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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曹操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但对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人们的认知却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偏颇乃至谬误
。
概略说来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是将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误当成了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
在小说、戏曲、说唱等文学艺术样式中所表现的曹操，大抵是一个集残暴与奸诈于一身的反面人物典
型，而由于《三国演义》及一些三国戏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
无数的读者和观众，于是集残暴与奸诈于一身的曹操形象得以深入人心，得以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
逐渐在人们的头脑中“定格”，以致不少人，特别是那些对三国历史、对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没有了
解或了解不多的人，便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将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误当成了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
。
    一种是对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利益集团或站在不同立场、角度的人会对之有
不同的认知，会作出不同的评价，其中有不少认知和评价是片面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作为历史人
物曹操的本来面目的。
具体来说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曹操阵营的人或倾心拥戴曹操的人，往往只看到曹操的长处(或所
谓的长处)，往往对曹操赞颂有加，对曹操往往只褒不贬或褒多贬少，其“褒”往往又不能实事求是、
恰如其分。
    二是曹操敌对阵营的人，往往只看到曹操的短处(或所谓的短处)，泼向曹操的往往是一片骂声、贬
抑之声和讨伐之声，对曹操往往只贬不褒或贬多褒少，其认知和评价自然也往往不是实事求是、恰如
其分的。
    三是抱持忠奸观念的人，站在维护汉王朝统治的立场上，一般会不分青红皂白地骂曹操为“篡”、
为“奸”、为“汉贼”。
这种情形主要发生在曹操还在世的时候，但此后一些处于统治阶层核心地位的人，包括唐太宗、乾隆
帝这样的帝王在内，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考虑，极怕类似曹操的人物在当朝出现，也对曹操采取贬抑
、批评的态度，这种贬抑、批评往往也不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
    四是三国分治后，以魏为正统的人，大抵不可避免地要褒肯曹操，而以蜀为正统的人，则大抵不可
避免地要贬抑曹操。
此后，政权建立在北方，统治格局与曹魏、西晋相似者，大抵都会尊曹魏为正统而褒肯曹操，而政权
建立在南方，统治格局与蜀汉、东晋相似者，则大抵都会尊蜀汉为正统而贬抑曹操。
出于所谓的正统观念而对曹操进行褒肯或贬抑的人，其态度往往也并不是实事求是的。
    五是一些对曹操并无先人之见的人，由于对曹操所处的时代并不完全了解，或者对涉及曹操的材料
掌握得并不全面、充分，对曹操的看法或评价也就不免片面、偏颇甚至谬误。
不同职业、年龄、经历、思想、性格、志趣、爱好的人，在观察和评论曹操时所取的角度往往会有不
同，所得出的看法或结论往往也会出现差异，即使是根据同一材料研究同一问题得出的看法或结论，
有时也并不相同甚至很不相同，其中的一些看法或结论，也是片面、偏颇的。
    总之，历来人们对于曹操的认知，不仅复杂纷纭，而且往往是并不全面或不符合实际的，一些认知
甚至与历史上曹操其人的实际情况和本来面目相去甚远，有的甚至到了“非曹操”的地步。
因此，走进三国时期的历史，走近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尽可能准确、全面进而深刻地了解曹操、认
识曹操、评论曹操，就显得很有必要。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历史上的曹操其人，对丰富我们的历史文化知识，了解汉末三国时期的
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智慧和教训，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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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汉族，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
中国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三国时代魏国的奠基人和主要缔造者，后为魏王。
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他为魏武帝。
曹操一生征战，为全国尽快统一，在北方广泛屯田，兴修水利，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
其次，他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抑制豪强，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此外，他还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孟德新书》等书。
作为一代枭雄，他精通音律，善作诗歌，抒发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慷慨悲凉。

《曹操(一世之雄)》(作者张亚新)力图真实、全面地展示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
为达成这一目标，作者对材料的占有、使用遵循了三个原则：一是对材料力求竭泽而渔，搜罗赅备；
二是力求材料的真实，所使用的每一个材料都必须要有出处；三是所做的分析和评论都必须以相应的
材料作为依据，也就是要从客观存在的史实出发，并尽可能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力避不实之词
、架空之论。

 《曹操(一世之雄)》谨依史实，娓娓道来，带您走近真实的曹操⋯⋯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世之雄>>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少年行止
  一  “莫能审其生出本末”  
  二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第二章  仕途初试
  一  “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二  议郎任上
  三  一个敢作敢为的济南相
  四  以曲求伸的策略
第三章  讨伐董卓
  一  “何必纷纷召外将乎？
”  
  二  首举义兵  
  三  汴水失利  
  四  “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第四章  争夺兖州
  一  收编青州军 
  二  东征陶谦  
  三  回击吕布 
  四  平定充州
第五章  挟天子以令诸侯
  一  迫使长安 
  二  洛阳朝见 
  三  迎献帝都韵  
  四  “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续之？
”
第六章  “修耕植以蓄军资”
  一  许下屯田  
  二  “克定天下”之业
第七章  南征张绣
  一  清水之难 
  二  奇兵破敌  
  三  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
第八章  荡平徐难
  一  离间之计 
  二  进围下孤 
  三  擒杀吕机  
  四  败亡袁术 
  五  击走刘备
第九章  官渡之战
  一  强敌压境  
  二  调兵遣将  
  三  首战告捷  
  四  两军对峙
  五  鸟巢烧粮  
  六  全线出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世之雄>>

  七  “非惟天时，抑亦人谋”
第十章  克平四州
  一  攻占黎阳 
  二  挥师北还  
  三  捣平邺城  
  四  收定河北
  五  西征高干  
  六  还定东土
第十一章  远征乌桓
  一  不除此患，将为后忧
  二  潜师出塞  
  三  “东临石有遗篇”
第十二章  “不戚年往，忧世不治”
  一  抑制兼并  
  二  整齐风俗  
  三  以法治军
第十三章  兵败赤壁
  一  “破浮华交会之徒”  
  二  袭占荆州  
  三  “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四  火烧乌林  
  五  退保襄樊
第十四章  坚守淮南
  一  巩固淮南防线  
  二  激战濡须口  
  三  一次劳而无功的行动
  四  “贼至乃发”
第十五章  平定关陇
  一  师出有名  
  二  巧渡河渭  
  三  渭南大捷  
  四  陇上破马超  
  五  捣平“国中之国”
第十六章  争夺汉中
  一  一块必争之地． 
  二  进取汉中  
  三  “既得陇，复望蜀邪？
”  
  四  定军山失利
  五  “鸡肋”
第十七章  激战战襄樊
  一  水淹七军 
  二  遣使联吴 
  三  大败关羽
第十八章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一  “吾任天下之智力” 
  二  “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世之雄>>

  三  “何以省东曹？
”  
  四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第十九章  立嗣
  一  “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二  一场或明或暗的激烈争斗
  三  “密访群司”
  四  《立太子令》
第二十章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一  通向帝王之路 
  二  与刘氏王室势力的较量
  三  苟或、崔琰之死
  四  力平武装叛乱  
  五  “吾为周文王矣”
第二十一章  大星陨落
  一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二  《遗令》  
  三  病逝洛阳
第二十二章  身后褒贬
  一  千秋功罪，任人评说  
  二  “至少是一个英雄” 
  三  不朽的业绩
附录  生平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世之雄>>

章节摘录

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
桓帝永寿元年(155)出生于沛国谯县，即今位于安徽北部的毫州市。
    关于曹操的家世，其说不一，特别是对曹操远古祖先的说法很不一致，就连曹操家人的说法也是互
相□牾的。
其说主要有三种：    一说为黄帝之后。
相传黄帝有个曾孙叫颛顼，颛顼有个孙子叫吴回。
吴回的儿子陆终娶鬼方氏的女儿女□为妻，女□怀孕三年，孩子总生不下来。
陆终最后只好用刀子剖开女□左边腋窝下，生下三个儿子；又剖开右边腋窝下，也生下三个儿子。
其中的五儿子名安，赐曹姓，封在曹国。
西周初，周武王将其弟振铎封在曹国，称为曹叔振铎(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叔父)，改封曹安的后裔曹
挟在邾国。
战国时，邾国被楚灭掉，子孙分散，其中有的在沛定居下来。
秦末曹参曾为沛县狱吏，后佐刘邦灭项羽，封平阳侯，惠帝时，继萧何为相国。
曹操即为曹参之后。
持此说者除《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外，《三国志·魏书·蒋济传》注也
说：“臣松之案蒋济《立郊议》称《曹腾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
”曹腾是曹操的祖父，其碑文称曹氏出自邾国，很可能代表了曹腾自己的看法。
    一说为姬姓之后。
曹叔振铎被封在曹国后数百年，即周敬王三十三年(前487)，曹国被宋国灭掉，曹国国君的后人被称为
曹氏，曹操即为这些后人之一。
持此说者为曹操本人。
《三国志·魏书·蒋济传》注：“魏武作《家传》，自云曹叔振铎之后。
”曹操的儿子曹植赞同这一说法，曹操死后，他在《武帝诔》中说：“于穆我王，胄稷胤周。
”稷，即后稷，名弃，相传为周的祖先，舜时为农官，别姓姬氏。
    一说为虞舜之后。
魏明帝曹□时，侍中高堂隆论郊祀事，认为魏为舜后，推舜配天。
太尉蒋济反对这一说法，认为舜本姓妫，其后代姓田，不是曹氏的祖先，并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诘责高
堂隆，指出“魏非舜后而横礼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为谬妄”。
但曹极却赞同高堂隆的说法，景初元年(237)在洛阳南面修筑了祭天的圆形高坛即圜丘后，曾专门下了
一道诏书，明确声称：“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
”到魏元帝曹奂被司马炎废掉时，《禅晋文》也说“昔我皇祖有虞”，同他的叔伯兄弟曹□(曹奂也是
曹操孙子)站到了同一立场。
    推测起来，曹操在世时其祖先可能就已经无考了。
诸种说法大抵都为附会之谈，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借此抬高曹氏的地位而已。
    比较而言，曹操的曾祖、祖父和父亲的情况是明确的。
当然，还有个别疑点和歧点。
    曹操的曾祖名节，字元伟，在地方上有仁厚礼让的名声。
一次有位邻居丢了猪，这头猪与曹节家的猪有些相似，这位邻居便上门将曹节的猪认走了。
曹节明知邻居弄错了，却并不解释和争辩。
谁知邻居的猪后来又跑了回来，邻居于是感到非常惭愧，赶紧将曹节的猪送了回来，并向曹节道歉，
曹节仍不多说什么，只是笑着把猪收下了。
这件事博得了乡人普遍赞赏。
曹节共有四个儿子：长子伯兴，次子仲兴，三子叔兴。
最小的一个儿子名腾，字季兴，即曹操的祖父。
    曹节的“节”有人疑当作“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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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康《三国志补注续》：“案《后汉书·皇后纪》曰：‘献穆曹皇后讳节，魏公曹操之中女也。
’此书《三少帝纪》曰：‘景元元年六月故汉献帝夫人节薨。
’若腾父名节，操不应复以名其女。
”《艺文类聚》卷九四引《续汉书》：“曹腾父萌。
”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引梁章钜曰：“‘节’、‘萌’字形相近，或本作‘萌’而误作“节’欤
？
”按照常理，曹操确实不大可能让自己的女儿与其曾祖父同名。
“节”繁体也写作“茚”，与“萌”字形相近，发生错讹的可能性确是存在的。
    曹腾早年就进宫当了宦官，历事安帝、顺帝、冲帝、质帝和桓帝五个帝王，时间长达三十余年。
安帝时为黄门从官。
其时顺帝在东宫，邓太后下诏从中黄门从官中挑选年纪幼小而又温和顺从、办事谨慎的人陪侍太子，
曹腾被选上，深得太子喜爱，饮食赏赐都与众不同。
顺帝即位后，曹腾为小黄门，迁中常侍。
质帝死后，太尉李固欲立“年长有德”的清河王蒜为帝，大将军梁冀则欲立蠡吾侯志，正相持不下时
，曹腾等人连夜去见梁冀，说：“将军总摄朝政，手下宾客众多，过失不小。
清河王严明，如果当了皇帝，将军很快就会大祸临头的。
不如立蠡吾侯，可以长保富贵。
”这话正合梁冀心意，梁冀当即表示同意。
第二天，梁冀上朝，气势汹汹，言辞激切，用高压手段慑服了众人，并罢免了李固，终于将蠡吾侯推
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桓帝。
桓帝即位后，曹腾因参与定策有功，被封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
    李固是硬直派官僚的代表，他是反对宦官专权的，在朝中对黄门宦者一概斥遣，曹腾反对李固的主
张，显然是为了维护宦官集团的利益。
不过，曹腾同一般宦官相比还是有所不同，他对官僚士人并不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相反还比较注意
推荐其中的贤能之士，如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典等人，都是经他
推荐而位至公卿的。
他帮了别人的忙，却并不以此自诩。
对有些事情的处理，也显得颇有肚量。
如蜀郡太守想同他拉关系，利用本郡官吏进京的机会，给他送去了一封表示推崇之意的信。
益州刺史种□得知这一消息，派人在函谷关将这封信搜出，上书奏了太守一本，并连及曹腾，说曹腾
内臣外交，很不应当，请求皇帝免官治罪。
皇帝以“书自外来，非腾之过”为由，．保了曹腾。
种□将了曹腾的军，曹腾却并不记仇，相反常常称赞种□，说他是一位“能吏”，颇得“事上之节”
。
曹腾这样做，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后来，种□做了司徒，不忘曹腾的好处，曾对人说：“我今天能够做到三公，全靠了曹常侍的恩惠啊
！
”  曹腾生活在一个宦官可以娶妾养子并可用养子袭爵传封的时代，因此他也收了一个养子，名曹嵩
，字巨高，这就是曹操的父亲。
既是养子，其亲生父母为谁必然会成为人们探究的对象，而探究下来竞没有什么结果，这就有了“莫
能审其生出本末”的说法。
吴人作的《曹瞒传》及郭颁《世语》俱说曹嵩是夏侯氏之子、夏侯悖的叔父，曹操同夏侯悖是叔伯兄
弟。
有人据此认为，毫州城内的夏侯巷(据《亳州志》，夏侯巷是夏侯悖等曹魏名将的故里)就是曹操的故
宅。
清人何焯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夏侯悖之子夏侯□娶的是曹操的女儿清河公主，夏侯渊的儿子夏
侯衡娶的也是曹氏的女儿，如果曹操同夏侯悖是叔伯兄弟，这种事情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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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吴是魏的敌国，吴人有意诋毁曹操，所以说他是夏侯氏之子，这是不可轻信的。
但赵一清又不同意何焯的看法，他认为曹操把女儿嫁给夏侯□，是想掩盖他是夏侯氏之子的真相，这
正是他奸雄的本色6真是各执一端，莫衷一是。
现在看来，曹操与夏侯氏关系密切，不同一般，在曹魏时代夏侯氏“一门侈盛于时”，吴人的传说恐
怕也是有些根据的。
    由于有曹腾这么一个大宦官的养父，曹嵩仕途一帆风顺，很容易就做到了司隶校尉。
灵帝时，又转为大司农、大鸿胪。
适逢灵帝开西园卖官，曹嵩又通过贿赂当权的宦官，并出钱一亿，在中平四年(187)十一月买到了太尉
的官职(次年四月被罢免)。
曹腾死后，又袭费亭侯。
曹操起兵后，曹嵩不肯相随，放弃京官回谯县闲居。
初平四年(193)，为避董卓之乱，在琅□被徐州刺史陶谦的部属杀死。
    曹嵩能够出钱一亿来买官做，足见其家财的殷富。
这一时期，曹氏家族在中央和地方做大官的不止一个，如曹腾弟曹褒。
(曹仁祖父)官至颍川太守，褒子炽(曹仁父)官至侍中、长水校尉，曹腾侄儿曹鼎(曹洪伯父)官至尚书令
，另一个堂侄儿(曹休祖父)官至吴郡太守。
家财殷富的也不止一人，如曹炽之子曹纯(曹仁弟)“富于财”，家中的僮仆有上百人；曹洪的家财甚
至超过曹操，所豢养的家兵达到千余之多，可见曹氏当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颇有势力的。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从毫州曹氏宗族墓葬中发掘出大批文物，其中元宝坑一号墓中有字砖145块，
第十号字砖上刻有“曹腾字季兴”的字样，十二、十三号字砖上刻有“曹炽”的字样，十六号字砖上
刻有“曹鼎”的字样，二十号字砖上刻有“曹鸾”的字样，可见这些人在当时确都是曹氏家族中显赫
一时的人物。
在董园一号墓出土的银缕玉衣，也说明墓主在当时是跻身于统治阶级上层的人物。
    曹操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对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对他执政后所采取的方针政策产生了复杂而微妙
的影响。
祖父是个大宦官，为此父亲沾了光，他也沾了光，不然他是不大可能顺利踏上仕途，在二十岁时即出
任京城洛阳北部尉的要职的。
但宦官不过是供帝王役使的家奴，大都出身微贱，与名门世族不同，往往被人瞧不起，因此曹操也不
免有些自卑之感。
而曹腾虽为大宦官，却又与那些一味专横跋扈、逞暴肆虐、与名士势不两立的宦官有所不同，大约他
也看不惯有些宦官的胡作非为，因而能够反其道而行之，倾心推引、交接一些名士，这对曹操后来对
豪强、对宦官、对名士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无疑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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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力图真实、全面地展示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
为达成这一目标，本人对材料的占有、使用遵循了三个原则：一是对材料力求竭泽而渔，搜罗赅备；
二是力求材料的真实，所使用的每一个材料都必须要有出处；三是所做的分析和评论都必须以相应的
材料作为依据，也就是要从客观存在的史实出发，并尽可能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力避不实之词
、架空之论。
应当说，要做到这三条并不容易，要保证材料的真实性尤其有难度。
我所依据的是有关的史籍记载，而这些史籍的作者绝大多数并非曹操的同时代人，因此他们所记载的
史实，有的也并不可靠，有的因系依据口耳相传的材料记录而成，还带有比较明显的传说色彩，有的
则显属传说；还有的存在着片面、偏颇的毛病，显然其作者在存录史料时已根据个人的标准和好恶下
过一番取舍的工夫；或由于作者获取材料的途径不同，或由于作者做出过自己的判断，不同史籍在著
录同一史料时，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还有其说不一的情况，甚至还有彼此抵牾者。
对一些有出入或疑点的记载，后人曾迭加考证，有的获得了共识，但有的仍然其说不一。
因此，本书只能尽量采用公认的或个人认为可信或比较可信的史实。
某些传说或带有传说色彩的资料，颇能反映曹操其人的思想、性格和作风，也代表着前人对于曹操的
看法，我也往往加以采用，但采用时注明属“传说”或使用“据说”字样i以表明不欺之意。
总之，本书所依据的史实就总体而言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依据本书史实所展示的曹操，就是那
个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
    由于本书须面向不同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众多读者，因此特将史籍中用文言表述的人物语言或对
话译成了白话(为了行文的畅达，有的采用意译，但决不背离原意)，这虽然比起直引原文来增添了不
少麻烦，但我深信这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是十分相宜的，而且这样做还可以使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在风
格上得到统一，避免文白夹杂、突兀诘屈的毛病。
曹操诗文为使读者一睹原貌，引用时则直录原文，但对其艰深之处适当做了一些串解。
    本人专业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已逾三十年，对建安文学和曹操的研究一直是工作中的一个重点
。
1982年9月在河南洛阳召开的《歧路灯》学术讨论会上，我有幸与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张弦生先生结识。
由于曹操一生的活动与中州大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河南至今还保留着许多与曹操有关的遗迹，出
于对中州历史文化的钟爱，弦生先生对于我的曹操研究一直给予了关注和支持。
这次又特地向中州古籍出版社推荐出版本书，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责任编辑王建新先生为本书的面世付出了辛勤劳动，也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亚新    20lO春于北京黄寺守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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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曹操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但对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人们的认知却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偏颇乃至谬误
。
    《曹操(一世之雄)》(作者张亚新)力图真实、全面地展示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
    《曹操(一世之雄)》谨依史实，娓娓道来，带您走近真实的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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