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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对三国史上存在过的和三国文学塑造的人物、
事件、战争和地理环境之间作了细致的区分，对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辨析，提出了不能
完全信从史书记载和文学记载的观点，认为读史要审慎对待各类资料。
    该书文字流畅，问题意识强，是一部难得的三国通俗渎物。
    本书除收入《三国史话》16篇、《三国史话之余》4篇外，还将吕思勉生前写就的，收入其丛稿、札
记和遗文中的与本书各篇相关或相近的关于三国人物、三国社会生活和三国社会组织的18篇考据性文
章，作为附录放在文后，除了有利于读者加深了解史话中各篇的学术依据外，也供有志于更深入了解
吕思勉三国研究的读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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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卅人。
历史学家。
主要著作有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五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吏》
、《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八部专史：《先秦学术概论》、《经
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制度史》、《中国民族史》、《吕著史学与史籍》
和《文字学四种》。
他还著有大量历史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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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楔子宦官外戚黄巾历史和文学后汉的地理董卓的扰乱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曹孟德移驾幸许都袁绍和曹
操的战争赤壁之战的真相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替魏武帝辨诬从曹操到司马懿替魏延辨诬姜维和钟
会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司马懿如何人司马氏之兴亡晋代豪门斗富附  录袁曹成败论魏武帝曹嵩之死
诸葛亮南征考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奖率三军，臣职是当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马钧关羽欲杀
曹公李邈姜维不速救成都孙策欲袭许边章、韩遂张纯之叛君与王之别罢社吞泥三国之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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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宦官讲起三国的纷争来，大家都知道其乱源起于后汉。
后汉末年为什么会乱呢？
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灵帝的宠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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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坏政治很利害，所以写《后汉书》的人特地替这一班人做了一篇
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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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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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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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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全说他是子虚乌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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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则古人没有应用的知识技能么？
不然。
我们知道：所谓三代之世，已有较高度的文明，其时有许多事情，已非有专门知识技能不能办，就是
现在所传的几部先秦子书，其中包含专门的知识技能也颇多，不能说全是后人伪造的。
然则古人的知识技能，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是从宦之中得来。
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的确，这二者就是一事。
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
一方面说，就是仕。
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
读者诸君，总还有读过《论语》的，《论语》的《先进篇》有一段，说：“子路使子羔为费宰。
子曰：‘贼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
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子路再鲁莽些，也不会主张人不学就可以办事。
子路只是看重且办事且练习，而反对不能直接应用的知识，和现在的人看重应用技术，而藐视高深学
理一般。
这就是重视宦而轻视学。
汉时皇室的藏书，由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编成一部书目，谓之《七略》。
班固《汉书》的《艺文志》，大部分就是抄录他的。
他对于每一类的书，都有推论这种学问从何发源及其得失的话。
其论先秦诸子之学，都以为是出于一种官署，就是为此。
然则宦就是在机关中学习做公务员。
公务员中，自然有出类拔萃，有学术思想的，就根据经验，渐渐地成立一种学术了。
越说越远了，这和后世所谓太监者何干呢？
不错，听我道来。
刚才所说的，只是宦的正格。
譬如现在机关中正式办理公务的公务员。
现在机关中不有名为公务员，而实在无事可办；或者只是替长官办理私事的么？
在古代亦何尝不是如此。
所以秦始皇少年时，有一个人唤做嫪的，和他的母亲奸通了，嫪自然阔起来了，于是“诸客求宦为嫪
舍人干余人”。
这句话，见于《史记》的《吕不韦列传》里。
这所谓宦，哪里是在什么机关里学习什么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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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他家里做他的门客罢了，所以要称为舍人。
娌的舍人固然极一时之盛，然而古代的贵族，决不止嫪一个人有舍人。
这种在贵族家里做舍人的，都谓之为宦。
所以“宦”字又有一个训释是“养”。
“养”字可从两方面解释。
他们是他们主人的食客，是他们的主人养活他的，所以谓之养。
亦可以说：他们是以奉养他们的主人为职务的，所以谓之养。
此等门客，皇帝名下自然也是有的，这便是所谓宦官。
中常侍即宦官之一。
在前汉时，并不一定都用阉割过的人，到后汉光武帝之后，才专用此等人。
所以《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要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了。
然则阉割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说到这里，又有一件有趣味而且又有些意义的事情。
诸位知道刑字是怎样讲的呢？
在下发这个问，逆料诸位一定会说：刑字不过是惩罚的意思，所以把人拘禁起来，剥夺其自由，也是
刑的一种。
然而古代的刑字，却不是这样讲的。
在古代，必须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使之成为不能恢复的创伤，然后可以谓之刑。
“十三经”里，有一部书，唤做《周礼》。
《周礼》全是记古代所设的官及各官的职守的。
其体例，极似明清时的《会典》。
须知《会典》原是依据《周礼》的体例编成的。
不但《会典》的体例是摹仿《周礼》，就是隋唐以后的官制，其大纲也是摹仿《周礼》制定的。
《周礼》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后世就摹仿之而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周礼》的地官司徒，就是后世的户部，是管理人民的。
治理地方的官，都属司徒管辖。
他们都可以治理狱讼。
狱便是现在所谓刑事，讼便是现在所谓民事。
然而他们所用的惩罚，只能到拘禁和罚作苦工为止。
如要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那是要移交司寇办理的，司寇便是后世的刑部，其长官称为司寇，寇是外
来的敌人。
听讼之官谓之士，其长官谓之士师，师字的意义是长，士师就是士的长，士则本是战士的意思。
然则古代用兵器伤害人的肉体，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其根本，实在是从战争来的，不是施之俘虏
，就是施之内奸。
后来社会的矛盾渐渐激化了，才有以此等惩罚施之于本族，用之于平时的。
然而管理本族人民的机关里，还是不能用。
这一因其为习惯之所无，一亦因此等施刑的器具及其技术，本非治理本族的机关里所有，所以非把他
移交到别一种机关里不可。
把现在的事情比附起来，就是从司法机关移交军法审判了。
古代有所谓五刑，都是伤害人的肉体的，便是墨、劓、剕、宫、大辟。
墨是在脸上刺字；劓是割去鼻子；剕亦作膑，是截去足指；宫，男子是阉割，女子是把她关闭起来；
大辟是杀头，这是伤害人的生命的，和墨、劓、剕、宫又有不同，所以又称为大刑。
五刑对于男子，都是伤害身体的，独宫刑对于女子不然，不过是拘禁。
这亦可见伤害肉体之刑，原起于军事，因为在军事中，女子倘或做人俘虏，战胜的人还要用来满足性
欲，所以不肯施以阉割，于是自古相传阉割之刑，只对于男子有之。
到后来，要将此刑施于女子，就只得代以不伤肉体的拘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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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
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
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
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
　　——《吕著三国史话·历史和文学》 赤壁之战，曹操固然犯着兵家之忌，有其致败之道，然而孙
、刘方面，也未见得有何必胜的理由。
　　　　　　——《吕著三国史话·赤壁之战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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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吕著三国史话》文字流畅，问题意识强，是一部难得的三国通俗渎物。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吕著三国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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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