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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部《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
的著作。
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
在读者阅读本书之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先向读者说明。
一、顾名思义，所谓“文物中国史”，是以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当然与一般主要依据文献
史料讲述历史的著作不同。
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历史的实物见证.或称物化的历史。
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更真实地感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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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王作经验。
所以，我相信读者读这部书，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
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  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
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
这应该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
当然，据我所知，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本书首创，但是由于本
书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本书在文物选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
书很难达到的。
    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  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
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
我认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只能称为狭义的历史学，如何将其更好地与考古学相结合，使二者
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双翼，这个问题虽已开始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重视，两种学科的交流、融
合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成果；但是目前大学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似仍未能充分重视从文献
史学与考古学两 个方面全方位地培养学生，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对于促进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特别
是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是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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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三国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 三国的建立 东汉时期，士族门第是步入仕途的阶梯，世家大族是豪
门望族的基石。
东汉后期，朝廷黑暗，政治腐败，外戚宦官相互争斗，交替专权，迫使农民流离失所，起义不断。
董卓专政，东汉政权名存实亡。
各地豪强地主纷纷修筑坞堡，加强武装实力以自保。
州郡官吏、士族集团也以勤王讨董卓为名，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经过数年的兼并战争，形成了几个
较大的割据势力。
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今河北、山西及山东的东部和北部），称雄北方；曹操占据兖、豫二州（
今山东西南部与河南），控制中原腹地；孙策占据江东（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刘表占据荆州（今
湖北、湖南）；此外还有割据凉州（今甘肃）的韩遂、马腾，占有辽东的公孙度。
刘备由于实力不足，被逼辗转投靠袁绍、刘表，没有固定的地盘。
袁绍，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人，出身于“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世家大族。
他凭借显赫的家世，得到官僚士大夫的支持，在众多地方割据势力中实力最为雄厚。
曹操，沛国谯（今安徽毫州）人，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
曹腾曾任中常侍，桓帝时封费亭侯。
当时宦官与士族水火不容，曹操是一个有远见的人物，他不受家庭因素影响，反而注重与名士交往。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曹操依靠一批豪强地主的支持，很快就占据了兖州的广大地区。
l92年，在击败青州黄巾军后，曹操得降卒三十万人，选拔其精锐，号称“青州兵”，其实力大为增强
，从此不再依附袁绍。
196年，曹操又进军豫州，击败汝南（今河南汝南）和颍川（今河南禹县）两郡的黄巾军，占据许县（
今河南许昌），加强了军事力量，巩固了对兖州和豫州的统治。
他的谋士苟或提出，现在皇帝东流西徙，人们担忧帝室的命运，如能迎奉献帝，正符合人们的愿望，
利于笼络人心和镇服各据一方的雄杰。
这一策略正合曹操心意。
他遂以洛阳残破为由，亲自率兵迎汉献帝到许县，“奉天子以令不臣”，在政治上取得了有利地位。
与此同时，他又在许县推行“修耕植以畜军资”的方针，实行屯田，解决了军粮问题。
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曹操陆续消灭了大大小小的一些地方势力，如袁术、陶谦、张邈、吕布等。
197年，袁术在淮南称帝，与吕布相攻。
吕布是一个武人，娴于弓马，气力过人，号称“飞将”。
他曾任董卓的中郎将，后与董产生矛盾，杀董之后先后投奔袁绍、张邈，被张邈、陈宫推举为兖州牧
，成为一方势力，对抗曹操。
曹操与吕布在濮阳（今属河南）作战，一度不利。
两年后，曹操攻克兖州各个城池，在巨野（今属山东）打败吕布。
吕布转而投奔在东面的刘备，称刘备为弟。
他乘刘备进攻袁术之机，夺取刘备所占下邳（今江苏邳县东），自称徐州刺史。
袁术的大将纪灵率三万人进攻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救。
纪灵听说吕布赶到，不敢进攻。
吕布请来纪灵，说：布不喜合斗，但喜解斗。
命令手下在营门举一支戟，说道：诸君观布射戟的小支，一发射中，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继续战斗。
吕布射中小支，纪灵等人吃惊，说：将军天威也！
不再与刘备交战。
袁术、吕布意欲结成同盟，袁术为儿子求婚吕布之女，吕布同意。
沛相陈琏担心袁、吕结盟后势力壮大，会成为国家的祸患，于是前去见吕布，劝说他与曹操协同，认
为与袁术通婚有不义之名，必有危险。
吕布追回已在出嫁路上的女儿，与曹操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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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借皇帝之名封吕布为左将军二吕布派陈珪之子陈登见曹操，请求徐州牧一职。
陈登对曹操说，吕布勇而无谋，轻易改变立场，应早除之。
曹操也认为吕布狼子野心，难于久养，于是，与陈登约好作为内应。
结盟不成，袁术派军进攻吕布，被吕布打败。
但不久，吕布又与袁术和好，派大将高顺进攻并打败刘备。
曹操派夏侯悖援救刘备，也被高顺打败。
曹操遂亲自征讨吕布。
吕布战败，袁术也无法救援。
曹操军挖壕沟围城三月，吕布内部离心，只好投降，被曹操杀死。
之后，曹操又打败了袁术。
当时，在北方能与强大的袁绍势力对抗的惟有曹操。
199年，袁绍消灭公孙瓒，占据冀、青、幽、并四州，拥有几十万军队。
200年，袁绍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南下，打算消灭曹操。
双方发生了著名的官渡之战。
这是袁绍与曹操的一次大决战。
袁绍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南下，屯于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企图长驱直捣许县。
曹操的兵力远远不如袁军，但其属下荀或、郭嘉精辟地分析了袁曹的优劣后，认为胜算在曹军一方。
他们说：袁绍礼仪繁多，公为人自然。
袁处逆势，公奉天子。
东汉晚期，政治宽缓，袁仍用宽政，不能统治；公为政严猛，能制御上下。
袁绍外表宽厚，内心忌讳，用人而疑，信任的都是亲戚子弟；公看似简易，实际机敏明了，用人无疑
，不问远近。
袁绍多谋而少决断；公有了主意就立刻实行，应变无穷。
袁绍盛谈谦让，士大夫喜欢言谈粉饰者多归附；公至心待人，不求虚名，士大夫忠正、有远见、有实
才者都愿为之用。
袁绍见人饥寒，就表现出关心的神色，而对见不到的事情就不去考虑；公对于眼前的小事时有忽略，
而一遇大事所给的恩泽都超过人们的期望。
袁绍属下争权，谗言四起；公以道术制御属下，没有人事纷争。
袁绍对是非不明朗；公对正确的人和事给予优利，对错的用法规匡正。
袁绍不懂军事；公能以少胜多。
荀或、郭嘉所分析的曹袁的十胜十败，部分符合实际。
史书记载，袁绍为人宽厚优雅，能考虑全盘，善安排，又沉得住气。
他最大也是最致命的缺陷是刚愎自用，听不进他人的意见。
如袁绍的谋士田丰曾劝他进攻许都，把汉献帝迁走，借以号令天下，袁绍没有接受。
另一个谋士沮授认为，连年征战，百姓疲惫，物资不足，不可出征，袁绍也不接受。
在官渡之战中，田丰、许攸、沮授等人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好计策，也都未被袁绍采纳。
曹操先打败了与袁绍联合的豫州刺史刘备，俘虏刘备大将关羽，驻兵黄河以南。
曹操深知袁军兵力充实，黄河渡口随处可过，若沿河设防，分散兵力，势必造成被动。
因此他选定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作为主要阵地，准备在袁军主力渡河完毕时，集中兵力进行决战
。
战争开始，袁绍派颜良进攻白马（今河南滑县北），曹操采纳荀攸声东击西的作战方案，佯攻延津（
今河南延津西北），然后率军直奔白马，斩颜良，袁军惨败。
白马围解后，曹操南撤，袁绍又派文丑率兵渡河追击，曹军伏兵杀文丑。
颜良、文丑是袁绍军中的名将，甫一交战即被曹军斩杀，使得袁军上下震惊。
曹军获胜，退回官渡，寻求有利时机再战。
不久，曹操得知袁军粮草屯放在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果断地率精兵五千夜袭乌巢，杀守将，烧
军粮，袁军军心动摇，纷纷溃散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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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与其子袁谭弃军而逃，败回冀州。
官渡之战，曹操消灭了袁绍的主力，不久，袁绍病死。
袁绍的三个儿子袁谭、袁熙、袁尚因争夺统治权而彼此内战，曹操乘机攻取了袁氏的政治中心邺城，
打败三袁及其势力，占据了中原东部地区。
袁绍与曹操在少年时即有交往，青年时同在洛阳做官，以后又一起起兵讨伐董卓。
他们曾谈论自己的志向。
袁绍说：我要南面凭据黄河，北面防守燕、代，争取少数民族军队，向南争天下。
曹操则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驭之，无所不可！
后来的事实证明，曹操的雄才大略果然胜出袁绍一筹。
206年，曹操出兵进攻辽西乌桓蹋顿部。
乌桓是汉代以来北方东部草原崛起的一个强悍的少数民族，东汉末年曾掠走十多万户汉族人。
蹋顿部是乌桓最强大的一支。
乌桓与袁绍关系很好，袁尚等人被曹操打败后投奔那里，欲借蹋顿部的帮助打回中原。
当时曹操属下有人认为，袁尚是败逃之人，与乌桓不可能互相利用，而在南边的刘备会乘机说动荆州
牧刘表进攻许县。
郭嘉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袁绍对汉族及少数民族有恩惠，乌桓及冀卅等地的人会配合袁尚恢复政
权。
而刘表是尚空谈少实干的人，同时他对刘备也未必放心，可以不用顾虑。
乌桓因距离中原遥远，必不防备曹军。
郭嘉建议轻装迅速向北行进，出其不意地攻击乌桓。
时值夏季，雨水多，海滨地区淹水不能通行。
田畴建议从荒废的卢龙道进军柳城（今辽宁兴城西南），此路较近且乌桓不加防备。
这条路长五百多里，田畴率领自己的部众为曹军作向导，开山填谷一路行进。
离柳城还有二百里时，被乌桓人发觉，袁尚、袁熙、蹋顿及乌桓单于楼班、能臣抵之率几万骑兵迎战
。
两军在白狼山相遇，曹军身穿铠甲的人数少，产生了恐惧。
曹操登上高处，看见乌桓人阵容不齐，就以张辽为前锋冲击，乌桓军崩溃，首领蹋顿及乌桓众多高官
被斩，乌桓人及在乌桓部落的汉族人二十多万口投降。
辽东太守公孙康追斩袁尚、袁熙。
经过七八年的努力，曹操最终歼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基本上控制了北方地区。
平定袁绍以后，曹操把政治中心迁到邺城，汉献帝仍然留在许都。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物三国两晋南北朝史>>

后记

1997年4月，我从国家文物局调动工作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
时值俞伟超馆长主持的中国通史陈列（隋唐至明清部分）修改后重新布展。
同年9月，历时九年的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接待观众。
在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探讨过程中，俞伟超馆长、杜耀西副馆长等都有在理论研究和资料积累的
基础上编一套书的想法，并积极支持我和陈列部的业务人员着手去做。
这个项目得到陈列部同仁的积极参与。
从1997年下半年起开始启动，研究总体体例、编撰细则以及确定每卷撰稿人，接着讨论试写的样章、
样条和部分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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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活色生香看历史　　所谓“文物中国史”，即是以现存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既需要以
大量文字勾画出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时也需要以丰富的文物图片与之相互佐证。
作为一套图文相辅的中国通史著作，《文物中国史（全八卷）》最值得称道之处首先即是它的权威性
。
这套书的图片，以优美、典型的文物图像，最大可能地还原了久远而复杂的历史场景，让读者以一种
更加感性的方式了解历史、欣赏文物的同时，亦仿佛亲身走进了一座琳琅满目的纸上博物馆。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当悠久的历史已然消隐在时光深处，也只有它们能够打捞起即将被人遗忘的历史碎片，让消逝年代的
生活细节重新进入后人的视野。
《文物中国史（全八卷）》以文物图像为线索讲述中国历史，图像与文字之间已并非附庸的关系，而
是各具其独特的价值——其中无论是支离破碎的陶片、风雨剥蚀的石碑，还是色彩斑斓的瓷器、晶莹
剔透的玉器，在这些精美图片的映照下，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文字堆积，而变成了一种可触可感、活色
生香的现实。
有人说“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我们从《文物中国史（全八卷）》的文字勾画中所看到的，固然
是从史前到明清、从政治经济到科技文化的中国历史之全貌，而我们从《文物中国史（全八卷）》选
取的两千多幅精美的文物图片中所饱览的，又何尝不是一幅无比直观、无比鲜活的中国历史之长卷呢
？
　　我一向认为，面向普通读者的历史著作，好看、易于读者接受就是硬道理。
如果说《文物中国史（全八卷）》旨在“让文物说话，让历史‘活’起来”已殊为不易，那么这套书
的“以历史为纲，让文物‘动起来’”亦同样难得——把文物置于历史的坐标之上，使之从零散的个
体变成流动的过程，让更多的读者以“看图说话”的方式接受历史、感受历史，正是这套书最引人入
胜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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