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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

内容概要

《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作者朱子彦)是秦汉三国史著名专家朱子彦教授的学术力作，深刻论述汉魏
祥代这一王朝鼎革的主流形态，并就三国军事集团、政治人物、党争、政治文化等提出崭新的阐释，
《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向读者展现别样的三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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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

作者简介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学会理事，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
从事汉魏史、明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
出版专著七部：《朋党政治研究》、《中国皇帝制度》(与徐连达合著)、《垂帘听政——君临天下的
女主》、《帝国九重天——中国后宫制度变迁》、《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三国史新论》、《多维视
角下的皇权政治》、《朱子彦论三国谋略》。
在上海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主讲《走下圣坛的诸葛亮》(2007年)、《大话三国谋略》(2008年)。
主编：《秦汉文化和华夏传统》、《慎思集》、《中华文化读本》。
在《中国史研究》、《文史哲》、《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学
术论文七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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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

书籍目录

目录
绪言
第一章 王朝鼎革的主流形态：以汉魏禅代为中心
一 曹魏代汉及其正统化运作
二 九锡制度与汉魏禅代
第二章 三国地理枢纽与军事集团
一 夏口的战略地位与曹操赤壁之败
二 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
三 徐州逐鹿与最终归属
四 三国争霸战争中的交州
五 蜀汉失荆州再检讨
第三章 诸葛亮研究剩义
一 诸葛亮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
二 诸葛亮忠君思想再认识
三 诸葛亮继承人与蜀汉政权存亡
第四章 历史沉淀定是非
一 司马昭功业论
二 蜀中良将魏廷的悲剧
三“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
四 曹操“唯才是举”政策再思考
五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
第五章 汉末三国时期的党争
一 汉魏历史变迁中的重大事件：党锢之祸
二 汝颍集团的崛起与魏晋鼎革
三 孙吴的地域集团与立嗣之争
四 孟达反复与诸葛亮北伐之失：从侧面看蜀汉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
第六章 三国政治文化散论
一 汉魏之际的谈论：月旦评
二 三国时期的航海与造船
三 三国人口考释
四 曹操高陵与曹氏族谱
五 从五斗米道、游侠、少年看三张的政治分野
参考文献

Page 4



《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

编辑推荐

朱子彦，浙江湖州人，1948年生。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政治
制度、秦汉三国史研究。在《中国史研究》、《学术月刊》、《文史哲》、《史学月刊》、《社会科
学战线》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90多篇。著有《朋党政治研究》、《中国皇帝制度》、《皇权的
异化：垂帘听政制度》、《多维视角下的皇权政治》、《朱子彦论三国谋略》等。    这本由其创作的
《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是其研究三国和汉代历史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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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

精彩短评

1、比田余庆、马植杰们，差到哪里去了⋯⋯
2、本书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再度解读三国，写的很好，非常喜欢
3、太过叫人熟悉的史事难以做出新意，第一章不好评价，第二章用政治史学的路数分析军事历史地
理文不达意，第三章试图做心理史学但仍旧是政治史的路数，后几章亦很平庸啊！
4、解读史料的方式太肤浅了，而且很多概念都混淆了。更不要说有些观点前后矛盾，看着就像是不
同时期的文章攒起来的一本书。
5、美国那个Howard Goodman，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虽然我还没有和他谈笑风生。比起西方
那些学者，你有一个好，就是全世界学者写了新书，你们抄起来是最快的。海外汉学研究，也是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的评论权，也是很重要的！奉劝你们这些学术工作者，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知
识水平，不要总想着搞出一本大著作，拿衣服，图森破。
6、正在读，不知如何，读完再评价。对中国的作者写的历史不敢抱太大希望。
7、关于三国史定位的问题确实很发人深思，秦汉魏晋其实是无缝的并不一定要这个三国分期。诸葛
亮为姐夫卖孟达有点牵强⋯九锡研究很神奇 舜授禹圭第一 虎贲 斧钺皆是 孙坚公孙瓒陶谦居然都是张
温手下 孙权立嗣问题不如袁本初刘景升
8、眼高手低，没有分寸

Page 6



《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

精彩书评

1、就算是一个不是以魏晋史（或是作者所言之“三国史”）为专业的学生，我也能看到作者在解读
史料方面的问题。书中有不少篇章均显示出，作者在对同一条史料进行解读的时候有相互抵牾之处（
更不要说这种解读是否合理），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评价”（尽管我不喜欢后人对史事或人物作太多
“评价工作”）也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这就牵涉到作者“以史料就我”的问题。虽然这本书有某些地
方颇有启发性，但是作者的史识却让人不敢恭维。
2、为论证而论证的广征博引虽不免有些饥不择食、良莠不辨，但至少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是个极认真
的人，结合绪言里作者表达的著述心迹，以及书末作者在“曹操高陵与曹氏族谱”一文中，与哗众取
宠的复旦大学“曹操墓人类基因调查的历史学研究”课题组的较劲，或可窥见作者的可爱和书呆子气
。第一章的汉魏禅代分析，是为此书的重头；其余各章节中，“蜀汉失荆州再检讨”、“诸葛亮继承
人与蜀汉政权存亡”、“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诸篇，以及第五章“汉末三国时期的党争”中的
各篇，以我愚见，均颇具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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