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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智品阁”书系，是计划将我国具有悠久历史而又绚烂多彩的传统文化精品系统地介绍给广大读
者，特别是青少年群众，通过注释、今译、赏析和点评等，努力克服语言和文化知识方面的一些困难
，让现代读者能直接接触古典文明精华，特别可使青少年在开始步入社会阶段就对我们伟大祖国的光
辉文明有清晰的了解和深切的感悟。
　　我们现在对待传统文化，也就是所谓国学，除了专题研究外，确应做大量的普及工作。
我们应当力求用通俗而优雅、生动且准确的文笔，向广大群众、广大青少年介绍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
，介绍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来的众多优秀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科学技术家
，介绍我们古代著作精品，使当代读者更明确得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可与世界各国的文化相
媲美的，这就能进一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提高文化素养和审美趣味。
这对于培育广大民众爱国主义思想，加强对祖国和民族的爱，提高道德情操，丰富精神文化生活，都
会起很大的作用。
　　“智品阁”书系的一大特色，是选辑的范围极为广阔，确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与多彩
风格。
除著名的经典著作《论语》、《孟子》、《道德经（老子）》、《庄子》等以外，有好几种史书，如
《春秋左传》、《战国策》、《三国志》、《二十四史精华》，概括了多种史体。
另还有地理名著《山海经》，军事杰作《孙子兵法》，佛教名经《大藏经》。
文学体裁，涵括诗、文、词、赋及文言小说（《聊斋志异》）。
又如《唐宋八大家》，其初编者为明代著名选家茅坤（号鹿门），《明史》本传称“其书盛行海内，
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即此书刊行后，乡村儿童也都争读。
现在又从此书精选，确可提供古代散文创作的历史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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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国志（白话插图）》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
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历史。
他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
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
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非常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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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璇琮，著名中国古典文献和文学研究专家。
历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副组长，现任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
心主任、教授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了《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唐才子传校笺》、《唐五
代文学编年史》等一系列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重大的著作，合作主编了《全宋诗》、《续修四库
全书》等大型古籍整理类总集与丛书，扶持和培养了一大批古代文学研究的生力军，在海内外学术界
有着广泛和崇高的学术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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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董二袁刘传吕布张邈臧洪传二公孙陶四张传诸夏侯曹传王毋丘诸葛邓
钟传苟或苟攸贾诩传钟繇华歆王朗传张乐于张徐传任城陈萧王传蜀书先主传后主传诸葛亮传关张马黄
赵传庞统法正传吴书孙破虏讨逆传吴主传周瑜鲁肃吕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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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魏书　　武帝纪　　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
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
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
嵩生太祖。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颐异焉。
玄谓太祖日：“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
　　①讳：避讳，古代对帝王和长辈不能直接称呼名字，表示尊敬。
②嗣：继承。
③权数：谋略，权术，有随机应变和善于出谋划策的才能。
④行业：操行，学业。
⑤济：帮助，拯救。
　　魏太祖武皇帝是沛国谯县人，姓曹，名操，字孟德，相传是西汉相国曹参的后代。
汉桓帝时，曹腾任中常侍大长秋，被封为费亭侯。
曹腾的养子曹嵩继承了爵位，官职做到太尉，但是人们根本搞不清楚他的来龙去脉。
曹嵩生了曹操。
　　曹操少年时就很机警，富于权谋，但由于喜好行侠，任性放纵，不注重品行和学业，所以当时的
人们并不觉得他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只有梁国人桥玄和南阳人何颐觉得他不一般。
桥玄曾对曹操说：“天下快要大乱了。
没有盖世才能是不能拯救国家的。
能安定天下的人，大概就是您吧。
”曹操二十岁时，被推举为孝廉做了郎官，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又升任顿丘令，被征召为议郎。
　　光和末，黄巾起。
拜骑都尉，讨颍川贼。
迁为济南相，国有十馀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
肃然。
久之，征还为东郡太守；不就，称疾归乡里。
顷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
。
芬等遂败。
金城边章、韩遂杀刺史郡守以叛，众十馀万，天下骚动。
征太祖为典军校尉。
会灵帝崩，太子即位，太后临朝。
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听。
进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卓未至而进见杀。
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
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
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
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
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
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
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是岁中平六年也。
　　①阿附：附和、迎合。
②狼藉：散乱不整齐。
③淫祀：不合礼制规定的祭祀，这里指豪强滥设的祠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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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就：就职。
⑤乡里：这里指故乡。
　　汉灵帝光和末年（184），黄巾军起义。
朝廷任命曹操做骑都尉，去征讨颍川的贼寇，曹操因功升任济南国相。
济南国下属有十几个县，各县的长官大多阿谀依附贵族和皇亲，贪污受贿，声名狼藉。
鉴此，曹操上奏，罢免了其中的八个县官；又禁止过分的、不合礼制的祭祀。
为非作歹的人逃走了，郡国境内平静有秩序。
之后很久，他才被朝廷征召回去，任命为东郡太守。
曹操没有去上任，称病回到家乡去了。
　　过了不久，冀州刺史王芬、南阳人许攸、沛国人周旌等人联络各地豪杰，阴谋废除汉灵帝，立合
肥侯为皇帝。
他们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曹操，曹操拒绝参与，王芬等人失败了。
金城人边章、韩遂杀了刺史与郡守，发动叛乱，拥，有十多万军队，全国因此震动不安。
朝廷征召曹操任典军校尉。
当时汉灵帝去世，太子做了皇帝，太后临朝听政。
大将军何进和袁绍商议要诛杀宦官，太后不答应。
何进就把董卓调来，想要用军队逼迫太后同意。
董卓还没有到，何进就被杀害了。
董卓来到后，把皇帝废黜为弘农王，另立了汉献帝。
京城因此大乱。
董卓上奏章，推荐曹操任骁骑校尉，想和他共同商议政事。
曹操就改换了姓名，从小路逃回东方。
曹操出了虎牢关，经过中牟县时，受到亭长的怀疑，被抓起来送到县里。
县里有人暗地里认出了他，替他说情，才得到解脱。
董卓杀死了太后和弘农王。
曹操到了陈留，散发家财，聚集义兵，准备讨伐董卓。
冬季十二月，曹操在己吾首先发兵，这一年是中平六年（189）。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伯、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
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
绍为盟主。
太祖行奋武将军。
　　二月，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
卓留屯洛阳，遂焚宫室。
是时绍屯河内，邈、岱、瑁、遗屯酸枣，术屯南阳，伷屯颍川，馥在邺。
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
太祖日：“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④
，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
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
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
”遂引兵西，将据成皋。
邈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
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
太祖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创，从弟洪以马与太祖，得夜遁去。
荣见太祖所将兵少，力战尽日，谓酸枣未易攻也，亦引兵还。
　　①盟主：古指诸侯盟会中的首领，主持盟会的人。
②行：兼任官职。
③倚：依靠，倚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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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据：占据，盘踞。
⑤海内：四海之内，这里泛指中国。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春季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
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一起发
兵，每个人都率领了几万名士兵，推举袁绍做盟主。
曹操代理奋武将军。
　　二月，董卓听说义兵进攻，就把汉献帝迁到长安去。
董卓留驻洛阳，烧毁了宫殿。
这时袁绍驻扎在河内，张邈、刘岱、桥瑁、袁遗驻扎在酸枣，袁术驻扎在南阳，孔仙驻扎在颍川，韩
馥驻扎在邺县。
董卓的兵力强盛，袁绍等人谁也不敢首先进攻。
曹操说：“兴起义兵来讨伐暴乱，大军已经汇合起来，各位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假如当初董卓一听说山
东起兵，就倚仗朝廷的威重，占据二周地区的险要地形，向东方进攻，控制天下。
这样，即便他的行为毫无道义，还是足以造成祸患。
现在他焚烧宫室，胁迫皇帝迁走，四海之内都感到震惊，不知道该归依何处。
这是上天要灭亡他的时候了。
一次交战就可以平定天下，这个机会不能丧失呀！
”曹操便领兵向西进攻，想占领成皋。
张邈派遣将军卫兹领着一部分军队跟随曹操。
曹操到了荥阳汴水后，遇上了董卓的部将徐荣，与他交战，没有取胜，死伤的士兵很多。
曹操被流箭射中，所骑的马也受了伤。
曹操的堂弟曹洪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他才能乘着夜色逃脱。
徐荣见到曹操率领的士兵虽然不多，但还能奋战一整天，认为酸枣不容易攻克，于是也领兵回去了。
　　太祖到酸枣，诸军兵十馀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
太祖责让之，因为谋日：“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
辕、太谷，全制其险①；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
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
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
”邈等不能用。
　　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悖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杨太守周听与兵四千馀人。
还到龙亢，士卒多叛。
至铚、建平，复收兵得千馀人，进屯河内。
　　刘岱与桥瑁相恶，岱杀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
　　①塞：堵塞。
②辅：指京城附近的地区，指长安地区的京兆、右扶风、左凭使三郡。
④逆：叛逆，这里指违背道义。
④募兵：招募军队。
⑤恶：憎恨，讨厌。
　　曹操到了酸枣，在酸枣的各路军队一共有十几万人，他们天天摆酒举行宴会，并没打算进攻。
曹操指责他们，接着给他们出主意说：“各位请听我的计策，让渤海太守领着河内的军队逼近孟津，
酸枣的各路将军守住成皋，据守敖仓，堵塞伷辕和太谷，把这些险要地点全控制住；让袁将军率领南
阳的军队进军丹、析地区，进入武关，这样就会使关中地区震动不安。
大家都驻在高墙深沟内的堡垒里，不与敌人交战，增派小部队扰乱敌人，向全国表明当前形势，以顺
应大势的力量去讨伐叛逆，可以马上平定天下。
现在我们的军队打着义军的名号，却心存疑惑，不肯前进，让天下人失望，我私下里为各位感到羞耻
。
”张邈等人没有采纳曹操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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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的兵力不多，就和夏侯悖等人到扬州去招募士兵。
刺史陈温、丹杨太守周忻给了他四千多名士兵。
曹操回到龙亢，士兵们大多叛逃了。
曹操到建平等地再招收了一千多名士兵，进到河内驻扎。
　　刘岱和桥瑁有仇怨，刘岱杀了桥瑁，让王肱兼任东郡太守。
　　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
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②，太祖由是笑而恶焉。
　　二年春，绍、馥遂立虞为帝，虞终不敢当。
　　夏四月，卓还长安。
　　秋七月，袁绍胁韩馥，取冀州。
　　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馀万众略魏郡、东郡，王肱不能御，太祖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
阳，破之。
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
　　三年春，太祖军顿丘，毒等攻东武阳。
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
毒闻之，弃武阳还。
太祖要击眭固，又击匈奴於夫罗于内黄，皆大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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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国志(白话插图)》由著名古典文献和文学研究专家傅璇琮教授作序特别推荐。
国学经典沧海一粟，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全方位白话精细解读，消除今人阅读之艰涩。
进一步把遥远的文化与现代人的距离拉近，引领今天的读者走进一个源远流行、光辉灿烂的文化天地
，让大家感受到国学经典中的力量与理趣。
　　通解＝全译+读解。
　　白话通解——注音、注释、白话等纵向深入，，使读者毫无障碍地解读古代经典。
　　阅读氛围——清晰优美的古代版画，精致舒适的版式设计，为读者创造最娴静的阅读氛围。
　　最佳入门读本　　三国时代，风云变幻、刀光剑影，文争武斗，英杰辈出。
三国鼎立，震荡百年，荡人心弦，历史在此凝固，瞬问幻化永恒。
这是五千年中国文明史短暂的一段，却又是让人心驰神往的精彩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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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
——刘勰《文心雕龙》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曹操的圆滑艰险吕布的匹夫之勇，孔明的神机妙算，周瑜的少年英才，关羽的纵横戎马⋯⋯从天下大
乱到诸候割据，从三国鼎立到重归统一。
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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