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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国志》是我国著名史学家、西晋学者陈寿撰写的一部史学著作，后人把它列为“正史”，是“二
十四史”中的第四种。

《三国志》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魏、蜀、吴三国鼎立时
期的60年的历史，共65卷，包括《魏书}30卷、《蜀书》l5卷、《吴书》20卷，后人又称为《魏志》、
《蜀志》、《吴志》。
因为，陈寿是从三国进入晋朝的，并且在晋朝担任官职，所以，他在著书时必须要为晋国的政治需要
着想。
晋朝是直接继承魏政权而统一全国的，陈寿在《三国志》一书中，就把魏摆在正统的地位，用本纪的
名称来记述魏国君主的行事，而蜀、吴二国，一律称传。
尽管如此，陈寿在蜀、吴二书中，仍然用本纪的方法，即编年体的方式，按年月日记载蜀、吴国君的
政事。
因此，在《三国志》中，魏、蜀、吴三国是并列为书的。
应该说，陈寿撰写三个王朝并的历史巨著，是冒很大风险且很有独特的眼光的。
如果没有陈寿的《三国志》，我们对那时是三国鼎峙的认识就不一定会这么明确。
因而，《三国志》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文学价值都不可以低估。

《三国志》不仅在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步，在文学上也有着突出的贡献。
作为记载三国时代最原始的资料，它为后代有关三国的文学作品，如话本、平话、杂剧，以及《三国
演义》的问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三国志》成书后，时人大加赞赏，说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日：“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
、《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比之于迂、固，非妄誉也。
”据史料记载，当时夏侯湛正在撰写《魏书》，当他看到了《三国志》后，便把自己的书稿毁掉。
陈寿死后，尚书郎范頵向晋惠帝上表推荐此书，说它“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
相如，而质直过之”，惠帝很是欣赏，于是下诏，到洛阳陈寿家中抄录《三国志》。
由此不难看出，《三国志》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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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十一月，燕王曹宇上表皇帝祝贺冬至，称臣。
皇帝下诏说：“古代的诸侯王，有的不被作为臣子看待，燕王也应该照这种情况办。
上表不用称臣了。
我要回复，文书中就不好称呼了。
继承大统的人，要把亲生父母放到次一等的位置，更何况我呢！
但是，如果就这样把生父视同臣僚.又使我心中有所不安。
要按照礼典商定办法，使之处理得最为适宜妥当。
”有关官员上奏说“礼仪当中没有比尊崇祖先更高的，制度中没有比正式典章更大的。
陛下具备君主的德行应运而登帝位，统治万国，继承皇室大统，振兴三祖的基业。
我们觉得燕王论亲缘关系是皇帝的尊长，论地位是正式藩王，自持虔敬严肃的态度，遵守履行恭顺的
礼仪，为万国做出榜样；对于正式的典章来说，能够开创完成符合礼仪的顺序，这是不能制止他的原
因。
但另一方面确实应当有特别的尊敬燕王的办法，用不是对臣僚的礼仪对待他。
臣等斟酌商议以为燕王所上奏章，可以允许按照旧制上表称臣。
皇帝下达诏书，有时表示良好问候的时候，用同类的事例来比较，像《礼记》所说是‘亲属宴会上相
敬之礼’了，可以稍微表示皇帝的敬意，在称呼上有所提高，以表示不敢直呼其名，可以说‘皇帝敬
问大王侍御’。
皇帝下达的诏书，那是国家正式的典章，是朝廷用来辨明制度的，是向天下昭示法则的，当遵照，所
以要用‘制诏燕王’之句。
凡是诏命、制书、奏事、上书中提到燕王的地方，应提到下行的顶端。
不是宗庙助祭之类的事情，都不能称燕王的名字；奏事、上书、文书以及官民都不能触犯燕王的名讳
，以表明特殊的礼节，突出燕王崇高之地位。
这样，既遵循王朝典章规定的尊崇祖先制度，又顺应了皇上深厚的孝心，二者不矛盾，在礼仪上确实
妥当，可以普告实行”。
十二月十三日，黄龙出现在华阴县的井里。
二十三日，升任司隶校尉王祥为司空。
景元二年夏五月初一日，发生日食。
秋七月，乐浪郡外族的韩、；岁貊各自带领他们的从属前来朝贡。
八月初三日，赵王曹干去世。
九月初九日，又下令晋升大将军的爵为晋公，加封相国之位，准备了崇高的九锡之礼，一切都像以前
下达的命令一样；司马昭又坚决辞让才没有实行。
景元三年春二月，青龙出现在轵县的井中。
夏四月，辽东郡报告说，肃慎国派遣译使前来进贡，进献当地所产的良弓三十张，每张长三尺五寸，
枯木制成的利箭若干，箭长一尺八寸，石制的弩机三百件，皮、骨、铁制成的铠甲二十领，貂皮四百
张。
冬十月，蜀军大将姜维进犯洮阳，征西将军邓艾前往迎战，在侯和击破蜀军，姜维率军逃走。
同年，皇帝下诏在太祖的神庙中配祭已故的车祭酒郭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国志>>

编辑推荐

《三国志(绣像精装体)(套装上下2册)》由线装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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