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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三国演义没读完，所以对三国这段历史只懂个大概，所以这本书前面背景类的看的津津有味，真
正讲三国史反而看的很吃力，能力有限。
2、见解独到，不独三国演义不可信，三国志亦不可全信。可能是讲稿，文字非常活泼酣畅。
3、在亚马逊的时候凑了个包邮，不过感觉好值！当时被安利喜欢上曹丕后就打算好好读三国来着（
四大名著一本都没看完的我，抽），但是并不喜欢蜀⋯⋯就这么放着了，而且你说曹丕在三国里戏份
也不多是吧，而且想来也不会是个正面形象。于是就变成了走历史路线，曹魏才是正统（笑）看这本
书感觉甚是亲切，心情大好，以后要是入了三公主四公主玩三国无双，无双大蛇我也会友好对待魏国
的。（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对于历史问题咱们都想着这句话，然后挑喜欢的人好的部分在心里多想想
也别和人争问题就解决了，人嘛哪有不偏心的）
4、开卷有益的小册了，虽然有具体的史实末必描述准确，但瑕不掩愈
5、由三国题材转变了成了政治角度去分析，门阀制度就是又三国形成并开始的。
6、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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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笔记见http://www.jianshu.com/p/4f9efb0c7102。
7、吕思勉的《三国史话》很有意思，不如其他史书枯燥乏味，值得读第二遍。《三国演义》不可信
，《三国志》亦不可全信，起其多附会之词。听先生一席话，方觉刘备也非善类，倒是曹孟德倒是性
情真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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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三国史话》的笔记-第75页

        诸葛亮隆中之对，有一句话说：“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这句话，是人人知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家都以为是曹操胜利的一个条件了。其实亦不尽然。

中国从前的皇帝，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号召力。除掉异族入侵时，大家把他看做民族国家的象征之外（
明朝的皇帝昏庸暴虐的很多，清朝时候，秘密社会里，却持反清复明的宗旨很久，就是为此），这一
座宝位不论谁坐都好。自食其力的百姓，何苦要帮这一个、打那一个呢？

⋯⋯

然则把王莽说得如何坏，又说当时海内的人心如何思汉，怕只因写《汉书》的班固本是汉朝的亲戚；
他又是一个无识见的人，根本不懂得历史是国民的公物，而只把他看成一家的私物罢？（《汉书》也
是一部大家崇奉的名著。其实班固这个人是无甚识见的，根本不配写历史。只要看《汉书》的末了一
篇《叙传》，就可以知道。《汉书》的所以被人崇奉：（一）由中国人崇古的观念太深。（二）由古
书传世的少了，没有别的书同他校勘，其弱点不易发见。这是一切古书都是这样的，不独《汉书》。
《汉书》中自然也有一部分好东西，这是由于作史的总是把许多现成材料编辑而成，并非一个人所作
，根本不是班固一人的功劳。）

2、《三国史话》的笔记-第101页

        论起孙权的资格和他对曹操的关系来，都和刘备大不相同。

刘备虽然屡战屡败，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地盘，这只是时运不济；他从灵帝末年起兵，在北方转战十余
年，和曹操、二袁、吕布等都是一样的资格；而且素有英雄之名；当时确亦有一部分人归向他；所以
曹操见了他，确亦有几分畏惧。

至于孙氏弟兄，虽在江东手创基业，然而当时江东之地，比较上还是无关大局的。所以大家心目中还
不甚觉得有这么两个人。 ⋯⋯ 曹操破了荆州，就想顺流东下，本来犯兵家之忌，贾诩曾经劝止他，
而他不听，大概对于孙权，不免低估了些罢？然其所以低估之故，也是所谓资格限人，是极容易犯的
错误，怪不得曹操了。

3、《三国史话》的笔记-第118页

        关羽的败，是刘备方面的一个致命伤。 ⋯⋯ 这件事情，如其就事论事，关羽的刚愎而贪功，似应
负其全责。如其通观前后，则刘备的急于吞并刘璋，实在是失败的远因。

4、《三国史话》的笔记-第129页

        篡汉本来算不得什么罪名，前文业经说过了。然而始终执守臣节，不肯篡汉，却不能不说是一种
道德。

⋯⋯

封建时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体国的文臣，舍生忘死的武士，
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他们都是文武全才。两汉之世，正是
封建主义的尾声，得这两位大人物以结束封建时代，真是封建时代的光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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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国史话》的笔记-第91页

        曹操的攻淳于琼，固然有胆气，也只是孤注一掷之举，其能耐，倒还是在历久坚守、能挫袁军的
锐气上见得。军事的胜败，固然决于最后五分钟，也要能够支持到最后五分钟，才有决胜的资格哩。

6、《三国史话》的笔记-第63页

        当群雄初起之时，各人都怕兵力不够，总想多拉帮手。不是利害真相冲突之时，总要戴着假面具
，互相利用。这是当时曹操、刘备、吕布等所以内虽不和而当人家穷困来投奔时，总要假意敷衍，不
肯遽行决裂的原因。袁、曹初时的互相提携，理由亦不外此。

7、《三国史话》的笔记-第151页

        魏武帝亡殁了，继之而得志的，却是司马氏父子。忠君爱民的心地，光明磊落的行为，全都看不
见了，所剩下的，只是些自私自利的心地，狡诈刻毒的行为，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道德，真个就此
完了么？不，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没有突然而兴，也没有突然而绝的。虽然在其衰败垂绝之时，也
总还有一两个人，出而为神龙掉尾的奋斗。这正和落日的余晖一般，流连光景的人，更觉得其可爱了
。

8、《三国史话》的笔记-第21页

        古人对于血统有关系的人，亲情特别厚，后世的人却淡薄了。世人都说：这是古代的人情厚，后
世的人情薄。其实不然。亲密的感情，是从共同生活而来的。所谓生活的共同，并不限于财产相共。
凡一切事实上的关系都是。如几个人共同经营一件事业，共同研究一种学问，都是生活有关系。所以
现在同事或同学之间，感情会特别亲厚。人类的团体，其范围是愈扩愈大的。所以愈扩愈大，则其根
源是经济上的分工合作。 ⋯⋯ 古人则不然。其时交通不便，这一个部族和那一个部族，往往不相往
来。事实上有关系和互相接触的，都限于部族以内。亲厚的感情，自然也限于部族以内了。

9、《三国史话》的笔记-第49页

        三国的纷争，起于汉献帝初平元年东方州郡的起兵讨伐董卓。其时为公元一百九十年。直到晋武
帝太康元年，把东吴灭掉，天下才算统一。其时为公元二百八十年。分裂扰乱的局面，共历九十一年
。政治上最怕的是纲纪废坠。纲纪一废坠，那就中央政府的命令不能行于地方，野心家纷纷乘机割据
，天下就非大乱不可了。

专制时代的君主，虽然实际也无甚能力。然而天下太平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大家都听中央政府的
命令惯了，没有机会可乘，决没人敢无端发难。 ⋯⋯ 何进的死，虽然京城里经过一番扰乱，恰好把
积年盘踞的宦官除掉了，倒像患外症的施行了手术一般。所以经过这一番扰乱以后，倒是一个图治的
好机会。而惜乎给董卓走进去，把中央的局面弄糟了，正给有野心想要割据的人一个好机会。自此以
后，中央政府就命令不行，政治上的纲纪全然失去了。所以论起汉末的分裂来，董卓确是一个罪魁祸
首。

10、《三国史话》的笔记-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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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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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

11、《三国史话》的笔记-第81页

        这一次的事情，得董昭的力量实在不小。董昭并不是曹操的谋臣策士，而如此尽力帮他，那是由
于扰乱之际，顾全大局的人总要想大局安定。而要想大局安定，总要就有实力的人中拣其成气候的而
帮他的忙。这是从来的英雄所以能得人扶助的原因。明朝的王阳明先生说：“莫要看轻了豪杰。能做
一番大事业的人，总有一段真挚的精神在内。”可见天下事一切都是真的，断不是像平话家所说，用
些小手段可以骗人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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