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名将周瑜》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三国名将周瑜》

13位ISBN编号：9787503427305

10位ISBN编号：7503427302

出版时间：2010-9-1

出版社：夏冬波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0-09出版)

作者：夏冬波

页数：38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三国名将周瑜》

前言

以使命和情感铸就的《三国名将周瑜》许水涛冬波友完成《三国名将周瑜》后，嘱我作序，我对汉末
三国时期的历史并不熟悉，相关的知识更多地还是来自学生时代读过的《三国演义》中，本不敢应承
这个差事，但冬波友发信息责问：“家乡的人文传统那样厚重，周郎又那样雄才大略，难道你就没有
一点感想吗？”思虑再三，还是写下一点文字，既表达对于家乡先贤的仰慕之情，也是对冬波友矢志
挖掘家乡人文传统的敬重之意！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大概就是汉末三国动乱纷争的
年代了，历千百年而不衰，其间的诸多历史典故和人物故事常常成为人们研究和演绎的话题。然而，
比较《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对比历史真实和文学形象，人物反差最大的当属周瑜。且看历史上
真实的周瑜。作为一个官宦之家的公子，他自幼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和良好的教育，并与孙策交好，
此后一直为成就东吴大业而出谋划策、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在东吴政权
实际上扮演军师和宰相的角色，如提出取江东、庐江、荆州、益州，与北方划江而治并一统中国的战
略构想；赤壁之战后主张趁势消灭刘备，以免养虎遗患；攻占江陵后，规划了取益州大业；孙策死后
，与张昭一起共同辅佐孙权执掌军政大事，等等，都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作为
杰出的军事家，他长期担任东吴主要军事统帅，亲身参与指挥了几乎所有大的战役，在开拓疆土的一
系列战争中所向披靡，充分展示了出类拔萃的军事才华。特别是作为赤壁大战的总指挥，他知己知彼
、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大破曹军，留下了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汉末历史也由此发生重要转折。周
瑜内外兼修，风流倜傥，具有独特的英雄气质和出众的人格魅力。他“长壮有姿貌”、“恩信著于庐
江”、“雅量高致”，是一个心胸宽广的忠义之士。可以说，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周瑜擅长文韬武略
，真像他的名字一般如瑾似瑜。孙策称“周公瑾英俊异才”，孙权赞称“公瑾有王佐之资”、称帝后
还常说：“孤非周公瑾，不帝也。”刘备叹日：“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陈寿在《三国志》中
评价周瑜在政治军事上“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在人格修养上“性度恢廓”。公
元210年，赤壁之战刚刚结束不到两年，周瑜在一场军事战争的准备中死于巴丘，时年36岁。倘若周瑜
不是过早地离世，汉末三国的历史肯定需要重新改写。历史上被冤枉被埋没被曲解的人物可以说是俯
拾即是，周瑜无疑是其中突出的一例。因为一部被章学诚称作“三分虚构、七分真实”的《三国演义
》，家喻户晓的周瑜常常是与“三气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既生瑜，何生亮”等典故相联
系的。这样的形象与历史上真实的周瑜却判若两人。其中的原因，史家多有论述，笔者不在此赘言。
相比于小说家言，严谨的史学研究黯然失色，周瑜的真实形象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被岁月冲刷得面目全
非。周瑜英年早逝，留下的史料相当有限，又由于附加在他身上的负面评价流传甚久，还原一个真实
的周瑜已属不易，为周瑜作传更是困难，但冬波友知难而进。他坚持不懈，钩沉史实，爬梳脉络，挖
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并加以严谨的分析和研究，写下了这本厚重的《三国名将周瑜》，为广大读者
展现了周瑜短暂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令人敬佩。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称：“所谓对
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冬波友正是以这样的
态度来写周瑜的。写到这里，我禁不住想起小时候从庐江城北的塔山大队到冶父山脚下的外婆家探亲
，就经过城东的周墓生产队，很长时间我都没有把它同三国英雄周瑜联系在一起。如今，在冬波友等
的精心策划和周密布置下，气势恢弘的周瑜墓园已经对外开放。高中阶段，我在散学时常到城西背书
，有一次竟偶然发现一丛荒草中赫立的小乔墓碑，心想那样一个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怎么会窝在这么
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自然有些愤懑不平的情绪。正是因为承载着这样珍贵的记忆，我对周瑜和小乔
也保存着一份“温情与敬意”。我和冬波友初识于2005年春节，一见面，他就如数家珍地谈起家乡的
历史尤其是众多的三国英雄和晚清人物，言语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自豪。他说，我们的见面很有纪念
意义，因为今天是著名爱国将领丁汝昌以身殉国110周年，足见他对家乡的厚爱和对历史人物的深情。
他表示要相继为吴长庆、周瑜、刘秉璋、丁汝昌、孙立人等一一立传，我以为这正是他自觉承担的使
命。因为这使命，他的研究和写作始终注人了浓厚的情感，以至于我常常提醒：历史研究是理性思考
和感性认知相互交融的过程，他虚心地接受了，这部传记中就有鲜明的体现；因为这使命，他克服了
各种各样的困难，做出了太多的奉献和牺牲，消闲和娱乐自是不可能的了。他既非历史学科班出身，
又身处缺乏学术研究和写作氛围的县城，资料收集上有诸多不便，能够确立庞大的写作计划并努力付
诸实施，我以为，支撑他选择这种生活态度的就是庄严的使命和浓厚的情感，相信他会继续以此浇铸
更多的著作，我在热烈地期盼着！2010年8月1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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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名将周瑜》

内容概要

周瑜是汉末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人物和政治人物，他为辅佐东吴集团立足江东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夏冬波先生的《三国名将周瑜》一书，以汉末三国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为线索，以时间为序，从周瑜
家世、为人、事功、政治思想、社会关系、家庭生活和文化素养等各个方面人手，全面地记叙了周瑜
叱咤风云、丰富多彩的一生，较好地还原了一个客观真实的周瑜形象，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周瑜传记
。《三国名将周瑜》文字流畅，现代白话文叙述，穿插有文学描述，文风朴实自然，旁征博引，考据
精当，侃侃如数家珍，周瑜其人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Page 4



《三国名将周瑜》

作者简介

夏冬波，字静之，号百药斋主。1964年生，安徽庐江人。主管药剂师，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学历。
多年从事三国文化、淮军人物和地方史研究。先后在《人民政协报》、《中华读书报》、《安徽日报
》、《纵横》、《江淮文史》等报刊发表文史文章二百余篇。2007年5月提出“淮军文化圈”概念，备
受专家关注。出版《淮军名将吴长庆》、《药物与书画装裱》等专著。现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政协巢湖市委员委员会、政协庐江县委员会常
委、庐江县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Page 5



《三国名将周瑜》

书籍目录

Page 6



《三国名将周瑜》

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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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小时候，我听得最多的是先君说的《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薛仁贵征东》和《杨家将》，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三国演义》。先君讲三国，其记忆的精熟程度令人吃惊。我上初中，有一次他
讲了《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我暗暗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翻翻，果真一点不差
。想必《三国演义》的句式，是特别容易说唱的。真正看《三国演义》是我1981年初中毕业，考上中
专以后，家里的“双抢”干完了，我才有空认真地将《三国演义》看了一遍。工作以后，又看了一遍
。当时只觉得很精彩，比《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更好看，当然还是受先君的影响。庐
江的历史人物主要集中在汉代和清代。汉代主要是集中在汉末三国时代；清代主要是晚清。对庐江的
三国人物如左慈、王蕃等，我都写过文字。对周瑜，我却是很长时间没有写一个字，主要是在接受周
瑜的历史文化信息中，有很多对周瑜是不好的。如周瑜气量小呀；周瑜指挥的赤壁之战导致国家分裂
呀；周瑜因酒色伤身早夭呀；庐江周瑜墓是假的呀等等。因此，我的心头，一直负担很重，虽想给周
瑜写点文字，可一直不敢动笔。2008年4月23日晚，在为周瑜墓园策划陈列布展过程中，幸会画家韦君
琳先生。在餐桌上，韦老说：“你们庐江搞周瑜文化，有没有一本介绍周瑜的书？”我说：“没有”
。韦老说：“周瑜是你们庐江县头号历史人物，你们搞历史文化研究的不研究周瑜，那还研究什么？
”韦老又说：“研究周瑜，要有庐江的声音，要有庐江版的周瑜传！”韦老的坦率言辞让我既惭愧，
又感奋。周瑜在短暂的一生中，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杰出的军事才能，为辅佐孙策、孙权建立和巩固
东吴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上能忠心事君，下能举贤荐能，外能抵御强敌，内能将士同心。这样一
位千古英雄离开我们快1800年了，难道我们不该给他写一个传记吗？周瑜能感动李白和苏东坡这些大
文豪，也一定能感动我！这就是写作本书的缘起。2008年4月26日，在庐江西南周大村民组又发现了《
潜川周氏宗谱》，这让我很兴奋。当天决定，写周瑜！是啊，庐江人不写周瑜，还研究什么历史人物
呢！数月之后，写了一个十多万字的书稿，当时也准备出版，我的导师、安徽省社科联翁飞研究员一
再训示，说要拿出有份量的文字来，否则不如不出版。我只得打了退堂鼓。几经打磨，三易寒暑，九
易其稿后，在今年恰逢周瑜逝世1800周年之际，作为本土的一位作者，为周瑜写了这部传记，这不是
家乡对周公瑾最好的缅怀和纪念吗？《三国名将周瑜》全书主要史料来源于《汉书》、《后汉书》、
《三国志》、《江表传》、《资治通鉴》、《后汉书集解》、《三国志集解》、《庐江县志》等史传
资料，同时参考了一些周氏宗谱的资料，参考了当代研究周瑜的最新成果，也吸收了《三国演义》的
一些内容，采用虚实相生、文史兼容的手法。除了前言所及的内容外，对周瑜与安徽、巢湖、庐江、
《孔雀东南飞》、庐江楼船之关系作了力所能及的探求。对周瑜墓和小乔墓的历史沿革以及历代对周
瑜籍贯的考证和对周瑜的吟诵，也作了较为全面的回顾。我想，发掘和认辨历史文化，主要是吸收和
借鉴其优秀的部分，并服务于当代社会。一部撰著的真正价值，从社会效应方面看，在于他的撰著为
社会所需要的时候，在于他的撰著具有独到见解的时候，在于他的撰著为人们所赞赏的时候。本书的
出版首先要感谢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省社科院沈伯俊研究员。沈会长不
仅在写作上给予指教，还给我提供了大量研究资料，并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感谢安徽大学周怀宇
教授为本书作序。感谢全国政协文史委办公室副主任许水涛仁兄的悉心批改并作序。感谢安徽省文物
局局长陈建国先生为拙著题写书名。感谢张建安先生的精心编辑。感谢叶武先生、李晓林先生帮助的
装帧设计。还要感谢庐江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感谢吴向明先生、聂卫东先生的鼎力相助。由于
时间紧迫，加之资料有限，想必有不少讹误，还请方家批评、赐正。夏冬波2010年8月20日于三脉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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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收到后是旧书，有很多明显的划痕，让本人火了一把。由于喜爱周瑜，也就忍了。内容充实，
买之前看本书的目录感觉是有逻辑顺序，但是买了后看本书发现逻辑顺序不是很强。读了后了解了周
瑜的更多事迹。深层次的感受则比较少，有可能也是周瑜早年逝世之故。
2、书比较喜欢，就是纸的质量有点差。
3、终于找到了写美周郎的一本非虚构的书 （好像我买的是最后一本了）
4、史料很详实，比较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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