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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

内容概要

他是曹魏的开国君主，一手给名存实亡的汉王朝画上休止符，设立九品中正制，重开西域，虽然算不
上圣君明主，也是颇有作为的皇帝；他也是风流文人，《典论》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风气之先，三曹
七子的建安风骨，至今仍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可惜英年早逝，让这位文豪天子的故事戛然而止，只留下些煮豆燃萁的故事让人慨叹；更培育了司马
氏谋权夺位的萌芽，让后人只能默默凭吊，点评这位"文豪天子"的一生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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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

作者简介

方北辰，男，汉族，1942年生，四川成都人。1967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78年进入四
川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师从缪钺先生研习魏晋南北朝史，获得历史学硕士、博士。1980年起留校
任教，曾任三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在海内外出版《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三国志
注译》、《三国志全本今译注》等著作多种，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赴瑞典、韩国多所大学讲学
。1991年被国家授予“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称号。1993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学
者。2003年担任韩国教原出版集团韩文《三国志》大型系列图书首席指导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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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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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

章节摘录

曹操曾经说过一句颇具哲理的话，那是在建安二十一年（215）七月得到汉中之后幕僚们纷纷劝他乘胜
进取益州时所言，他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当然，曹孟德也是拾了光武帝刘秀的牙
慧。从此之后，“得陇望蜀”便成了形容人心不足得一想二的流行成语。我们如果要描绘曹丕登上王
位后的心态，也用得上“得陇望蜀”这四个字。他刚刚戴上了魏王的王冠，眼睛却又紧盯住皇帝的宝
座了。曹操生前是向着天子之位大踏步前进的。他先称魏公，旋又称魏王，接下来又获准“设天子旌
旗，出入称警跸”，最后汉献帝命他“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至此，曹
操得到了象征天子威权的一切，就差正天子之名这一层薄纸未捅破而已。在他死前两三个月，江东的
孙权对他大耍外交手腕，恭恭敬敬劝他代汉称帝，曹操对群臣说道：“这个小子是想把我弄到炉火上
熏烤吧！”群臣自然附和孙权的建议，纷纷劝曹操捅破这层薄纸，曹操回答曰：“若天命在我，我愿
意当那三分天下有其二仍然臣事殷商的周文王。”曹操为什么先是大踏步前进，而其后又不愿捅破那
层薄纸？细想起来，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曹操多少还是有点顾忌舆论的压力。自西汉武帝之后，由
于儒学勃兴，政府取士以德行为先，因而士大夫普遍以名节自励，至东汉中期尤其如此。从清流士大
夫中产生的舆论，当时呼之为“清议”。某人若被清议赞扬，则如登龙门，声誉远播；反之若被清议
贬抑，则可能终身受人不齿。曹操其人，不论从年龄还是从思想意识而言，都属于东汉时代，所以他
虽是一世“奸雄”，却不能完全无视于清议。他早年投身政治时，死活要当时的大名士许劭对自己下
评语，即是他看重清议的明证。他本是靠打出匡扶汉室的旗号起家的，到头来要自食其言灭汉自立，
似乎总有些那个。何况在他步步进逼天子之位时，总有一些不怕死的人站出来表示异议，而这些人还
是自己幕僚中素有威信者。称魏公前，反对者是首席幕僚荀或。称魏王后，有看法者是丞相府干员崔
琰。颖川荀氏与清河崔氏都是名门大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此二人的看法代表了士大夫集团的清议
。曹操虽然把荀、崔处死，但是他心中对清议的顾忌却不能彻底消除。他说劝他称帝的孙仲谋是想置
他于炉火之上，“炉火”不是舆论压力又会是什么呢？物换星移，江浪相催。而今轮到曹丕当上魏王
，上述的舆论对于他就形不成什么压力了。首先，他并不靠高喊匡复汉室起家，对名存实亡的汉室小
朝廷无所谓对不对得起。其次，他又是从东汉末年的血雨腥风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传统的清议在其
心目中已经不复具有昔时的分量。单看他敢在王粲墓前学驴叫这一点，即可窥知其思想解放的程度。
可怜的汉献帝遇到了这样一位“新潮人物”，下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不过，曹丕欲想“更上一层楼
”，也还需要作一些必有的铺垫。大体说来，必有的铺垫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要巩固自己的统
治，第二是要美化自己的形象。曹丕登上王位后的半年时间里，一心一意想做到的就是这么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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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

编辑推荐

《曹丕:文豪天子》从作为政治家和作为文学家两个侧面描绘了曹丕的人生经历，公允地评价了其政治
、文学方面的建树，也讲述了他兄弟、妻子的残忍。是一部出色的历史人物传记。帝王功业随风去，
锦绣文章世代传。《曹丕:文豪天子》以扎实的史学功底、通俗的笔法，讲述这位曹魏天子、建安文豪
的荣辱一生。让你看到一出更精彩、更真实的三国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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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

精彩短评

1、期待很高，可是哎呀。作者说曹丕的男友是夏侯尚
2、还算客观
3、没有想象中的好，可能对于不太了解曹二的人是不错的普及读物吧。
4、写他文学活动的多了些。私下感觉不如作者的另一本《司马懿》好
5、这套三国的系列书籍以“历史不可戏说”为标题，作者方北辰是四川人，80年代起就研究三国历史
，而全国三国文化保存得最好的就是成都了。书里以比较严谨的视角解读了三国的几位重要人物，同
时又有比较独特的观点在其中，适合对三国有兴趣的读者观看，比如写曹丕，脱离演义的反派形象，
讲他的文学底蕴，也讲他的私生活，如他的同性情结等等，值得一读。
6、曹丕，活该你被黑那么多年，你丫人生到处都是槽点！
7、拿到才发现就是曹丕新传的一个增订版。@青青陵上竹 你别买了 等你回来我给你算了 故事性倒是
有，分析和新见基本为零。所以我果然是只能读论文的命>_<
8、【kindle版】。<世间上的事，其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当事者在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能不
能再坚持那么一时半刻。>
9、还挺好看的。
10、错别字太多，写的倒是通畅。
11、当年历史课讲九品中正制 只提到了魏晋南北朝 没有提到曹二 于是我就一直不知道这是他设立的 
后来自己看书知道了 曹二在我心中的形象便顿时光辉了起来←← 至于这书的话 作者好喜欢脑补的样
纸 其实我要求很低了 只要写丕植那段儿的时候不黑曹丕就可以
12、依然还是脱不了脸谱化的形象描写。不过给古人写传记，你说是合理推测也好主观臆测也好，总
归可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我还是认为要理解曹丕，光看史籍记载太刻板，野史稗记则太扯淡，
读他的诗文却能多少探寻到他的一点内心世界。
13、年表不錯，曹二在文治武功上的建樹講的挺清楚。除了這些不能抹殺的功績以外，很多地方仍是
脫不掉戲說野史里的影響。也罷也罷反正黑我曹二古往今來皆如是。況且反正歷史到底啥樣誰知道。
曹二麼麼噠~
14、很详细，生动，有趣的阐述了曹丕的一生！
15、很生动好读的历史故事，不像“戏说”之类胡编乱造
16、曹丕的形象很多年来随着七步诗故事、洛神故事的流传被简单化成一个暴戾、残忍的人物。而读
他的诗文却发现，他的情感非常细腻，清新。我非常喜欢他的《与吴质书》《大墙上蒿行》等作品。

知乎上三国大神众多，经常在知乎上看三国相关提问，收益良多。想知道各位大神对魏文帝曹丕这个
人怎么看
17、居然连断袖都扯出来了⋯⋯也许是窝孤陋寡闻了吧=V=
18、这书太醉人
19、很不错的一本书 关于撰写曹丕的书籍很少 这本书不错呢
20、大致相同，极少不同。看到了不少文风上的东西。
21、曹丕，论武功，比不上自己的父亲武帝和二弟曹彰，论才思敏捷，比不上三弟曹植，不过，相对
于同时代其他的二代皇帝们，刘阿斗和孙权的后代们，他还算一个不错的皇帝。不过，夫妻反目，兄
弟阋墙，却永远是人生的污点，只能留给后人耻笑。
22、百家讲坛上方北辰各种吹黑人物啊，所以现在子桓在这书里成这样我也不意外了。。。
23、还是....偏世说新语......阿丕脑残粉还是别看了.....
24、有趣
25、弄清了一些基本史实，虽然书里的他不是我想象中的他
26、文豪天子，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27、没有刘备那本写得好，不过还是很精彩。方老师的切入点往往让我眼前一亮。
28、不能说写得不对，就是既没有文采也没有好的观点，基本上没什么益处！
29、码论文码成白痴了，还看完了这本书。。。绝对是真爱啊。但是不得不说这本书从封面（西门大
官人）开始就让我有种不妙的赶脚。里面内容其实，嘛，还算好啦。冲作者单给世子出书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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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

四星＝ω＝ 
30、对于曹丕的生前历史事件描写的较全面，分析的也较中肯，好与坏尽数其中，就如开篇所说，如
此的曹丕才更真实。只是有些地方难免主观了些，推测居多，且无文献依据作证，可信度不高，难免
让人怀疑是否如此。虽然历史真相如何再无人能晓，只是若有作证，依然可做参考。
31、说得听清楚的，但是总觉得那么多私人的细节你怎么知道的，多半也是自己编的吧。
32、对于历史学者，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永远是艰难的选择。历史学基地班同专业的学长学姐们
，总是瞧不起当年明月之流，迎合大众口味，向社会献媚总会是为真正的历史学者所不耻。可历史学
也不该是小众的空中楼阁。严谨与通俗的矛盾，困扰着众多历史学者。而方北辰教授做到了，历史不
可戏说系列三国史，不偏不倚，有理有据，春秋笔法跃然纸上，既不像严谨史学那样枯燥，也不是西
方著作那般冰冷，充分史料基础上的通俗易懂，说的大概就是这一系列。
33、虽然没什么新货，但毕竟是别处没有的完整传记。而且作者对那个时代了解比较多，所以对背景
的讲解还是挺通俗易懂的。
34、开篇“邺城猎艳”雷倒我了，差点以为又是某些烂俗野史写法，总的来说比较适合对那段历史并
不十分熟悉对历史人物的八卦比较感兴趣的心态来读。不过始终不解一个超浪漫主义怎么会在生死大
彻大悟和俗事的睚眦必报两个极端之间游荡，和曹操的大气和曹植的瑰丽比起来，曹丕对文学的贡献
更多是在精神层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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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

精彩书评

1、今日读完了方北辰《文豪天子曹丕》一书。曹丕曹植，两个文学高手，争夺太子之位，让我觉得
有点像毛和张闻天。张闻天到底还是文人气质太强。不适合做乱世中的领袖。张国焘则是曹彰。勇则
勇矣，惜乎缺少谋略。当然，历史不能如此类比。曹丕文学上的确有很高的鉴赏力，但他还深知自己
另一个身份，即曹操的嫡长子。志在天下，这点目标他是清晰的。故而他很有心计，很有心机。史实
载，曹氏兄弟争夺太子位置的政治较量，自建安十八年五月曹操受封魏公起，至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
正式定为太子止，历时四年有余。大体来说，前两年是曹丕节节退让屈居下风，第三年开始转弱为强
确立优势，第四年则如愿以偿取得胜利。这里，有很有意思的地方。未来的接班人是不好做的。尤其
是当今上既是雄心勃勃之人，又善于猜忌。曹丕不是一下子成熟的，他也有过政治上幼稚的地方。故
而虽然早早被看成是接班人，但接连出错，就给了弟弟曹植机会。曹操升魏王，却迟迟不立太子。原
因就是举棋不定，还想再考察考察这两个儿子。曹丕的厉害处，是当地位出现危机时，善于自制，虽
处下风，仍不露声色，不露出丝毫不满，反而战战兢兢，打起精神，努力不再犯错。这是从自身出发
。然而，在不被信任之后，要想重获父亲的青睐，只有等待政敌自己的失误。他相信自己会等到的。
因为他年轻时便已经历过这些，自然知道，弟弟身居高位，春风得意，难免有时心态会失衡，会露出
破绽，会被抓住辫子。若是没高人指点，老弟肯定会在某个不经意的地方触犯到父亲的痛处的。更何
况他长年和弟弟相处，太了解其本身的文人气质，放荡不羁，浪漫，不拘小节，不可能严谨慎微，后
来曹植果然发生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曹丕总算等到了机会。曹丕的确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书中感慨道
：“副手是很不好当的，只要老父健在，他这个丞相副手就必须夹起尾巴做人，事事请示，不能自专
；任何善行威权的尝试，都可能给自己造成严重的恶果；而当初自己一心想要树立光辉形象的举动，
真是幼稚可笑之至。”这里，让我不禁想起雍正之胜利，和林彪之失败。从曹丕的成功那里，可以窥
探到官场上如何处世之道：1、要有自制能力，善于控制自己内心情绪，矫情自饰；2、上级（哪怕是
老爸）最讨厌下级拂逆其意旨，假使表现出些许不满，那今后的前途就完了；保持镇定，继续按照既
定方针办事，说不定有一线希望；3、要和朝廷大员继续搞好关系，尤其是要迎合老干部，要做好皇
上内部人员的工作；4，对政敌发起内攻时，一方面注意做到面广，尽可能拉拢一些人；另一方面，
注意突出重点，对特别重要的人，实行特别有效的笼络方法。建安二十三年，在政治斗争中取得完全
胜利的曹丕，却把全部精力转向文学活动。作者分析原因：客观来说，是政治斗争需要，一种韬光养
晦、持盈保泰的手段。每日独坐书斋，究心文辞，寄情翰墨，这即可表示自己心境恬淡，绝不会对老
父实施抢班夺权，又可躲开许多人事纠葛，免得惹出不必要的是非。曹丕在这点上，的确很高明。也
庆幸曹操早早去世了，不然，时间久了，凭他的精明，未必不会发现曹丕的矫饰。不过，既然选定了
继承人。曹操也不敢再轻易更改。袁绍和刘表可谓前车之鉴。但是，魏讽事件使曹操认识到，即使以
魏代汉，铁定事实，任然有人敢起扶刘反曹之心。为了防范于未然，同时也是为了曹丕可以坐稳了天
下，他觉得有必要在自己生前，彻底清除掉大部分的危险分子。而最具危险性的分子，条件有二，首
先，一贯具有扶刘反曹倾向；其次，属于具有号召力和组织能力的人物。符合这两点的，首先就是杨
修。更何况杨还是曹丕政敌曹植的军师。故而，他的死，是注定的了。这在历史上也是比比可见的。
我们今上登基前，先皇拿下西南王，就是这个历史的重现。4月19日
2、这本书好的地方在于，它客观且条理清晰地叙述了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野史稗记之外，作为曹
魏的开国皇帝和建安风骨的代表人物，曹丕都做过些什么事情。他设立九品中正制、重新开通西域、
严厉禁止厚葬、下令编纂了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皇览》，他是中国历史上创办文学沙龙的第一人，
也是文学评论史上开风气的第一人。即便如此，作者笔下的曹丕却仍然脱不去《世说新语》以来的段
子传说乃至演义小说日积月累形成的虚伪卑鄙心胸狭隘的脸谱化形象。诚然，为一个古人写传记，所
能依靠的凭据只有有限的史籍记载，要写得生动有故事性，则人物的心理活动、事件的细节描述就需
要作传之人的合理推理与适当想象了。这其中主观的情绪和认知在所难免，因而不同的人去看有关曹
丕的史料，就会对他有不同的理解与评价。所以可以这么说，其实我爱的他只是我所理解的他，这个
人不过只存在于我的脑海里。那么就说一说我所理解的他吧。无错，他是一位文豪天子，身后留下了
不少诗赋文章。而这些诗文就是有关曹丕的各种史料中，最能接近其内心世界的桥梁。读他的诗文，
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既不像一个君临天下的威严帝王也缺少文人名士的放达和洒脱，他写
的最多的是那些最平常不过偏偏又难以排遣的烦恼与愁苦，他的字里行间藏着一个尘世常人的自负和
自嘲。你能看到他炫耀自己“项发口纵，俯马蹄而仰月支”时的得意，愉快的郊游时刻忽然地“乐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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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来，怆然伤怀”的文青气质，忧虑失眠时“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的寂寞身影，甚至他在矛盾
纠结的思索中皱起的眉头。曹丕看待死亡时抱持的是淡然的态度，可是他却又总是不自觉地忧惧于人
生的短暂，渴望着不朽，因此在这样的问题上他总是带有一种悲观的情绪。他说“年寿有时而尽，荣
乐止乎其身”，时间在不停地流逝，得到的荣耀和地位不过是暂时的，总会有失去的那一天。然而他
却用这有限的时间去做了那么些终将烟消云散的追功逐利的事情，多么不甘心。他心中也有明晰的目
标，他说文章是经国大业，是真正可以永久流传的寄托不朽的载体。可是大道理归大道理，你看他接
着又说“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身后
的不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那是需要忍受多少艰难困苦，舍弃多少功名享受才能成就的。可是人多多
少少都有贪婪和喜好享受的天性，所以他没有跟着喊口号一样地说我们应当抛弃这些身外之物一心一
意地去追求不朽，因为他面对功名享受的诱惑时也是软弱的，就如这世上绝大多数的人一样。所以我
是不服气于贴在他身上的虚伪的标签的，你看他其实是如此的坦白，真诚而不矫饰。终其一生，曹丕
也没能在目前之务和千载之功之间做出一个选择。所以他从不放弃当他的魏王太子、魏王和大魏皇帝
，他也正经用心地写他的《典论》。结果呢，他算不得是文韬武略英明神武的千古明君，论文坛的地
位和名号又比不上他那个才高八斗的弟弟，还要被迫在传奇故事里扮演一个棒打鸳鸯迫害亲弟的龌龊
小人的角色。若是泉下有知，他大约会叹口气，摇摇头，然后自嘲地笑起来吧。可是啊子桓，一千八
百年后的我们仍能读到你的诗赋文章，仍在试图了解有关你的一切，你那渴望不朽的愿望也算是达成
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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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曹丕》的笔记-第174页

        两相比较，《三国志》明显是在讳言其事，而《世说新语》又带有小说家言的色彩。但是曹彰的
无病暴死，必定和曹丕有关，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看到这里又蛋疼了...必定和阿丕有关什么的，无可怀疑什么的....这么主观大丈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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