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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

内容概要

当孙、曹、刘冢木早拱，诸葛武侯身随秋风，谁来结束三国？
他善于审时度势，面对明主如曹操、曹丕，便尽心竭力成为治世能臣，而对幼主庸臣，便默默积蓄力
量，努力独揽大权；他度量深沉，面对强敌宁愿受辱装病，也不贸然出击；他又老谋深算，静如处子
，动若脱兔，一旦出招就必然成功。他可怕，因为他几乎算无遗策，心狠手辣；他可敬，因为他能忍
人所不能忍，成人所不能成；他又会让人觉得有些可悲，因为他一辈子钩心斗角，活得太累。
或许政治就是如此残酷，只有司马懿这样又可敬、又可怕、又可悲的人物才能拒诸葛、御孙吴，同时
又掏空了曹魏的大权，奠定了结束三国乱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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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

作者简介

方北辰，男，汉族，1942年生，四川成都人。1967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78年进入四
川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师从缪钺先生研习魏晋南北朝史，获得历史学硕士、博士。1980年起留校
任教，曾任三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在海内外出版《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三国志
注译》、《三国志全本今译注》等著作多种，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赴瑞典、韩国多所大学讲学
。1991年被国家授予“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称号。1993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学
者。2003年担任韩国教原出版集团韩文《三国志》大型系列图书首席指导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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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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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三国小百科·轶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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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

章节摘录

以往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认为司马懿自入官场就有心迁移魏鼎，篡夺曹氏江山，他那“狼顾”之异
相便是明证。但是，这种把人脸谱化的看法不免过于简单，甚至还有点幼稚。司马氏代魏，是多种客
观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客观条件毫不具备的情况下，司马懿不可能生出代魏篡国的念头。平心而
论，直到司马懿跪受魏明帝临终嘱托之时，他对魏室的忠诚还是可靠和可信的。但是，魏明帝归天之
后就不同了，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促使他萌发出篡权移魏之心。第一个因素，是他得知了辅政大臣
人选确定的详细内幕。司马懿统兵在外，得到手诏后就一直飞驰入都觐见皇上，所以对京城中发生的
一切不可能全部知晓，特别是一些至关重要的细节。他原本以为魏明帝一开始就把他列为辅政大臣的
，因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衡量，自己都当之无愧。不料暗中通过各种途径一了解，才知道事实上并非
如此。皇上亲自确定的第一张辅政大臣名单，任人唯亲，全都选用无才无德的庸人，独独把自己这位
三朝元老排除在外。其后虽然改弦更张，用了自己，却全靠刘放、孙资的力劝，并非出自皇上的本心
，而且中途又曾改变主意。还有一点令他寒心者，是让他给曹爽这个无名小辈窳劣之才充当副手。想
当初自己第一次出任辅政大臣时，曹爽才是一个乳臭未乾的小儿。就是现今，此人的稚气也尚未脱尽
。论年龄，曹爽还不及自己的长子司马师，论才干，他更远不如自己的两个儿子。就这样一个角色，
自己却要事事与之商量，征得其首肯，真是荒唐可笑！自己尽心尽力为魏朝效命三十余年，内勤政事
，外战疆场，功劳卓著，六十岁头上还栉风沐雨远征辽东，到头来这一切还当不了别人姓的那一个“
曹”字，确实令人寒心！你既待我不义，我又何必要尽愚忠？从今之后，我也该为自己的儿孙经营一
番了。此念既萌，司马懿便小心谨慎付诸实施，这是后话。第二个因素，是他看到了曹氏家族势力的
日渐衰落不振。东汉中期以降，地方大家族的势力急剧膨胀。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实际上就是家族
势力膨胀的结果。因此，参与逐鹿的群雄，大都有雄厚的家族势力作凭借，建立魏朝的曹氏亦然。曹
操之所以能扫平北方，得到曹氏家族及其亲族夏侯氏家族的全力支持，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自曹丕
代汉称帝起，由于养尊处优，宴安鸩毒，曹氏家族的后起子弟人数虽在增多，智力素质与体力素质却
不断下降。其结果就是，年轻一代的杰出人物寥若晨星，皇室嫡支男丁不蕃，家族总体实力日渐削弱
。作为追随曹氏三十余年的政坛耆宿，司马懿对曹氏家族的衰落看得最清楚。他亲身经历了曹操、曹
丕、曹睿这三位曹氏家族代表人物的大丧，而一个家族的实力如何，在其代表人物突然退出舞台的紧
急开头，看其是否有一批优秀成员稳定局势，即可清清楚楚。曹操死时，不仅有三十四岁比较成熟的
继承人曹丕，而且还有夏侯惇、曹仁、曹休、曹真、夏侯尚、曹洪等军界强人给他有力支持。曹丕死
时，继承人曹睿虽不甚有经验，毕竟还是二十一岁的成年人。至于有力的支持者，尚有曹休、曹真和
曹洪。总的来说情况已不如前，但还勉强过得去。曹睿死时，继承人是八岁的无知小儿，支持者中没
有一位元老级人物，全是匆匆提拔上来的公子王孙或者纨绔子弟，真可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面对日趋衰落的皇族，心怀不满的司马懿自然而然会有取而代之的念头产生。再说三国鼎立，魏
国面对蜀、吴的联合进攻，如果目睹魏室之衰而坐视不问，将来也难免要同受灭亡之祸。老谋深算的
司马懿，在这种进则收大利退将受巨害的选择之前，难道还会犹豫吗？总而言之，自从魏明帝死后，
司马懿已非昔日的司马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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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

编辑推荐

《司马懿:谁结束了三国?》以简洁通俗的笔法介绍了三国时代最后一位杰出人物司马懿的生平故事，
讲述了他从年轻时代尽忠曹魏，御西蜀，拒孙吴，到晚年掏空曹魏权力，为终结三国时代的晋朝的建
立打下基础的精彩故事。若无仲达开基业，三分乱世几时休？《司马懿:谁结束了三国?》以扎实的史
学功底、通俗的笔法，描绘了司马懿从贤臣而权臣，以隐忍、坚毅和老辣建立晋代基业的人生历程。
让你看到一出更精彩、更真实的三国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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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

精彩短评

1、做大事者皆不露声色，隐忍是个好品质。
2、关于司马懿 我只喜欢看他辅佐曹丕肿么破┑(￣Д ￣)┍ 三国时期的话 我算是曹二和村夫的死粉 所
以我对司马懿的感情很复杂 这家伙又和曹二相爱 又和村夫相杀 烦死人惹
3、差不多...就..把《晋书·帝纪一》用白话文写了一遍.....
4、司马懿跟德川家康有点相似，长寿、隐忍，把同辈甚至晚一辈的对手都耗死了。
5、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最讨厌司马懿，因为他和诸葛亮作对，还把诸葛亮给熬死了。现在觉得，
司马懿是可怕又可敬。可怕，因为他心狠手辣，对付政敌毫不留情，务必斩草除根；可敬，是因为他
的隐忍，真的是忍人所不能忍，在形势不利的时候先韬光养晦，待时机成熟，一招毙敌。
6、介绍的还是蛮详细的 点评也颇中肯
7、这必须，是我的最爱。
8、建立在学术基础上三国趣文
9、在火车上一口气读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紧张的地方如小说，较真的地方如考据。史家的严
谨，佐以文学家的笔力，这是史学普及读物的典范。比《孙权：半生明主》还要精彩。三国业余爱好
者若通读方北辰六本书，则三国学的功力至少可提高一段。
10、看完就一个累字！终于明白活得时间长痛苦也多，还不如像曹家一样开开心心爽一辈子
11、作者叙述能力很强
12、深藏不露的人很可怕。
13、不怎么精彩
14、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15、这个会装病的，给周瑜报仇了
16、【kindle版】。<殊不知世间上的万物，有表相，也有真相。表相与真相，有时候一致，有时候却
完全不同。肉眼所见，只能是表相，不一定是真相。确凿可信的真相，只有融合智慧的第三只眼，也
就是慧眼，才能看个明明白白。>
17、深藏不露的人才是做大事的人，和海贼王里的黑胡子一样，隐忍，然后获得权利，然后就可以做
大事了。
18、一般。
19、书是特别好的一本书，通俗易懂，所讲内容都有历史依据。只是编辑非要用这个名字，糟蹋了这
么一本好书。书名毁好书系列。
20、上上周听同事说附近有个物外书店，昨天下班去了。
翻了一些感兴趣的，周国平写给女儿的、熊培云讲社会的，季羡林儿子收录的病榻杂记，韩寒监制的
，陈丹青的荒废集等中文书籍，最终我还是选择了一本历史通俗读物，英文原版的乌托邦，还有陈丹
青的草草集。
我还是最想看的是这本历史读物，司马懿。作者对司马懿的评价对我有同感，再者作者序言客观、文
字发声于我戚戚焉。我喜欢司马懿的忍、才、谋，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退为进，是儒家之大成者，也
算是知行合一的典范。
作者对有关人物讲的也很入神。中西今古之人皆有评批的雅好。本书未对司马懿教民理政军事的大义
大礼未做深入讲述。也淡化了司马懿在权力斗争中的狡诈。倒是最后的小百科让我兴趣，何以当时人
物身材都那么魁梧。

21、创作得比易中天品三国早，最早在台湾出版。作者是三国史研究专家。写得靠谱，没有易中天“
油”，但分析很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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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

精彩书评

1、读完这书就明白，司马懿这个人太强大。深厚的家世、家学渊源，过人的智慧，超强的忍耐力，
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像曹操一般的狠戾，还有那么多继承他的秉性的优秀子孙。这样的人要是有志
向，只能是无往而不利。感觉司马懿作为一个成大事者，没有短板，没有漏洞。
2、　　　　　　　三国是如何终结的？许多人下意识也许会说：三国是由于司马懿家族篡魏而被终
结的。毫无疑问和曹操一样，司马懿在后世的小说中和舞台上，都是以老奸巨猾、阴险毒辣的反面形
象出现的。　　　易中天在百家讲坛品三国时多次提到的三国专家方北辰教授，最近推出的“历史不
可戏说”系列六种，却使我们思考得更多。《司马懿：谁结束了三国》、《刘备：“常败”的英雄》
、《孙权：半生明主》、《袁绍：庶出的盟主》、《曹丕：文豪天子》和《“无敌”的失败者》，读
罢我们发现，司马懿家族终结三国，只是割据政权在跨世代的传承中遇到瓶颈而导致自我终结的一个
表象而已。　　　在三国人物中，因接班问题失误导致一败涂地的前车之鉴比比皆是。与曹操争夺北
方霸权而魂归邺下的袁绍对家事的处理，就是一笔糊涂账：袁绍因宠爱幼子袁尚，导致长子袁谭、次
子袁熙和幼子袁尚在袁绍死后各据一州，自相残杀，完全不顾正在观望鹬蚌相争的强敌曹操，直接加
速了袁氏家族的覆灭。袁绍及其三子的遭遇，可谓东汉末年割据政权自我终结的一个缩影。　　　三
国时期的君二代们在才能和格局上相比于父辈本来就逊色不少，又加上成长过程中安乐远多于忧患，
骄奢之气渐长，政权本身便出现严重的危机。东吴的孙坚家族在这个问题上开了个好头，却没有猜中
结尾。孙策在父亲孙坚暴亡后经过数年苦心经营，渐成气候，但逐猎时遭仇家毒箭暗算，临终时选择
继承人，孙策没有选择襁褓中的儿子孙绍，而是决定传弟不传子，将大事交付给十九岁的大弟孙权，
因此成就三国天下有其一的东吴基业。但是英武神明的孙权却只能算半世明主，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
，也逃不掉人性的弱点。因为晚年宠爱潘妃，孙权在七个儿子中指定八岁少子孙亮继位，再加上选托
孤之臣也有重大失误，死后才六年，辅政大臣即全数不存，继承人亦被拉下帝座。以至于吴国的历史
在孙权身后只延续了二十八年在这二十八年间，君杀臣，臣废君，君臣相残，臣僚互杀，一派血雨腥
风。究其原因，正是源于孙权本人生前种下的巨大恶果。　　　曹操是不世出的豪杰人物，在为了避
免老对手袁绍的前车之鉴，早早确立曹丕为太子进行重点培养，而且曹操年过花甲才去世，为曹丕继
位预留了准备时间和施展空间，但是二代接班人曹丕文人气太重，继位之后，几乎没有存乎天下的精
进之心，纵情声色，有限的几次出征东吴，也是形式大于内容，更像皇帝的游山玩水，只接班了不到
七年就龙驭上宾。曹操戎马一生尚享年六十五岁，儿子曹丕只活了三十九岁，孙子曹睿年仅三十四岁
便魂归离恨天，在生命力的旺盛上，真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曹睿私生活混乱，死后无嗣，只能扶八岁
的养子曹芳继位，由于魏末朝廷重演东汉末年的寡母幼帝局面，朝廷重臣之间混战火并，最后实力最
强的司马懿家族胜出。到了这个时候，曹魏被司马氏取代，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历史的发展轨迹也正
是如此：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改立曹芳族弟曹髦为天子，孙司马炎接着废魏帝自立，立国凡四十
六年的曹魏正式灭亡。　　　司马懿文武全才，在曹操时期本来是勤勉佐证的治国之臣，司马懿家族
人多势众，儿子能干出色，更加上他本人寿命又长达七十三岁，以至于傀儡小皇帝在位之日，这位独
立支撑王朝大厦、又面临各派势力互相厮杀危险的白发老臣，如同三十年前的曹操一样，除非是不动
心的圣人，否则很难不生出保存自身、改朝换代的野心。　　　“历史不可戏说”系列，选取的六位
三国人物，犹如六台摄像机位，使三国风云的全貌如交响乐的复调般呈现出来，也后世读者拨开历史
迷雾看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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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

章节试读

1、《司马懿》的笔记-

        品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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