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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

前言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
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后来，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润饰以供
众览，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
此中的，实在不少。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它的销数，年
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这部书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如赤壁之战前后便是。有些地方，
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书差不多。这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
得多了，说得少的地方，却依然如故。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
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
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们未必个个人自己读，然而这种知识，在社
会上普遍了，人们得着的机会就多，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为有力。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
系的密切。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
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知道了，记得了
，不徒无益，而又有害。而且平心论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
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考证他，解释他。观点一误，就如戴黄
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我们在社会上，遇见一个人、一件事，明明
是好的，却误把恶意猜测他，就会觉得处处可疑。明明是坏的，却误当他好的，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
。历史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了，
我们就当取以为法，摹仿它；一件事办坏了，我们就当引以为戒，不可再蹈其覆辙。这话很易为人们
所赞许，其实这话似是而非。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
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别的事情姑弗论，在欧人东来之初，我们所以对付
他的，何尝不根据旧有的知识？所谓旧有的知识，何尝不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真
正硬摹仿古人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实也不容你如此。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
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
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
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
论，自然最为相宜。所以我想就这一段史事，略加论述，或者纠正从前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
忽略的事情。以我学问的荒疏，见解的浅陋，自不免为大方所笑，我只是一点抛砖引玉的意思，希望
以后人们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渐多，亦希望人们就我所说的赐与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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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

内容概要

没有一本书能够像《三国演义》那样，在大众的心中完全取代史实。我们也希望，桃园结义、青梅煮
酒、千里走单骑等故事曾在这片土地上真实发生过。
就历史而言，真相只有一个。然而，即使是《后汉书》《三国志》这样的重要史籍，对三国这段历史
的也存在记录不一的问题。史学泰斗吕思勉老先生生前写就《三国史话》一书，以丰富的历史知识，
对三国历史和文学中涉及的一些人物、事件、战争、地理环境等进行深入解析，为三国历史进行了原
貌复原。
吕先生治史，注重对社会的综合研究，以及对人性的深层思考。因此，吕先生的史论，在独具只眼的
同时，也往往充满了人文关怀。因此，本书为易中天先生品评三国的重要资料，对我们思考当下也能
带来许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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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

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人。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其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
领域，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现代四大史家”。曾任教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49
年后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在现代史学史上，是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
域里都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著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两
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等10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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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

书籍目录

三国史话：
楔子
宦官
外戚
黄巾
历史和文学
后汉的地理
董卓的扰乱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
赤壁之战的真相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替魏武帝辨诬
从曹操到司马懿
替魏延辨诬
姜维和钟会
史话之余：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
司马懿如何人
司马氏之兴亡
晋代豪门斗富
其他：
诸葛亮南征考
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
诸葛亮治戎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奖率三军，臣职是当
袁曹成败
论魏武帝
曹嵩之死
魏时将帅之骄
魏太祖征乌丸
关羽欲杀曹公
孙策欲袭许
孙氏父子轻佻
姜维不速救成都
用人以抚绥新附
君与王之别
兵无铠甲
文臣轻视军人
张纯之叛
边章、韩遂
李邈
马钧
罢社
吞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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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

三国之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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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

章节摘录

赤壁之战，军事上的胜败，真相颇为明白，用不着研究。其中只有孙权的决心抵抗曹操，却是一个谜
。读史的人，都给“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两句话迷住了，以为曹操是当然要抵抗的，其中更无
问题。殊不知这两句乃是周瑜口里的话，安能作为定论？何况照我所考据，曹操确系心存汉室，并非
汉贼呢。然则孙权决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何在？周瑜、鲁肃等力劝孙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又何在？这
系从公一方面立论，从私一方面说，也是这样的。赤壁之战，曹操固然犯着兵家之忌，有其致败之道
，然而孙、刘方面，也未见得有何必胜的理由。自此以后，曹操幸而用兵于关西、汉中，未曾专注于
南方。倘使曹操置别一方面为缓图，尽力向荆州或者扬州攻击，孙权的能否支持，究竟有无把握呢？
孙权和刘备不同。刘备投降曹操，曹操是必不能相容的，所以只得拚死抵抗。孙权和曹操，本无嫌隙
，当时假使投降，曹操还要格外优待，做个榜样给未降的人看的。所以当时孙权假使迎降，就能使天
下及早统一，免于分裂之祸；而以孙权一家论，亦系莫大的幸福；裴松之在《三国志·张昭传》注里
，早经说过了。然则孙权的决意抵抗，周瑜、鲁肃的一力蹿掇孙权抵抗，不过是好乱和行险侥幸而已
。《三国志·鲁肃传》说：鲁肃初到江东时，回东城葬其祖母（鲁肃是东城人），他有个朋友，劝他
北归，鲁肃意欲听他，特到江东搬取家眷，周瑜却劝他，说从前人的预言，都说“代刘氏者必兴于东
南”，劝他不要回去。又把他荐给孙权。见面之后，甚为投机。众人都退了，孙权独留他喝酒。谈论
之间，鲁肃便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猝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后
来孙权称帝时，“临坛顾谓公卿曰：‘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见《三国志·鲁肃
传》）《张昭传》注引《江表传》又说：孙权称帝之后，聚会百官，归功周瑜。张昭也举起笏来，要
想称颂功德。孙权却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可见自立的野心，孙权和周瑜、鲁肃等，早
就有之。赤壁之役，孙权聚众议论降战时，反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
”，不知帝制自为的，毕竟是谁？事实最雄辩，就用不着我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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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吕思勉先生唯一一本通俗历史著作。易中天的品三国，大部分观点都来自于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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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

编辑推荐

1．作者吕思勉先生为史学界泰斗，本书为作者唯一的通俗史学作品，可读性强2．吕思勉先生讨论三
国，从不援引他人研究成果，所有材料皆从各类史书中直引，考证极为严谨。本书为易中天品评三国
的重要参考资料。3．本书以1943年开明书店初版本为基础，保留了有价值的、曾被删减的文字，另外
增加史话之余4篇，札记21篇，可供读者深入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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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

精彩短评

1、久有所闻，文字平实，通达不俗，虽个人以为有些矫枉过正之嫌，确乃匡纠旧谬，增识启发之佳
作。
2、大一的时候吧，忘记了几乎
3、大师作品，很有深度，值得思考，值得阅读。
4、毛边本入手
5、没读《三国史话》认为易中天先生真高，《品三国》观点新颖，视角独特，剖析到位。读了《三
国史话》认为，吕老真高，在当时就能做出如斯论断推理，真神人也。易中天先生之《品三国》多引
子吕老《三国史话》而已。
6、kindle版。虽然说的是历史不是演义，但是作者写的通俗易懂，同时也注入了自己的解读，让人能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那一段熟悉又陌生的三国史。
7、一是还原古事，批评古人要很谨慎，要限于可能的范围。（这本书满足不了大众的猎奇心理，但
多少能从中得到一些事实的真相。）讲到做人的道理，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人的修养》一书中提出应
“责己重而责人轻”；对于别人，由于他们的客观条件不同，决不是自己所能深刻理解的。如果任意
推导他们行为的原因，而严加要求，这样是否合适呢？所以对自己要求严而对别人要求宽，这样才称
得上是真正的平等。二是古事发生的环境不可复制，因此“以史为鉴”是个假命题。当时的决策是否
恰当，实在是和当时的环境，人物密不可分的；历史是胜利（当权）者书写的，这句话确实不假；然
而稍后的人撰写的“历史”是否又能如实的再现古事发生时的方方面面呢？现实既然与之不同，更不
可直搬古人之“智慧”或“决策”。吕先生有句话很有道理：想欧人东来之初，我们所以对付他的，
何尝不根据旧有的知识？所谓旧有的知识，何尝不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其结果却是如何呢？
8、无论如何，我读的就是这一版了。称为史学家的人才能这么分条缕析、深入浅出地写这种历史普
及小读物吧。
9、kindle活动，0.1元购得，版权页说明是这本~全书“三国史话”和“史话之余”两个部分偏白话，
最后一部分“其他”与前文有所重复，且引用较多~单看篇名，该版与中华书局相似，而三联版似未
收录该版“其他”部分内容~
10、想了解三国，这本书不得不看。
11、我是看了《百家讲坛》的《易中天品三国》才要买的这本书。吕先生的考证严谨、详实，观点独
道、鲜明。
12、吕大师的作品，其学术功力无须评价。相比于那些大部头、严谨而半文半白的断代史，这本采用
白话叙述的小书，显得更轻松可读。
13、可一读再读
14、后面文言部分是前面的史料补充···
15、第一次看这种书，有意思！
16、尽管成书于解放之前，但先生的确是秉着浅显易懂的原则去创作的。于我这样历史门外汉而言，
书中所述的观点，击溃了我过去从历史课本上习染的一些痼病。尤其对于三国这段演绎在民间的大众
故事，从历史学者的视角去重温，真真感觉到本来复杂的历史竟然是活在自己的偏见里。  比
起CCTV-10，易中天的讲解，吕的《三国史话》剔除了商业操作、个人表现的现代成分。如果说过去
的评书就是在茶馆里经由说书人演绎、夸张而背离了历史的真相的话，那么CCTV-10的节目，难免是
在千家万户通过电视媒体对历史的再一次演绎，只不过这次演绎迎合了大众的新口味，至于究竟有多
少真相包含其中，非得如吕先生所言了——历史上的好多事情都却不可尽信。
17、那一辈人是做学问的，有自己的观点，不像现在，动辄戏说，动辄调侃，拿粗俗当幽默！吕老的
书，可以静心细看。
18、20160321 闲来看到这本，读读长长见识。
20160807 凌晨，夜打三国群英二，晨光已现，早点豆腐脑+油饼（4.5元），吃读完毕回睡。本书最大
的收获是史书不可尽信，要有自己的判断！
19、这一些列书还不错，除了封面那句“跟大师学国学”类似广告一样的宣传用语，另好书失色不少
。中华书局也算老字号了，出版的书应当和市面上哪些封面满是广告的快餐读物区分开来。送货速度
是没的说，赞一个。就是书到手时封面有些脏，橡皮擦不掉，算了，便宜货还免运费，不能要求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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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

，毕竟网站经营也相当不容易，但是希望以后能尽量避免这种事情，毕竟买书之人多为爱书之人，书
本受损阅读心情也会受影响。
20、果然曹操粉~
21、书的质量自不必说，远胜当今为名为利之作品。校对、编排的也很好。没生在五十年前，甚感庆
幸。
22、以前一直不太明白读史为什么能使人明智，看到吕思勉先生这本小书才真正明白，我是到书店闲
逛看到的，当时就爱不释手，回来就买了。并且一口气看玩了。
23、内容还没有看，但是看到介绍说是386页，实际只有274页，这样的介绍是不是也太不正确了
24、kindle版
25、老油条霸气测漏！就是太贵了⋯⋯
26、找史书逻辑漏洞挺有意思的，不过有点没搞明白这书，后面一半全部都是文言文，而且和前半部
分的白话内容重复很多，后面是编辑从其他文集里瞎加进去凑长度的吧⋯⋯
27、乱世出英雄
28、吕思勉直言无法准确获知历史的真实，只能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去推敲最大的可能。这本书算是后
人拼凑出来的，几个部分用语风格也大不相同，最后一章算是在给演义和《三国志》勘误吧。
29、随便看看，看完就忘
30、心平气和、引经据典、观点独到，就是最后读的文言文没法读下去了。
31、吕为数不多的白话著作，看到后面文章突然转为文言风格，这酸爽。不过既然打算看吕的历史系
列了，那就只能咬着牙闷头看下去了。
32、中华书局这个系类的书都不错，而且定价很低。看了易中天的《品三国》以后，就一直想着要看
看吕思勉的这本书。确实不错，内容并非局限在三国时期，而是贯通古今。另外还加入了很多其个人
对历史研究的看法和见解。看过之后，对大师知识之渊博，见解之独到由衷的佩服和敬仰。
33、看到一半，文风一转成文言文，大师啊，跟不上你的节奏啊！让我们正确地认识历史，不再用文
学意淫
34、吕思勉讲历史，干净利落，沉着严谨，不矫情，不啰嗦。虽是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也能看出史学
家的严谨态度。读完尤其觉得世人受民间传说和一些杜撰历史的影响对曹操误会太深，读《替魏武帝
辩诬》一篇可以看出曹操明明是一个直言坦荡的正人君子，却被后人曲解为奸臣，还越描越黑。最后
一部分怎么突然变成文言文了，蓝瘦。
35、最后一部分读着费劲T_T
36、大家小史。
37、吕老从几个细节或多或少地解了现代人对于三国的一些误解，还从“外戚”“宦者”等关键字为
我们剖析了东汉末年的局势和早就埋下的乱因，其间遣词造句朴实严谨，并不会代入过多的个人情感
因素，从历史中取材并分析。个人很喜欢《为魏武帝辩诬》和《为魏延辩诬》，论证分析，字字句句
，皆有道理。作为讲三国的一本书，《三国史话》实在是非常之好。
38、泰山北斗论三国！何其严谨！何其深刻！
39、史话部分吕老的论述有些情感化，给人以考据不足之感，论曹操部分采用资料过于以偏概全，也
许是吕老为了改变魏武在人们心中的印象而有意为之。其他部分虽然关注点小，更接近于笔札，但是
眼光独到，可看出其对史书斟酌再三而后笔之。李邈一篇发人深省。
40、里面文言文比较多，后面看得不是很懂。
41、内容还错，是我仰慕已久的书，里面内容确实通俗易懂，建议喜欢读历史方面书籍的朋友不妨看
看，不感兴趣的不妨也了解下真正的三国当中一些历史，比三国演义要真实。
42、吕老的书可以让我们从传统的灌输跳出来，发现不一样的历史。
43、吕先生观点犀利，本书值得一看。
44、二读。
45、小书一本，考究了很多人们对三国故事的误解。对三国历史有兴趣的应该会喜欢，也会有收获。
最后五分之一的内容全是文言，读不懂，全部略过了
46、内容详实，见解深刻，语言优美。
47、了解三国历史的权威资料
48、我，学识不精，理解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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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吕先生，大家也，所言三国，据理而新。
50、很有趣 就是最后一章文言了些 读起来有点吃力
51、吕老多言”读书自有手眼“，当之无愧，即便是背俗之说，也是自有依据和底气（如对《汉书》
的评价等）。另外，对”亲情“的社会成因分析，屡为曹公翻案及其他实则意指时事的内容，都让人
揣测，诚之先生或另有一任侠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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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过去没太注意过诚之先生的作品，这次读过先生这本薄薄的通俗小册子后，实在是惊叹佩服之极
。其中许多见解、史学观念，放到今天，也是十分深刻而先进的。当初自己学殖浅陋，错过了这么杰
出的一位史学家，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惭愧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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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三国史话》的笔记-第52页

        文学固然有文学的趣味，历史也有历史的趣昧。

充满了离奇变幻的情节，使人听了拍案惊奇，这是文学的趣味，但意义实在是浅薄的。因为文学是刺
激感情的东西。要求感情满足，其势不能使人多用心。所以演义一类的书，所说的军谋和外交手段等
，看似离奇变幻，神出鬼没，要是我们真肯用心，凭着事理想一想，就知道他所说的话，都极幼稚，
只好骗小孩子罢了。

讲历史却不然。历史上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其中如军谋和外交问题等，关系何等重大！应付这些问
题的人，各方面都要顾到。而他们当日的环境，就是他们四面八方的情形，十分里倒有八九分是我们
现在不知道的。那么，他们当日应付的手段，我们如何会了解?更何从批评其得失呢?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话，只是旁观者不负责任之辞，并不是真理。因为当局者的
环境，旁观者总不能尽知。假如一个人对付一个问题要顾到三方面，而旁观者只知道两方面，那从旁
观者看起来，这个问题自然要好对付得多。在当局者，还要多顾全一方面，旁观者所主张的办法，他
就决不能采用。在旁观者看来，他的手段就很不高明，而要说他是一个迷者了。其实何尝是如此呢?读
史的所以难，解释古事、批评古人的所以不可轻易，其原因就在乎此。 然则史事根本无从说起了，还
会有什么趣味呢?不，听我道来。古人的环境我们固然不能全知道，也不会全不知道。因而古人所做的
事情，我们决不能全了解，也不至于全不了解。所以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
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
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满足感
情固然是一种快乐，了解事实的真相，以满足求知的欲望，又何尝不是一种快乐?所以有史学天才的人
，听了我的话，固然不会比听《三国演义》乏味。就是通常人听了我的话，也不一定会觉得乏味的。
因为历史上有许多问题，原是普通的问题，人人能够了解的，学问的能够通俗化，其原因就在于此。

2、《三国史话》的笔记-第58页

        监察和行政是两个系统。监察一系的官吏，可以监察行政官，乃其职权如此，并非把其官位和所
监察的官的官位，比较大小而定的。而在事实上，则行政官宜用资格较深的人，监察官宜用资格较浅
的人。因为行政有时候要有相当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当的技术，这是要有经验然后才能够有的，所
以要用资格深的人。至于监察官，则重在破除情面。要锋锐，不要稳重。要有些初出茅庐的呆气，不
要阅历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远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不要他看惯了以为无足为怪。要他到处
没有认得的人，可以一意孤行，不要交际多了，处处觉得为难。把现在的事来说，学校里初毕业的人
，文官考试刚录取的人，宜于做监察官。在官场上办过若干年事情的人，宜于做行政宫。而且行政官
和当地的人，总不能毫无联络。对于土豪劣绅等，有时虽明知其不好，也不容易专走方路，把他们尽
情惩治的，因为如此，他就要暗中和你为难，使你缓急之际办事棘手，有时为害甚大。就是平时的政
务，也不免要受他牵掣的。我前文说行政官必须要有些手腕，这也是其中的一端。至于监察官，则根
本不办什么事情，不怕你掣肘。而且汉朝的刺史，只有一年一任，到你要和他为难，他倒早已离开你
这地方了。土豪劣绅的势力，大抵只限于本地。要离开本地，赶进京，或者到别地方去和前任刺史为
难，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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