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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国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特色的历史时期，即魏、蜀、吴三国鼎立。
三国的历史大致经过了九十年，也就是说从公元190年军阀混战始至公元280年晋灭吴统一南方止。
但也有不少史学家以曹丕称帝的公元220年算起。
如果仔细考察三国的历史，还是以公元190年算起更为科学，因为在魏、蜀、吴三国形成之前，确有一
段形成过程。
　　三国是东汉王朝的继续。
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土地兼并异常激烈，宦官、外戚两个集团的交相干政和互
相倾轧，更加造成了政治的极端黑暗和朝廷腐败，再加上对羌族的连年用兵和自然灾害的不断袭击，
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激起了公元184年的黄巾军起义。
起义军在张角、张宝、张梁等人领导下，迅速发展起来，其规模声势严重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统治。
汉灵帝为之恐慌，先后派兵围剿黄巾军，首先以何皇后的哥哥何进为大将军，率军屯驻洛阳近郊，派
卢植赴河北讨伐张角，派皇甫嵩、朱携赴颍川（今河南禹县）讨伐以波才为领袖的另一支黄巾军。
　　在颍川战场上，波才领导的黄巾军英勇奋战，拼杀顽强，朱携和皇甫嵩屡遭失败。
后来皇甫嵩利用火攻，借大风天气，搅乱了农民军的队伍，致使农民军几万人牺牲，波才最后战死。
　　在河北战场上，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和卢植的军队战斗了相当一段时间，相持不下，汉灵帝以卢植
无能，又唯恐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打洛阳，便先后派董卓、皇甫嵩替换卢植，大规模地向张角进
行攻击。
皇甫嵩用计麻痹农民军，在深夜进行突然袭击。
由于农民军缺乏战斗经验，没有足够的防备，致使起义军一下子牺牲了八万余人。
农民军无奈退至下曲阳（今河北省晋县西），继续与皇甫嵩作战，由于双方各方面条件的悬殊，农民
军十多万人壮烈牺牲。
张角、张梁和张宝先后阵亡、病死。
　　黄巾军的主力部队，经历了九个月的激烈战斗，虽然被朝廷军队剿灭了，主要领导人也牺牲了，
但并没有彻底失败，不少黄巾军的余部仍在不同地区坚持战斗，一直到公元192年，青州（今山东淄博
市临淄东北）的黄巾军还有三十多万。
公元205年，黄巾的友军黑山军尚有十余万人。
总共四十多万农民军，后来还坚持斗争了很长时间。
黄巾军大起义失败了，但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使它陷入苟延残喘的境地，加速
了它早日崩溃。
　　公元189年，灵帝死，少帝立。
当时因宦官的权势太大，大将军何进为控制宦官的权势发展，召引盘据在河东（今山西西南部）的董
卓进京，加强外戚的权势。
但事情泄露，何进反被宦官所害。
袁绍带兵报复，宦官两千多人被杀。
不久，董卓进入洛阳，废了少帝，令汉献帝即位。
董卓对人民更为残暴，把汉朝群臣完全不放在眼里，大有取代汉朝之势。
对此有不少政治野心家以讨董卓为名，纷纷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
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迁都于许昌，开始了&ldquo;挟天子以令诸侯&rdquo;的时代，随时用朝廷的名
义发号施令，以适应自己的需要。
汉朝从此名存实亡，三国时期从此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曹操急于早日统一黄河中下游流域，但袁绍在北方占据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幽州（今河北北
部、北京市及辽宁大部）一带，势力强大，严重阻碍了曹操统一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设想。
公元200年，曹、袁两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展开了战略性决战。
最后，曹操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消除了一大障碍。
在此后的二、三年中，曹操彻底肃清了袁绍的残余势力，实现了黄河中下游流域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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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官渡之战前后，孙权在南方，继承父兄开创的基业，独霸了长江下游地区。
自称汉家宗亲的刘备，这期间也没有等闲视之，而是积极策划，准备力量，待机行动。
暂寄身于荆州（今湖北湖南两省的大部分及河南西南部）牧刘表。
　　公元208年，也就是在官渡大战之后，曹操雄心勃勃，亲自率军南下，攻打荆州，追击刘备。
并威胁孙权，开始实现他统一全国的计划。
刘备和孙权采纳了鲁肃和诸葛亮的建议，联合作战，一致抗曹。
担任吴军主将的周瑜，在赤壁（今湖北省蒲圻县境）长江南岸火烧曹军战船数十艘，孙、刘联军乘曹
军混乱不堪之际，分头发动猛烈进攻，以总数不足五万人的兵力，战胜了拥有二十余万人的曹军，取
得了全面的胜利，致使曹操被迫退回北方。
战后，孙权在江南的地位得到稳固，刘备也乘机占据了荆州的部分地区，又往西取得了益州（今四川
省等），到此三分天下的形势大致已定。
　　公元220年，曹操死，儿子曹丕继位，废了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魏，建都洛阳。
公元221年，刘备也自称汉帝，建都成都，历史上称蜀国或蜀汉。
公元222年，孙权也正式称帝，国号吴，建都建业（今江苏南京），至此，三国政权鼎足而立的局面正
式形成。
魏、蜀、吴三国正式建立之后，大规模的战争相对减少，各自集中精力在自己的政治区域内进行不同
程度的政治、经济改革，削平本地区内零散的分裂割据势力，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魏国曹操在官渡之战以前，就开始了经济上的改革，着手于农业，在许昌一带办屯田，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为后来称霸一方战胜对手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
曹丕称帝后，发挥曹操的兴农思想，扩大屯田的规模，兴修水利工程，开辟了水稻田，使黄河流域的
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在政治上，曹操&ldquo;唯才是举&rdquo;，提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
曹丕也吸收了一些德才兼备的人物，在三国人才云集的时代，曹家人才最多。
　　孙权统治的吴国也在江淮一带大规模屯田，在今浙江省境内广泛兴修水利，还从北方引进较为先
进的生产技术。
大大促进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开发。
不仅如此，孙权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促使吴国的兴盛和发展。
　　刘备建立的蜀国，任诸葛亮为丞相，在四川积极发展生产，派得力人员管理都江堰，还新修了一
些水利工程。
他为了安定后方，努力改善了跟今贵州省、云南省等地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从而加强了汉族跟西南
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魏、蜀、吴三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及其文化、外交上发展都是很不平衡的。
就其总体来说，魏强于蜀、吴，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吴、蜀联合，对抗曹操。
但是到了后来，吴、蜀为了争夺荆州，发生了矛盾。
公元220年，吴利用关羽对魏作战的机会，突然进行袭击，奇取了荆州，杀了关羽。
为此，刘备于公元222年亲自率兵讨伐吴国。
蜀吴两国军队在夷陵（今湖北宜都北面）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争。
夷陵决战，以吴国胜，蜀军败而告终。
公元223年，刘备在永安（今四川奉节）积劳成疾，生病而死。
诸葛亮依照先主之命辅佐刘备之子刘禅即位，继续推行联吴抗魏的原则，一心想要北上奇取中原，重
振汉家大业。
但是他多次北伐都没有成功。
公元234年，蜀军又一次北伐，魏派大将司马懿前去应战，两军在五丈原（今陕西省眉县西南）展开了
智勇相兼的历史大战，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胜负难断之际，蜀军军师诸葛亮病死军中，蜀军无力再
战，无奈只好撤军。
　　从此，蜀国的势力日渐衰落，而魏国大权慢慢控制在司马氏手中。
司马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架空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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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63年，蜀国终于被魏国所灭。
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掉魏帝，建立了晋朝，后称晋武帝，建都于洛阳。
公元280年，司马炎调集重兵攻打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又灭了吴国。
从此结束了东汉以来几十年分裂割据的局面。
西晋的建立，代替了三国鼎足的历史，出现了短期的中国统一。
　　三国时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在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不仅涌现了大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还涌现出了大批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致使三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曹操可谓是三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杰出代表。
在三国尚未形成之前，军阀混战之中就显露出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
他利用各方面的条件，消除了不少军阀势力，改革东汉以来不适应自己政治需要的弊端，吸收地主阶
级中下层人物参加政权的谋划，网络人才，抑制豪强，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坚持统一，为魏国的建
立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
　　在军事上，诸葛亮可谓是三国时代的典型，在蜀国形成前后，他是一位能够决定成败胜负的关键
性的军事家。
他在著名的隆中对策、联孙抗曹、帮助刘备雄霸一方、建立汉蜀、辅佐刘禅治理蜀国、&ldquo;七擒孟
获&rdquo;、&ldquo;五出祁山&rdquo;中，都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能。
他的军事思想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哲学上，以魏国最为发展，开了清淡玄学的风气。
《老子》、《庄子》和《周易》号称&ldquo;三玄&rdquo;，是当时玄学家的经典。
王弼（226～249年）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人，是玄学的创始人。
他在《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等著作中，极力宣扬&ldquo;贵无&rdquo;的理论，以非
物质性的&ldquo;无&rdquo;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一种客观唯心论者。
从现实意义来说，主张任其&ldquo;自然&rdquo;的&ldquo;无为&rdquo;，把封建的道德规范压低到次要
地位，这便为　　当时封建上层的贪欲制造了理论根据，也可以说是某利颓废生活在意识上的反映。
尽管如此，他的著作和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
　　在文学艺术领域，更应首推曹氏父子。
曹操（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位
杰出的文学家、散文家。
他的代表作，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自明本志令》等，在中国诗史和散文史上都占有一
定的地位，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鲁迅曾评价曹操是一代文风改革的大师。
曹丕的《典论&middot;论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学评论专著。
曹植的五言诗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曹氏父子的影响下，还有&ldquo;建安七子&rdquo;，他们也为当时的文学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
献。
另外在科学和医学上，也不乏人才，张仲景、华佗就是当时著名的医学大师，还有机械制造家马钧等
。
他们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总之，三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辉煌的成就，流传下来为后人所继承。
　　魏、蜀、吴三国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就其时间来说，长短不一。
孙权建立的吴国时间最长，从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至公元280年孙皓降西晋，共经历了五十九年。
其次是曹魏，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掉魏元帝曹奂建立了西晋，共计四十五年。
蜀汉国生存时间最短，从公元221年刘备称帝至公元263年刘禅亡于曹魏，共计四十三年。
　　魏、蜀、吴三国历史发展的复杂过程，为后来的史学家进行研究造成了很多困难，加之史学家的
地位、立场、观点的不同，产生过谁是&ldquo;正统&rdquo;之说。
有的扬魏抑蜀，以魏为正统；有的扬蜀抑魏，以蜀为正统。
诚然，事实上魏、蜀之间确实有过彼此图谋吞并对方的过程，但由于种种原因，虽然经过几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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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未能吃掉对方。
吴国在彼此吞并的过程中，表现得不那么突出，&ldquo;正统&rdquo;之说没有涉及它。
其实，三国之间的战争目的，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夺得全国的统一领导权，不必要有什
么&ldquo;正统&rdquo;之说。
三国历史错综复杂，杰出人物风起云涌，事件众多。
《三国志》便是记录三国历史全过程的一部史书。
　　《三国志》记载了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军阀混战起，前后共计九十年的历史。
《三国志》继《史记》、《汉书》而作，成书则在《后汉书》以前。
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体，班固的《汉书》是断代史体，《三国志》把三国分成三书，魏书三十卷
，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
《三国志》全书叙事脉络分明，文字简约明畅，写人写事，时见文采。
　　《三国志》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年
），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
他做过蜀国观阁令史，入晋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官职。
三国时期，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晋王沈著的《魏书》，魏鱼豢著的《魏略》；吴韦昭著的《吴书
》。
陈寿根据当时的历史典籍，撰《魏书》三十卷、《吴书》二十卷。
由于他是蜀人，又是史学家谯周的弟子，从小即注意研读史书，留心蜀国史实的搜集整理工作，最后
又写成《蜀书》十五卷。
这六十五卷三国史，合为一书称为《三国志》。
　　陈寿是晋臣，奉命修史，自然以魏为正统，称魏的君主为帝，叙人&ldquo;纪&rdquo;中，而对蜀
、吴的君主，只是立为&ldquo;传&rdquo;，而且对晋的统治者难免有隐恶溢美之辞。
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统治者的讽刺与揭露的态度相比，显然略逊一筹。
这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处境不同所决定的，也是一种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所致。
《三国志》以文笔简洁著称，但因叙述过简，在史实和人物的具体描写上，就比不上《史记》、《汉
书》那样传神、形象、生动。
因此，清人李慈铭在《越漫堂日记》云：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
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
为胜矣。
&rdquo;应该说李氏从史学比较研究的角度所作的评论是客观的。
在陈寿死后一百三十余年，南朝刘宋时期的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
　　裴松之生于公元372年，卒于公元451年，字世期，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闻喜）人，到刘宋时期
为中书侍郎，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是奉宋文帝的命令，为《三国志》作注的。
他打破了传统的作注格局，不在训诂、制度及名物等方面作解释，而是重在纠正谬误，补缺史料。
他前后引据了汉魏到刘宋的著作约一百四十余种，文字超过原书三倍，引书首尾完整。
更可贵的是其中大部分原著已亡佚，由于裴松之的博引，保存下来，使后人可以从中窥见原书的面貌
。
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描写的《赤壁之战》就是综合了陈寿的《三国志》中各有关人物传记
和裴注所引的史料加工而成的。
因此，我们说陈寿的《三国志》是后人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著作，裴松之为其所作的注也是研究三国
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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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晋)陈寿 裴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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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会稽太守淳于式表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
逊后诣都，言次，称式佳吏，权曰：&ldquo;式白君而君荐之，何也？
&rdquo;逊对曰：&ldquo;式意欲养民，是以白逊。
若逊复毁式以乱圣听，不可长也。
&rdquo;权曰：&ldquo;此诚长者之事，顾人不能为耳。
&rdquo;　　吕蒙称疾诣建业，逊往见之，谓曰：&ldquo;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
&rdquo;蒙曰：&ldquo;诚如来言，然我病笃。
&rdquo;逊曰：&ldquo;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
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
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
下见至尊，宜好为计。
&rdquo;蒙曰：&ldquo;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
也。
&rdquo;蒙至都，权问：&ldquo;谁可代卿者？
&rdquo;蒙对曰：&ldquo;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
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
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
&rdquo;权乃召逊，拜偏将军右部督代蒙。
　　逊至陆口，书与羽曰：&ldquo;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
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
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廪良规。
&rdquo;又曰：&ldquo;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
赵之略，蔑以尚兹。
闻徐晃等少骑驻旌，窥望麾葆。
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
虽云师老，犹有骁悍。
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
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
傥明注仰，有以察之。
&rdquo;羽览逊书，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
逊具启形状，陈其可禽之要。
权乃潜军而上，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
逊径进，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
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
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
是岁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
　　逊遣将军李异、谢旌等将三千人，攻蜀将詹晏、陈凤。
异将水军，旌将步兵，断绝险要，即破晏等，生降得凤。
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
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首尾西方。
逊复部旌讨破布、凯。
布、凯脱走，蜀以为将。
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
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
权以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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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查曰：丛嘉逊功德，欲殊显之，虽为上将军列侯，犹欲令历本州举命，乃使　　扬盟牧曼蓝就
辟别驾从事，举茂才。
　　时荆州士人新还，仕进或未得所，逊上疏曰：&ldquo;昔汉高受命，招延英异，光武中兴，群俊毕
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远近。
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臣愚偻偻，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
&rdquo;权敬纳其言。
　　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
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
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使将军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部，
辅匡、赵融、廖淳、傅肜等各为别督，先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欲以挑战。
诸将皆欲击之，逊曰：&ldquo;此必有谲，且观之。
&rdquo;备知其计不可，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
逊曰：&ldquo;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
&rdquo;逊上疏曰：&ldquo;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
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
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
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
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
臣初嫌之。
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
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
&rdquo;诸将并曰：&ldquo;攻备当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
击之必无利矣。
&rdquo;逊曰：&ldquo;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
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
&rdquo;乃先攻一营，不利。
诸将皆曰：&ldquo;空杀兵耳。
&rdquo;逊曰：&ldquo;吾已晓破之之术。
&rdquo;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
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馀营。
备将杜路、刘宁等穷逼请降。
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
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
备因夜遁，驿人自担烧铙铠断后，仅得入白帝城。
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
备大惭恚，曰：&ldquo;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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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简体字本前四史:三国志》(精装)裴松之生于公元372年，卒于公元451年，字世期，河东郡闻喜县（
今山西闻喜）人，到刘宋时期为中书侍郎，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是奉宋文帝的命令，为《三国
志》作注的。
他打破了传统的作注格局，不在训诂、制度及名物等方面作解释，而是重在纠正谬误，补缺史料。
他前后引据了汉魏到刘宋的著作约一百四十余种，文字超过原书三倍，引书首尾完整。
更可贵的是其中大部分原著已亡佚，由于裴松之的博引，保存下来，使后人可以从中窥见原书的面貌
。
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描写的《赤壁之战》就是综合了陈寿的《三国志》中各有关人物传记
和裴注所引的史料加工而成的。
因此，我们说陈寿的《三国志》是后人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著作，裴松之为其所作的注也是研究三国
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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