东吴以后，孙坚的出生如同诸多帝王一样被附会了不少传奇异兆，见诸《
三国志·孙坚传》注引的韦曜《吴书》中就有两则，一说：祖坟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
，曼延数里。
众皆往观视。
父老相谓日：‘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二说：母亲怀着孙坚的时候，“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
惧之，以告邻母。
邻母日：‘安知非吉征也。
’”果然，孙坚生来“容貌不凡”，少长“性阔达，好奇节”，颇得乡人瞩目。
孙坚少年时期已经锋芒毕露，表现出了非凡的智勇，刚刚十七岁便开始做官了。
《三国志》作者称其为“勇挚刚毅，孤微发迹”。
史载，东汉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十七岁的孙坚与父亲一起乘船至钱唐(古县名，唐代改称钱塘，治
今杭州市)，正好遇上海盗掠取商人的财物，在岸上分赃，“行旅皆住，船不敢进”。
孙坚观察到海盗忙于分赃而放松警惕的情势，便对父亲说：“此贼可击，请讨之。
”父亲不同意，认为：“非尔所图也。
”孙坚不顾父亲的劝阻。
即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麾”，做出正在调动士兵对海盗进行包围的样子，“贼望见，以为官兵捕
之”，丢下财物，四散逃走，孙坚恃勇，追上去，斩杀一人，然后手提被杀者的脑袋回来见父亲，“
父大惊。
”此事惊动了地方和官府，“由是显闻，府召署假尉。
”这是孙坚进阶的第一步，官虽不大，仅仅是一个临时的代理武官，但从此便可拥有并发展自己的武
装了。
所以这也是东吴孙氏崛起的第一步。
次年，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孙坚参与了镇压东南地区农民起义的战争。
当时，有一股农民起义军在江浙一带活动。
《后汉书·灵帝纪》称：“会稽(郡名，治今江苏苏州，辖今江苏长江以南、浙江大部及福建全部)人
许生，自称越王，寇郡县”；《三国志·孙坚传》称：“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句章(今浙江慈溪境)，自
称阳明皇帝，与其子(许)韶(按：《东观记》作许昭)扇动诸县，众以万数”。
朝廷令扬州刺史臧曼、丹阳太守陈夤进行镇压。
孙坚以郡司马的名义招募精勇，得千余人，参与战斗，“与州郡合讨破之”，立有战功。
刺史臧曼上报孙坚功劳，朝廷诏书，授孙坚“盐渎(今江苏盐城)丞，数岁徙盱眙(江苏今县)丞，又徙
下邳(治今江苏睢宁西北)丞”。
孙坚历任三县县丞，成绩卓著，并且切实培养了自己的根基，所以《江表传》说：“坚历佐三县，所
在有称，吏民亲附。
乡里知旧，好事少年，往来者常数百人，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焉。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孙坚参与了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
黄巾起义，三十六方一旦俱发，天下响应，燔烧郡县，杀害长吏。
朝廷派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儒率领军队镇压。
孙坚时为下邳丞，被右中郎将朱儒看中，“儒表请坚为佐军司马”。
《三国志》孙坚本传载，“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
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儒并力奋击，所向无前。
”朱儒同黄巾军的几次重要战役，孙坚都参加了。
六月，在皇甫嵩、朱儒大战汝南黄巾的西华(治今河南西华南)战役中，孙坚受伤，伤未痊愈，又复参
加战斗，为史所称。
《三同志·孙坚传》注引《吴书》说：“坚乘胜深入，于西华失利。
坚被创堕马，卧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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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众分散，不知坚所在。
坚所骑骢马驰还营，踣地呼鸣，将士随马于草中得坚，创少愈，乃复出战。
”大破汝南黄巾以后，皇甫嵩、朱儒分兵，嵩讨东郡，侑讨南阳。
孙坚跟随朱儒到了南阳。
宛城一战，孙坚功拔头筹。
史谓：“汝、颍贼困迫，走保宛城。
坚身当一面，登城先入，众乃蚁附，遂大破之。
儒具以状闻上，拜坚别部司马。
”司马一职，可大可小，“别部司马”不同于“佐军司马”。
《后汉书·百官志》说，将军属官有长史、司马各一人，秩千石，司马主兵，“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
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
”可见，中郎将的别部司马，已是一个职级相当高的可以独当一面的武职了。
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孙坚参与平定西北边乱。
史载，“边章、韩遂作乱凉州，中郎将董卓拒讨无功。
(朝廷)遣司空张温行车骑将军，西讨章等。
温表请(孙)坚与参军事，屯长安。
”这再次说明，孙坚的智勇已经得到上层，特别是带兵打仗的高级将领们的重视。
此次战争，不战而胜，“章、遂闻大兵向至，党众离散，皆乞降。
军还，议者以军未临敌，不断功赏。
”“不断功赏”是不考虑封赏的意思，但孙坚却因劝张温斩杀中郎将董卓而名噪京城，并例外加拜议
郎之职。
事如《三国志·孙坚传》所说，张温西讨边章等，用皇帝下达的诏书“召卓”，军令紧急，董卓却拖
了好长时间才到达张温的营帐，“温责让卓，卓应对不顺”。
孙坚当时在座，对于董卓贻误军机而又傲慢无礼的态度非常反感，因而向前对张温耳语说：“卓不怖
罪而鸱张大语，宣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
”按照当时的法制，张温以司空兼行车骑将军之职，“持节”，军前有此权力，但他优柔寡断，素无
胆识，因说：“卓素著威名于陇蜀之问，今日杀之，西行无依。
”孙坚进一步列举董卓当杀之罪：“明公亲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赖于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按：
意为不买张温的账)，轻上无礼，一罪也。
章、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沮军疑众，二罪也。
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而轩昂自高，三罪也。
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
今明公垂意于卓，不即加诛，亏损威刑，于是在矣。
”张温没有听从孙坚的意见。
但这件事传到了京城，朝廷议者“闻坚数卓三罪，劝温斩之，无不叹息”。
议郎虽然没有实际权力，官秩只有六百石，但从此他便是京官了，并且具备了被任命为地方高官的资
格。
同年，长沙人区星反，“自称将军，众万余人，攻围城邑”，朝廷即拔孙坚为长沙太守，趋兵镇压。
孙坚到郡，亲率将士，施设方略，任用良吏，谨遇良善，郡中震服，旬月之间便把区星镇压了。
同时，还有名叫周朝、郭石的两个人“帅徒众起事于零陵、桂阳，与区星相呼应”，孙坚“遂越境寻
讨”，都取得了胜利，“三郡肃然”。
又，越境趋救宜春(今江西宜春)，取得了成功。
史载，“是时庐江太守(治今安徽庐江)陆康从子作宜春长，为贼所攻。
遣使求救于坚。
坚整严救之。
主簿进谏，坚答日：‘太守无文德，以征发为功，越界攻讨，以全异国。
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乃进兵往救，贼闻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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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朝廷录其前后功，封孙坚为乌程侯。
是年，孙坚年仅32岁。
孙坚与曹操同岁。
曹操的出身虽比孙坚高贵得多，镇压农民起义的“功劳”也更显著，但此时并未得此殊荣。
刘备比他们小六岁，事业刚刚起步，虽然也因镇压农民起义之“功”被授予一个小县的尉官，但没多
少日子便被“汰裁”出局了。
很清楚，东汉灵、献期间，孙坚得到的社会和朝廷的重视，远远超过刘备，甚至不亚于曹操。
值得注意的是，史家常说曹操是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而少及孙、刘。
其实，在这一点上，曹、刘、孙三家完全一样。
更实事求是地说，曹操起家还有其自身的优越的家庭和社会背景，而刘、孙两家则完全是乱中起步。
所以，如果说他们的起家是同镇压农民起义紧密相联的，而不能不承认孙、刘两家尤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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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曹操传》、《刘备传》出版，一些重要的、广大读者感兴趣而涉及鼎足三方关系的内容，如赤壁之
战、荆州之争、夷陵之战，以及相互的政治和外交斗争等许多内容都讲过了，所以，本来不打算再写
《孙权传》了。
然而，诸多老朋友和读者不断给予鼓励，认为应该对孙权的许多特有的事功做出述评，不能三缺一。
自己也觉得，孙权是个很有作为的军事战略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上，以及用人等方面都有一些
积极的东西值得总结，即使一些消极的东西也可作为教训借鉴。
三缺一，不便把握这个人才辈出、风云多变的特殊年代，更不方便读者对孙权的为人及其应有的历史
地位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理解。
于是又有了这本书。
三方鼎立的关系，讲述了两方，涉及到另一方的有关内容自然也就讲到了。
因此，本书同另两本书的一些章节有一些重复。
比如，赤壁之战，曹、刘、孙三传都得讲；夷陵之战，刘、孙两传都得讲。
角度不同，但基本内容差不多。
这种重复是不能避免的，理由有二：第一，读者读了一本，未必一定去读另两本；第二，三本书虽有
联系，但它们是独立的，诸多重要内容是传主各自事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缺了，作为个人传记就
不完整了。
本书出版，同前两书一样，得到人民出版社领导、编辑和出版人员的支持，社长黄书元、副社长陈有
和、副总编辑张小平、副社长任超都给了许多激励和帮助，历史编辑室主任乔还田编审为本书的写作
、编辑加工提了不少宝贵意见，负责设计、校对和出版的同志付出了很多辛劳。
谨此一并致谢。
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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