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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吕思勉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字诚之，笔名驽牛，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
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
他自幼学习文史典籍，青年时即开始从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曾先后任教于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
堂(在此教书时曾为钱穆业师)、上海沪江大学、上海光华大学(1949年后院系调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等
。
1957年病逝于上海。
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
、《中国近代史》等多部通史、断代史和近代史，另有《理学纲要》、《宋代文学》、《论学集林》
、《史学四种》等专著，多达八九百万字，述作宏富，方面广阔。
    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著作的特点，同时他也很
注意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关注西方新知。
他相信仔细读古书是可以一定程度地挖掘出历史真相的。
有限的证据罗列出来，可以给出一些暗示；证据不足时亦不刻意追求结论，而是留待来者。
这一行文特点在《三国史话》这本小书中也有所体现。
    《三国史话》是吕思勉为数不多的文史普及著作之一。
作者的每篇短文皆寥寥数千言，即列举了大量《三国志》、《三国志注》等文献中的文字证据，分析
人物性情、政治背景、地理环境、军事实力对比如何成为每一个历史事件生发的动因，并将史书记载
与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故事进行对比，“或者纠正从前的谬误，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
见本书“楔子”一篇)，行文颇为口语化，支撑观点的证据亦个个信手拈来，且颇有富于启发的见解，
令人信服。
    作者曾经说过，学习历史最重要的在于获得分析问题的能力，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
任何问题都有其深远的原因，皆可溯源而上，寻根究底。
《三国史话》正是作者将他的观点贯彻实施的绝佳范例。
读者在阅读这部历史通俗读本后，或可对作者的治史主张有更深的理解。
    本书包含“三国史话”十六篇，1943年曾由开明书店出版；198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订《论学集林
》时曾补入“三国史话之余”四篇，亦收入本书中。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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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国史话》是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生前所写的惟一一部通俗性的史学作品。
作者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对三国史上存在过的与三国文学中塑造的人物
、事件、战争及地理环境作了细致的区分，对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辨析，提出了不少有
价值的见解。
吕先生治史，注重对社会的综合研究，最能融会贯通，评论历史往往独具只眼，是故《三国史话》成
为易中天先生品三国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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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凉州 大略是现在的甘肃和宁夏两省。
 青州 山东省的东北部。
 兖州 山东省的西部和河南省的东北部。
 豫州 河南省的东南部和安徽的江北。
 徐州 山东的东南部和江苏的江北。
 扬州 江苏、安徽的江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
 荆州 河南的西南部和湖南、湖北两省。
 益州 陕西省的南部和四川、云南两省。
 交州 广东、广西两省，还包括现在的越南。
因为越南在汉时，也是中国的郡县。
 司隶校尉河南省的西北部，山西省的西南部，陕西省的中部。
 汉朝的行政区划，下级的是县。
这和后世的情形是一样的，是官治的最下级。
自此以下，就只有自治的机关，而没有官治的机关了。
上级的是郡。
郡的幅员，在中原繁盛之地，和前清时代的府差不多。
县的长官，户口多的称为令，少的称为长；郡的长官，称为太守；都是地方行政官。
郡以上更大的区域称为州。
每州有一个刺史，却是监察官而不是行政官了，所以他只查察人家的失职与否，而自己并不办事；而
且所监察的专注重于太守，县以下的事情，即非其所问。
 原来秦汉时代的县，就是古代的一个国。
诸位总还有读过《孟子》的。
《孟子·万章下篇》说古代国家的大小，不是说“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么？
《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汉朝承袭秦朝的制度，每一县的地方，大概是方一百里。
我们读《左传》等书屡见当时的大国灭小国而以为县；而秦汉时的县名，和古代的国名相同的很多；
就可见古代之国被灭之后，在大国中仍成为一个政治单位。
 春秋、战国之世，次等国大约方五百里，如《孟子·告子下篇》说“今鲁方百里者五”便是。
大国则方千里，如《孟子·梁惠王上篇》所说“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便是。
其大小，就是《万章篇》所说的天子之国了。
所以孟子说梁惠王，说齐宣王，都希望他们行王政而王天下，因为他们实在有这个凭借。
在春秋以前，大国或次等国灭掉了别一国，大概都把它作为自己国里的一县，直隶于中央政府，其上
更无何等等级。
战国时的大国，才有在边地置郡的，内地还没有什么郡。
郡的兵力比县要充足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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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学图书馆文库:三国史话》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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