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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三国史研究》是作者汇结评说三国历史的一部论文集，收入个人文集为第八卷。
论集收录论文二十六篇，附录五章，分为七组。
第一组论文三篇，总论三国鼎立的形成和汉末军阀；第二组论文六篇，论形成三国鼎立的三大战役及
外交；第三组论文三篇，论三国的创业之主曹操、刘备、孙权；第四组论文五篇，论三国各方的重要
谋臣；第五组论文四篇，论曹魏屯田、孙吴部曲、孙吴对江南的开发，以及三国时期的民族问题；第
六组论文四篇，论诸葛亮北伐以及三国的统一。
末篇《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国史研究述评》与附录五章构成第七组，为三国史研究提供信息资料。
附录一，书评四则。
附录二，关于三国时期的考古与文物，是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谭良啸应邀提供的。
附录三、附录四是复旦大学博士后司马朝军提供的论文索引，以及计量分析，作者作了补充和技术改
编，制成编码索引，以便查寻。
附录五是一组特别的计量编目索引，以资考辨与反思。
三国史研究的畸轻畸重，论著论文索引提供了生动的证据，故不吝惜篇幅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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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大可，1940年生，重庆长寿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曾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甘肃省中青年历史学会会长。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和秦汉三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在这两个方面已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个人学
术专著8部，主编论著10余种，其中5种论著获全国及省级社科优秀图书奖。
主要论著有《三国史研究》、《三国史》、《史记研究》、《史记全本新注》、《史记文献研究》、
《史记精言妙语》、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记教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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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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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吴部曲兵制⋯⋯⋯⋯⋯⋯⋯⋯⋯⋯⋯⋯⋯⋯⋯⋯⋯⋯⋯ ２６３
论孙吴政权对江南的开发⋯⋯⋯⋯⋯⋯⋯⋯⋯⋯⋯⋯⋯⋯⋯ ２８４
论三国时期的民族政策⋯⋯⋯⋯⋯⋯⋯⋯⋯⋯⋯⋯⋯⋯⋯⋯ ２９７
论诸葛亮出师⋯⋯⋯⋯⋯⋯⋯⋯⋯⋯⋯⋯⋯⋯⋯⋯⋯⋯⋯⋯ ３１１
再论诸葛亮出师⋯⋯⋯⋯⋯⋯⋯⋯⋯⋯⋯⋯⋯⋯⋯⋯⋯⋯⋯ ３２９
论三国一统⋯⋯⋯⋯⋯⋯⋯⋯⋯⋯⋯⋯⋯⋯⋯⋯⋯⋯⋯⋯⋯ 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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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三国史与《三国志》研究现状的
定量分析（１９７８—２００１） ⋯⋯⋯⋯⋯⋯⋯⋯⋯⋯⋯ ４１６
附录四：三国史研究论著书目及论文篇目索引⋯⋯⋯⋯⋯⋯ 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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