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4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历代战争史（第4册）>>

13位ISBN编号：9787508636641

10位ISBN编号：7508636643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中信出版社

作者：台湾三军大学

页数：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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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4册）>>

前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4册）>>

内容概要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
1955年，台湾三军大学奉蒋介石手令，成立&quot;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quot;，开始着手编纂工
作。
16年间，一批实战经验和学养兼具的将校军官捉刀执笔，多位各学科造诣一流的教授亲预审校，《中
国历代战争史》于1972年面市。
后来，台湾各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还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胡佛研究所等，纷纷致
函索求。
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该书于1975年开始修订，析为18分册，于1979再版。
整个修订工作，由钱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黄季陆、方豪、屈万里、宋晞等学术名家担任指
导委员，成就了这部中国战争史的扛鼎之作。
　　《中国历代战争史》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分为上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楚汉战争、
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太平天国十八个时代，
上起黄帝败蚩尤之涿鹿之战，下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前后共四千六百多年，分立十八卷。
　　对每一朝代，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
、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
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
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式，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
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是综合评论。
　　《中国历代战争史》叙述史实与战事评说相结合，态度严谨，文字典雅，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
战争史的总结之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
至今在汉语文化圈中，还没有出现能出其右的战史著作。
　　自本书问世以来，海内外评议纷然，大陆军方得悉后，即令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成书，即大
陆1983年版。
印成后，只分发军中师级以上将领及军方研究机构。
学人偶有得之，或传观，或口述，一时风糜。
军事译文翻印之时，将前后附文及蒋介石题签，尽数去除，大陆读者至今未知此书前缘今世。
本次引进出版，除将黎明版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其余尽复旧观，读者将无复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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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台湾三军大学，台湾三军大学前身为广东黄埔军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迁往南京市黄埔路北端为陆
军军官学校。
1949年后迁往台湾，1952年改名“国防大学”，1959年改名“三军联合参谋大学”，1969年合并台湾各
军种的“指挥参谋大学”改名“三军大学”。
2000年再次改名“国防大学”。
1955年10月1日，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三军大学编纂中国历代战争
史。
1956年1月，台湾三军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撰委员会”并开始工作，1972年5月全书编印
完毕，历时16年。
更于1975年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历时5年修订，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钱穆（1895-1990），号宾四，江苏无锡人，知名史学大家、国学大师。
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9年迁居香港，创新亚书院。
1966年移居台北，最高票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蒋介石特赠“素书楼”用以读书著作。
所著归于《钱宾四先生全集》，全54册，1700万言。
王云五（1888-1979），字日祥，名鸿桢，亦称岫庐，广东中山人。
国学大师、出版界巨擘。
23岁出任孙中山大总统府秘书，因上书教育总长蔡元培建议教育革新，深得蔡元培激赏。
次年去职后，胡适介绍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因与商务结下不解之缘，其后除一度从政外，先后主持商
务凡40年。
去台后，出任故宫中山博物馆联合理事会理事长、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
行政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主持“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
所著百余种，有“博士之父”之称。
陶希圣（1899-1988），名彙曾，湖北黄冈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中主将，知名政论家，两岸公认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
权威。
1927年参预北伐工作，从此以字“希圣”行世。
1939年任职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次年揭露汪日密约后，脱离汪伪政府，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为蒋起草
《中国之命运》，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
去台后，屡任国民党内和政府中要职。
一生色彩斑斓，与各派政治力量结缘，但学术造诣甚深，著作甚丰，所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学
养深厚，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权威之作。
蒋复璁（1898-1992），字美如，号慰堂，浙江海宁人。
知名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权威。
北京大学哲学系、德国柏林大学图书馆学院毕业，韩国城均馆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圣若望大学荣
誉人文学博士。
历任清华大学讲师、北京大学讲师、北平图书馆编纂、国立编译馆编审、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客座馆员
。
去台后，任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教授，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顾问”，及“中央
研究院”院士、中央图书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主持影印出版《四库全书》。
著有《图书与图书馆》、《中国图书分类论》、《图书馆管理法》、《论语集目》、《孟子集目》、
《四书集目》、《易经集目》等，编著《珍帚斋文集》130余万字，主编有《徐志摩全集》《蒋百里先
生全集》。
陈致平(1908-2002)，湖南衡阳人，琼瑶之父，著名史家。
早年任中学教师，后任教于成都光华大学、国立广西大学、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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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赴台后，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文化大学，一度赴新加坡，任教于南洋大学。
著有《秦汉史话》《三国史话》《中华通史》。
以《中华通史》一书最为知名，曾荣获1981年台湾图书著作最高奖金鼎奖。
方豪（1910-1980），字杰人，浙江杭县人，知名史家、神学家、中西文化交流史权威。
历任浙江、复旦、辅仁、津沽等大学教授，并任系主任、院长等职。
去台后，任台大教授、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
著有《中西交通史》《宋史》《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李之藻研究》《方豪文录》《方豪六十自定
稿》。
宋晞（1920-2007），字旭轩，浙江丽水人，当代著名史家，研究宋代史之著名学者。
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及史地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国防研究院四期毕业，韩
国建国大学校名誉文学博士。
历任海疆学校、台湾省立师范大学、辅仁大学、东海大学、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国防研究院文化研究
所所长兼文化组首席讲座，中国文化学院副院长、院长。
美国圣若望大学访问学者，香港珠海书院讲座教授。
著有《宋史研究论丛》《旅美论丛》《中国史学论集》《华学研究论集》《中国文化与世界》《清末
华工对南非屈兰斯瓦尔金矿开采的贡献》等书。
编有《正史论赞》《司马光史论》《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等书。
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山东鱼台人，史学家、《诗经》《尚书》和古文字领域著名学者。
幼考生员，肆业北平私立郁文学院国文系，“九一八”而辍学。
任职山东省立图书馆。
1940年转任职中央图书馆。
旋“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任助理员，十余年间，穷治文史。
在台湾时期，历任台湾大学副教授、教授，“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及院士兼所长等职。
1965年后，连续任美国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研究员及客座教授，及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并在台
湾各大学教授等职。
为《诗经》《尚书》和古文字领域著名学者。
1979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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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八卷三国时代 第一章三国时代全般形势3 第一节三国时代之成因3 第二节三国全时代之概貌3 第三节
三国时代之兵制与战争形态8 第四节四邻各民族之概况13 第二章群雄讨董卓之战16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
势——桓灵二帝以来之政治概况16 第二节群雄并起之诸重要人物21 第三节群雄并起之导因23 第四节战
场地理形势24 第五节作战方略25 第六节作战经过26 第七节战后州郡割据之局势32 第八节申论36 第三
章曹魏开国之战一——破吕布与定都许昌之战38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38 第二节辅佐曹操开国诸人物41 
第三节战场地理形势43 第四节作战方略44 第五节作战导因44 第六节作战经过45 第七节迁献帝都许挟
天子以令天下48 第八节申论52 第四章曹魏开国之战二——官渡之战54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及作战导
因54 第二节战场地理形势55 第三节作战之筹谋决策与准备57 第四节战略部署及行动62 第五节作战经
过67 第六节战后之政局81 第七节申论85 第五章东吴开国之战——孙策开拓江东豫章96 第一节战前一
般形势及孙策开拓江东之导因96 第二节开拓江东之人物98 第三节江西江东地理形势98 第四节开国方
略100 第五节孙策平定江东作战经过101 第六节袭刘勋击黄祖兼并豫章之战105 第七节战后之政局108 第
八节申论109 第六章曹魏开国之战三——赤壁之战111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与作战导因111 第二节作战
谋划与准备115 第三节战场地理形势118 第四节作战准备及战略部署122 第五节作战经过127 第六节战后
之政局130 第七节申论133 第七章刘备开国之战——袭取蜀汉之战135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及袭蜀导
因135 第二节刘备开国诸人物141 第三节益州地理形势144 第四节刘备开国方略146 第五节袭蜀作战经
过147 第六节北取汉中作战经过153 第七节申论164 第八章吴蜀争夺荆州之战——荆州及猇亭之战165 第
一节战前一般形势及作战导因165 第二节荆州地理形势166 第三节吴谋袭荆州方略167 第四节吕蒙袭荆
州作战经过168 第五节吴蜀争夺荆州——猇亭之战176 第六节申论187 第九章诸葛亮伐魏之战190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作战导因191 第二节战场地理形势194 第三节作战准备及双方作战方略203 第四节作战
经过207 第五节战后之政局228 第六节申论230 第十章魏灭蜀之战234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及作战导
因234 第二节战场地理形势256 第三节魏作战计划与准备261 第四节作战经过265 第五节战后之政局272 
第六节申论275 附图4—161 魏攻蜀之战一般地形状况图 附图4—162 司马昭攻蜀之战构想图 附图4—163 
魏灭蜀之战全般经过概况图 附图4—164 姜维脱离沓中及巧遇阴平桥头作战经过图 附图4—165 魏取阳
安关口后一般状况图 附图4—166 魏邓艾兵出江油作战经过图 附图4—167 钟会收降姜维等作战经过图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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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与作战导因（参看附图4-146）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平定冀州
，继续北征乌桓（事见本卷第四章第七节）。
时刘备在荆州，劝刘表乘操北征，许都空虚，出兵袭许，表不听。
备乃用诸葛亮隆中策（详见次章），急谋自图发展，罗揽人才以自辅。
及曹操自柳城（今热河省凌源县）还军，刘表谓备曰：“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
”备曰：“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也。
”实则备已知刘表不能有为，聊以此语应之耳。
 是时，鲁肃向孙权建议谋取荆州曰：“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
为将军计，惟有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耳。
若因北方多务，剿除黄祖（时为江夏太守），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王业也。
”甘宁原为黄祖将，是时已投孙权，亦向权建议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骄，终为篡盗。
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
宁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
将军当早规之，不可后操为图；图之之计，宜先取江夏（汉郡名以今湖北省黄冈县为治所）黄祖。
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其本人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致使舟船战具
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将军今往，其破可必。
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或云系指今湖北长阳县南七十里之古捍关言，亦有谓指三峡中关口
言，当以后说为是），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矣。
”孙权甚纳其计，张昭却阻之曰：“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
”宁曰：“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慕古人乎？
”权举酒属宁曰：“兴霸（甘宁字）今年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
则卿之功。
何嫌张长史之言乎？
”于是，孙权于建安十三年春第三次西攻江夏，斩太守黄祖，尽获江夏士众，遂准备西进以取荆州。
（按孙策于建安五年卒，孙权继策立。
建安八年十月第一次伐黄祖，破祖舟军，未克江夏城而山越复乱，还师。
至建安十二年，再伐黄祖，虏其人民而还，是年权母吴氏卒。
） 荆州既失江夏郡于东吴，人心震惊，不可终日，刘表商请刘备，欲使备移兵往御之。
备以曹操有南征之势，孙权用兵江夏，情势虽急，但以北边门户，不便开放为辞。
表犹豫至再，乃遣长子刘琦率兵反攻江夏郡。
 曹操久欲进取荆州，只以北方未靖，无暇南征，今见孙权攻取江夏，深虑若荆州为吴有，则其势益难
摇动，乃急派军出合肥（即今安徽省合肥县西）以牵制孙权，使不得全力西进。
并问计荀彧，彧因建取荆州策曰：“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
可显出宛（即今河南省南阳县）叶（即今河南省叶县），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荆州可一战而定。
”于是，曹操于建安十三年七月开始南征，而集大军屯南阳。
会刘表病卒，表妻弟蔡瑁，外甥张允立表少子琮为嗣。
操闻表卒，即自将轻骑趋襄阳，九月操至新野，刘琮用诸将之议，请降于操。
时刘备在樊城，不意曹操轻骑压境，又不知刘琮已降。
及琮遣使来告，乃率步骑狼狈渡江南走，又令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欲取南郡（今湖北省江陵
县）而据之。
备过襄阳，欲会刘琮，琮不应，荆州吏民亦多有随备南行者。
操以江陵有军实，恐为刘备所据，乃释辎重，率轻骑急驰襄阳，及至，闻备已过南走。
时荆州从事王威说琮曰：“曹操以将军既降，刘备已走，必懈弛无备轻行单进。
若给威奇兵数千，徼之于险，操可获也。
获操即威震四海，坐而虎步，中夏虽广，可传檄而定，非徒收一胜之功，保全今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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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难遇之机，不可失也。
”琮不从。
操在襄阳稍事息足间，为控有荆州，急即改刘琮为青州刺史，又封荆州降将蒯越等十五人各为列侯，
以琢郡人李立为荆州刺史，使尽收刘表羽翼，分拨诸军以便监视。
（以上诸引语见《三国志》刘表、鲁肃、甘宁、荀彧等传及《通鉴》卷五十六） 曹操已处置刘琮之后
，即自将轻骑五千兼程急追刘备，一日一夜行三百里。
追及当阳之长阪（今湖北省当阳县东南沙洋十里铺间）之际，备仅使张飞将二十骑断后，自与诸葛亮
、赵云等数十骑奔走，东趋汉津就关羽之水军，并得江夏太守刘琦所将万人前来接应之军，转赴沔口
（即今湖北省汉口），以收容其逃散士众。
 曹操兵至江陵，刘备奔投孙权。
时众议以为权必杀备，惟奋威将军程昱曰：“孙权新立，未为海内所惮。
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
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
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
”时操已传檄远近，益州牧刘璋得檄，先遣使至江陵向操致敬。
操因加璋为振威将军，璋更遣其别驾从事张松送兵贡粮于曹操。
时操适闻孙权、刘备联合，将以相拒，乃即欲资荆州之军，乘势东下取吴，因致孙权以招降书。
（上引程昱语见《三国志》卷十四本传） 先是，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相峙于官渡时，孙策
即欲以江东之众，乘许都空虚袭之，以成其桓、文之业。
此时适策为刺客所伤而死，孙权继主江东，上表朝廷，表示附顺。
曹操此时欲因其丧伐之，以定江东，侍御史张纮谏曰：“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仇弃好，
不如因而厚之。
”操即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
并令张出任会稽都尉，辅权内附。
按张乃孙策之故人，前奉策命使操者，事见本卷第五章。
纮既回吴，思维补察，知无不为，以报知己。
曹操既破袁绍，兵威日盛，乃下令责孙权送子弟入都为质。
权召诸臣会议，张昭、秦松等主听命，张纮则劝权与中护军周瑜议之。
瑜在吴太夫人前献议曰：“昔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不满百里之地，继嗣贤能，广土开境，立基于郢
（今江陵县），遂据荆阳至于南海（今广东省番禺县，时为南海郡治），传业延祚九百余年。
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
，泛舟举航，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
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
极不过为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
不如勿遣，徐观其变。
若曹氏能率义以征天下，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
将军韬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质之有？
”权母吴太夫人曰：“公瑾（周瑜字）之言是也。
”于是，孙权拒送质子。
周瑜旋荐其友鲁肃于权，权问计焉。
肃对曰：“昔高祖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
今之曹操犹昔之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
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思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耳。
规模如此，亦自无嫌。
何者？
北方诚多务也。
因其多务而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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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心嘉之。
及甘宁自江夏来投，说以“荆州国之西势”之论，故孙权图谋荆州之心益急。
及建安十三年春二月孙权攻灭江夏黄祖，正欲乘胜西进以取刘表之时，曹操却于四月以兵出合肥，进
觑权后，权乃进守历阳（今安徽省和县）。
于同年六月曹操罢三公自为丞相，七月兵向荆州。
比曹操之招降书抵达，孙权决策拒战，于是赤壁之战，因以发生。
盖赤壁之战，乃曹孙刘三雄争夺荆州之战也。
（上引见《三国志》张纮周瑜鲁肃传） 第二节　作战谋划与准备 当曹操起兵进取荆州之际，孙权因
再问计于鲁肃，肃说之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
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帝王之资也。
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以刘备天下之枭雄，与曹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
能而不能用也。
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之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济大事。
肃请得奉命往吊表之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相机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
而从命。
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
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矣。
”权然之，即遣肃行。
 鲁肃奉使赴荆州，行到夏口（即今汉口），闻曹操已离新野向襄阳进兵，乃昼夜兼行，比至江陵，知
刘琮已降，刘备南逃。
肃乃北上迎备，相遇于当阳长阪，遂随之走汉津，登船于夏口途中，始将宣达权旨，并致殷勤。
因问刘备之志。
备曰：“将投故人苍梧（今广西省苍梧县为郡治，时属交州）太守吴巨。
”肃乃致词曰：“吴巨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
孙讨虏（指权）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
今为君计，莫如遣心腹自结于东，崇德和之好，以共济世业。
”诸葛亮亦以东吴此举，颇与其隆中策相合，因欲以连横之略说孙权。
于是，刘备从肃之议，即遣诸葛亮与鲁肃赴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县西南二十里）见孙权，而自率败残
军进驻鄂县之樊口（今湖北省鄂城县西北五里）以待消息。
（上引《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 孙权得曹操于江陵所发之书，以示群下，众人莫不失色。
张昭等曰：“曹操豺狼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词，拒之不顺。
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曹者，长江也。
今操得荆州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浮以沿江，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有之矣。
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
愚谓，不如迎之。
”时鲁肃方自荆州回吴，权就而问之。
肃见众议降操，乃默而不言。
权起入内，肃追之至宇下。
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
”肃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图大事。
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
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不失
州郡；将军迎操，操安以归将军？
愿召周瑜返来，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
”权嘉之。
时周瑜在鄱阳，权乃使人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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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周瑜鲁肃传） 诸葛亮偕鲁肃至吴说孙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
指备）亦收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
今操芟夷大难，略又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
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
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
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疑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
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
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
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
”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尚有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
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刘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
，故兵法忌之曰：‘必厥上将军。
’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
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曹必矣。
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
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 周瑜自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东，时正在筹设新郡中）至，权告以众议。
瑜曰：“不然！
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
将军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用足，英雄乐业，正当横行天下，为汉
家除残去秽。
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
请为将军筹之。
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较胜负于船楫，可乎？
今北土既未平安，而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
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
操皆冒行之。
是将军擒操，宜在今日。
瑜请得精兵五万人，进驻夏口，保为将军破之。
”孙权愤然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
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
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
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因拔佩刀，斫前奏案而誓曰：“诸将吏敢复有言迎操者，与此案同！
”（引周瑜诸葛亮鲁肃传） 当晚周瑜复见孙权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众，而各恐慑，不
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
今以实校之，彼所得青州兵及北方兵不过十五六万人，且已久疲；所得荆州之众，亦极七八万耳，尚
怀狐疑。
夫以久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
得精兵五万，自各制之，愿将军勿虑！
”权抚瑜臂而言曰：“公瑾！
卿言如此，甚合孤心，子布（张昭字）等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
独卿与子敬与孤同，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
五万人难猝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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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与子敬程公（普），便在先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
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操决之。
”于是，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率水军自柴桑溯江而上，以迎击曹操。
曹操在江陵，闻孙权、刘备联合，乃即欲资刘表所遗水战之具，借荆楚楫櫂之手，乘势东下取吴。
诸将亦以为“此实为震荡扬州之良会，廓定南方之大机”。
惟太中大夫贾诩谏阻之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军势既大。
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
”操不从。
即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起用荆州名士；以刘表降将蔡瑁、张允等仍统治其陆水各军；以文聘为
江夏太守，率本部先至江夏，以备东进。
及闻孙权举兵迎战，遂驱军顺流东下以迫之。
（引周瑜贾诩传） 第三节　战场地理形势（参看附图4-147） 樊口即今湖北省黄冈县南鄂城西北之樊
口，为樊港入江之处，又名衙门港，亦曰金子矶，近城扼要，为鄂城县境各乡镇之总汇，为荆吴之间
江防要地。
郝穴，在江陵东南一百五十里，穴西山路崎岖，林木荟翳；穴东一百六十里有华容城（今湖北省监利
县东北五里），郝穴乃长江水潜泄于汉江流域之所，其东即章卜穴，南有虎穴，为大江水流最窄处，
亦分歧处。
章卜穴东有温泥堤介于大江与滥泥湖间，是为华容道，直至瓦子湾以达华容城。
华容城乃楚王东章华台所在，春秋时之容城也；汉县治，因名华容。
此华容道为自江陵沿江东下必经之陆路。
其南即大江，江以南即云梦泽（洞庭湖）。
此道之北有东江湖、家锦湖、南江湖、白鹭湖、小沙湖等大小数十湖，湖间水道纵横，难以行军，以
此为水陆咽喉地拒止曹操，虽不能制止其水军活动，但在陆上足以用少数兵力阻其大军行动。
但江东之军未至，而曹军既东下，此咽喉地带，与华容道与郝穴、虎穴，吴方遂不能利用。
蕲春（今湖北省蕲春县）东有武穴，地当江夏、豫章二郡之交，为天然险要之地，且为水陆交通之所
必经。
北控西阳汉县（在今湖北省黄冈县东浠水西）、轶（汉县，在浠水南），古吴、楚交战之所，南接幕
府山，及富水，足以拒曹。
 汉水亦称沔水，江别入沔为夏水，始于分江，冬竭而夏流，故曰夏。
因之时人称汉口曰夏口。
地当汉水与长江之交，兵冲要地，曹军如渡此，沿流而东，则东吴之形势危险。
夏口西南隔汉江为汉阳在鲁山下，其西二十里有汉南山，西六十里有临嶂山，西九十里有香炉山。
临嶂山北临汉水，东濒长江盘基数十里，其南有城头山，山南峰曰乌林峰（今沔阳县东南）。
乌林峰之东有百人山、蜀山、大军山、小军山，其南滨江之百人山脚曰百人矶（在簰洲之西），矶西
三十里有大镇曰乌林镇。
此一带足以利用阻止曹操陆上人马之东进。
 夏口之东，西隔长江有鄂城（今武昌），城西有来山（今名樊冈）背临大江，南有万松岭山、九曲岭
、樊山、郎亭山，皆滨在大江东岸。
再西南有石鹿矶与隔江西岸黄陵矶对峙。
再西南为簰洲，乃大江回曲之处因亦曰拗簰洲。
鱼山一称鱼岳山在洲东北，江岛山在东南，灌矶山在南，百疋山在西与蜀山隔江遥对，其西北蒲矶山
、白面山，三面临大江，以江为带之地也。
再西南距鄂城二百八十里处有鲇渎，即后世以鱼岳山在北而改名为嘉鱼之地。
鲇渎西南七十里，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处临江有赤壁山，以北有水曰陆水，亦曰隽水，为自长江登陆
直往柴桑之要地。
其陆水入江处曰陆口（今陆溪口），亦名蒲矶口，即以口南矶壁得名。
东有障山以接蒲圻县之蒲首山、白不山及南山，南有太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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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山与赤壁山间有水口曰太平口，系太平山东太平湖之北出水口处。
太平湖（今名黄盖湖以黄盖练水军于湖中得名）南连巴丘（即今湖南省岳阳县），北有巴丘山及长江
，北接赤壁湖及陆口，长百余里，乃与长江并行之长湖。
必争得此陆口、赤壁，方能以阻止曹军自陆口上陆，过蒲圻、羊头山（今湖北省通山县）、阳新直扑
柴桑。
 赤壁山遥望江北有乌林镇，以其北有乌林峰而得名，镇北为沌水，东有大沙湖及宝塔洲与百人山，山
东曰百人矶与乌林镇相接。
乌林西南五十里为洪湖。
洪湖与长江间多洲渚小山而无堤防，山上树木翳荟，洲渚芦华丛生，加以水道交错者三四十里。
自赤壁对岸南至于螺山，非是江上渔翁，不能辨别出何者为吐，何者为纳也。
 螺山亦名白螺山，山皆白土，其形似螺因名。
杨林山在其东北沿江岸处，西接华容（今监利县）。
自华容东去乌林路上有津曰庞公渡，乃诸葛亮之师庞德公设渡船处，亦华容、乌林、白螺山三地间之
咽喉。
亦即作战上必争之要冲。
如曹操据此以争陆口，其水陆交通皆极便利。
陆口为江东锁钥，倘若有失，孙权必危，故孙权水陆大军必须争先占有此战略要点之陆口，以使尔后
作战容易。
按周瑜与孙策攻黄祖于沙羡（今嘉鱼县北，江中）时，已深悉此地理形势之重要。
对陆口之为水陆交通要冲，为行军之所必争之地，亦极了然，所以有积极争取陆口之决心。
曹操诸谋士对江南地理不甚熟悉，以致冒大雾进军，误入云梦大泽（今洞庭湖）迷失道路，耽搁两日
行程，以是陆口要地，便轻落入周瑜手中。
 曹军前阻于赤壁陆口，不得已始屯集北岸之乌林，以为练兵，待冬期已过，来春再议进取之计，此建
安十三年（208年）九月底十月初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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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十八卷本《中国历代战争史》有许多后出著述不及的长处，其作者军事素养深厚，有的还颇富指挥战
争的实践经验。
他们在认真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战前战略态势，双方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战法，战争进程及成
败原因的分析较全面，认识较深刻，颇能“言人所不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  刘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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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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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
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
⋯⋯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
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
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
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
⋯⋯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
为深远。
——《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18卷本《中国历代战争史》有许多
后出著述不及的长处，其作者军事素养深厚，有的还颇富指挥战争的实践经验。
他们在认真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战前战略态势，双方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战法，战争进程及成
败原因的分析较全面，认识较深刻，颇能“言人所不言”。
该书战略分析层次清晰，注重创新性。
战略分析通常可以分成对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具体战争计划与实施方案等不同层次，上一层战略制
约着下一层战略。
本着这一认识，《中国历代战争史》对每一历史时代都有高屋建瓴式的总体叙述，使读者可以全面了
解当时的战略格局、参战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再对参战各方战略加以分析，就
如同层层剥笋，有很强的说服力。
该书能在大陆地区正式出版，并以横排方式适应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相信将会对大陆读者学习和了
解中国古代近代战争史，促进军事历史研究的发展颇有助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 刘庆专业军事人员与权威历史学家的联手，是本书质量
的最大保障。
前者保障了“战争”研究的专业性，后者保障了“史”的底蕴。
——知名历史学者、《布局天下》作者 饶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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