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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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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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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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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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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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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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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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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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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