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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注本二十四史·三国志》

内容概要

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杨耀坤教授校注的《今注本二十四史·三国志》
，已于2012年1月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该书分装为十二册，118.6印张，长达341万字，堪称鸿篇巨制
。
该书系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持编纂，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财政部重大出版工
程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今注本二十四史》中的一种或一史。《今注本二十四史》1994年由文化部批
准立项，许嘉璐任工作委员会主任、张玉文任秘书长；张政烺任编纂委员会总编纂，赖长扬、孙晓任
执行总编纂。何兹全、林甘泉、伍杰、陈高华、陈祖武任学术顾问。2005年该重大出版工程被新闻出
版署列入“十一五”期间（2006年—2010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是故自1995年起，迄今已
进行了十六年。杨先生也孜孜矻矻为之工作研究了十几个春秋。如今终于修成正果，隆重出版，十分
可喜可贺。
较之以前的同类著作，该书至少有两大优点特色和学术价值。
一是部头最大，注文最长。蜀汉—西晋陈寿（巴西安汉人，今四川南充人，233—297年）《三国志》
为中国古代正史二十四史之一，且为其中特别重要的前四史之一，按所记载的时代（朝代）历史为序
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若按作者生活的时代和成书年代，则《三国志》
还比范晔（398—445年）《后汉书》早一个半世纪。故历来为学界和世人看重，是了解认识魏蜀吴三
国历史的最重要的史书和原始资料文献。陈寿《三国志》较简略，共36万余字（不含标点符号，下同
），在纪传体史书中没有志和表。一百多年后，刘宋裴松之（372—451年）为《三国志》做注，弥补
了其较简略和没有志与表的缺点，新增注文共32万余字。这样，陈之正文和裴之注文合计68万余字。
因裴注成书时间与范晔（398—445年）《后汉书》同时，故其性质和地位等同于经典古籍和原始资料
文献。从此两书合并抄写、装订、流传、刊印。以后对《三国志》做注研究的学者代不乏人，但都属
于文言古注且不标点，包括民国时代成书、解放初期出版的卢弼先生《三国志集解》（约160万字）。
那是迄当时为止关于《三国志》的最详注本。建国后，陈乃乾先生对《三国志》首次做了断句标点校
改，并出很少量的校记。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首个标点本，全书100万字（含标点符号等）。《今
注本三国志》比陈乃乾标点本多出241万字，比卢弼“集解”多出180万字。注文长自然注文的内容也
就最丰富，研究得最深，涉猎的问题和方面也最多。
二是在中国古代史学史和古籍整理研究史上还给裴松之的古注做了注，且较详尽深入，具有拓展之功
。《今注本三国志》也兼有集解之性质，实乃集以往对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研究之大成，并有
诸多创新和推进，可谓新意迭出，新见俯拾皆是。
《今注本二十四史》的出版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的标志性重大成果，竖起了一座丰
碑，对于弘扬和传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今注本三国志》则是组成这座丰碑的
几十个构件和部分之一，将永立之于书架，成为治和学魏蜀吴三国历史的学者案头之必备。
（四川大学历史系，张箭，201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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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纸张不错，不过三国志果然还是竖排版看起来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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