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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衰微》

内容概要

三国衰微 （236－259年）
本册叙述二十四年史迹，三个帝国的分裂局势，已经稳定，而内斗转趋惨烈。
每次政变，都引起屠灭三族的惨剧；每次兵变，更死人山积──寿春一连发生三次叛乱，几乎空城。
诡诈、残忍、勾心斗角，遍地是血。然而，那些不成才的野心家，只看到荣华富贵，却看不到血；只
看到自己前程如锦，却看不到人民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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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柏杨，人文大师，自称是“野生动物”。被两岸三地的人熟知，著名作家。他的言论和书籍在社会各
界产生了广泛争议。 代表作《中国人史纲》。 柏杨主要写小说、杂文，后者成就更高，曾被列为台
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他的杂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梦闲话》（10集）、《西窗随笔》（10集
）、《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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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们看到，英雄后代竟全是脓包角色，除了声色犬马,兄弟杀戮.其它什么都不会了.衰微灭亡之快.
令人叹息。
2、想起了茶太的《梦笑颜》，本来就是写给吴国的曲子。在日本人眼里，三国中曹操是信长般不择
手段且壮志未酬的英雄，刘备则是立志建立让百姓安康的理想国的仁主。至于孙权，是见证了大半个
三国年代最终孤独的老人，父亲、兄长、挚友、严师、儿子先后离自己而去，只剩下昏庸和暴虐的老
去的自己。
3、在贝壳那会儿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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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三国衰微》的笔记-第114页

        诸葛恪北上接受孙权托孤遗命时，吕岱劝诫他：“世上的事，步步艰难，你每做一事，希望十思
。”诸葛恪回答：“从前，季孙行父三思而后行，孔丘说：‘再思就够了。’先生教我十思，明明说
我愚劣！”吕岱无言。当时之人皆以为吕岱失言。
孔子曰：“君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世人只道诸葛恪回答机智风趣，却不知他刚愎自用，志大才
疏。

2、《三国衰微》的笔记-第138页

        诸葛恪的兴起和败亡，是一篇寓言性的“聪明人的故事”。没有一个聪明人不学问渊博，言辞锋
利，反应迅速，有强硬果断处理事务的能力。然而，一个可怕的缺点，使上述种种优点，全化成陷阱
。这个缺点就是，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傻瓜。有此一念，使他不能提升到智慧的领域，世界在他聪明
的眼睛下呈现出来的，完全走了样。为了维护他聪明的形象，对不符合他愿望的事实，往往怒不可遏
。
⋯⋯诸葛恪倾全国兵力，大举出击，竟没有精密的作战计划，走着走着，在半路上就转了弯，回头攻
击临时选择的目标；这简直不像是两国交兵，而像是一场儿戏。战败回来，不但死不认错，毫无歉意
，气焰反而更凶。诸葛恪希望的是，用满不在乎的态度，挽回人们对他们的敬畏。这一怪诞的逻辑，
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比起诸葛亮街亭之败后的自责，比起司马师东关之败后的自责，诸葛恪可是
别出心裁，以至到了最后，他还狞笑说：“那些娃儿能干出什么？”跟曹爽的“谁敢！”前后辉映，
天下颛顼之辈，都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产品。
孟轲说：“愚而好自用，灾难必降临到他身上！”天下没有愚人，只有把别人当成傻瓜的聪明人。

3、《三国衰微》的笔记-第157页

        司马昭主政之后，钟会对自己的智谋十分欣赏，脸上时常流露自负神色。傅嘏警告他说：“你的
志向太大，但心胸不够宽厚，人生在世，建立功勋事业，不像你想象中那么简单容易，怎么能不谨慎
？”

4、《三国衰微》的笔记-第143页

        李翼当兖州刺史，司马师派人逮捕。李翼妻子荀氏对李翼说：“老兄的事情爆发，你应该趁逮捕
令还没有下来，投奔东吴帝国逃命，为什么坐在这里等待死亡，左右亲信中，有谁可以跟你赴汤蹈火
？”李翼思索，还没有回答，荀氏说：“你主持一个大州，却没有交一个同生共死的朋友，即令逃亡
，也无法躲过灾难。”李翼说：“两个孩子年纪还小，我不逃走，不过我一人死，两个孩子还可以活
命。”遂坐等逮捕，被杀。

5、《三国衰微》的笔记-第144页

        “正始年代，夏侯玄、何晏、邓飏都有盛大的名望，打算结交尚书郎傅嘏，傅嘏不接受。傅嘏的
朋友荀粲感到奇怪。傅嘏说：‘夏侯玄志向太大而能力不足，缺少实质才干，唯一的本领是制造虚名
。何晏言谈清高，行为却十分伧俗，喜爱辩论，却没有主见，这正是‘利口覆邦国’的人。邓飏做事
，有始无终，既要名，又要利，没有原则，只喜爱意见跟他相同的人，不喜爱意见跟他相异的人。话
特别多，谁比他好，他就嫉妒谁。话太多一定惹事生非，妒心太重则没有真挚的友情。我观察这三位
先生，都会摧毁他们的家族，远离他们都来不及，怎么还能亲近？’傅嘏又跟李丰不能相容，对朋友
说：‘李丰对人，全是虚情假意，欣赏自己的小聪明，却沉醉于权力斗争，如果教他负责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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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有杀身之祸。’”
傅嘏识人至明，只是在当事人背后肆意评论，还流传下来，被人记入史书，也非高明之举。

6、《三国衰微》的笔记-第126页

        “司马师将两次战败的责任都揽到自己名下，可谓智慧。如果掩饰失败，推卸责任，总认为自己
领导英明，隐藏自己的缺点，结果一定是上下离心，愚劣的人环绕左右，贤能的人纷纷远离。当领袖
的人假使能理解这种道理，用之治理国家，纵使政治上有错误，但名声却传播天下。战场上失败，政
坛上胜利，就是失败百次也无碍，何况不过失败两次而已。”

7、《三国衰微》的笔记-第113页

        孙权中风之后，又想念故太子孙和，打算将他召回。若不是被亲近阻止，储君之争将再起。

8、《三国衰微》的笔记-第157页

        司马师在许昌逝世，曹髦主动下诏留司马昭留镇许昌，这是最厉害的一击。若非钟会献计，建议
司马昭强行回军，震慑洛阳，局面可能改变。司马昭可能变成一个只拥有有限兵力的地方大员而已。
那时，首都洛阳如果有野心家崛起，效法当年司马懿的行径，司马昭立陷危境。

9、《三国衰微》的笔记-第105页

        立嗣从来是皇家的一个大难题，跨过这一关，政权延续便大有希望。即便是让曹操赞叹“生子当
如孙仲谋”的孙权，对此也无能为力。同时废除夺嫡的孙和、孙霸，扶立孙亮，不失为一个超脱常规
的想法，可惜孙亮本不是君王的资质。

10、《三国衰微》的笔记-第107页

        王凌密谋拥立曹彪时，司马懿已是一个垂垂老者，平叛行动却如此迅捷，一如从前。王凌向他自
首时，他又绝不容情，诛杀到底，也一如从前。司马氏，果真志坚谋深，难怪三国最后归于司马家。

11、《三国衰微》的笔记-第90页

        天子在掌握，军队在左近，征调粮秣的大司农印信已从城中送到，桓范将情势分析得如此通透，
长考一夜之后，曹爽曹羲兄弟得出的结论竟然是“不当官没有关系，仍然可以当一个富家翁”！难怪
桓范大哭。

12、《三国衰微》的笔记-第125页

        对新降之人，毫无戒备，太过疏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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