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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给全人类留下了自成体系、光辉灿烂的文 化遗产。
其中名哲先贤、科学巨擘、文化大家、骚人墨客、政治豪杰、军 事奇才、民族英雄、革命先驱层出不
穷，光芒四射。
他们不仅给后世留下 永不泯灭的精神财富，而且在中华大地的青山绿水、乡镇市井间到处留下 令人
缅怀的足迹。
我们在享受着如许文明的同时，也渴望与他们近距离的 接触，奈何时光是不可跨越的长河，我们只能
追忆历史，探寻他们的历史 足迹。
《华夏五千年名人胜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与历史创造者对 话的机会。
 出于对祖国悠久历史的热爱，出于对历史创造者的崇敬，作者不辞辛 劳，历经20余年的时间，踏遍祖
国大江南北，遍访各地风土人情，用笔和 相机记录那些尚存于世的名胜古迹，其资料收集之丰令海内
外业者惊奇。
 为了编纂这套书，作者还搜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
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 作者对一丝一毫的史料都不肯放过，力求尊重史实，还历史原貌，最终打 造
出这套凝结作者多年心血的《华夏五千年名人胜迹》。
本套书以中国历 代名人为线索，以名胜古迹为对象，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图文并茂，形象 直观，构
思奇特，融历史于趣味之中，便于读者学习和阅读。
 为了使这套书更好地呈现给读者，我们与作者多次研讨，最终确立了 写作风格和体例。
作者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让我们倍感钦佩。
我们尊重 作者的观点和见解，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是与作者几经斟酌，获得首肯后 ，方去修改。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此方面的书籍汗牛充栋，本书仅是其中之一。
作 者博学多闻，见解独树一帜，我社本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度，允许 各有识之士存有不同的
见解。
这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 ，为后世子孙留下更为详尽、全面的史实资料。
因编辑水平有限，书中有 不足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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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千年的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一出出，一幕幕，皆烟消云散。
历史虽在远去，记忆却不会随时间湮灭。
一段城墙，一节墓碑，一方牌楼，无不见证了社会变迁，沧桑世事。
　　《华夏五千年名人胜迹：三国两晋南北朝卷》选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历史遗迹留存下来
的名人，通过一张张精美的图片，一段段史海勾沉的往事，告诉人们，历史曾这样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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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行国， 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被评为&ldquo;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rdquo;。
曾任中国工人出版社总编室、科教编室、工会企业编室主任，出版社体改办主任。
曾参与《中国乡镇企业报》、《旅游》杂志、香港《中华企业》杂志、《电气时代》杂志、《北京电
子报》、《科学大观园》杂志等的创办。
　　从事旅游资源研究，对全国绝大部分省区作过名胜古迹考察，拍摄照片5万多幅。
出版的图书有《中华名人名胜》（上下卷，香港版）、《五千年华夏名人胜迹》、《中华名胜全景图
》、《锦绣中华（合作）》，以上皆为获奖图书。
出版&ldquo;中国古代建筑与园林&rdquo;景观光盘。
　　从事以地理为主的科普创怍，被评为&ldquo;优秀科普作家&rdquo;，出版的图书有《江山万里多
宝藏》、&ldquo;大地趣话》（以上获奖）、《大地奇观》、《地理趣谈》、《中国特产》、《五彩世
界》、《壮美的祖国》、《富饶的祖国》、《中国国情基础（主编）》等30多种，发表文章460多篇，
作品总计500多万字。
发表摄影作品570多幅。
主要图书10套70多种。
另参加写作图书11种。
　　从事科技文化史研究及辞书编纂，出版的图书有《百科纪录辞典》、《科学发现发明辞典》、《
建筑林》（建筑小史）、《核变奏曲》、《高科技的故事》、《历史大决战的故事》、《极地探险的
故事》、《地图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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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帝王　魏文帝诗才擅七步之雄　文章冠三国之彦　八斗诗才　曹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毫州：
故里沧桑五色棒&mdash;&mdash;少年曹操出手不凡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屯田：兼并群雄的物质基础
官渡：统一北方的杰作赤壁：曹操折戟，三国鼎立邺城：曹操称雄的王都建安风骨曹操头顶上的光环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mdash;&mdash;曹氏哲学曹操&mdash;&mdash;一个残酷的英雄丕植之争受禅台：
曹操戏的尾声&ldquo;八斗&rdquo;之才七步诗影响三个诗人一生的女人三曹幽默微贱写辉煌　乱世称
雄豪　鼎足一立的先主　蜀汉照烈帝大树楼桑：我为一辈子，当乘此华盖许都：青梅煮酒论英雄古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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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有几能称帝　世上忠义唯公号为神　走上神坛的　关羽横矛长坂桥　威猛万人敌　三国猛将　张飞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走下神坛的　诸葛亮举贤任能保江东　生子当如孙仲谋　导
演&ldquo;三分&rdquo;的君主　吴大帝不拘礼俗放达痴狂　悲愤慷慨崇尚自然　风流名士　阮籍路人
皆知司马心　太康繁荣一统归　西晋创建者　晋武帝炼丹虚幻　医药倡明　历史上最著名的炼丹家　
葛洪寄迹山水　翰墨长虹　书圣世家　王羲之　王献之东山逍遥游　淝水千古流　风雅宰相　谢安达
志调和儒佛　属文化兼道俗江东教主　慧远浩歌传三经　傲菊自千秋　田园诗人　陶渊明挂印避乱世
　寻觅山水情　山水诗开创者　谢灵运茅山宗师山中宰相　丹法苦证佛道双修　南朝奇人　陶弘景创
业重文佞佛误国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兴衰集于一身的君主　梁武帝民族融合国一统　天下至今称贤
君　勇于改革的皇帝　魏孝文帝后记：说不尽的故事&mdash;&mdash;我和&ldquo;华夏五千年名人胜
迹&rdquo;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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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 建安元年（196年）的一个早上，曹操走在去皇宫的路上。
洛阳城里，处 处残砖断瓦，大片大片熏黑的墙壁无声地控诉着6年前董卓的罪过。
当时关 东联军准备讨伐董卓，董卓急忙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临行前把洛阳城洗 劫一空后放火烧毁
⋯⋯历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谁还顾得上这座破败之 城呢? 到了皇宫，面对汉献帝，曹操说：洛阳
城破败不堪，皇上不宜居住， 臣此来特请陛下迁到许昌，改年号为建安。
 汉献帝清楚地知道曹操已经有了一块牢固的地盘——兖州（今山东金乡 西北）。
5年前，他打败了黑山（今河南浚县西北）黄巾军，4年前，他打败并 收编了青州黄巾军30万人，接着
又击败了南阳的袁术、徐州的陶谦；一年 前大败吕布，这年春天又打垮了汝南和颍川的好几万黄巾军
。
他如今要“ 请”自己去，自己不敢不去。
于是，献帝点点头，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 武平侯。
 从此，曹操成了中央政权的实际掌握者。
一个臣子控制了皇上，“挟 天子以令诸侯”。
不久，又封魏公、魏王，加九锡，设天子旌旗，备天子 乘舆，只差没有夺取帝位。
 现在许昌的景福殿，便是当年曹操代天子秉政的地方，许多重要决策 政令，都是从这里公布出去的
。
 许昌是曹魏的都城，这里留下许多有关曹操的遗迹和传说。
 曹操把献帝安置在许昌城外的古城宫内。
相传，曹操为了监视献帝， 从许昌城里挖了一条35里长的地道，通到古城，地道高丈余，宽8尺，皆
用 青砖砌成，既是暗道，又用来藏兵。
献帝看出曹操有篡位野心，给国舅董 承下了衣带诏，密令除掉曹操。
 关于藏兵洞还有一个故事：关羽到了许昌，曹操请他阅兵，以显示自 己的威力。
军士走了5天5夜，还没走完。
关羽起了疑心，暗派人把红绫系 在曹兵的枪头上，结果，带红绫的士兵反复出现，才解开了疑窦。
原来曹 兵就是从地道来回辗转的。
从此，藏兵洞又有了转兵洞之称。
藏兵洞至今 遗迹尚存。
 在许昌，还有两处流传着曹操风流佳话的胜地。
九曲河畔有一座青梅 亭，是用杏木建造的，四周遍植梅林，相传是曹操纪念自己以“望梅止渴 ”之
计获得行军胜利而建造的。
当年，曹操经常在青梅亭宴请或封赏功臣 ，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另一处胜迹是小西湖。
曹操一生运筹方略，驰骋疆场，是一个为历史 所瞩目的政治人物。
他“昼则谈武策，夜则思经传”，且“登高必赋”， 又是一个“鞍马间为文”的“业余作家”。
而且还以他为中心，组织了一 个庞大的“文艺团体”，造就了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三曹”、“七
子 ”，及其所代表的“建安文学”。
其中的曹操本人更是一代文豪、千古诗 骄。
相传，许昌城西风景幽美的小西湖，便是当年建安文坛诗人聚会之所 ，曹操曾在这里写下许多名篇大
作。
因此，小西湖吸引着后世文人大家纷 纷慕名瞻拜。
至今这里还保留着纪念陈太邱的德星亭，欧阳修的欧阁，范 仲淹的长啸亭，苏东坡的听水亭，韩持国
的展江亭等遗址。
 屯田：兼并群雄的物质基础 没有比吃人肉的行为再令人发指、令人作呕的了，然而在汉魏之际， 把
人肉当作食物却是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只要翻开记述这一段历史的典籍 ，进入眼帘的便是大量的“岁大饥，人相食”，“民人相食，州里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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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饥饿困蹙，吏士大小自相啖食 ”之类的文字。
 汉魏之际人相食现象的出现乃是社会大崩溃所造成的悲剧。
那时，连 年的军阀混战，到处是荒芜的土地，废弃的民居，再加上水旱灾害的横虐 ，因此出现了历
史上所罕见的大饥荒。
社会被推到绝境，“人相食啖”自 然不可避免。
 曹操起兵之初，也曾把人肉干作过军粮。
《三国志·程昱传》说，曹 操灭袁绍前，以程昱任鄄城县令。
程昱为曹军筹措军粮，乃“略其本县， 供粮三日，颇杂以人脯”。
 粮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军阀们或成或败的物质条件。
因为 缺粮，许多军队“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 袁术在江淮，取给蒲
赢”。
事情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谁能使军粮的 供给正常进行，谁就可能成大器。
袁绍、袁术等人没有做到，昏头小子吕 布更是不行，而曹操做到了。
这是他高于众人之处，也是他在北方能够兼 并群雄的原因之一。
 曹操的办法是大兴屯田。
他懂得，光靠榨取普通民户取得税粮，与杀 鸡取卵无异。
长久之计，在于另辟新路。
当时有大量无主荒地，又有许多 背井离乡的流民。
曹操用强制的手段把流民组织起来，编制成屯，命令他 们在配给的田地上耕种。
屯田民不隶属于所在的郡县，曹操另设了一套军 事色彩很浓的机构管理他们。
屯田民及他们的家属在当时只是二等公民， 略比奴隶身份高一些，属于国家依附民。
如果屯田民逃亡，抓回后将以军 法判罪。
 除了这类的民屯外，曹操还强迫军队及其士兵的家属屯田。
军人的家 属叫士家，也是身份半自由的国家依附民。
士家屯田的待遇和屯田民一样 。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开始在许下屯田，一年就得谷百万斛。
以后他将 屯田扩展到势力所达到的地区，每年可收谷数千万斛。
这样，曹操再不为 军粮而犯愁了，也为其最终统一北方提供了经济力量。
曹操大兴屯田，还 部分解决了流民问题，使劳动力和土地重新结合起来。
这对中原地区的经 济复苏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史记》记载，大兴屯田之后，“淮南 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
相属”。
 官渡：统一北方的杰作 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军事杰作——官渡之战 。
 这件事发生在东汉建安五年（200年），袁绍在大体统一河北后，发布了 讨伐曹操的檄文，率领精
兵10万，出师伐曹。
袁绍派大将颜良过黄河围困 曹军要地白马（今河南滑县）。
曹操对袁绍的进攻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带领4 万军队集结官渡，与袁绍隔河对峙。
 听到白马被围，曹操准备亲自北上解围，谋士荀攸劝他说“敌人兵多 ，我们人少，不能跟他硬拼，
不如声东击西，分散其兵力，分一部分人马 往西假装渡河，把敌军主力引到西边，我们就派一支轻骑
兵到白马，打他 个措手不及。
” 曹操采纳了这一建议，袁绍果然分兵。
曹操于是乘机率轻骑，急趋白 马。
颜良仓促应战被斩杀，袁军溃散。
曹操解了白马之围后，迁徙白马的 百姓沿黄河向西撤退。
 袁绍听到白马失守，颜良战死的报告，气得直跳脚，不顾监军沮授的 劝谏，毅然下令全军渡河追击
曹军，派大将文丑率5000骑兵打先锋。
 曹操当时只有骑兵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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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了解文丑贪小便宜，于是在途中的延津南 坡布局，叫士兵解下马鞍，让马在山坡下溜达，武器扔
了满地。
文丑赶来 时，看见这个样子，忙下令捡武器。
这时，曹操一声令下，伏兵一齐冲杀 过来，袁军还没回过神来，就被杀得一塌糊涂，文丑也糊里糊涂
地丢了脑 袋。
 袁绍命令将士继续进军，一直赶到官渡，才扎下营寨。
曹操的人马也 早已回到官渡，布置好阵势，坚守营垒。
 双方在官渡相峙数月，曹操的粮食不多，有点支持不住，写信到许都 告诉荀或，准备退兵。
苟或回信，劝曹操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
 这时候，袁绍方面的军粮却从邺城源源不断地运来。
袁绍派大将淳于 琼带领1万人马运送军粮，并把大批军粮囤积在离官渡40里的乌巢。
 袁绍的谋士许攸探听到曹操缺粮的情报，向袁绍献计，劝袁绍派出一 小支人马，绕过官渡，偷袭许
都。
袁绍却不同意，还是按原计划要先打败 曹操。
 许攸还想劝他，这时有人从邺城送给袁绍一封信，说许攸家里的人在 那里犯法，已经被当地官员逮
了起来。
袁绍看了信，把许攸狠狠地责骂了 一通。
 许攸又气又恨，想起曹操是他的老朋友，就连夜逃出袁营，投奔曹操 。
 在了解到曹操军营的实力后，许攸给曹操出了一个打败袁军的主意。
 许攸说：“我知道您的情况很危急，特地来给您出个主意。
现在袁绍 有1万多车粮食、军械，全都放在乌巢。
淳于琼的防备很松。
您只要带一支 轻骑兵去袭击，把他的粮草全部烧光，不出3天，他就不战自败。
” P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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