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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研究是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一个热点。关于三国史研究的状况，成果极其丰富，

因此只能讲讲近年来的状况。
近年的概念，具体地说，只能限制在近五六年，也就是 2005 年以来。即使这样，也还要做进一步限制，

即仅限制在概括整体研究和国外( 日本) 研究方面，在具体介绍成果时，只以 2010 年以来的成果为限。之

所以如此，因为第一，成果太多而时间有限。第二，2010 年以来的研究成果，所研究的领域和问题是以以

往的研究为基础的，能反映近年来的整体面貌。第三，这些代表了史学界三国研究的最新成果。
三国历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 三国政治、行政制度、封爵制度、民族政策、三国人物、手工业生

产、妇女、货币、军队建设、战争战役、军事制度、典籍校勘、三国史料、儒家思想、文学学派、城市变迁、城市考

古、三国遗迹、三国文化旅游等等。上述问题中，有的受关注程度较高，有的受关注程度一般，也有的受关注

程度较低，因此，不可能每个问题都谈到。这里只概括为五个方面，力求反映近年来三国研究的整体状况。
一、走马楼吴简研究

1996 年 1 月至 11 月，长沙市五一广场东南侧走马楼巷发掘了 61 口古井，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有
17 万枚竹简，数量之大，超过了 20 世纪全国出土简牍总量。从此，掀起了一场三国吴简研究的热潮。这

场热潮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高层次的研究机构纷纷建立。2000 年春，北京大学成立“吴简研讨班”。2005 年 12 月，湖南建

立走马楼简牍博物馆。成立于 1995 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也投入了对吴简的研究工作。在

日本，1999 年，日本学术界成立“长沙吴简研究会”。
第二，全国著名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纷纷投入研究。据不完全统计，撰写研究论文的作者来自: 中

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人民大

学国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历史系、山东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吉林大学古籍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南京晓庄学院、湘潭大学商

学院、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湖
南商学院旅游管理学院等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

第三，持续不断的研究热潮。长沙走马楼吴简已经出土十五年了，十五年来，对吴简研究的热度始终

不减。从 2005 年至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湖南大学学报》、《中国农史》、《江汉考古》、《史学月

刊》、《中国历史文物》、《南都学坛》、《人文杂志》、《历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东南文化》、《船山学刊》、《社会科学战线》、《南京晓庄学院学报》、《文史博览》、
《文史哲》、《考古》、《浙江社会科学》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研究文章 70 余篇。2005 年 12 篇，2006 年 11
篇，2007 年 9 篇，2008 年 12 篇，2009 年 16 篇，2010 年 11 篇，几乎每年都有十篇以上的研究文章。

第四，日本学者对三国吴简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 2006 年至 2010 年，共发表文章 25 篇，几乎每

年都有文章发表。文章的内容也很广泛，有研究吴简内容的，如伊藤敏雄《嘉禾吏民田家莂における米納

11

2011 年 9 月

第 32 卷第 9 期
襄樊学院学报

Journal of Xiangfan University
Sep． ，2011
Vol. 32 No. 9



入状況と鄉丘》( 《歷史研究》四三號，2006 年 3 月) 。谷口建速:《長沙走馬樓吳簡における穀倉關繫簿初

探》( 《民衆史研究》第七十二號，2006 年 11 月) 。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如関尾史郎等: 《長沙走馬楼出土吳

簡に関する比較史料學的研究とそのデータベースイヒ》( 2007 年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研究( B) 研究

成果報告書) 。有对吴简文字进行考释的，如伊藤敏雄《＜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 竹簡( 壹) ＞ 釋文補註

( 稿) 》( 《歷史研究》四三號，2006 年 3 月) 。有吴简研究报告，如窪添慶文等:《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 3 集

( 2007 年 3 月) 。特别是 2010 年 2 月，还出版了《长沙吴简研究报告 2009 年度特刊》，集中了伊藤敏雄、关
尾史郎、谷口建速、鹫尾祐子、永田拓治、阿部幸信、佐川英治、安部聪一郎、鹤田一雄等一批中青年日本学

者的研究报告。
二、曹魏政权研究

曹魏政权一直是三国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 2010 年至今，仅一年半的时间，在《中国史研究》、《复

旦学报》、《文史哲》、《襄樊学院学报》、《安徽史学》、《中州学刊》、《中原文物》、《学术研究》、《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学报》、《广西社会科学》、《黑龙江史志》、《鸡西大学学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牡丹江师范学

院学报》、《贵州文史丛刊》、《黑龙江史志》、《衡水学院学报》、《黑龙江民族丛刊》、《内蒙古财经学院学

报》、《河套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曹魏政权研究的论文 35 篇。内容涉及礼仪制度、史官制度、财税制

度、中央职官迁转制度、九品中正制度、丧葬制度、屯田制度、皇室世系、民族政策、都城建设、道德生活、文
学、美学、艺术等。其中不乏有创见、有新意的力作。例如发表于《中国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的《曹魏代

汉后的正统化运作———兼论汉魏禅代对蜀汉立国和三分归晋的影响》即如此。文中指出，曹魏代汉在政

治形式完成以后，意识形态形式远远没有完成。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是通过曹丕、
曹睿父子两代人的努力完成的。曹丕、曹睿父子，竭力摹仿尧舜禅让，通过礼遇汉献帝及其后妃，笼络汉之

元老耆宿，更易正朔、服色，逐步确立“魏家舜后说”，并对郊祀礼制加以改革，从而对曹魏的正统化地位进

行了确认和完善。这篇文章实际探讨了古代礼仪制度在重大历史变革中的作用。
日本学者对曹魏政权的研究也成果颇丰。渡边义浩《九品中正制度と性三品説》、川合安《九品官人

法の制定と貴族制形成》是研究政治制度的，森本淳《曹魏における刺史と將軍》、石井仁《三國魏の征蜀

将軍について》、《蜀の都督制度とその周辺》、《三国时代の都督制》是研究军事制度的，落合悠紀《正始

石経の建立と曹魏後半期の文教政策》、《曹魏時代における太学について―明帝期を中心として》是研

究教育制度的。此外，还有研究人物的、研究汉魏禅代的、考证释义的，不一一列举。
三、蜀汉政权研究

2010 年至今关于蜀汉政权研究的文章数量次于曹魏政权研究，共有 18 篇。蜀汉政权的盛衰兴亡一

直是学者关注的问题。《用人之道决定兴亡之道———蜀汉与曹魏的两样灭亡》( 《国学》2011 年第 2 期) 、
《从人心向背来看蜀汉的灭亡》( 《青年作家》2010 年第 12 期) 就属此类问题。《三国蜀汉政权派系动态分

析》( 《巢湖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 、《“东州士”与蜀汉政权》( 《成都大学学报》2010 年第 6 期) 则从蜀

汉政权中政治力量变化的角度论述政权盛衰兴亡的关系。《“后刘备时代”蜀汉政权政治遗产清理》( 《武

汉科技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 则认为刘备在认识和实践上对《隆中对》的理性考量不足，是蜀汉政权

衰势命运走向的直接主观原因。
《蜀汉政权的军政体制与战时经济》(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11 年第 3 期) 是关于蜀汉政治研究的

文章。文章认为，蜀汉政权的政治体制在诸葛亮去世前表现为军政合一的特点，诸葛亮去世后，军政合一体

制分化，呈军政分离倾向。《出师表与蜀汉政治》(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 认为，《前出师表》详

细规定了刘后主与辅佐大臣各自的职责所在和应遵守的政治伦理秩序，设计了蜀汉统治政权的权力架构及

运行方式。《后出师表》对一年来军国大事的实际状况作了全面的说明和解释，提出了辅佐大臣应坚持的道

德操守，确立了蜀汉统治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两份《出师表》是蜀汉建国后建设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蜀汉官制研究，有《蜀汉东宫官制述论》( 《历史教学问题》2011 年第 1 期) ，《蜀汉蜀郡郡守考略》

( 《黑龙江史志》2010 年第 11 期) 。
蜀汉钱币研究，有《三国时期蜀汉钱币收藏研究》( 《安徽钱币》2011 年第 1 期) 、《蒲江县出土的窖藏

“蜀汉五铢”钱》( 《中国钱币》2010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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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与荆州的关系也是蜀汉研究的重要问题。《蜀汉失荆州的主观原因探析》( 《魅力中国》2010 年

第 11 期) 、《夷陵之战的规模及蜀汉失利的根本原因》( 《军事历史研究》2010 年第 4 期) 、《论荆益二州的

轻重关系及荆州之失的责任追究》( 《襄樊学院学报》2010 年第 7 期) 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蜀汉佛教问题鲜有学者注意，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学者所撰《蜀汉佛教流传考》( 《五台山研

究》2010 年第 4 期) ，根据近年蜀地出土的一些带佛教元素的文物，结合相关文献对佛教在蜀汉的流传形

态以及周边问题做出推测，属填补空白之作。
日本学者也对蜀汉研究给予一定的关注。在这方面有満田剛撰《蔣琬政權の北伐計畫について》( 創

価大学人文論集第 18 號，2006 年 3 月) 。
四、孙吴政权研究

从 2010 年至今研究孙吴政权的文章与研究蜀汉的文章数量不相上下。《走马楼吴简与孙吴时期的工

商业》(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1 年第 2 期) 、《从走马楼吴简户籍书式看孙吴对秦汉户籍制度的继承和

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 ，反映了学界对新材料的利用。
孙吴政治研究相对较热，有《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特征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政治关系》( 《南都学坛》

2011 年第 2 期》) 、《试论世家大族对孙吴政权的不利影响》(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 年第 1
期) 、《略论孙吴的社会矛盾及其表现》( 《许昌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 、《论孙吴对岭南的统治》( 《鲁东

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 、《三国孙吴张温案考论》( 《浙江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0 期) 、《祥瑞与孙吴政

权的运行》( 《科教新报》2010 年第 24 期) 等文章。
文物考古研究方面，有《湖北省鄂州五里墩出土孙吴时期“红色粉状物”的测试分析》( 《文物保护与

考古科学》2010 年第 1 期) 、《湖州长超山发现孙吴时期纪年墓》( 《东方博物》2010 年第 4 期) 、《孙吴时期

青瓷俑的分类与社会生活》( 《南方文物》2010 年第 3 期) 等文章。特别是《南方文物》上刊登的这篇文章，

利用 2005 年南京江宁上坊镇一座孙吴时期的特大型墓葬出土的文物，揭示了孙吴社会生活状况。
关于佛教研究，有《孙吴佛教流传考》( 《东南文化》2010 年第 3 期) ，该文与《蜀汉佛教流传考》均由香

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学者撰写，为全面研究三国时期的佛教做了有益的工作。
五、三国人物研究

三国人物研究近一二年的热度应当首推曹操。从 2010 年至现在，各类刊物已经发表了研究文章近

400 篇。这些刊物有《历史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安徽史学》、《文学界》、《西南大学学报》、《苏州大学

学报》、《宁夏师范学院学报》、《许昌学院学报》、《鸡西大学学报》、《巢湖学院学报》、《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学报》、《西昌学院学报》、《南阳师范学院学报》、《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等，作者包括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南京大学文学院、华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山东大学宗教所、山东

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安徽大学历史系、陕西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

院、重庆文理学院、苏州大学文学院、许昌学院文学院、陕西师大音乐学院、黑龙江伊春职业学院等科研单

位和高等院校教研人员。
曹操研究之热，首先得益于 2009 年底河南安阳曹操墓的发掘。曹操墓的发掘引发了一系列大讨论，

甚至大争论，有些文章的言论早已超出了学术讨论范围，不能称之为学术研究。但学术研究仍是曹操研究

的主流。2010 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的《曹操高陵》，收集了秦汉魏晋研究专家 20 篇

论文，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收集了秦汉魏晋研究专家 52 篇论文都是严肃的科

学研究论文。区分文章是否为科学严肃的，当然不是依据所持的观点，而是方法和态度。比如方北辰先生

的文章《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 《成都大学学报》2010 年第 6 期) ，尽管对曹操高陵提出异议，但谁也

不能否认它是严肃科学的学术论文。
曹操研究之热，还在于曹操本身在历史上的地位。近一年多来关于曹操研究的文章，也有不少与曹操

墓无关的。《曹操评价述评》( 《文学界》2011 年第 5 期) 、《曹操形象的变化》( 《安徽史学》2011 年第 2
期) 、《曹操浅论》( 《巢湖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 期) 等文章对曹操进行总体评价。《从曹魏都城建设与北

方运河开凿看曹操的历史功绩》( 《安徽史学》2011 年第 2 期) 从重大工程切入论曹操的历史贡献。《从曹操

入仕看汉末孝廉察举之变化》( 《安徽大学学报》2011 年第 3 期) 透过曹操的仕途分析汉魏之际选官制度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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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论曹操教令的思想内容及表现手法》(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 、《论曹操的廉政思想》
( 《西南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 期) 、《论曹操诗歌及其儒家思想》(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1 年第 2 期) 、《论

曹操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 年第 4 期) 、《论曹操的神仙思想及其游仙诗》( 《山西

大同大学学报》2010 年第 5 期) 从各个角度对曹操的思想进行研究。《对孔融其人及其与曹操关系的再认

识》( 《西昌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 期) 探讨曹操与孔融的关系。《曹操与原始道教》( 《历史研究》2011 年第一

期) 探讨了汉魏之际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曹操与原始道教牵涉至深的关系。《从曹操到曹丕的诗歌变化看建

安文学的发展轨迹》( 《现代阅读》2011 年第 4 期) 、《略论曹植诗歌的结构———兼与曹操比较》( 《鸡西大学学

报》2011 年第 1 期) 、《曹操与傅玄乐府诗之比较》( 《苏州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 期) 、《曹操对儒家音乐文化

的继承与发展》(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0 年第 5 期) 等文章则对曹操的文学成就进行论说。
曹操之外，另一个人物研究的热度也持续不退，这就是诸葛亮。从 2010 年至现在，共发表关于诸葛亮

研究的文章将近 200 篇。如果说“曹操热”有部分原因是曹操高陵的发掘，诸葛亮研究则没有曹操高陵那

样的特殊事件的推动，从这一意义上讲，人们对诸葛亮研究的热度，丝毫不亚于曹操。
诸葛亮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南征北伐的评价、躬耕地的问题、军事失误的问题、《出师表》、《诫

子书》等文章的解读、诸葛亮的读书方法、诸葛亮的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诸葛亮的《隆中对》、诸葛亮

与刘备的关系、诸葛亮与夷陵之战、诸葛亮治蜀、诸葛亮与儒法思想等等。
上述问题可以说是史学界研究的老问题，在此以前许多文章都对此进行探讨。不是说对这些问题进一

步探讨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史学界应该更多地发出诸葛亮研究科学的声音。因为第一，在一些问题上，学术

界确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现象。不同看法只有在反复深入的研究探讨中才能接近正确的认识。第二，在

诸葛亮研究当中，也有一些非科学的态度，以标新立异吸引眼球为目的。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去和他们争论，

但我们应该拿出有说服力的科学成果，让广大群众去辨别，去选择。只要我们拿出的成果是科学的，实事求

是的，就会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正是我们研究诸葛亮的意义所在。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早在 1998 年团结

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朱大渭先生合写的《武侯春秋》，得到学界和社会的好评，日本的中村圭尔教授还为此书写

了书评。事隔 9 年，中华书局再次将此书出版，改名为《诸葛亮大传》，不久台湾麦田出版社又买去版权，更名
《一代军师诸葛亮》在台湾及东南亚发行。日本学者津田資久又在2009 年《东方》杂志上写了书评《称陽型諸

葛亮評伝の集大成とその限界性「諸葛亮大伝」》。可见此书在国内及海外的影响。
2010 年至今关于刘备的文章近 80 篇，其生平事迹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到荆州以后。《刘备“三顾茅庐”

辨》( 《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11 年第 2 期) 论述了刘备到荆州后三顾茅庐的必然性。《刘备“取成都”初

论———刘备入蜀 1800 周年纪念》( 《成都大学学报》2010 年第 6 期) 论述了刘备从取成都、称帝成都再到入葬

成都的全过程。《刘备在白帝城论析》( 《成都大学学报》2010 年第 6 期) 探讨了刘备人生的最后时段和托孤

的心态、环境，并对伐吴及其失败的原因、刘备的托孤是英明人主的明智抉择进行了论证阐述。《刘备的祖

辈、妻妾后妃和子孙术考》( 《襄樊学院学报》2010 年第 3 期) 对刘备的祖辈、妻妾后妃和子孙一一阐述、考定。
本次会议的一个主题是纪念刘备入蜀 1800 周年，相信通过这次会议，会使刘备研究更加广泛深入。

其他三国人物如关羽、孙权、鲁肃、周瑜等也有一些，但不如上述人物集中，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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