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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那些事儿》

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朝代像晋朝这样乱七八糟的。　　许多历史爱好者都喜欢看这一段历
史，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除了三国以外，最乱的一个朝代，是英雄比狗还多的年代。　　读史的人都
知道：“看完三国，要再看两晋十六国。”　　晋朝虽然结束了三国近百年的割据，中华民族重归统
一，但晋朝所拥有的只是一个统一的壳子。在这个壳子里，晋朝从来就没有结束过割据与纷争。无论
西晋还是东晋，除了晋武帝司马炎灭吴之后有短暂的十年和平之外，后来就再没有过四海升平的时期
。从那时以后，晋朝剩下的只有战争、铁血、兵戈、权力、欲望和仇恨。　　晋朝的历史其实就是一
部战争史，一部群雄逐鹿、问鼎中原、营建霸业的历史，一段打来打去的历史，一段人人欲得天下的
历史，一段英雄辈出、枭雄辈出、奸雄辈出同时也是狗熊辈出的历史。　　在这两百年内，共有七十
多个割据势力的近两百名首领参与了霸业之争，问鼎之战。其中称王称帝者就有二十余国的一百余名
君主。天下是当时每个人心中的最终目标。十六国的开国君主，每个人都喊出过“吾有天下之志”的
口号，但在近两百年智谋、胆色与权诈的斗争中，竞无一人能遂此愿。　　中国历史不乏长时间的割
据时代。长期割据的原因无非两个：要么是英雄辈出，互相制衡，不能独霸全国，如春秋五霸，战国
七雄，三国鼎立；要么是能力有限，皆无帝王之相，各称诸侯，盘踞一方，比如五代十国。而晋朝则
是一会儿英雄辈出，人才济济，风云际会，一会儿又天下皆为昏懦之辈，残暴之徒，短视之夫，于是
，分分合合数次，竟至百余年不能统一。不过，这金石相击、人杰争先的年代，却给了我们于两百年
晋史中遍识英雄本色的大好机会。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才能知道；是英雄还是狗熊，当放于
乱世才会清楚。　　最终，北魏结束了北方的混乱，刘宋巩固了南方的统治。血色苍苍、壮怀激烈的
一场大戏，才告暂时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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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那些事儿》

内容概要

《晋朝那些事儿》从公元265年西晋开国写起，到公元439年北凉灭亡为止，其间174年，包括了西晋、
东晋十六国、北魏初年、南朝宋四个朝代。全文涉及七十多个国家，近两百名国君，三百多个性格鲜
明的将臣谋士，四百多场战争，一百多场政变，四十多个典故，大小权谋计策不计其数。文中有许多
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对当时社会形势以及未来发展的精辟论述和分析，也有失败者对经验
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当然也少不了悲壮与豪情的故事，感慨与激动的场景。这是一部历史大剧，这是
一个群雄汇聚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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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那些事儿》

作者简介

读完三国，要看两晋十六国，中国历史最乱的年代。本文从公元265年西晋开国写起，到公元439年北
凉灭亡为止，其间174年，包括了西晋、东晋十六国、北魏初年、南朝宋四个朝代。全文涉及七十多个
国家，近两百名国君，三百多个性格鲜明的将臣谋士，四百多场战争，一百多场政变，四十多个典故
，大小权谋计策不计其数。文中有许多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对当时社会形势以及未来发展
的精辟论述和分析，也有失败者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当然也少不了悲壮与豪情的故事，感慨与
激动的场景。这是一部历史大剧，这是一个群雄汇聚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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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那些事儿》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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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东晋乱纷纷
第八章 北方二雄主
第九章 中原之乱
第十章 晋燕争雄
第十一章 壮丽的前秦
第十二章 十国争北地
第十三章 英雄称霸忙
第十四章 东晋的权杖
第十五章 刘裕的崛起
第十六章 南北朝的开端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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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那些事儿》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三国归晋　　逼宫　　两晋的故事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　　咸熙二年（265四月，司马
昭中风而亡，他的儿子，三十一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
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
室江山一样。　　据说司马炎的头发长得垂到地上，而普通人能留到腰际也就很不错了；而且他站立
的时候，不用弯腰两只手垂下来就能摸到膝盖以下，因此当时人们认为司马炎有异相，必为帝王。　
　司马炎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在他继晋王位后没几天，便催着魏国的最后一个皇帝曹奂让位。
群臣中绝大部分人都站在司马炎这边，一致要求曹奂禅位，剩下的一小部分大臣则沉默不语，他们虽
然良心受到谴责，但还是认为性命和官禄更加要紧。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十九岁的曹奂吓得连话都
说不出来，这情形竟然和当年魏国的开国皇帝曹丕逼汉献帝让位时差不多。只不过司马炎比当年的曹
丕表现得更加露骨，他直接指着曹奂的鼻子说：“你是个无能之辈，应当把江山让给有德有才的人，
那个人就是我。”　　不怕死的人还是有的。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是满朝文武中唯一一个肯替
也敢替曹奂说话的人，这注定了他将在三国历史的最后一页留下浓重的一笔。　　此人叫做张节，官
居黄门侍郎。黄门侍郎的工作是为皇帝传达诏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如果皇帝能够执掌政权的话，
黄门侍郎当然是一个很有权威的职位。但现在的黄帝曹奂如同寄人篱下之狗，张节的这个官位自然也
就算不了什么。　　虽然人微言轻，并且人单势孤，但张节仍然毫不畏惧地朝着司马炎厉声喝道：“
今天子有德无罪，何故要让与他人？”　　司马炎认为自己能够以理服人，而且他确实相信自己占着
天大的理。他把这两个天大理由向张节摆了出来。　　第一，此社稷本来是汉朝的社稷。既然曹操和
曹丕父子两个能篡夺汉室正统，我为什么不能再从曹家手中接过来？　　第二，现在曹魏的天下是靠
我司马家族三世武功得来的。如果没有我们，曹魏可能已经让吴国和蜀国瓜分了。现在曹魏国这么强
大，那是我司马家族的功劳，我当然有权利拿来享受。　　张节冷笑：“不是你司马家的人为曹魏打
下了天下，而是曹魏养活了你司马家的人，给了你们建功立业的机会，给了你们荣华富贵。现在你却
要逼皇上禅位，你就是篡国之贼！”　　司马炎当时被骂得哑口无言。文斗不行那就武斗，司马炎立
刻叫来士兵，就在大殿之上，当着曹奂的面乱棍打死张节，然后扬长而去。　　张节的鲜血，崩溅在
陛台和殿柱之下，曹奂被眼前的惨象吓得浑身发抖。但张节的死多少让他有了一点点的胆气。在司马
炎走出大殿之后，曹奂仗着胆子请求群臣的支持：“你们吃的是我曹家的饭，领的是我曹家的工资，
你们的祖辈也曾是我曹家的功臣，难道你们真的愿意江山改姓，成为贰臣么？”　　大臣们都低下了
头，大殿里一片安静。曹奂这时才感觉到什么是众叛亲离，但更狠的还在后头。　　司马炎的心腹贾
充呛的一声拔出剑来，指着曹奂喝道：“你难道想学曹髦么？”　　贾充这个人在三国的历史里太有
名了。他因两次在平息曹氏旧臣的反叛中战功卓著而被三世专权的司马家族重用。他做过的最出名的
事就是弑杀魏帝曹髦。　　公元260年，魏帝曹髦嚷出了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著名口号之
后，带着宫中的童仆、太监鼓噪而出，欲凭这几百乌合之众，发动政变，重夺皇权。曹髦这一举动还
真吓住了不少人，司马昭派弟弟司马仙带兵入宫，立刻被曹髦赶走；屯骑校尉司马宙带兵阻拦，曹帝
左右的人齐声吆喝，司马宙也被吓退。眼看曹髦已经带着人出了皇宫南大门，贾充急忙亲自带着兵士
数千人前来迎战。　　曹髦坐在马车上挥动着宝剑厉声喝喊：“我是天子，你们跟我打仗是要谋反么
？”贾充手下众人听到皇帝怒喝，哪个敢有胆子跟皇上开打，也准备拔腿逃跑。贾充急了，大声喊道
：“司马公养着你们，就是为了今天！还等什么？”这句话立刻稳住了军心。太子舍人成济深受激励
，一马当先，上前一枪刺死曹髦。曹髦死后，司马昭另立十四岁的曹奂为傀儡皇帝。至此，曹魏政权
及其支持者们再也无力也无胆反抗司马家族了。贾充是司马氏家族三代功臣，而成济不过是一个偶尔
得幸的末将而已。为了安抚众心，二百五成济成为替罪羊，落得个三族尽斩的下场。成济临死前还在
喊冤，说这是贾充的命令。但喊冤的结果只是司马昭让刽子手先割掉他的舌头，再送往法场处斩。　
　贾充曾劝司马昭不要违反礼制而废长立少，立挺司马昭立长子司马炎为太子。所以司马炎继位做了
晋王以后由衷地感激贾充，任命贾充为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改封临颍侯，可谓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曹奂当然知道贾充是个什么人物，杀皇帝的事他已经做过一次了，再做一次大概也
不会介意，所以当贾充的利剑指向自己的咽喉时，他崩溃了，用颤抖的声音命令太常院立刻去南郊筑
受禅坛，坛成后禅让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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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那些事儿》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这个华丽血时代，晋代衣冠，金戈铁马，交相辉映，煞是精彩！此书深得寡人之心！　　　　
　　　　　　　　　　　　　——赫连勃勃大王　　晋朝是一个在暴力、铁血、权谋方面丝毫不亚于
三国的时代。五胡十六国的英雄好汉们轮番出马，以最猛烈不羁的风格书写了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月满西楼用流畅自然、朴实简约的文字全面展示了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其布局之缜密
、脉络之清晰、衔接之有序令人叹为观止。王安石有言：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诚如斯
言！　　　　　　　　　　　　　　——老铁手　　晋朝的确是一个有趣的朝代，皇帝很有趣，士族
很有趣，将军很有趣。文人更有趣，更加由于五胡乱华和衣冠南渡，带来一场大混乱，却让中华民族
有了一次大融合。这段历史个性张扬，魅力无穷，奔腾驰骋，彩虹四起，处处都是些各式各样千奇百
怪的有趣的人。相信我，这本有趣的书所写的这些有趣的人和事，绝对会让你看得过瘾。　　　　　
　　　　　　　——江湖闲乐生　　两晋十六国是乱世，是少为人知的一段历史。月满西楼用他平和
、精彩的语言叙述了那段金戈争鸣、烽火连天的岁月。　　　　　　　　　　　　　　　　　——云
海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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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那些事儿》

编辑推荐

　　读完三国，要看两晋十六国，中国历史最乱的年代，数百英雄争天下。　　全新历史写作，全程
演绎晋朝近二百年兴衰成败，著名新历史作家赫连勃勃大王、老铁手、江湖闲乐生、云海孤月联袂推
荐。　　一个战乱纷纷的时代，一段人人欲得天下的历史！一会儿英雄辈出，人才济济，风云际会；
一会儿又遍为昏懦之辈，残暴之徒，短视之夫。于是，天下分分合合数次。而这个金石相击、群雄激
荡的时代，却给了我们于两百年晋史中遍识英雄本色的大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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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那些事儿》

精彩短评

1、诙谐幽默的文字，轻松的讲述了晋朝混乱的一段历史。
2、这是一本流水账式的书。写这个特别乱的朝代确实不好写。但是没有人物形象，没有主要角色，
没有重要故事，没有精气神，这本书就挺没意思的。远远不能和明朝那些事儿比。
3、实在是不咋地，特别有明朝的对比。
4、没有明朝那些事写的好，文字有点生硬
5、没有清晰的主线，越读越凌乱
6、晋史真是有够乱
7、流水账
8、最后讲到北魏以后部分感觉略仓促，总体而言还是蛮有趣味的，对历史上乱七八糟的君主也有个
初步印象～
9、读到一半就崩溃了，200年打个不停，乱世都是乱事，作者写的有点乏味。不过对于我这样对两晋
历史完全不了解的，先科普一下是必要的
10、基本就是完全把史书用白话写了一遍，作者基本没有加入主观评论。
11、哗啦啦乱成一片。你方唱罢我登场。
12、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时代之一，写的一点也不精彩
13、乏善可陈。。。
14、书写得像记流水账，连个年代的主线都没有拉出来，也没有叙事的详略之分，最后居然连北魏孝
文帝改革都给忘了，看完书就一堆人名字，实在是沾了《明朝那些事》的光。
15、一般般啦，看的时候没感觉，不过里面的重口味事件还是很新奇的，两晋南北朝，乱得有一套~
16、最早看见这本书还是几年前读大学的时候看到同学刘凡在读，不过后来就忘记去读它。时隔几年
，在一个无聊的夜晚翻开了这本书。总体来模仿痕迹重但不得要领，力图梳理中国历史最为混乱的时
期但未能展现清晰的进程。书中堆放了大量的事件和人物，但是叙事并不连贯。对于很多历史时间和
要素要么未能提及，要么一笔带过。仅供消遣尚且不足，就别说什么值得好好读了。
17、好长一本流水账
18、模仿《明朝那些事儿》的招牌，但是味道却完全不对。很多地方让人忍不住快进，叙事的方式太
无趣。完全没有明月大大的神韵。晋史真是一锅乱炖的粥。记得很多年前看《小说月报》，里面有篇
短篇小说写到了贾南风的故事。那里面的贾南风虽然狠辣成性，但是仍然至情至性。又想去翻翻《晋
书》了。
19、跟流水账一样的小说，每页都是谁杀了多少人下页被杀，两千多个名字没几个出现超过三次，根
本记不住。写的比高中历史书还烂，不如读百度百科去~
20、就像作者自己说的，读史真的是很好玩，尤其是正规的历史。感谢作者在忠实的阐述历史的情况
下，还能写的如此生动有趣，读之非常给力。
21、平白的流水帐
22、梳理了晋朝150多年历史，但叙事乏善可陈。
23、这真的不是流水账吗？
24、太散
25、第一次读晋国的历史，全书叙述还是很清晰的。对乱世，动则灭人全族的行为，影响很深
26、普及晋史
27、太乱了
28、写得太乱，没有人物分析，只有流水账式的叙事。
29、有意思，不枯燥
30、最近一直在看这本书，应该说这本书我已经看了很久了，之前因为没看懂。前一部分反反复复看
了四五遍，因为没有想到晋朝是这样一个让人混沌茫然的朝代，国家四分五裂，改朝换代就像变天一
样。所谓血雨腥风大概这个时期应该是得到的颠盛的体现，马上就要看完了，很糊涂···人物太过
繁多。
31、东晋十六国打成了一锅粥，本书写得也如流水账一般，看着没意思极了:P司马炎得国之易世之罕
见，但先天不足使得西晋败亡的根源自立国之日起便已注定：一是得国不正，难言忠诚；二是罢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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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三是封诸宗王；四是君庸臣昏，骄奢淫逸。
32、好吧，我就是以口水小说的心理看的，这本书写得也就是如此。不过，两晋南北朝还真是乱啊，
时不时冒出个叛乱独立的家伙。
33、两晋十六国，五个真英雄：石勒，桓温，苻坚，慕容垂，刘裕。
34、看晋事方知何为乱世
35、引用刘琨的“重赠卢谌”有错讹

36、叙述没有重点，可读性不佳
37、不要有太高的标准，也不要和明朝那些事攀比，作为一本通俗概览书，还不错。
38、不错，将那么混乱的事情讲的很清晰。
39、写的不怎么清楚 有点流水账
40、2013.12.26.Do.
Kindle
41、明朝那些事兒寫得真叫一個好，相比之下這本書格調高下立判。賈南風這種醜女，能力也不高，
善妒殘暴工於心計敗壞司馬家的江山還要用自己的地位玩起潘安這樣的帥哥，作者也能把她叫做女政
治家，尼瑪垂個簾聽個政就政治家了，多少天災人禍救不起，是爲了顯示自己尊重女性的政治正確吧
，頂多也只能叫政客啊，跟呂後和武則天大帝那是一個level的嗎，切
42、整个晋史就是一部兄弟相残父子相残叔侄相残胡汉相残的历史 啊
43、乱
44、全是流水账，差远了。
45、虽然书名是山寨味十足的《xx那些事》，而且在网上搜作者简历都搜不到，怎么看怎么像临时找
写手攒的书⋯⋯但其实书还是挺好的。这段历史特别乱，作者逻辑没乱就很厉害了。虽然还是有很多
没讲到的，但主线还是清晰的。而且文笔平实流畅，不油滑卖弄，不自说自话。比《如果这是宋史》
好多了。

46、这本书写的乱七八糟，对于我这种对五代十国基本无了解的人只是看个热闹。我宁愿相信这是史
书记录的太混乱而不是作者的写作功力有问题。看罢，脑子里一转，只记得闹离婚不成反被杀的皇帝
叫司马曜，赫连是刘改过去的，其余都成了一团浆糊
47、不怎样
48、书写的也就一般般吧，像条条框框的列举，而少了些生动和活泼。藉此了解一些晋代历史还算凑
合，但要和那些事儿的老祖宗《明朝那些事儿》相比的话，那差距可就不是一丁点了。此外，如果你
有兴趣了解晋代历史，而文言文水平也不是太差的话，完全可以去阅读《资治通鉴》，或者《纲鉴易
知录》，这样的一本书，似乎没有太大必要。
49、流水账，写的太差了
50、超级流水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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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从名字看就知道是模仿，但是不是说模仿的一定就差，万一里面有门道呢，所以我就翻开了。。
。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看得出作者在极力模仿明朝那些事儿的诙谐的叙事风格，可惜，失败了
，他冷幽默的部分非常不协调，反而影响了作者本身自有的风格。所以呐，好好写自己的书不就完了
，你就是光标个晋史我也会看的，现在不伦不类的了都。那是模仿的部分，它自身叙事不够清楚和详
细，人物刻画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很多人名记不住。不过这书也不是一点好的地方没有，
至少还是浅显易懂的叙述了晋的历史，算是普及一下历史了。可惜文学性少了一点，当成史书又不够
严肃。
2、《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出来后，跟着出了好多这样的书，如《晋朝那些事儿》《三国那些事儿
》很多都是打着《明朝那些事儿》的招牌来做广告的，毕竟人家《明朝那些事儿》是上过CCTV的，
国家准备用此书做为历史教科书。看过的朋友请抨一下些书如何。
3、书写得像记流水账，连个年代的主线都没有拉出来，也没有叙事的详略之分，大小战役都一个写
法，所占文字都差不多，让人看后对那个时期的重要几场战役都没法分清，国家重要的改革变革好像
给忘了，最后居然连北魏孝文帝改革都给忘了，看完书就一堆人名字，实在是沾了《明朝那些事》的
光。
4、叙事性强，作者主观方面笔墨不多。但这种近乎流水记事的方法给人展现了两晋离谱的动荡。虽
然略显纷乱，但这段群雄激荡、“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遍识英雄本色、深层
了解人性的机会。书中经常会出现某位谋士就某问题给主公提出“上、中、下”三个建议，这对于我
们自己处理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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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晋朝那些事儿》的笔记-第一章 三国归晋

        一、逼宫
263年司马昭发兵攻蜀后，魏帝以并州等十郡封其为“晋公”，灭蜀后进爵为晋王。但曹髦一句“司马
昭之心路人皆知”，引来杀身之祸。贾充领兵镇压，手下成济刺死曹髦，但其成为替罪羊，贾充则慢
慢飞黄腾达。司马昭死后，晋王司马炎便逼着曹奂退位，当众打死替曹奂说话的黄门侍郎张节，而后
已经权倾朝野的贾充更是剑指曹奂：“难道你想学曹髦么？”此时曹奂退位已经成了唯一的选择，晋
朝的篇章就此展开。265年司马炎自立为皇帝，国号“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共传四帝五十二年
。

二、改革
每个开国皇帝都想有翻作为，司马炎也不例外。他吸取了曹丕时期对宗亲打压，导致没有心腹的力量
去反抗敌人的情况。他大封宗王，到死一共封了57个同姓王，这也是历史上封王最多的记录，但如此
之多的王，正是导致晋朝仅维持了很短暂时间的原因，不过这是后话。司马炎征收土地，发放给没有
土地的农民，晋国的经济很快发展起来。司马炎还推广勤俭节约，当然只是说说而已···退位后的
晋朝尚未统一，先伐鲜卑后伐东吴，279年西北之乱始平，司马炎决定于该年12月进攻吴国，于280年
逼近建业，孙皓见大势已去而投降，孙吴灭亡，西晋统一天下，三国时期结束。

三、党政
任凯、庾纯打算排挤贾充，使其远离司马炎身边，便推荐让他领兵去平西北之乱。贾充“走后门”贿
赂杨艳皇后身边的人，送自己的女儿贾南风去当太子妃。贾充磨磨蹭蹭未等开战，上头便召回贾充参
加太子大婚。大婚结束，回朝的贾充自然要报复任凯、庾纯。报复成功，但倒贾派和拥贾派的斗争却
依然继续。

四、斗富
晋朝的奢靡之风，司马炎带头做起。司马炎弄钱的方法很简单，卖官。买完官钱进自己的腰包，任意
挥霍。而且司马炎还贪恋女色，吴国的孙皓也是个色鬼，养了“几个师”的美女，吴灭亡后，司马炎
在吴国发起了一场选美比赛，选出5000美女，送入自己后宫。但司马炎苦于人数太多，索性架起羊车
，羊停在何处，就临幸哪里。最有名的故事当属石崇王恺的斗富：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
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
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
。”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者甚众。恺惘然自失”
。——《世说新语·汰侈》

五、保皇位
司马炎贵为天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可他也有一件天大的烦心事——他有一个白痴太子。白痴司马
衷的那句“何不食肉糜”，很多人都有耳闻，虽然偶有思路正常的时候，但综合来看，这个人应该就
是我们所认知的弱智。既然是弱智，当时的人们自然都有发现，司马炎也有过很多顾虑，但苦于司马
炎的结发妻子坚持立长不立幼，而且上边提到的太子妃贾南风，又一直在太子身边帮助太子，所以一
时蒙蔽了司马炎。另一个原因是，司马衷有一个聪明的儿子叫司马遹，他很招司马炎的喜欢，不过这
个聪明的儿子的辈分却值得怀疑。《晋书·谢玖传》云：“惠帝在东宫，将纳妃。武帝虑太子尚幼，
未知男女之事，乃遣往东宫侍寝，由是得幸有身。”也即是说，司马炎在弱智儿子婚前，担心他不通
男女闺房之事，就让妃子谢玖前去传授，由此有了司马遹。所以究竟司马遹是谁的儿子，到现在可能
还是个历史难题。但是不管是谁的儿子，司马衷的太子是保住了。可另一方面，他是谁的儿子并不那
么重要，毕竟他不是太子妃贾南风的儿子，这也为后面贾后乱政埋下了伏笔。公元290年，司马炎驾崩
于含章殿，时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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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两百年的乱世就要开始了。

2、《晋朝那些事儿》的笔记-第1页

        这书写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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