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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晋人陈寿撰《三国志》，是史学名著之一。
读史的人，于正史必先读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因这几部书于史料、创例、文笔，各有其超越之处。
在陈寿之前，在魏国已有王沈《魏书》和鱼豢《魏略》，吴国有韦昭《吴书》，但本书一出，其他三
国诸史尽废。
    《三国志》一书，更因罗贯中所作小说《三国演义》的普遍流行，为大众所关心。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在许多方面为了情节和个人好恶皆
与正史有不符之处。
如对曹操的丑化，对刘备和诸葛亮的神化，故鲁迅先生曾言：“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
智而近妖。
”因之许多人由《三国演义》而及《三国志》。
但由于文字上的滞碍而减少了兴趣。
乃致想读的人很多，而真正读下去又颇为费时费力。
    正基于这一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台湾辅仁大学王静芝先生的主持下，台湾十一位知名学者，
历时三年将《三国志》译成白话文，成为中文世界最早的一部全译本。
译者皆为名家，国学功底深厚，译文深得严几道之“信、达、雅”之要旨。
此次在国内出版，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将文言文附上，利于读者对照阅读。
本书能让广大读者窥知三国正史的记载；也能帮助读《三国志》原书的人，作为文言对照之用，以增
高阅读古书的能力；至于多数人读过《三国演义》，因而想参照一下正史如何记载的，这一部书可以
给予相当满意的答案，这里有每一个三国重要人物的传，译成白话以后，有如三国人物故事。
读了之后，更可以了解罗贯中如何据此穿插演义而成为精彩的小说了。
    概而言之，这部书的特点有三：一者，能让广大读者不必读《三国志》原文，也可窥知三国正史的
记载；二者，这部书也能帮助想读《三国志》原书的人，作为文白对照之用，以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
；三者，至于多数人读过《三国演义》，因而想参照一下正史的记载，流畅、精准之译文可以给予读
者相当满意的答案。
这里有每一个三国重要人物的传，译成白话以后，有如三国人物故事。
渎了之后，更可以了解罗贯中如何据此穿插演义而成为精彩的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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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陈寿：（233～297） 中国西晋史学家。
又作长寿。
字承祚。
蜀国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
少时好学。
仕蜀时，为散骑黄门侍郎。
因不愿曲意阿附当朝权宦黄皓而屡遭谴黜。
入晋后，司空张华爱其才，荐为孝廉，任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
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
陈寿一生仕途不顺，多次遭到排挤非议。
陈寿以才学成名，晋灭吴后，他广泛收集三国时期的官私著作，著成《三国志》，分成三书，即魏
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条分缕析，平行叙述，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
范頵评价其为：“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
之，愿垂采录。
”《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
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
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
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译者简介
    王静芝，原名大安，以字行，号菊农，笔名王方曙，晚号龙壑，1916年生于沈阳，长于北平。
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并从启功教授学书画。
抗战内徙重庆，又从沈尹默先生学书法。
胜利返北平，归沈阳，任公职，当选国民大会代表。
1949年来台湾，任职教育界，曾任台湾东海大学副教授、辅仁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暨台湾
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余暇从事写作和书画。
荣退后，获聘为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讲座教授，2002年归道山，享寿八十七岁。
学术著作有《诗经通释》、《经学通论》、《韩非思想体系》、《国学导读》、《剑南诗稿族友考》
、《国学概要》等。
《韩非思想体系》一书获中山学术奖。

    吴颐平，本名铁俊，字颐平，1912年生于北平，1932年毕业于北平平民大学国文系。
同年获聘为北平辅仁大学附中教员，次年又兼任北平盛新中学国文及史地教员，皆因参加抗战而离职
。
1944年担任重庆天主教文化协进会秘书，1946年担任南京天主教总主教公署秘书，后随政府来台，任
教于台南师范学校，教授国文与英文。
1948年旋返大陆，来年赴香港，相继于香港天主教神哲学院、香港圣若瑟中学任教。
1961年再次来台，先至高雄道明中学任教职，来年北上，受聘为台北辅仁大学文学院秘书，直至退休
。
其间先后担任中国文学系讲师、副教授，著有《范蠡述评》、《比喻选择》、《苏东坡尚友陶靖节》
、《陶靖节与慧远》、《论语中之财富观》、《萧统与陶渊明》等。

    汪惠敏，安徽省绩溪县人，1949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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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历任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副教授。
著有《史记政治人物述评》、《南北朝经学初探》、《三国时代之经学研究》、《宋代经学之研究》
、《何晏论语集解考辨》等。

    傅试中，河南省固始县人，1920年生。
北平辅仁大学国文学系毕业，曾任北平私立汇文中学国文教师及台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级中学国文教师
，其后转任淡江文理学院中文系讲师，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副教授。
专长为古典诗、词、曲等。
著作有《周姜词异同之研究》、《两宋承先启后之二词人──清真、白石词之比较与分析》、《白石
词启后之研究：南宋》等。
1986年自辅仁大学退休，1996年逝世。

    王初庆， 1943年生，安徽舒城人，辅仁大学文学硕士，历任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
学系所主任，现任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研究领域侧重于《春秋》学、中国文字学与《韩非子》，著有《中国文字结构析论》、《中国文字结
构析论──六书释例》、《春秋左传杜氏义述要》、《读〈韩非子〉杂记》。

    黄湘阳，湖北省大冶县人，1945年生。
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曾任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主任秘书、进修部部主任，
现任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辅仁大学推广部主任。
著有《由郑庄公军事杰出原因论其成败得失》等。

    王金凌，广东省丰顺县人，1949年生。
辅仁大学文学硕士，东吴大学文学博士，曾任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系主任、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系主
任、研究所所长、辅仁大学主任秘书，现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研究领域为先秦学术、魏晋玄学、文学理论、文心雕龙、佛学等。
著有《刘勰年谱》、《〈文心雕龙〉文论术语析论》、《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古篇及六朝篇、《论易
系辞中阴阳与乾坤的冲突及其转折》等。

    齐晓枫，香港大学哲学博士，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
著有《双渐与苏卿故事研究》、《抛绣球选婿故事的模式与意义》、《榜下脔婿的真与幻》、《明清
之际选婿小说戏曲的模式与成年礼》、《相如文君故事义蕴析论》、《明清时期的潘金莲戏曲》、《
明清戏曲中与屈原相关剧目考》、《〈插科〉考》、《元杂剧中科诨的类型》、《元杂剧〈汗衫记〉
的嘲弄与谐趣》、《元代公案剧的基型结构》、《由窦娥故事的嬗变观金锁记》、《清宫大戏〈昭代
箫韶〉初探──杨家将大破天门阵的舞台艺术》、《台湾近五年博硕士论文宋词研究概况》等。

    林明德，1946年生，台湾省高雄县人，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毕业，现任
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著有《晏几道及其词》、《金元文学家小传》、《唐诗的境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草
原文学》等书。

    包根弟，1941年生，浙江省定海县人，私立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研究所毕业，曾任私立辅仁大学
中国文学系教授。
2007年2月退休，现任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兼任教授。
著有《淮海居士长短句笺释》、《词选》、《姜白石词研究》、《元诗研究》、《陶渊明的儒家思想
》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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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毓善，山东平度县人，1939年生，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现任私立辅仁大学中文系教授。
著有《苏舜钦研究》、《汉高祖本纪》、《史汉异同考》。

    王令樾，1948年生，山东诸城县人。
私立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博士。
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
著有《历代连珠评释》、《纬学探原》、《文选诗部探析》等著作。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白话三国志（上中下）>>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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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魏书二十七  徐邈   胡质    子威  王昶  王基卷二十八 魏书二十八  王凌    令狐愚  毌丘俭  诸葛诞    
唐咨  邓艾    州泰  钟会    王弼卷二十九 魏书二十九方技  华佗    吴普    樊阿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辂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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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蜀书六   卷三十七 蜀书七   卷三十八 蜀书八   卷三十九 蜀书九   卷四十 蜀书十   卷四十一 蜀书十一
  卷四十二 蜀书十二   卷四十三 蜀书十三   卷四十四 蜀书十四   卷四十五 蜀书十五   卷四十六 吴书一   
卷四十七 吴书二   卷四十八 吴书三 三嗣主   卷四十九 吴书四   卷五十 吴书五 妃嫔   卷五十一 吴书六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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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卷一 魏书一　　武帝操　　太祖武皇帝，沛国（汉国名，有今河南、安徽东部、江苏北部一带地
）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姓曹名操，字孟德，是汉初相国曹参的后裔。
当汉桓帝在位时候，宦官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
曹腾有养子曹嵩，为曹腾的嗣子。
曹嵩官至太尉，但没有人能知道曹嵩的身世出生本末。
曹操便是曹嵩的亲生子。
　　曹操年少时便十分机警，有权谋，有心计，而任使意气，行豪侠之事，放荡不拘，不事生产行业
，故当时人未加重视。
惟有梁国人桥玄、南阳人何颙二人，以为曹操为人，不同于众人。
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要大乱，除非名高一世的才能之士，不能救天下；我看能安定天下的人，就
是你了！
”曹操年二十时，举孝廉，为郎官。
除洛阳北部尉，迁为顿丘令。
后被征，拜为议郎。
　　汉灵帝光和末年（公元184年），黄巾之乱起。
曹操拜骑都尉，领兵征讨颍川黄巾贼。
后迁为济南国相。
济南国有十多县，各县长吏，多阿谀趋附朝廷贵戚，贪赃污秽，恶声传播狼藉。
于是曹操上奏朝廷，免去其中八县长吏；禁绝已往风行多年的立祠奉祀，假借题目奢侈淫乐；将祀屋
都毁废，淫祀之风，从此斩绝。
奸邪之人，都逃窜于旁郡。
本郡界内，一时肃清。
过了很久，曹操被征还为东郡太守。
曹操不肯就，称病辞职，归还乡里。
　　不久以后，冀州刺史王芬、南阳人许攸、沛国人周旌等人，连结豪杰之士，密谋废掉汉灵帝，立
合肥侯为帝。
他们把这种密谋告诉曹操，曹操以为不妥，拒绝参与。
王芬等后来事败。
　　金城郡（今甘肃西部，青海东部）边章、韩遂，杀了刺史郡守而叛乱，有兵众十余万。
这件事使天下为之骚动。
朝廷征曹操为典军校尉。
这时正当汉灵帝崩逝，太子即位，太后临朝听政。
大将军何进和袁绍二人密谋诛除宦官，太后不以为然，不接受何进的计谋。
何进乃召董卓入京，打算用董卓的力量胁迫太后。
但董卓还没有来到，而何进先被宦官杀死。
待董卓到，董卓废了汉帝，改为弘农王，而另立了献帝。
京都大乱。
董卓表奏曹操为骁骑校尉，想要和曹操相与计义行事。
曹操见情势不对，便改易姓名，暗中潜行，东归乡里。
董卓行文追捕。
曹操出关，过中牟县，被亭长所怀疑。
亭长逮捕了曹操，带见县令。
县中也有人认得出他是曹操，但也假作不认识，向县令说解，因而释放。
董卓于是杀了太后和弘农王。
曹操到了陈留，散尽家财，纠合义兵，将要诛除董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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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十二月，开始起兵于己吾（今河南宁陵县），这一年是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
　　次年，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春正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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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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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起兵讨伐董卓。
兵众各有数万，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而曹操为奋武将军。
　　二月，董卓闻知众太守起兵，乃迁徙天子，改都城于长安。
而董卓自己留驻在洛阳，烧毁了洛阳宫室。
这时，袁绍屯兵河内；张邈、刘岱、桥瑁、袁遗屯兵酸枣；袁术屯兵南阳；孔伷屯兵颍川；韩馥屯兵
在邺。
董卓兵强，袁绍等都不敢领先进兵。
曹操说：“我们举义兵诛除暴乱，大众已经聚合，各位还有什么可疑惑的？
以往假使董卓听到山东方面，起兵西向，他可以倚恃王室以自重，据守二周的险要之地，东向以治天
下。
虽然他是以无道而主政，可是还是足以为患。
现在就不然了，他焚烧了宫室，劫持天子，迁徙都城，海内为之震动，不知如何是好，无所归向。
这是天亡董卓的时候，一战就可以定天下，机会不可失去！
”于是曹操便引兵西进，将要据守成皋。
张邈派将卫兹，分兵随曹操西进。
曹兵到荥阳汴水，遭遇董卓将徐荣，交战不利。
曹操兵伤亡很多，曹操且被流矢射中，他所骑的马也受了伤。
曹操的从弟曹洪，把自己所骑的马给曹操骑，曹操才得乘黑夜逃去。
徐荣见曹操所率领的兵虽少，但能尽力作战，整天力斗不懈，因想酸枣一地实在不易攻下，便也引兵
回去。
　　曹操到了酸枣，见各军兵来聚众有十几万人，每天饮酒集会，并不图谋进取，曹操便责难他们，
因而为他们设谋说：“各位，听我的计划，现在我们应该由勃海太守袁绍，引河内之兵，到达孟津；
酸枣有张太守邈、刘刺史岱、桥太守瑁、袁太守遗等军队，可守成皋，据敖仓，塞住辕、太谷，完全
控制住各险要之地。
由袁术将军率领南阳之兵，攻丹水、析州，入武关（三地皆在河南省内乡县），用以震动三辅（指长
安、冯翊、扶风，今陕西中部地区）。
但各军都应作高垒深壁，不要出战。
多作疑兵，表示天下形势，正已造成各地豪杰联合围攻董卓之势，以顺应天下之心，诛讨逆贼。
这样行动，成功的大势可以立时而定。
目前各军已经仗义起事，但持犹豫态度而不前进，使天下人为之失望！
我私下实为各位感到羞耻！
”曹操虽这样说，张邈等还是不肯用曹操的计划。
　　曹操这时感到自己的兵少，便和夏侯惇等到扬州去募兵。
扬州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拨出兵众四千余人给曹操。
曹操带着兵回来，行到龙亢，这些士卒多叛乱。
到了铚、建平二地，又收得兵士千余人，于是进兵，屯于河内。
　　刘岱和桥瑁二人之间有仇怨，相互恨恶。
刘岱竟杀了桥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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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概而言之，这部书的特点有三：一者，能让广大读者不必读《三国志》原文，也可窥知三国正史
的记载；二者，这部书也能帮助想读《三国志》原书的人，作为文白对照之用，以提高阅读古书的能
力；三者，至于多数人读过《三国演义》，因而想参照一下正史的记载，流畅、精准之译文可以给予
读者相当满意的答案。
这里有每一个三国重要人物的传，译成白话以后，有如三国人物故事。
渎了之后，更可以了解罗贯中如何据此穿插演义而成为精彩的小说了。
 　　——王静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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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文世界第一套《三国志》白话全译本。
　　台湾著名学人王静芝主持，辅仁大学等十一位知名教授历时三年始成。
　　插图珍藏本，文言文和白话文上下一一对照，方便阅读。
　　信、达、雅之译文，畅销台湾数十年。
　　“普及中华文化、体认国学精义”之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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