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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舜臣十八史略：兴亡无常》

内容概要

《十八史略》为宋末元初曾先之所撰，采撷正史、《资治通鉴》等史书，是简明地叙述中国历史的初
学者启蒙书。至明代大为畅行，更东传日本，并且在日本产生了长久的、特殊的影响。
陈舜臣所著的《小说十八史略》，将从上古到宋灭亡之间的历史小说化。尽管与曾先之的著作无直接
关联，但是在将历史用简明通俗的方式介绍给大众读者这点上，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部作品首先在周刊连载，1977年出书，全六卷的销售量，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超出一百万册。之后，
又改版为十二卷，也一再再版，直到2006年还有新的版本出版，成为在日本长销不衰的中国历史作品
。
《陈舜臣十八史略：兴亡无常》为《陈舜臣十八史略》系列的第三本， 讲述魏晋南北朝这段时期重要
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贯穿本书的主题是漫长乱世的兴亡无常。承接上一本情节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开
始，魏晋南北朝的乱世就此展开。作者笔下的人物，有与传统形象不同之的精彩之处。董卓除了残暴
之外，也有幻术增兵的智谋和另立献帝的政治直觉；孔明政治才能高超，但是在蜀国国力疲弱的情形
下，也只能用将自己神化的方式来凝聚蜀国的人心和战力；司马懿与孔明确实棋逢对手，但是其后期
的示弱与谨慎是为了更好的隐藏和保全自己的野心；有着“统一天下以安万民”的理想和民族宽容心
的苻坚却在淝水不可思议地溃败；对北魏的汉化倾尽全力的崔浩，可谓死于自己推行成功的汉化之下
⋯⋯乱世的人性、欲望、血腥、权谋，尽在本书兴亡无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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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舜臣，1924年生于日本神户，祖籍中国台湾，大阪外国语学校印度语学科毕业。1961年以小说《枯
草之根》荣获日本第七届江户川乱步奖一举成名。1968年以《青玉狮子香炉》获得代表日本大众文学
最高荣誉的直木奖。此后开始转向历史小说和随笔创作，先后出版了《小说十八史略》、《甲午战争
》、《太平天国》、《秦始皇》、《成吉思汗一族》、《鸦片战争》、《诸葛孔明》、《中国历史风
云录》、《茶事遍路》、《西域余闻》、《日本人与中国人》等，以其博学多识和丰富的想象，赢得
广泛赞誉，收获众多奖项，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历史小说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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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个小鬼硬是要得！”董卓立刻有了这个想法。被人畏如猛兽的董卓，有一种野兽般的敏锐直觉。
这个直觉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他认为“硬是要得”，不是纯粹因为皇弟聪明而内心佩服，而是
认为这个人可以大加利用。陈留王刘协一点也不像一个小孩，把这次在宫中发生的事件说得有条不紊
。感佩的不只是董卓，连群臣也由衷地露出佩服的表情。不似宦官或宫女，廷臣过去绝少有机会和陈
留王接触。“听说陈留王很聪明，却没想到聪明到这个程度⋯⋯”群臣都如此想。日益中落的汉王朝
，能否由这名少年挽回颓势，重建往日雄风？——这好像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国家连连发生乱事，而
万人之上的皇帝虽年已十四，遇到事情时只会哭泣，根本欠缺作为统帅者的资格。正因为皇帝是个颟
顸无能的少年，所以，陈留王的才华更加显得耀眼。由于厄运连连，陈留王的辩才无疑更引发人们对
他的信赖感，甚至视他如救主一般。董卓立即做了有利于自己的打算。废掉庸愚皇帝，让这位聪明伶
俐的皇弟就帝位吧！废立皇帝当然不是一件小事，自然会引起极大非议。——暴逆董卓！因此声讨董
卓的人，一定遍地皆是。他们团结起来进行讨伐是意料之中的事。但，这个团结会真正稳固吗？为何
反董卓团体不会稳固？原因不外乎是，连最反对董卓的人内心也赞成他所做的废立皇帝之举。——陈
留王才值得信赖！——今皇未免太窝囊！目睹刚才情形的群臣，全都有了这样的强烈印象。要是办得
到，他们自己也想废今皇而新立陈留王为帝。表面上否定心中肯定的事情——这样的人绝不可能产生
极大的力量。董卓正有意进入洛阳，执牛耳于天下。他当然能预期自己将会面对无数反对者。 董卓此
时致力的方向，在于击溃反对者的结盟力量。为此，他使出的手段是——把被反对的事情换成不会引
起反对者由衷愤慨的事情。这是一种幻术。董卓以他的野性嗅觉选择了自己该走的路。2孔明知道自
己病重已是众所周知之事。因此，“孔明死矣”这个消息，将不致使人怀疑，魏军一定认为这正是粉
碎蜀军的绝佳机会，此刻自己周遭的幕僚群情哗然就是最好的印证——孔明当然会预测到这一点。认
为良机莫失的魏军，一定会一反过去不受挑衅的姿态，对蜀军猛然发动全面性攻击——越是这样的时
候，越可能中人圈套。何况这是孔明最爱用的策略。“说不定这是陷阱⋯⋯”仲达道。听到这句话时
，幕僚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有谋略之神称谓的诸葛孔明，既然要死，绝不可能平白死去。他会利用最
后一次机会，大大发挥自己的谋略，这是十分有可能的事情。听到主帅司马仲达说了这些话时，魏军
幕僚开始有了“陷阱”意识。“蜀军确实可能设下陷阱，那现在我们该如何是好呢？”一名幕僚问道
。“    我们最好随机应变，看看情形再说，多注意蜀军动向。”仲达道。蜀军这边，由于失去孔明这
一精神上的支柱，全军正在一片哀叹声中。在这个状态下，要打仗是不可能的事情。虽然孔明是否为
真正的军事天才，这一点还有不少疑问，但他的确已将自己的超人能力发挥到最上限了。——作战之
神。孔明自知配不上这个称谓，却也不反对被人如此称呼。为人谦虚的他，事关自己不拿手的战争问
题，也就不否定渲染性的传说。——我们蜀国有智谋如神的大军师诸葛孔明。孔明下意识地在蜀军内
部培植了这样的信仰。蜀军由于有了这样的信仰，才得以发挥实力以上的战力。反过来说，一旦失去
孔明，战力将245 244 会降到实力以下甚至有战意丧失殆尽的可能。3司马仲达白白地让蜀国大军逃逸
而去。五丈原的人们称此为：——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若有人再说无礼的话，让我听到，就把人抓
起来。”秦朗如此报告时，仲达只说一句：“让他们去说吧！”死诸葛吓走生仲达——实际上，使住
民传诵这句话的正是逃走的司马仲达本人。    被死人吓走——这样的事情传扬出去，颜面上非常不好
看。就算真有过这样的事情，当事人也一定会设法掩饰才对，而司马仲达偏偏刻意使这句话流传出去
。结果，“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这句幽默之语一直被人们传诵着。由骠骑将军晋升为大将军已四年的
司马仲达，现在已是魏王朝坐第一把交椅的人。由于多年征战，他对军队影响力之大，已到无人能望
其项背的程度。这样的人物对朝廷而言，是必须警戒提防的。篡夺前汉的王莽曾是大将军，取代后汉
的曹氏一族也是以武力背景起家的。两年前去世的曹植（曹操三子），之所以在成年后仍处不遇的状
态，便是由于他除了是一流诗人之外，在各方面的才华也都非常卓越。廷臣绝不可受到警戒。引起朝
廷疑心的人，迟早会被铲除——这是明摆着的历史教训。《史记》和《汉书》是当时士大夫必读之书
，而这两本书中详细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如何逐步肃清建国功臣的经过。因此，成为“被死诸葛吓走”
的揶揄对象，就明哲保身而言，是很好的。仲达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法使这句话广为流传。汉功
臣被杀是建国大业完成后的事情。这时天下已经统一，再也不需要有才能的将军。——狡兔死，走狗
烹。这句谚语在《史记》中也有记载。狡兔——即强敌——全被清除时，将军本身会变得岌岌可危。
留着强敌，朝廷就不敢不尊重对军队有极大影响力的将军。孔明殁后，要大破正在南归途中的蜀军，
并不是至难之事。但就大将军司马仲达的立场而言，与吴一样，蜀这个敌对势力，有必要在不甚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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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之下使其残存。使敌人存在的同时，必须也使自己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地位快要升到极点的仲
达，内心苦笑道：越来越难做人了⋯⋯4    宽容确实是理想形态。然而民族间有偏见或差别观念存在则
是现实问题，担任政事的人应该明白现实问题，在作为上有所斟酌。无视于现实问题的结果，也是免
不了要走上灭亡之途的。前秦苻坚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氐族首领苻洪，原本在后赵石虎麾下，其子
苻健却趁后赵灭亡时据长安自立，是为“前秦”；也就是说，中国北部至此分为东方鲜卑族慕容部的
“前燕”及西方氐族的“前秦”两大势力。苻健死后，其子苻生成为天王，但由于这个人是无法无天
的暴君，因而其堂弟苻坚便将他推翻，自己成为天王。这是公元357年发生的事。正当此时，东晋桓温
企图兴军北伐，攻打前燕。前燕慕容暐（儁之子）于是向前秦苻坚央求救援。前燕内部纷乱，欠缺人
和。国中声望最高的是国家柱石的皇族慕容垂，然而慕容评等人却因心生嫉妒，企图谋杀他，慕容垂
迫不得已，亡命至前秦苻坚处。其后，虽然击退桓温的北伐军，慕容垂去国后的前燕却已势力大衰，
最后，在前秦的铁蹄践踏下很快就灭亡，幼主慕容暐也成为俘虏。前秦苻坚对亡命之徒或归降之人一
概来者不拒。攻城时碰到善战的敌将，都能饶他一命，并且使之投入自己的阵营。前秦遂统一大部分
的中国北部。这个政权其实是在汉族宰相王猛的政治及军事手腕下，迅速发展的。虽然是氐族政权，
但他们甚为厚待其下的鲜卑、匈奴、羌以及汉族。“统一天下，以安万民”这是苻坚的理想。他的理
想主义毋宁说较领土野心为强。为一统天下，南征攻灭东晋是必然的事。南征时，苻坚准备使用最为
善战的氐族军队，因此，他将氐族壮丁军团移驻到东方。结果，国都长安因氐族军团的移出，驻扎的
尽是如鲜卑慕容部等异族军团。这是个反常现象，家臣为此进谏时，苻坚笑着回答：“我有志向和理
想。我对待大家一视同仁，这样，什么人会背叛我呢？”他是何等自信。汉人宰相王猛临终遗言道：
“请千万不要攻打东晋。对鲜卑慕容部和羌族要特别注意。”虽然苻坚为王猛之死涕泣，却未能遵守
他的遗言。这是因为若不打倒东晋，则不能实现他统一天下的理想。王猛为何留下不可与东晋交战的
遗言呢？虽然由各民族联合而成，前秦军队的骨干毕竟还是汉族。对汉族而言，东晋是自己的老东家
，这个意识依旧存在于他们的心底。因此，一旦与东晋交战，他们的士气不可能高昂。然而前秦天王
苻坚却不如此认为。他对自己的“宽大”评价过高了。5由于崔浩的孜孜努力，太武帝是确确实实地
汉化和文明化了；这也意味着，他的意识形态已经起了质变。连崔浩都始料未及的想法，也在太武帝
的心中萌芽了——“民族自尊心”，作为鲜卑拓跋部的民族自尊心。“着手编纂国纪。”太武帝对崔
浩下了这个命令。太武帝想到要编纂北魏历史，大概也是民族魂在他的心里燃烧起来的缘故吧？点燃
这把火的，当然是崔浩的汉化教育。“编纂时必须以忠于史实为原则。”太武帝对负责编纂的崔浩道
。崔浩身边有许多奴颜婢膝、处处以说奉承话为能事的人，其中的一个——著作令史闵湛——进言道
：“编纂国纪乃未曾有之盛事，必须让它能留传到万世之后。因此，我们最好把它刻在石头上。”“
或许这样比较好。”崔浩表示赞成。蔡伦发明纸张距当时已三百五十年。虽然纸张非常便利，但比起
木简或竹简却脆弱许多，这样的东西是否能留存后世，委实值得怀疑。为了留传后世，最好的方法是
将纪文刻在石头上，后世人需要时，可以随时利用这些石头拓写。崔浩于是在平城西郊天坛东侧竖立
起无数石碑，将“国纪”刻于其上。竖立的石碑有“方百步”，也就是每边为一百五十米的正方形。
由于这些石碑矗在路边，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站在前面阅读。结果是，读了纪文的鲜卑拓跋部族，无不
勃然大怒。因为上面详细记载着未进入中原前的鲜卑拓跋部的未开化状态。“这些纪文把我们写得无
异于禽兽！”“对！这是在侮辱我们！”“把我们说成只知利而不知义，岂有此理！”拓跋部人倘若
未汉化，理应不会阅读石碑上的汉字，而会读汉字，倘若未经精神上的汉化，也应不会因读了“国纪
”而怒不可遏了。说他们在塞外专事掠夺，实际上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若不掠夺他人，自己就
会遭人掠夺。弱肉强食有何不可？如果不成为强者，只有死路一条啊！父亲死后，将自己生母以外的
父亲妻妾纳为自己的女人，又有何不可？若非如此，这些女人要由谁来保护呢！上面写的这些是极其
自然的事情，所以，即使读了纪文也不应发怒。拓跋部人读后勃然大怒，是不再视此为当然之事的缘
故，也就是说，他们已在精神上汉化了。他们把这件事情向太武帝诉说。太武帝听后暴跳如雷，在拓
跋部中，他是汉化最深的人。崔浩遭逮捕后被处死刑。除此以外，他的族人、姻戚，包括宗钦在内的
执事部属，甚至府邸佣仆，五族全都被杀。用囚车被拖往城南的刑场时，数十名卫士轮流爬到囚车上
，向崔浩撒尿。对北魏的汉化倾尽全力的崔浩，可谓死于自己推行成功的汉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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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作家史杰鹏、姜鹏、梅毅、蒙曼、袁腾飞联袂推荐！陈舜臣为日本历史小说一代大师，在历史写
作上卓有成就。国内知名历史作家史杰鹏、姜鹏、梅毅、蒙曼、袁腾飞读后都觉得其作品堪称经典，
值得一读再读，因而隆重地推荐给国内读者。日本人最爱看的中国历史读本。陈舜臣以推理小说成名
，转向历史小说写作后更成就其畅销神话。《小说十八史略》首先在周刊连载，1977年推出全六卷，
短时间内销量便超出一百万册。之后，又改版为十二卷，一再再版，直到2006年还有新版本出版，成
为在日本长销不衰的中国历史作品。“历史+推理”成就日本历史小说大师陈舜臣代表作品陈舜臣认
为历史小说多半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的推理和虚构的混血儿，历史时代要靠资料及其他来把握，而把握
的方法终归不外乎推理。严谨的历史观，让内容扎实可信。推理写作的功底，则让细节丰满可观。“
历史+推理”正是《陈舜臣十八史略》的独特魅力所在。旅日学者李长声评价陈舜臣的历史小说：有
意识地把历史题材与推理手法结合起来，既是历史小说，又是推理小说，具有两种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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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 焦点评价魏晋南北朝，也许是中国最动荡、最混乱甚至是最黑暗的时期，发生了许多沧桑分合的巨
大历史变迁，留下了无数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同时，它又是历史上一个最解放、个性最张扬的时代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鲜卑子，汉家儿，羌中杰，氐族雄，羯族豪，匈奴英，弯弓走马，飒爽俊
逸，玄言味永，飞鸿荡天，真个是精彩绝伦。历史大家陈舜臣在历史的细节和人性的解读上，最见功
力，读之常令人拍案叫绝。——历史作家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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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系列第三本，中国史到了这段时间实在是乱，也感觉作者在努力理顺其中脉络，推敲个中因由，
想还一条清晰发展主线给读者。
2、三国魏晋南北朝。
3、魏晋时代真是乱呀，可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故事异彩纷呈。作者最好的地
方就是没有中国人的代入感，没有以刘备为正统，而是忠实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当然那个时代谁
有实力，也就是能在乱世中获得了人和物，谁就能笑到最后，中间的过客自己是悲惨的，给后世人只
是带来了谈资。至于南北朝不能仅仅用乱来形容了，对谁来说都是悲惨，王侯将相互相杀戮，粉墨登
场，不过在台上随时身首异处，普通老百姓只能是他们的工具，连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都难，活在那个
时代无疑是人间地狱，不过我也记不清转换如此频繁的王朝更迭。
4、書的內容跟流水帳似的，不知道是作者的功底太差還是翻譯的問題，看了三分之一就實在讓人看
不下去了，跟司馬遼太郎和山岡莊八的作品不是一個層次的，看著一點感覺都沒有。不過送貨蠻快的
，書的質量也還不錯，給三星吧。
5、中学历史不好真的不能怪我呀，这段历史太乱了
6、基本和三国演义电视剧没啥区别嘛
7、生动，趣味都没问题，貌似他把历代史传历代那些事几乎不加区别全当真的了。蔡东藩写历史演
义的路子。
8、这本写得没有汉唐两本好，或许是因为这段历史太过杂乱，不过起码也得把三国鼎立那段码得好
点啊！！！！
9、魏晋南北朝纷纷乱世三百年，却写得极为省略，所以只能作为大概了解。
10、魏晋南北朝真是乱，大体的印象是有了，可为什么导致这种局面呢？希望易中天的中华史到时能
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
11、嗯，读书读全套........这什么时候的毛病
12、跟我们常知的历史有点差异，三国演义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但历史并不演义啊，后面的历史
读着让人心寒
13、这段儿历史真乱⋯⋯
14、简明易懂，比敦煌那本好太多。
15、陈先生的十八史略都拜读了，在愉快的阅读中增长了历史知识。
16、陈舜臣的历史写的很生动，常有些人物的心理描述让人觉得”雷“，大概是日本语法翻译问题。
但很可爱，这样的历史书，读来有趣，人物和故事交代的非常清晰。但并不觉得深刻。
17、有一些关注点蛮独特的
18、受到自古以来的重三国的传统，导致全书头重脚轻。但是很多地方的讲述还是很确切的。可以当
做历史科普文来看。PS：南北朝的确太乱了。翻一页就是好几个皇帝。
19、1、“乱世”是英雄的天堂、常人的地狱，“治世”则正好相反；2、敌人的强大，成就了权臣们
的军功，然而光靠武力，岂能久持？唯有钢铁的手腕加上菩萨的胸怀，方能廓清天下、包容四海、长
享太平；3、政变是比武力更等而下之的手段，所以依靠政变发家的朝代没有一个长寿的。
20、前半段讲的就是三国，切入的角度和我平时看的书不同，主线内容言简意赅，内容上有部分作者
的大胆猜测，虽然我不太苟同，但我相信此书中的刘、关、张、曹、诸葛等形象更贴近于史实。后半
段的魏晋南北朝读来让人觉得血腥味很浓，王朝更替之频繁，弑君夺位之普遍，让我看的寒毛竖起，
背脊骨上直冒寒气，权利斗争之残酷无情超出了我的想象，所谓的骨肉亲情，人伦义理在权利的巨轮
下顷刻间就被碾碎，在那个时代里，实力代表一切，强权即是真理。
21、晋末那些国朝不保夕，如泡沫般转瞬即逝
22、读完了陈舜臣先生的这个系列 历史小白可以读一遍，相当于故事化了的中国政治史，比较好读。
23、固然不能当历史看，当小说读也嫌寡淡。
24、这本书，的确是史略，名副其实。不过这种直白的历史陈述，更让人感觉到真实，感觉历史也是
真实的人做出来的，不止停留在书本上。他们的血泪、疯狂，如此真实，简直触手可及。
25、写得蛮好的通俗历史。
26、三国70％，两晋南北朝30％。三国都看腻了好嘛，后者才是更精彩的乱世风云，三国只是一段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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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但是目前无论中国，还是对三国历史十分追捧的日本，都过分聚焦于三国忽略后者。
27、看三国部分隐隐约约想起来了高中看的三国电视剧;后面五胡十六国，宋齐梁陈真是乱啊，越看越
理不清关系。
28、看不下去
29、后段明显比前段更好，有作者的思辨在其中，前半段就是白话简化三国演义吧。
30、一本合适的历史启蒙读物，
31、后面我就看乱套了。。。。。记不住。。。
32、历史小说
33、讲实话，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抱得心态是读完这个我就是个有文化的人了，结果约莫看到陆逊出
场就撂下了，实在觉得大家死来死去多无趣，没有成为有文化的人。也不读史书，休要问我之前怎样
了解南北朝历史的，真是通过秘技了，不能言说。这个书，胜在简白。
34、补充了很多历史知识，跨度和跳跃还是有点大有时候跟不上。
35、整个魏晋只注意了洒脱不羁的文人们。但是这些洒脱这些不羁，何尝不是一种无奈。
36、 陈舜臣在中国古代史方面比半吊子的田中芳树强很多，当然不能以史学家的要求去看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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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陈舜臣十八史略：兴亡无常》的笔记-第222页

        看到这段出师表的解释，感觉中学老师是不是讲错了，还是我小时候脑子理解有问题，感觉完全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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