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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国演义》及《三国志》是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始，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止，差不
多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历史。
本书中所涉及的也是以这段历史时期的人物及事件为主。
从黄巾起义到魏、蜀、吴建国，这段历史中的事件及人物特色比从魏、蜀、吴建国到三国归晋这一段
更为精彩，更具鲜明特色，更有意义。
    《三国演义》不仅是一部流传极广、影响深远的长篇优秀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一部活的《孙子兵法
》。
而《三国志》、《三国演义》更是具体、形象、生动、鲜明而又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活的人才学，
是高超的活的用人艺术大观。
    在三国时期，关于识别、任用、管理那些帅才、将才、谋才、政才、文才、技才、艺才、奇才、怪
才、鬼才等人才的理论、观点、方法、实践，尤其是知人善任的艺术，不仅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烁着光
辉的一页，也是给世界贡献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它对于当今发现、培养、尊重、善用、管理各类人才，具有启迪、借鉴的作用。
    三国这段历史，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虽然不算长，但极为多姿多彩。
后世的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直至广大老百姓都极感兴趣，常津津乐道，也争论不休。
本书论历史，品人物，七分取史实，三分取演义。
取史实，有分析，慎取舍，不绝对照搬；取演义，有探讨，辨真伪，不马虎选用。
    本书作为纵横谈，不求体例严整，但以人才为线索，开掘人才灵光，阐发用人智慧，以为当代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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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三国政治、军事等人才为主线，分三国人才总论、曹操的驭才之道、君主论、谋士和隐士、将
才、三国焦点人物共六编，结合史实，分别对君主、将才、谋才、政才、奇才等的才能及其功过是非
进行了较为中肯的评述；对三国时期历史上已有定论或较有争议的人物如曹操等，作者根据自己多年
来的研究及掌握的资料给予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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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长宇，男，1941年7月7日生，山西洪洞县人。
原任巴陵石化公司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兼党委副书记(副厅级)，高级工程师。
退休后任中国传统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文艺协会理事等；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2009年诗歌四首获“中国大众文学百花奖诗词作品优秀奖”；五条格言获“中国大众文学百花奖优秀
奖”：作品《烟花三月下扬州》获“中国大众文学百花奖优秀奖”。
2010年元月获“中国文艺年度最高奖”；2010年6月荣获“首届中国名家世博艺术杰出成就奖”；2010
年8月获“中国传统文化杰出贡献人物”称号；2010年12月五条格言获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金奖并编入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哲理名言》。
摄影作品曾获全国第八届“群星奖”；“中国老年金奖艺术家”。
曾在《人民日版》发表摄影作品5幅，其中头版1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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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诸葛亮决策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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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诸葛亮指挥南征
    三、关于诸葛亮和曹操的军事才能
    四、关于诸葛亮北伐
    五、刘备、孙权的军事才能
    六、三国三大战役的意义及启示
  第十一章  君主能力之四：理论水平
    一、诸葛亮的勤学与著作
    二、曹操的著作
  第十二章  君主能力之五：治国安邦
    一、诸葛亮——治国之贤相
    二、曹操——乱世之雄杰
    三、孙权——发展航海事业
  第十三章  君主才能之六：其他才能
    一、曹操多才多艺
    二、诸葛亮、刘备的业余爱好
    三、孙权的业余爱好
  第十四章  君主的思维能力之一：知远虑
    一、蜀汉战略大计
    二、东吴战略大计
    三、曹魏战略大计
  第十五章  君主的思维能力之二：抓大事
  第十六章  君主的思维能力之三：能屈伸
    一、曹操能屈能伸
    二、曹操为何不当皇帝
    三、曹操有拼搏、进取、创新精神
    四、刘备善韬晦
    五、孙权能大能小
    六、诸葛亮能刚能柔
  第十七章  君主的思维能力之四：有理智
    一、戒喜怒无常
    二、君主的哭与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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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章  君主品德之一：仁、义、礼、信
    一、刘备以仁治天下
    二、曹操不争功，不诿过
    三、孙权礼贤下士
  第十九章  君主品德之二：严于自律
    一、诸葛亮是严于自律的典范
    二、曹操能以身作则
    三、刘备、孙权能作自我批评
  第二十章  君主品德之三：广开言路
    一、诸葛亮下《群下教》
    二、曹操下《求言令》
  第二十一章  君主品德之四：廉洁俭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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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章  谋士的作用及分类
    一、谋士的作用
    二、谋士分类
  第二十三章  谋士之智
    一、贤士择明主
    二、智士辅王如神
    三、审时度势设奇谋
    四、谋士应善谋事，更会谋己
  第二十四章  三国隐士
    一、三国前期隐士
    二、三国后期隐士
第五篇  将才
  第二十五章  将帅的品德和才能
  第二十六章  三国将帅点评
    一、天下之将
    二、十万夫之将
    三、万夫之将
    四、猛将群星
第六篇  三国焦点人物
  第二十七章  诸葛亮大名垂宇宙
  第二十八章  忠义关公号帝君
  第二十九章  雄才大略曹孟德
    一、政敌骂曹操
    二、汉献帝及拥汉派骂曹操
    三、历代帝王骂曹操
    四、维护封建正统者骂曹操
    五、部分知名文人骂曹操
    六、老百姓骂曹操
    七、因赞诸葛亮、关羽、刘备时贬曹操
    八、功也曹操，冤也曹操
附录：三国人物总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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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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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刘备同诸葛亮既是重视人和的统帅，又是善于和人的典范。
他们都非常重视尊重人、理解人、容纳人、爱护人、关怀人，以诚待人，以情感人。
    诸葛亮出山之前，在隆中十年，就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他同荆州地区的名流、要人如庞德公、司马徽、黄承彦、徐元直、孟公威、崔州平等人关系极好，这
使他这个年轻的外来户能在荆州站住脚，安定地耕种、生活、学习，研究社会形势，蓄积力量，以便
待机腾飞。
    诸葛亮随刘备出山后，首先要处理好同刘备之间的关系。
他在《君臣第二》中说：“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
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
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
”“君臣上下，以礼为本”，“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
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
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
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诸葛亮把君臣关系的重要性，君臣各应遵守的原则、规范论述得十分精辟，他认为只有君臣关系搞正
，才会“陈璇玑之政”，即清明政治。
    从建安十三年(208)出山随刘备，到蜀汉建兴元年(223)刘备托孤去世，诸葛亮在辅佐刘备16年中，刘
备对诸葛亮以仁，诸葛亮对刘备以义；刘备对诸葛亮以礼，诸葛亮对刘备以忠。
    刘备“三顾茅庐”，礼贤下士。
诸葛亮一出山，刘备对待这位比他小20岁的年轻军师“以师礼相待，如鱼得水，言听计从”。
    曹操率大军取荆州，形势极为危急。
诸葛亮“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出使东吴，全权负责联吴抗曹事宜。
后又采纳借荆州之策(实际上是借江陵)才有了立足之地。
刘备东吴招亲，诸葛亮又是全权负责荆州事宜。
刘备接受了诸葛亮在《草庐对》中提出的夺取益州为根据地的战略思想，由庞统辅佐刘备夺取益州，
而留诸葛亮全权负责荆州军务、政务。
    刘备率军夺取汉中时，诸葛亮坐镇成都。
而后，在诸葛亮策划下，刘备先称王，后称帝，诸葛亮为丞相。
    刘备病逝永安托孤，把蜀汉国家大权交给了诸葛亮。
    从三国各家情况看，从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皇帝同丞相之间的关系来看，能始终处到刘备同诸葛亮这
种志同道合的鱼水之情，备不疑亮，亮忠于备，刘备能使诸葛亮尽忠，而诸葛亮为刘备也做到了“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实属罕见。
即使近代、现代政治集团内部也难以做到如此和谐。
    《三国演义》中写到刘备在永安托孤时，曾泪流满面地对诸葛亮说了这么一段话：“嗣子孱弱，不
得以大事相托。
”接着又一手掩泪，一手拉着诸葛亮的手说：“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
”诸葛亮说：“何圣谕？
”刘备哭着说：“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
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王。
”诸葛亮这位临危不惧、宠辱不惊的大政治家听完后，竟然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说：“臣
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
”说完叩头流血。
刘备是三国一流政治家，托孤是他临终前考虑的最大一件事。
他从蜀汉章武二年(222)六月兵败夷陵退到白帝城，到蜀汉建兴元年(223)四月病故，有十个月的时间，
这是刘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重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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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会识人，善用人，他深知自己这个儿子刘禅懦弱，也向诸葛亮开诚布公谈了自己的看法。
刘备更深知诸葛亮是个忠君思想极强的人，又是一个“士为知己者死”的人，是讲信义、重诺言、高
风亮节之人。
他相信诸葛亮会忠心辅佐刘禅。
刘备的本意是：他希望他死后，诸葛亮持臣节，行君事，保蜀汉，抗曹魏，力争统一天下；辅佐刘禅
，教育刘禅，在特殊情况下制约刘禅，如果刘禅长大仍不成器，甚至于胡来，有损于蜀汉社稷大事，
诸葛亮可以取而代之。
因此，刘备临终交代于诸葛亮的遗嘱是真诚的，是重大而深远的。
作为三国一流政治家，能做到如此，真可值得赞叹了。
当然，对刘备这段遗嘱，有些历史学家、学者各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就评论
刘备托孤为“奸雄”。
    对于刘备临终嘱咐这段话，诸葛亮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听了后，由于激动、感动而又诚惶诚恐，因
此，“汗流遍体”，“手足无措”，继而“叩头流血”。
最后，向刘备发誓要“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诸葛亮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仅做到了竭力辅佐刘禅，而且做到了生而治蜀、死而
护蜀，连自己儿孙也为蜀汉捐躯尽忠。
    当然叫刘备让诸葛亮直接成为蜀汉之君那是不可能的。
根据当时社会伦理，刘备做不到，他不可能超越时代。
再者，他也希望刘禅能成长为圣君，即使才能不高，品德高尚即可。
P08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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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费九牛二虎之力撰写的《三国英雄纵横谈》终于在2010年春节前完成。
从酝酿到定稿历时十四载，实际撰写用了七年多的时间。
屈原、司马迁、曹雪芹是用生命著书、立说、写诗文，我不可能达到古代文学巨人那样的境界，但我
是拼上老命写三国的。
    上大学，攻读化工工程，前半辈子搞化工，是化工高级工程师。
人常说“隔行如隔山”，写三国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有一天，我偶然读到宋苏舜钦《水调歌头》中“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的词句。
这不是对我说的吗？
从企业领导岗位退休下来不应乐疏闲，而应“耻疏闲”，应对中华传统文化作点有益事。
在儿童时代我就爱听三国故事，爱看三国戏。
青年时代爱读三国书，对三国人物及三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事件有自己的感悟见解。
因此产生了写三国的冲动，于是，下定决心写三国。
从退休下来开始，我如同爬雪山，涉沼泽，行沙漠。
写三国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苦求索。
    要写书，先读书，多读书，深读书，读进去领会精神，出得来，感悟真谛。
深入苦读了《三国志》、《三国志·今注今译》、《三国演义》、《曹操全书》、《三曹集》、《诸
葛亮集》、《诸葛亮全书》、《中国通史·三国史》、《三国文化系列丛书》、《细说三国》、《曹
操大传》、《品三国》、《孙子兵法》等书籍达六十余种，约1700万字。
有的书籍还需苦读多遍，读得头昏眼花，读书笔记也有几十万字。
    三国至今已有1700年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凡写三国者都是些大学问家，如《三国志》作
者，大手笔陈寿；《三国演义》的作者，大名家罗贯中；《细说三国》的作者黎东方教授；《品三国
》的作者易中天教授。
我这个无名老辈，老草根人物，也敢写三国，还敢不唯名著，不唯名家，既要同这些大名家讨论，还
敢同名家、名论、名著叫板，不能不笨鸟勤飞，呕心沥血，下百倍苦功夫。
    在写《三国英雄纵横谈》中我尽力突出新、深、广。
    新者，在三国故土拓新田，开辟新领域。
但新必须符合历史事实，不能为新而捏造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新。
这一点是我自觉遵循的原则。
最后确定了写三国人才三大特点；三国人才众多的原因；三国人才管理；曹操驭才之道；曹操杀人析
评；三国君主、贤臣、谋才、将帅等的人物素质评析及其对人生的启迪。
再者，观点新，具有说服力。
    深者，是对三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民俗、人物等方面努力做到论述深，有较深的理
论性、思想性。
    广者，信息量大，有丰富的史料性。
    总之，新得有符合历史的彩虹，深得有道理，广得史料多。
新、深、广，写得如何，只能让广大读者去评论了。
    在《三国英雄纵横谈》写作中，坚持“认真”二字。
为此，我单枪匹马去赤壁古战场，黄盖湖；彝陵古战场之湖北宜昌，长江三峡；诸葛亮第五次北伐逝
世地五丈原；褒斜古栈道；邓艾偷袭成都的阴平险道；老黄忠刀劈夏侯渊的陕西汉中定军山；汉中勉
县武侯墓；湖北襄樊古隆中；河南南阳卧龙岗；成都武侯祠；四川剑门关；张飞镇守七年的古阆中；
云阳张飞庙；洛阳关林；山西解州关帝庙等地考察。
这不仅对当地地理、军事有了深入直观的了解，还收集了大量珍贵史料，对较好完成《三国英雄纵横
谈》意义重大。
因考察是单人行动，又年过花甲，不仅路途跋涉艰辛，还遇到了不法分子抢劫，几乎拼了老命。
    在写法上，尽量将史料性、理论性、思想性、哲理性、文学性、趣味性熔为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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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尽量简练、通俗、流畅，文中穿插了楹联、诗词、谚语，以突出文学性。
在论述中融合了不少格言，以加强思想性、哲理性，使评论升华。
    在创作《三国英雄纵横谈》十四年来，十易其稿，因坚持传统书写，前七稿改得很乱，每稿必须重
新抄写，这样十稿堆在一起有一米多高。
光九稿十稿堆起来也有半米厚，其辛苦可想而知。
    《三国英雄纵横谈》写的历史距今虽然久远，但对当今社会仍极有启迪借鉴的作用，对于中共中
央2010年提出的“人才发展战略”会起到有益借鉴作用。
    《三国英雄纵横谈》篇章长、文字多。
十分感谢巴陵石化公司的黎剑平同志，山西焦化集团公司宣传部的王希明同志及我的儿子张毅涵对此
书出版前所做的繁琐打印、校对工作。
感谢湖南省岳阳市摄影家协会徐典波同志对该书封面设计所做的精益求精的工作，还要感谢山西焦化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史瑞平、巴陵石化城区管理中心仇亮经理、左荣主任对此书打印、校对工作的关
心。
    湖南省岳阳市巴陵石化公司鹰山社区    张长宇    201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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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国这段历史，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虽然不算长，但极为多姿多彩。
后世的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直至广大老百姓都极感兴趣，常津津乐道，也争论不休。
张长宇编著的《三国英雄纵横谈》论历史，品人物，七分取史实，三分取演义。
取史实，有分析，慎取舍，不绝对照搬；取演义，有探讨，辨真伪，不马虎选用。
    本书作为纵横谈，不求体例严整，但以人才为线索，开掘人才灵光，阐发用人智慧，以为当代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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