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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

内容概要

《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
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
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
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
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
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
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
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
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
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
》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
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
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
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
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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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

作者简介

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史学家，顺阳（今河南淅川南）人。官至左卫将军，
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
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
。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
》中抽出来补进去的。其中《杨震暮夜却金》已编入小学教材，《强项令》选入中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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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

书籍目录

帝后记
卷一上 光武帝纪第一上
卷一下 光武帝纪第一下
卷二 明帝纪第二
卷三 章帝纪第三
卷四 和殇帝纪第四
卷五 安帝纪第五
卷六 顺冲质帝纪第六
卷七 桓帝纪第七
卷八 灵帝纪第八
卷九 献帝纪第九
卷十上 后纪第十上
光武郭皇后
光烈阴皇后
明德马皇后
章德窦皇后
和帝阴皇后
和熹邓皇后
卷十下 后纪第十下
安思阎皇后
顺烈梁皇后
孝崇匿皇后
桓帝懿献梁皇后
孝桓邓皇后
桓思窦皇后
孝仁董皇后
孝灵宋皇后
灵思何皇后
献帝伏皇后
献穆曹皇后
志
卷十一 志第一 律历上
律准候气
卷十二志第二律历中
贾逵论历永元论历延光论历汉安论历熹平论历论月食
卷十三志第三律历下
历法
卷十四志第四礼仪上
合朔立春五供上陵冠夕牲耕
高禖养老先蚕祓禊
卷十五志第五礼仪中
立夏请雨拜皇太子拜王公桃印黄郊立秋躯刘案户祠星
立冬冬至腊大傩土牛遣卫士朝会
卷十六志第六礼仪下
大丧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
卷十七志第七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郊封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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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八志第八祭祀中
北郊明堂辟雍灵台迎气增祀六宗老子
卷十九志第九祭祀下
宗庙社稷灵星先农迎春
卷二十志第十天文上
王莽三光武十二
卷二十一志第十一天文中
明十二章五和三十三殇一安四十六顺二十三质三
卷二十二志第十二天文下
桓三十八灵二十献九陨石
卷二十三志第十三五行一
貌不恭淫雨服妖鸡祸青眚屋自坏讹言旱谣狼食人
卷二十四志第十四五行二
灾火草妖羽虫孽羊祸
卷二十五志第十五五行三
大水水变色大寒雹冬雷山鸣鱼孽蝗
卷二十六志第十六五行四
地震山崩地陷大风拔树螟牛疫
卷二十七志第十七五行五
射妖龙蛇孽马祸人病人化死复生疫投景蜕
卷二十八志第十八五行六
日蚀日抱日赤无光日黄珥日中黑虹贯日月蚀非其月
卷二十九志第十九郡国一
司隶：河南河内河东弘农京兆冯翊扶风
卷三十志第二十郡国二
豫州：颍川汝南梁国沛国陈国鲁国
冀州：魏郡巨鹿常山
中山安平河间清河赵国勃海
卷三十一志第二十一郡国三
兖州：陈留东郡东平任城泰山济北山阳济阴
徐州：东海
琅邪彭城广陵下邳
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二郡国四
青州：济南平原乐安北海东莱齐国 荆州：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
扬州：九江丹阳庐江会稽吴郡豫章
卷三十三志第二十三郡国五
卷三十四志第二十四百官一
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将军
卷三十五志第二十五百官二
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
卷三十六志第二十六百官三
宗正大司农少府
卷三十七志第二十七百官四
执金吾太子太傅大长秋太子少傅将作大匠城门校尉
北军中候司隶校尉
卷三十八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州郡县乡亭里匈奴中郎将鸟桓校尉护羌校尉王国宋卫国
列侯关内侯四夷国百官奉
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九舆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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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辂乘舆金根安车立车耕车戎车猎车耕车青盖车
绿车皂盖车夫人安车大驾法驾小驾轻车大使车小使车
载车导从车车马饰
卷四十志第三十舆服下
冕冠长冠委貌冠皮弁冠爵弁冠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冠法冠武冠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却非冠却敢冠
樊哙冠术氏冠鹞冠帻佩刀印黄赤绶赤绶绿绶紫绶青绶黑绶黄绶青绀
纶后夫人服
列 传
卷四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第一
刘玄
刘盆子
卷四十二王刘张李彭卢列传第二
王昌
刘永
庞萌
张步
李宪
彭宠
卢芳
卷四十三隗嚣公孙述列传第三
隗嚣
公孙述
卷四十四宗室四王三候列传第四
齐武王缜
子北海靖王兴
赵孝王良
城阳恭王祉
泗水王歙
安成孝侯赐
成武孝侯顺
顺阳怀侯嘉
卷四十五李王邓来列传第五
李通
王常
邓晨
来歙
卷四十六邓寇列传第六
邓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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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顺烈梁皇后讳妠，大将军商之女，恭怀皇后弟之孙也。后生，有光景之祥。少善女工，好《史书》，
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大义略举。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父商深异之，窃谓
诸弟日：“我先人全济河西，所活者不可胜数。虽大位不究，而积德必报。若庆流子孙者，傥兴此女
乎?”    永建三年，与姑俱选入掖庭，时年十三。相工茅通见后，惊，再拜贺日：“此所谓日角偃月，
相之极贵。臣所未尝见也。”太史卜兆得寿房，又筮得《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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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恩恩，说得极有道理，那您觉得此书如何呢？
2、　　　　范晔失意之际，删众家后汉书，乃成一家之言。其母如厕产之，头触砖而伤，故小名曰
砖，笑死了。可惜阴谋谋反被诛，书中缺志，后用司马彪的志补上，结果天文礼仪五行舆服等讲得很
详细，而无食货等志。
　　
　　　　帝系，从公元25年光武中兴到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于曹丕，后汉历十二帝，共195年。
　　
　　　庙号　谥号　在位时间　年号　　
　　　世祖　光武　33       建武31中元2
　　　显宗　明　　17       永平17　
　　　肃宗　章　　13       建初8元和3章和2
　　　穆宗　和    17       永元16元兴1
　　　　无　殇    1        延平1
　　　恭宗　安    19       永初7元初6永宁1建光1延光4
　　　敬宗  顺    18       永建5阳嘉4永和6汉安2建康1
　　　　无  冲    1        永嘉1
　　　　无  质    1        本初1
　　  威宗  桓    21       建和3和平1元嘉2永兴2永寿3延熹9永康1
　　　　无　灵    22       建宁4熹平6光和6中平6
　　　　无　少　　1　　　　 昭宁1
　　　　无　献    31       初平4兴平2建安25
　　
　　　　帝王。光武“遇小敌怯，遇大敌勇”。本读书人出身，重视教化。为政对百姓宽对官属严，
数见三公被戮。在位三十三年。明章时如前汉文景，明朝仁宣之治。在国家急需恢复之时，皇帝总沿
袭开国明主之制度，与民休息。明章之后皇帝多年幼，听政于后党宦官，政治走向下坡路。殇帝短命
，两岁而亡。顺帝时疆域最大。冲帝三岁亡。质帝八岁登基在位一年被梁翼所弑。灵帝“河内人妇食
夫，河南人夫食妇”，天下已大乱，黄巾起，地方割据。少帝在位一年为董卓所废。献帝实为傀儡，
先后被劫于董卓、群小、曹操，最后演出一幅禅让戏剧。
　　
　　　　后戚宦官。后汉后党宦官兴盛，或相斗或相勾结，更谋废立之事，皆败坏政治，终激起天下
之变。后党皆以母家为贵，多至大将军等职。阴氏。窦氏。光武帝窦融；明帝窦固窦宪，颇有军功；
桓灵窦武，与太傅陈蕃谋中常侍曹节、王甫等，被诛。邓氏。邓骘。梁氏。梁翼弑帝。何氏。何进，
欲诛宦官而举棋不定，反被对方抢先，引狼入室招董卓，遂亡汉室四百年基业；宦官。中兴之后，中
常侍皆用阉人，明帝以后逐渐坐大。和帝时郑觽等除窦宪，中官始盛。蔡伦造纸，受窦太后命谋安帝
祖母宋贵人，后太后崩，安帝亲政，下狱饮药自杀。孙程立顺帝，曹腾参立桓帝，诛梁翼，从此宦官
秉权。灵帝时有张让、赵忠等十二中常侍，诱杀何进，被袁绍王允等诛略殆尽。
　　
　　　　割据军阀。更始帝刘玄，赤眉刘盆子，皆是草莽，不成大气。更始既得洛阳，疏于朝政，又
无贤后，其败也速。刘盆子抽签为帝，本是傀儡，虽曲意向善，然不能约束各部，终败于光武，幸得
善终。公孙述隗嚣窦融各有所长，故能拖延一时。公孙述如刘备，守一隅之蜀，早称帝，疏进取，终
败亡。隗嚣，势小夹两强之间，虽败，勇也，且败绩而部下不离，善收人心也。窦融，天下三分，审
时度势，投靠光武，身居高位而善为人臣，终得善终，荫及子孙，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
石。后代守业不谨。其他如卢芳张步等小势力若干。
　　
　　　　文臣武将。汉初多名臣名将，有云台二十八将。“强项令”董宣，为京兆尹执法杀湖阳公主
仆，光武有心饶他，叫他赔罪，不肯，令武士强之，终不低头，故得此号，京中权贵为之侧目；“贫
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之君子宋弘，荐责桓谭。班固做《汉书》。张衡造地动仪，好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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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善音，有“焦尾琴”传世。马融，为世通儒，卢植郑玄等，皆其徒也。后汉对外征伐颇有武
功，且以夷制夷，所费不多。吴汉，开国大将军。“马革裹尸”马援，平定边地。班超，率区区三十
余人开拓西域三十一年，降鄯善（即楼兰）、于窴、疏勒、车莎等五十余国，为不世之功。子班勇更
攻匈奴，自此汉威远布。虞诩用兵深得孙子之法。出为朝歌长，卧底平贼；伐羌，增灶急行以奇袭，
发小弩诱敌，近乃用强弩急射；使兵东门出西门进以惑敌；伏敌归路以掩。皇甫嵩，平定黄巾甚有力
。
　　
　　　　汉末献帝已是名存实亡，“帝乃总己，百官备员而已”，卢植袁绍刘表董卓曹操公孙瓒刘焉
孙坚等，当属三国，大家已熟识，就不多言了。
　　
　　　　百官，与前汉大体相同，名称职位稍异。
　　
　　　　太傅，皇帝老师，掌导善，位在三公之上。常录尚书事，薨辄省。三公。太尉，掌兵事。司
徒，掌民事。司空，掌建设土木。三公都有官署，长史一人，掾属若干，令史及御属若干。
　　
　　　　将军，掌征伐。地位可与三公相比的有大将军（吴汉、窦宪、邓骘、耿宝、梁冀）、骠骑将
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将军亦有官署。长史、司马皆一人，从事中郎二人，掾属若干，令史及御属
若干。军队建制为部曲。大将军营五部，每部校尉军司马各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候。曲下有屯，
屯有屯长。另外有军假司马、假候，乃副职，另有别部司马，领独立支队之意。
　　
　　　　公以下有九卿，其初不过皇帝私家官，后渐演化为国家机构。太常，掌礼仪祭祀。光禄勋，
掌宫卫。属下有一堆文武官员，武官有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
、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骑都尉。文官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议郎、谒者仆
射。卫尉，掌宫门卫士和传令。太仆，掌车马。廷尉，掌刑狱。大鸿胪，掌外交，怀徕诸侯及内附蛮
夷。
　　
　　　　公卿以下京官有执金吾、太子太傅、大长秋、太子少傅、将作大匠、城门校尉、北军中候、
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司隶校尉等。执金吾，守卫宫外。太子太傅
太子少傅都是辅佐太子的官。将作大匠，掌修建皇家建筑。大长秋，职掌奉宣中宫皇后命令，下属中
宫宦者。城门校尉，顾名思义是守京城洛阳十二座城门的。北军中候，监察五校兵。五校是京城卫戍
部队，每校七百人，分别为：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其中长水校尉掌管乌桓骑兵，长水为驻地名，
射声校尉掌管弓兵。司隶校尉监察京师和近畿百官，相当于各州刺史。
　　
　　　　地方官按大小内外各有差。分天下为十二州，州有刺史，东汉末年刺史逐渐成为凌驾于州郡
之上的官员，或称州牧。州下有郡，郡有太守，因其俸禄，又常称两千石。郡下有县，大县有县令，
中小县有县长。县主蛮夷为道，大概相当于今日之自治县。县下有乡亭里，乡置有秩、三老、游徼，
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有秩为正官，三老掌教化，游徼管盗贼，又有乡佐，属乡管收税。亭有亭长
，以禁盗贼。十里为乡、亭，盖乡为民聚居之地，亭为道路郊野之地。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
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盖连坐之意。边区有匈奴中郎将、乌桓校尉
、护羌校尉等驻守以防蛮夷。
　　
　　    封建已徒有其名。皇子封王，其郡为国。为置傅一人，相一人。傅为辅佐，实监视之意。王不
治民，但食赋而已，相治民，相当于郡太守。公主封地曰邑。臣有功者封爵，最高爵者为侯，在京为
关内侯，就国为列侯。
3、无须泛泛而谈，好不好看是自己的感觉，不是别人的评价！
4、　　作为“前四史”之一它的历史价值自然是毋庸质疑的，主要记载了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写了东汉光武帝到汉献帝共196年的史事，叙
述的比较详细，非常生动，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作者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的史
学家，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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