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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译注》

内容概要

《华阳国志》是宋以前流传至今最古的地方志。从前的目录书，或者把它列为霸史，或者把它列为伪
史，也有归入别名或杂史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它列入地方志。根据它叙述古代云南、贵州、四川三
省的历史地理情况来看，作为地方志比较合理。
这部书的作者常璩，字道将，蜀郡江源县（今四川崇州市一带）人。生平事迹不详，巴氐人李雄、李
特有四川一带建立了成汉政权，他曾在这个政权任散骑常侍、掌著作。晋穆帝和三年（公元347年），
晋朝派大将桓温南下进攻成汉，他曾劝李势投降，桓温以常璩为参军，随至建康。他的著作除《华阳
国志》见存外，其余都佚亡了。
《华阳国志》共十二卷，包括巴、汉中、蜀、南中、公孙述刘二牧、刘先主、刘后主、大同、李特雄
期寿势各志、先贤仕女总赞、后贤志，卷末为序志并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名录。记录了从远古到
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记录了这些地方的出产和历史人物。
《尚书·禹贡》称华阳黑水为梁州，所以这部书名为《华阳国志》。这部书叙述蜀汉史实较陈寿《三
国志》为详。如诸葛亮平定南中，《三国志·蜀志》仅寥寥数语，而《华阳国志》却有长篇论述。晋
代蜀中史事也较他书为详。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对西南地区史多取材于它。可以这样认为，他
是研究古代西南各族人民历史、地理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献。
根据文献记载，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吕大防在成都做官时，曾经刊刻过这部书。吕氏刻本现
在已经看不到了。他为这书写的序现在还保存下来。南宋李（旡土）在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又刻
此书于丹棱，通常称为嘉泰本。明清以来刊印《华阳国志》都用这个本子为祖本。但是李（旡土）这
个本子的原刊本流传不广，明朝钱叔宝曾经抄写过它，《四部丛刊》曾影印流传。清朝顺治年间，冯
舒又抄录过这个本子，后来为校勘学家顾广圻所得，并加以雠校，孙星衍曾经倡议刊印。当时四川人
廖寅表示愿意刻印这本书。因为他是蜀人，便让他刻了，这就是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题襟馆本。
《四部备要》就是用这个本子排印。上世纪初成都志古堂还翻刻过这个本子。
《华阳国志》属于史志类著作，其文字典雅古朴，很少僻字和生僻用语。但时代绵远，传抄刻写，出
现了一些错讹，今天人们读它，文字障碍也是一个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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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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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译注》

书籍目录

卷一　巴志卷二　汉中志卷三　蜀志卷四　南中志卷五　公孙述刘二牧志卷六　刘先主志卷七　刘后
主志卷八　大同志卷九　李持雄期寿势志卷十上　先贤士女总赞论卷十中　广汉士女卷十下　汉中士
女卷十一　后贤志卷十二　序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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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译注》

精彩短评

1、购买这本书，总体上说内容齐全不错，但装订太差，价格也不低呢~期待有进步
2、一般人不要买
3、书本不错，字迹也大，只是我选错了版本。我本来看中的是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
补图注》,他对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进行了全面整理、研究,系统地考证和论述了大西南地区上古至东
晋时期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探讨了西南众多民族的内在联系及其派分，
纠驳了前人诸多谬说。提出了大量新颖独到的见解。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而
这本译注与之相差甚远，里面的翻译简直鸡肋，实在看不下去。比较垃圾的一本书。
4、先看翻译的，没办法，抢时间了。
5、字太正、太大了，其他还可以，一篇原文，一篇翻译，可以
6、书挺好，对了解四川的文化很有帮助
7、很及时。书品也不错
8、《华阳国志》是记载我国西南地区地方史的唯一历史资料，研究西南地方史离不开它。因为原著
难找，有一本译注页行。
9、毕业论文。关于《华阳国志》比较通俗的本子，但个人感觉有些注释并不正确。读得比较粗糙，
为加快速度主要读译文部分，遇有或许有用、或者自己感兴趣的地方才停留下来仔细阅读。收获也不
很大，弄得我都有些灰心了⋯⋯由此主要了解了蜀地各区
的分布等。
10、如果不是看里面是新的，我还以为是二手书呢，封面破的不行了，当当能不坑么？别是人家退货
给我的吧？
11、很好的一本书，很适合中学生读。
12、刚拿到手的时候好兴奋啊，包装不错，书也很完整，没有运输导致损坏的地方．打开一看跟开心
，但是我还以为只有原文和注解，打算慢慢研究，没想到有原文，有注解，有翻译，简直就是完美啊
．原本基本上是复杂的看也看不懂，有了注解和翻译就事办功倍了．我会慢慢享受这本书的．里面有
一段是说到南中志的，这段是我最有兴趣的．在三国志中没有提到过的这里都写的非常清楚，尤其是
诸葛亮如何平定南中说的非常详细．受益匪浅啊！
13、研究巴蜀历史一定要看的书
14、很好~~有翻译~
15、3月12日下午下单，第二天下午就收到。主要是工作需要，很实用，正在阅读中，谢谢当当网。
16、《华阳国志》共十二卷，对古代巴蜀历史传说、西南地理山川与郡县沿革、西南夷各民族与民俗
民风，以及汉晋时期西南地区的人文、政治、经济、物产、水利、交通、自然科技等都作了较为完整
而详细的记述，是了解和研究西南地区古代历史和人文地理的珍贵资料。书中对地方志的编撰方法大
有创新，从体裁上将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相结合。《华阳国志》的这种新方法与新体裁，是非常
有道理的，可谓见识高明。《华阳国志》中高度重视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经世致用是
它的主要史学思想。首先表现在作者把《华阳国志》的地理、历史、人物三部分中的地理部分放置在
最前面，且地理（水利）部分占了很大的篇幅。常璩作为一位史学造诣极深的史学家，他根据公孙述
、刘氏、李氏割据失败的历史教训总结出一个道理，就是割据政权虽能称地方于一时，但不能长治久
安，很快就要失败。他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综其理数，⋯⋯可以为京观也。”———（从
必然性的道理看，有人认为西南的地形险要是中原地区的襟带，容易固守，天下未乱就先违逆，天下
都治理了它才平定，和吴、楚是一样的，所以逃匿之人一定汇集在这里，弄权欺世，窃取高位的人也
觊觎这里。作为帝王是统治天下条理万物的一定居于中央，承受上天的命运安排，不能够仗恃个人才
能和山川险阻，来扰乱朝纲。否则即使窃得神器，最后，还是全家甚至家族都有灭顶之灾。为什么?上
天的安排是不能用欺诈诡谲的手段获得的，因此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这都是国家的险要之地，
但不是一家的天下。冀州的北面，盛产良马，自古以来没有国家在那里兴起。凭借山河险峻，不依天
命行事，却能够把皇位一代代流传下去，那是没有的情况。所以公孙述、刘氏，失败在前，而李特、
李雄又继承他们足迹，灭亡在后。这些天道人事之间，存亡的原因和道理，可以作为永久的借鉴。冒
犯天命，一定家破国亡，死的人可以做“京观”了。）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书中强调巴蜀和中原人民，都是炎黄的子孙，都是统一的祖国大家族的成员，是不能分割的统一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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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译注》

，这种观点成了《华阳国志》这部书的主题思想，这种思想融会了中华民族的心志，放射着耀眼的光
芒。
17、书的内容很好，且有注释，有译文，适合需了解巴蜀地区历史的人员。
18、校园卡丢了 别人拿我的卡到图书馆借这本书 ，结果还得自己赔一本去。  汗
19、不错的书。只是不知道放了多久了，书的封面布满了灰尘，不愧为古书啊！
20、但是就是括号用的有点问题。其余皆善。
21、还不错，增长文化知识的好书
22、了解蜀地历史文化的好书。
23、书收到之后，感觉还是很可以的
研究巴蜀文化必读
24、无需多言
25、关于《华阳国志》比较通俗的本子，可以了解古巴蜀的历史还有地理，包括名人轶事。但个人感
觉有些注释并不正确，出于兴趣也不妨一读吧~做学问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26、西南地方史志，对西南地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资料翔实，果然比三国志详细很多，翻译也
还可以，只是我收到这本书的时候边角有些破损，感觉是绳子捆得，好在也习惯了。当当的一大特色
嘛。
27、此书极佳，出了注译，还有原文，很好。
28、地方志中的经典，了解西南地区历史的重要资料。
29、《华阳国志》在第一轮修志中（八十年代）成为西南各省、市（县）的重要参考书。这第二轮修
志，适逢川大出版社出版了注释本，给西南省市修志带来了极大方便，出版社为志林做了一善事。遗
憾各书店皆无，要感谢卓越网搜罗宏富，为广大编者读者解了索书之难。
30、蜀之为国，⋯⋯其卦值坤，故多斑彩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应舆
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华阳国志·蜀志》】
31、非常不错的一本书，内容详尽！
32、华阳国志这样的书，被翻译成一个普及版的通俗读物，就有些糟蹋了。

至今没有找到好的版本。
33、书很厚，原文、注释、翻译都齐全，适合自己研究，一直都想要一本这样的《华阳国志》
34、难得之书，得之幸矣。读三国不可少也。
35、非专业认识，对专业书，没法评论！
36、有了译文辅助，理解就容易多了，是《华阳国志校注》和《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的有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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