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三国鼎立

形成的

历史原因
张大可

一
、

多因素的历史原因

三国鼎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
,

不仅三

分故寮肩宋代以来由于平话
、

戏剧
、

小说的影响
,

已是家喻户晓 ; 而且形成三分的历史发展
,

威武雄

壮
,

可供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

但是三国鼎

立形成的历史原因这一课题的研究
,

似乎还是一个

薄弱环节
。

目前史学界已成定论的观点认为
: “

三

国鼎立出现的根本原因
,

在于各她区封建经济的发

展别
导致了分裂倾向的加剧

。

其理由是 、
“

长江流

域诀城游几也区蜂的封建经济
,

发展到了勉强可以

自绚和彼此均衡的程度
,

给南方孙
、

刘的割据提供

了铃娜基础
; 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社会经

然
。

如果说
,

研究方法的要点是由对象的内在特点

所决定的 ; 那么 ; 系统性综合化的研究对中国政制

史来禅实属必然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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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
,

无力消灭南 方 的 国

家
,

以统一中国
。 ”

①这就是三国鼎 立 的
·

“

必 然

性
,

理论
,

可名之日
“
经济均衡论

” 。

史学界已发

表的学术论文
,

出版的学术论著和各种教科书
,

对

三国鼎立的看法都没有越出
“

经济均 衡 论
”
的 藩

篱
。

事实上
,

早在春秋战国之麟
“长江流 域 已 有

巴
、

蜀
、

楚
、

吴
、

越旁国家的建立
,

何待于两汉以

来的江南开发形成经济均衡理 割据长江上 流 的 刘

璋
、

刘表
、

甲兵资实
,

不弱于孙吴
,

更不 减 于 刘

备
,

何以要待刘备来建立蜀汉形成曹
,

孙
、

刘三家

对峙 ! 可见
“

经济均衡论
”

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

了
。

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历史发展的整个长河来

看
,

王朝兴衰
,

军阀混战
,

群雄割据
,

南北对峙都

一再出现
,

而三国鼎立是唯一的一次历史存在
,

可

见这一历史局面的出现是一个特例
。

特例是历史发

展中的变异
,

就象生物遗传工程上的变异一样
,

有

它变异的特殊原因
,

而不能用
“

常规
”

的必然性理

论去解释
。

中国秦汉以后的封建王朝
。
最长的莫 过 于 盛

唐
、

朱明 , 大清
,

这三个朝代都没有超出三百年
。

短命的王朝如秦朝
、

隋朝只有几十年
,

每一个封建

王朝解体
,

都要出现军阀混战
,

群雄割据 , 而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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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统一
,

形成了夭下大势
“

合久必分
,

分久必合
”

②的周期性运动
。

这可以看作是封建地主经济发展

的周期性运动
。

因为自然自足的封建经济
,

即使在

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下
, “

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

着封建割据的状态
” , ⑧中央集权力量一旦能翁或

解体
,

就要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
,

而割据混战破坏

生产
,

给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

所以它是不能

持久的
。

人民要求和书 反对战争 , 要求统一
,

这

是历史的趋向
。

群雄割据中的优胜者
,

航应历史的

趋向
,

他就能够削平战乱
,

统一中国
,

秦
、

西汉
、

隋
、

先
、

明等封建王朝末年的战乱
,

很快走向了统

一
,

这就是
“
合久必分

,

分久必合
”

的常规
。

南北

对峙就打破了这一常规
。

中国历史上有东晋与北方

十六国之对峙
,

有南北朝之对峙
,

有北宋与辽之对

峙
,

有南宋与金之对峙
,

这些对峙历史都有比较复

杂的历史原因
,

而不能用
“
经济均衡 论

”

加 以 解

释
,

更何况兰国鼎立
。

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的主要历史原因
,

是北方游

牧良族入主中原
,

迫使政治腐败的汉人政权退到南

方
,

依恃长江天堑作为屏障而偏安江南
。

由子这样

的历史条件一再重演
,

所以南北对峙的局面也就一

再出现
。

东晋与甫宋两个时期的南北对峙
, 南方的

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了讹方
,
而人心向背也有利于南

方
,

因此祖逛北伐
、

桓温北伐
、

刘裕北伐
、

岳飞抗

金都取得了节节胜利
,

但是由于南方政权的政治腐

败而使北伐总是归于失败
,

显然
“
经济均衡论

”

在

这里是无法解释的
。

东汉末年没有北方游钦民族入

主中原
,
而是军阀混战演成了三分

,

有着极其复杂
的历史原因

, `

因而形成了一个历史发展的特例
。

“

经济是基础
, ,

任何时候这都是立国的基本

条件
。

东汉末年的战乱
,

北方经济残破
,

没有力量

支持曹操不停顿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

的确是三国鼎

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

曹操南下荆州
,

接着又东进赤

壁
,

连续大规模作战
,

北方经济无法承受
。

果国的

朱治就说 : “

中国萧条
,

或百里无烟; 城邑空虚
,

道瑾相望
,

士叹于外
,

妇怨乎室
,

加之以师旅
,

因

之以饥谨
,

以此料之
,
岂能越长江与我争利哉 ? ,

④周瑜论曹操必败
,

原因之一是
` “

义今盛寒
,

马无

菜草
” ,

⑥也说明了北方后勤供应不继
,

士卒乏衣

粮
,

马乏草料
,

乃是一种冒进
,

但是
,

当时曹操已

得天下十之七
、

八
,

长江上流的益州牧刘璋遣使请

降
,

只有区区江东六郡相抗
,

且孙权内部未靖
,

山

越未服
,

南北对抗众寡悬殊并未形成均衡
。

只要曹

操计划周密
,

时机得宜
,

不冒进赤壁
,

完全有统一

中国的可能
。

海军孝战
三国鼎立形成*

一

奔菌
名势弧

,

刘备入蜀

经济均 衡
,

对 于

“

三分对峙
”

有一定的影响
,

但仍不是主 要 的 因

素
。

因为曹魏的

瘫鲜
冰趋贡泉蜀二国力量之

和
。

尤其是蜀国这个弱小政权
,

远不敌曹魏
,

而诸

葛亮居然能够屡

理条件
,

以及昊
卿魄

绪蜀月辨
蜀两国的互为特

恃彝物天独厚的地

角乏援石经过几十

年的对峙
,

北方经济恢复
,

吴蜀两国政治昏暗
,

人

心反向
,

曹魏的人力
、

物力占了压倒的优势
,

三国

也就归于一统了
。

经济的因素最后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

。

但是
,

我们不能以究梁反证
,

,

甚自鼎立决定于

南北的经济均衡
。

学术界还有~ 种观点
,

认为
“

东汉末年发展起

来的地方割据势力与地主独立经济是三国存在的前

提条件
” ,

⑥这是没有疑义的
。

东汉末年战乱
,

豪

强地主各抓兵自重
,

〔

率族自保
,

有的则作有计划的

迁移
,

或择主而居
,

或占山为王
。

如颖川荀或北依

袁绍
,

后投曹操 , 招淮鲁肃南渡
,

往依孙权
,

都是

举族而迁
。

右北平无终人田畴则是补个占山为王的

典型豪强
,

北方乱起
,

他
`

率举宗族他附 从 数百

人
” ,

入徐无山中
, “

营深险平敞地而居
,

`

躬耕以

养父母
。

百姓归之
,

数年间至五千余家
” 。

田畴制

订了约束部众的二十余条法纪
, “

法重者全死
” ,

又制订了婚缘之礼
,

学校授业之法
。

田畴还遣使与

乌丸
、

鲜卑叉通
,

使之致贡
,

俨然是一个独 立 王

国
。

⑦在全国各地林立着无数个象宙畴这样的强宗

豪右
,

他们就是东汉末军阀割据混战的社会基耐
`

割据一方的州牧郡守
,

如果得不到这些地方豪强的

支持
,

就很难立足
。

据有北方幽
、

冀
、

青
、

并四州

的大军阀袁绍
,

招命田畴万又郎授将军印
,

礼命五
至

,

畴终不出
。

飞曹孙刘三蜘是得到紊强地主集团

的支持发展起来的
。

公先一九四年陶谦让徐州给刘

备
,

刘备不敢受
。

后得下郑陈登支持
,

刘备才领徐

州收
,

但终因基础薄弱
,

刘备两次得徐州
,

两次丧

失了徐州
,

在北方不能立足
。

后来他在荆州驻屯十

余年
,

依靠荆州地主集团入蜀
,

又得益州地主集团

的支特才建立了蜀汉
。

孙权得江北大族张昭
、 `

周瑜

支持
,

特别是得到江东地主集团顾陆朱张四大姓以

及全氏贺氏等豪强的支持
,

才站稳江东
。

曹操是以

颖川荀氏
、

沛国曹氏
、

夏侯氏地主集团为基千
,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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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罗致北方地主集团的支持发展起来 的
。

袁 曹 角

逐
,

曹胜袁败
,

因素很多
,

但其中一个因素
,

就是

象田畴这样的众多豪强弃袁投曹
,

在很大程度上改

变了袁曹双方的力量对比
,

才使得曹操由劣势转变

为优势
,

并在战胜之后
,

能够稳住局势
,

沉固对所

占地区的统治
。

但是
,

地主豪强集团的割据性只能说明它必然

导致军阀混战
,

并不能说明必然形成 三 分
。

因 为
“

军阁混战
”

与
“

形成三分
”

之间在逻辑上并无必

然联系
,

二者不能划等号
。

东汉末年的所有军阀都

得到了各自所割据地的地主豪强集团 的 支 特
。

当

然
,

如果没有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
,

就没有三国鼎

立局面的 出现
。

在这个意义上
, “

东汉末年发展起

来的地方割据势力与地主独立经济是三国存在的前

提亲碎`
。

所谓
。

前 提 条 件
· ,

就 是
。

先决 条

件
即 ,

或者叫
“

可能条件
, ,

它只是提供
召

形成三

分
”
的可能性

,

并不是必然性
。

因为军阀混战可以

兼并为三 ; 也可以兼并为二 ; 也可以兼并为一
,

即

直接走向统一
,

前已述及
,

东汉末年战乱 走 向 三

分
,

是中国封建王朝改朝换代中出现的一个历史特

例
,

还有更深刻的历史原因
,

这是必须深入研究的

问题
。

兰国鼎立有着多因素的历史原因
,

经过极其复

杂的厉史演变才形成的
。

如果我们划分一下三国鼎

立的历史发展阶段
,

就可明显地看出来
。

三国鼎立

的历史发展
,

从公元一九 O 年关东兵起到 公 元 二

八 O年西晋灭吴统一天下止
,

前后九十一年
,

可划

分为三个阶段
。

公元一九O至二 O 七年是东汉末群

雄割据阶段
,

前后十八年
,

从人才均势上形成了曹

孙刘三个集团
,

公元二O八年赤壁之战至公元二二

九年孙权称帝
,

是三国鼎立形成阶段
,

前后二十二

年
,

`

兰方斗争交错
,

内容复杂
,

形势发展瞬息万变
,

最终形成了三分的地理均势和政治均 势
,

三 国 鼎

立才得以确立
。

公元上三 O年至公元二八 O年
,

是

三国对峙井走向统一的历史阶段
,

前后五十一年
。

半个世纪的“ 兰分对峙
, ,

地理均势起了主要作用
,

南北的经济均衡作为地理均势的补充也起 了童 要

作用
。

研究三国鼎立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扩无其是

第一
、

二两个阶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内容
,

可以鲜明

地看出
, “

形成三分
”

实非某种单一的历 史原 因

所决定
,

也并非必然要出现的局面
,

而是各种各样

的主客观原因
,

通过无数的偶然事变
,

交互作用的

结果
。

当然
,

历史的偶然又寓于必然 之 中
。

历 史

研究的任务
,

就是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自捣 示 这

种寓于必然之中的偶然是怎样弓!导着历史的发展
,

而不是将复杂的历史内容规范在简单化的必然性公

式模式中
。

所谓
“

必然
“ ,

是指历史发展的趋向和客观的

历史条件
。

东汉末年豪强地主集团的经济澎胀有很
大的割据性

,

必然带来军阀割据
碱

’

`反过来
,

割

据兼并必然导致统一
,

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向
。

南

北的经济均衡和昊蜀两国所依恃的地形险阻
,

是客

观的历史条件
。

所谓
一 “

偶然
, ,

是指东汉末年军阀

混战走向统一的过程中
,

出现了三分鼎立的局面
。

这一局面是由于三分的人才均势
,

三分的 地 理 均

势
,

三分的政治均势等多种历史原因的交叉才形成

的
。

三分的人才均势
,

三分的地理均势
,

三分的政

治均势都是
“

偶然
”
的事变

。

这些历史事变是
`

人

谋
”

起了主导的作用
。

下面分层次论述三国鼎立形

成的多因素历史原因
,

并着重分析
“

人谋加 的历史

作用
,

以供讨论
。

二 东汉末军栩混战所形成的
一

三分人

才均势
三分的奠定

,

首先是在军阀混战中
,

使汉末人

才分散
,

形成了曹孙刘三个坚强的领导集团
。

汉末军阀
,

穷凶极怒的童卓
,

顽悍乐杀的公孙

玻
,

贪利赖宠的陶谦
,

倏彼倏此而横的昌布
,

狂愚

而逞的袁禾
,

雍容论道的刘表
,

昏暗孺弱的刘璋
,

都无勘乱之才
,

他们的作用是为胜利者软除
,

,

在群

雄角浑中注定要被歼灭
。

志大疏略的衰练 叉麟
资的曹操

,

弘毅宽厚的刘备
,

任才尚计的孙权
,

都

有统二天下之志
,

往入有方
,

驭才有术
。

而后袁绍

败亡
,

演成了三分之局
。

官渡之战奠定了北方的统一
,

消除了一个争天

下的强手 ; 赤壁之战曹操受挫
,

孙刘之势强
,

午是

奠定了三分之势
。

本来这两次战瞬娜宣解一夭下的
可能

。

袁绍鹰扬河朔雄视天下
,

设若官渡之战袁胜

曹败
,

袁绍君临夭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

督操统一

北方
, “

奉辞伐罪
,

旎魔南指
,

刘原束手
,

⑧
,

若

赤壁战胜
,

称孤道寡乃必然之势
,

但这两次战役都

是强者败
,

弱者胜
,

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

从而改

变了历史的天平
,

使偶然因素变成了必然之势
。

这

里的
“

偶然
” ,

是指曹操官渡告捷
,

孙刘赤 壁 战

浦
,

带有
“

偶然性
” ; 但已然胜利之后

,

使形势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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蜷
,

成为了不可战胜的 强 者
,

这 就 是
“

必 然 之

势
分 。

反过来说
,

叱咋风云的袁绍和曹操
, 一

不听谋

臣劝谏
,

丧失了取胜之道
,

只是
“

偶然
”

的一着失

计
,

造成了
“

失之毫厘
,

差以千里
”

的
“

必然
”

后

果
。

袁绍之败
。

路吓 他脚果了

恃的袁氏丹世吞

袁绍在官厚之战以前一直是走上坡
许各争天下的优势

,

袁绍不仅有可

今的碑简资本
,

而且他产人有
“

姿

沂节下十
” .

具有雄略的气质
。

在

政治斗争中
,

卑绍主谋途灭宦官
,

又首倡讨董卓
,

大得人心
。

荞馥江冀州
,

袁绍受之
,

而豪杰之士多

归之 : 数年之问
,

遂养有河朔四州
,

天下无熬
·

沮

授
、

田丰
、

审配
、

译缪弓
: 辛评

、 ·

辛毗
、

郭甲
、

许饮

等智士为之谈 鞠义
,

颇良
、

文丑
、

高览
、

张邵等

勇士为之统井军
,

但是官渡之战
,

袁绍一败徐地
,

从胜利的顶峰珠落下来
,

煞入了灭顶的深渊
。

衰绍

官渡之欺的主要原因是因胜而骄
,

一意孤行
,

以个

人之智敌曹操之群士
。

他不纳甲丰之谋
,

不用沮授

之计
,

既要急于进取
,

而又丧失战机
,

不在曹操东

董从等

舞ù袖士牛袁尹宣够
价田征举碎璧热等:示锄断黔,

人而不能用人
,

不仅荀或
、

郭

而去
, 产

就是效琴齐出如沮撰
·

外宽内忌
,

能聚
飞

“ ` 、 一

绍等智士离他

也无 所施 其

能
。

张部
、

许饮则因其计不用
,

愤然阵煎倒戈
。

袁

绍逞个人冬智
,

又砰牛了曹操这样一个棋高一着的

对手
,

碑然碑斗覆堆的命运了
。 ;

官渡之雌拜了袁
绍的弱粼

一

娜是声操卯对手
·

鳍迎帆帝河释
上

,

袁笋拼科
曹

,

就艳了一着一然西详是对么局

成败瓣牟
性影响的

声
,

袁钾愉了守铃处被咚
。

曹

操咸了这: 着
, 、

舍盘皆今 处处妙
。 袁育二人相

较
,

衰绍凭籍的是 幼
”

气
“

地利
” ` , _

曹瀚靠的

是
“

智
”

与
“

道术
” ,

两人政浪赓质的
.

优省不待分

辨而高下自所 《 武帝纪 》 中有曹操与郎如下的

一段对话
:

“ ·

初 , 绍与伶书妙
,

维问公尽
卜

“

若事不
1

料
~

则弃图何所可据? 牛公日
; “

足下意

以为何如?
”

绍曰 ` “

青南
.

据河
,

北 祖

札 代
,

养触之拓户向以争天
下

,

庶

可以济平“
”

公只
: 吧吾任界下名智力

,

以道御乞 天所不耳
。

”

袁绍实现了他的
“

南据河
,

北阻燕 : 代
” ,

也可算

得上群雄中的妓妓者
。

但与曹操相比
,

袁绍只是一

个
“

小器
” 。

王夫名补吞
: “

起于纷乱之世而欲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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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非能屈天下之英雄
,

不足以建非常之业
。 ”

⑨

袁续召能屈韩馥
、

公孙珊之辈
,

而不能屈曹操
,

故不

能建乌嫦之业
。

曹
娜

于袁绍
,

不只是个人的政治

素质
户

平主薯的是他所推行的政治路线
。

袁绍看重

的是地利和兵力
,

曹操看重的是人才和道义
。

所以

诸葛亮说 : “

曹操比于袁绍
,

则名微而众寡
,

然操

遂能克绍
, 、

以弱为强者
,

非堆
`

天 时
,

抑 亦 人 谋

也
。 ”

L十分精当
。

曹操赤壁之败
。

曹操用兵如神
,

善 能 以少 胜

众
,

以那克强
,

但在赤壁之战电却是御众而败
,

盛

强而摧
J

大出人意料之外
。

王夫之分析说
: “

操之所

以任天下之智力
,

本也
,

非道也
。

术者
,

有所可
,

有所

不可
,

可者契合
,

而不可者弗熊纳
,

则天下之智力
,

其不为所用者多牟
。 ”

这林是说
,

曹操也没有真正

做到诚心任用智力以扶持大议
,

而是为一 己之私利

用权术驾驭人才
。

谋士的意见
,

投合 自己的私心就

采线 不投合自弓的私心就不采纳
。

曹操的赤壁之

败
「 ,

正是如此
。

他不听贾诩
、

程星的善计而急于东

进
,

重蹈了袁绍拒谏的覆辙
,

走上了恃众欺寡
,

恃

强该弱的失败之路
。

曹操之急于东进
,

也正如袁绍

之急于南下一样
,

是急于稗皇帝梦
,

故冒行以建寻卜
常之功

,

结果是志骄意得
,

欲速而不达
,

被孙刘联

军的絮力所击败
。

赤壁之战是一场斗餐斗力的群英

会
。

孙刘两家的谋臣武将
,

齐心合力共御曹操
,

而

曹操却颐指气使
,

以一人刚煌自用之智
,

抗天下群

英之会
,

败亡也雄是必然的
。

官渡之战和赤壁之阵都是尊定三国鼎立的重要
战娜 前者袁绍冬败

,

后者曹馋失败
,

谏统一的局

势一再受热 而簿成三分之局
。

这两次弱者稗衅强

敌的战拓 都是
“

磷
”

起了决定性的娜
户

_

祥
之踢 刘孙联合的摹秒书鼻以人才三分的均粉内前
提的

,

诸蓦砂库电对策补是
“

人谋
”

在 规 划 三

分
。

尽管刘备殊逛
,

无存身之地
,

_

但
“

刘备 有英

名
,

关私 张飞皆万人敌
”

@
,

所以孙杯对诸葛亮

说 : “

非刘豫州莫可斗肖育操者
”

@
·

诸葛亮出使

江东就是以鼎足之形为舞件与孙权进行谈判的
。

他

对孙积说
,

李哪军哪命彝将统兵数万
,

与豫州

协规同力
,

破操军必荞二译军破
卜 必北还

,

如此则

纵 呆之势泽
,

鼎屏之形成夹
。 ”

东汉末军阀混战
,

为何人才三分
,

这有着复杂

的历史原因
,

是一系列偶然事变的分合所形成的必

然之势
。

前 已述及
,

荀或
、

郭嘉
、

董 昭
,

初 投 袁



绍
,

后归曹操
。

鲁肃与刘哗友善
,

最初欲依巢湖郑

宝
,

而后两人分道扬镰
。

诸葛瑾
、

诸葛亮
,

同胞兄

弟
,

一个辅孙权
,

一个佐刘备
。

在乱世之中
,

局势

未明朗之时
,

际遇交合带有较大的偶然性
。

但是人

往高处走
,

水往低处流
,

天下拢攘
,

君择臣
,

臣亦

择君
,

又是必然之势
。

东汉末年的人才形成三分而

未若江河之归大海
,

有客观的原因
,

也有主观的原

因
。

试分析如下 :

客观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

一是汉朝还没有完

全失去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
,

刘姓皇帝仍是一面旗

帜
,

两汉儒学昌盛
,

它所宣传的君权正统观念深入

人心
,

士大夫多尚气节
。

袁绍在反对董卓废立时就

说
: “

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
,

恩泽深浸
,

兆民戴之

来久
。

今帝虽幼冲
,

未有不善宣闻天下
,

公欲废适

立庶
,

恐众不从公议也
。 ”

⑥二是东汉世家大族正

处于上升时期
,

多名节之士
。

尤其是两次 党 锢 之

祸
,

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政
,

赢得了天下人的归心
。

这两个客观因素对曹操有得有失
。

他挟天子以令诸

侯
,

在政治上占了优势
,

四方人才多归往之
,

这是

得
。

但曹操出身于宦官集团的庶族
,

初起时不敌袁

绍
,

不仅使得一部分北方士人流归了 袁 绍
,

如 沮

授
、

国丰
、

甲配等
; 而且延迟了他统一北 方 的 时

日
,

眼看孙权坐大
,

刘备寄居荆州而不能 及 早消

灭
,

这是失
。

关东军讨董卓
,

孙坚力战第一
,

义动

天下
,

也赢得了一部分人才的归心
。

张昭
、

周瑜
、

程普
、

黄盖等倾心辅佐孙氏兄弟
,

这是孙吴之得
,

反之则是曹操之失
。

刘备以帝室之胃
, “

受左将之

命
,

躬膺夭子之宠任
,

而又承密诏以首事
,

先主于

是乎始得乘权而正告夭下以兴师
”

@
,

露布衣带诏

讨曹
,

使曹操蒙受
“

托名汉相
,

其实汉贼
”

⑥的恶

名
。

刘备则以正统自居
。

诸葛亮辅刘备
,

不仅仅是

报兰顾之恩
,

而且也是扶持正统
,

这是刘备之得
,

亦是首操之失
。

主观原因也有两个方面
。

一是曹操的 对 手 刘

顷
,

岂不借乎 !
”

L曹操不仁
,

多次屠城
,

滥杀无

辜
,

并在征战中领布了
“

围而后降者杀无赦
”

的反

动军令
,

所以他始终未能获得
“

夭命 枚 归
”

的 舆

论
。

曹操兵围汉献帝
,

失人臣礼
,

始 终 带 着
“
汉

贼
”

的帽子打天下
。

曹操的这些弱点为孙
、

刘所利

用
。

因此
,

曹操不能象他的先辈汉高祖
、

汉光武那

样囊括尽天下英雄
,

也就不能统一矢下
,

只好作了

个半壁河山的
`
周文王

”

而饮恨九泉
。

三 曹孙刘三方的军事
、

外交斗争和

三分地理均鸯
、

政治均势的形成

备
、

协板都是人中玩 ; 总拢巍有很大的 号 召

力
。

二是曹操品德不济
,

奸险诈伪
, ’

暴虐无比
,

使

得一部分智士远离了他
,

象诸葛亮
、

庞统等人宁肯

归隐待时
,

也决不北投曹操
。

陈宫
、

张邀之叛
,

就

是鄙薄曹操的为人
。

曹操傲慢
,

把蜀中使者张松推

给了刘备
,

这是最大之失
。

东晋史家习凿 齿 评 论

说 : “

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
,

曹操暂自骄伐

而夫下三分
,

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子俯仰之

三分的地理均势和政治均势都是三国鼎立的必

要条件
。

这两个条件是伴随着曹孙刘三方之间的军

事斗争和外交斗争而出现的
,

也是
“

人谋
”

因势利

导而形成的必然之势
。

所谓地理均势
,

是指割据集团利用地理条件抗

衡对方的一种策略
。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
,

使用

戈矛 甲循作故
,

因此占有险固地利形胜的一方在争

雄角逐中明显地具有优势
。

中国的地理形胜是西北

高
,

东南低
,

东面
、

南面都濒临大海
。

所以王朝更

替
、

割据争雄
,

一再演出北方战胜南方的 历 史 现

象
。 “

周之王也
,

以丰镐伐殷 ; 秦之 帝
,

周 雍 州

兴 ; 汉之兴
,

自蜀汉
”

@ ; 隋唐统一
,

兴子西北 ;

明清战略
,

重在西北
,

南北朝对峙
,

五代 十 国 战

乱
,

两宋与辽金之对峙
,

总是北方战胜南方
,

其中

地理形胜是一大因素
。

这是因为
,

偏安东南的割据

政权
,

被大海封闭
,

没有迥旋余地 ; 又处于低地
,

攻守不利
。

占有中原的北方政权
,

不仅占有居高临

下的地理优势
。

而且也是传统文化的正统所在
,

政

治上也占优势
,

再着区域形胜
,

从南北者
,

横贯东

西的长江把中国地理划分为南北两大 区
,

南北 对

峙
,

南方政权总是依籁长江为天堑
。

从东西看
,

以

华山
、

秦岭为界
,

劈成西北
、

西南两个闭锁地区
,

险固便
,

形势利
,

中原有事
,

常为割据之境
。

在三

国以前的西汉来年
,

就有魄嚣据陇
,

公孙述据蜀的

先例
。

东汉末年的军
,

阀蕊欲
,

陇葡也是最先成割据

之地
。

诸葛亮的欢隆中对 》
,

劝刘备据荆益
,

就是

着眼于三分钓地理均势
。

公元二二二 年
,

夷 陵 之

战
,

解决了荆州的归属
,

三分地理均势形成
。

所谓政治均势
,

是指群雄割据或列国纷争之间

的均衡外女斗争
,

形成势均力敌的对抗集团
。

公元

二二九年
,

孙权称帝
,

蜀国遣使庆贺
,

订立中分天

下的盟约
, ’

兰分政洽瑙势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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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两个均势的形成
,

三国鼎立的局面才

巩固下来
。

但这两个均势并不是平行的两个因素
,

而是
“

人谋
”

规划三分
,

`

鼎立所同时进行的两个方

面
,

即一方面谋求地理均势
,

同时又谋求 政 治 均

势
,

而地理均势是政治均势的前提条件
。

所以
,

三

国形成时期曹孙刘三方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都是

围绕荆州的争夺而展开的
。

随着荆州归属的解决才

形成了三分地理均势
,

而厦乡砰了三分的 政 治 军
势

。

至此
,

三国鼎立户每对畴
,

娜盛为了必然之势
。

、 , 一

粼州处于陆
的

缨矛地
·

_

褚葛亮说
: “

荆州

北据汉涌
,

利尽南海
,

东连吴会
,

西通巴蜀
,

此用

武之国
。 ” 一

鲁肃说
: “

夫荆楚与国邻 接
,

水 流 顺

北
,

外带江汉
,

内阻山陵
,

有金城之 固
,

沃 野 万

里
,

士民殷富
,

若据而有之
,

此帝王之资也
。 ”

L

荆州如此重要
,

其势为曹孙刘三家所心争
。

赤壁之

战前
,

三家各有自己的打算
。

刘备要跨有荆
、

益以

成三分
。

孙权要进伐刘表
,

西规巴蜀
,

竞长江所极

与曹操对抗
,

形成南北对峙
,

曹操要并吞荆州
,

逼

降孙权
,

统一天下
。

公元二O /啤
,

曹操南 下 荆

州
,

东进赤壁
,

形势逼使孙刘联盟 : 孙刘结盟就意

味着孙权修正他的规划
,

走鼎足三分以观天下之变

的路线
。

赤壁战后
,

孙权借荆州给刘备
,

奠定了鼎

足三分的形势
,

这是曹操最忌的一着棋
,

而孙权下

了这丫着
,

使得他闻讯后大失常态
, “

方作书
,

落

笔于地
”

L
。

孙刘联盟是推进三国鼎立形成的最重 大的 事

件
,

它改变了
.

当时政治格局的力量对比
,

造成南北

均衡
,

才使得历史的进程向着
“

人谋
”

顶定的三分

轨道向前发展
。

导演孙刘联辈库向三分的是诸葛亮

和鲁肃
,

而演出这幕历史活剧的主角却是 吴 主 孙

权
,

曹操则从反面起了推助作用
,

孙权在大敌当前

忍痛倏正自己竞妹江所极的规划
,

借荆州给刘备
,

这是非同寻常的抉择
。

孙权的抉择表现了一个杰出

政治家的豪放胸襟和现实丰米精 神。 比 袁 绍
、 ·

刘

备
、

诸葛亮的醉愉气度都要略高一筹
,

乃至于竟出

曹操的意外
。 ·

袁曹官渡之战前夕
,

刘备不待袁绍大

军发动之后
,

急于袭夺徐州
,

过早地亮出了反操的

旗帜 , 遭到曹操全力进攻
,

使自己站不稳脚跟
,

反

过来
L

,
、

袁绍不纳田丰之策 , 不在曹操东攻刘备之时

乘间举兵以袭曹操之后
, 坐失良机

,

遭官嵘败北
。

刘备
、

袁绍两冬不肯耳援
,

皆因各存私心
,

缺乏战

略远见
,

低估了曹操的应变能力
。

王夫之分析说
:

刘备
“

先绍而举
,

则大功自己以建
,

而绍 之 威 不

张
” ; 袁绍不援刘备

, “

亦犹昔者拥兵冀州
,

视王

允之诛卓而不为之援
,

其谋一也
。 ”

结果是
“

两相

制
,

两相持
,

而曹操之计得泉
。 ”

王夫之的这些分

析
,

可以说是透视了袁绍
、

刘备两人的心骨
。

他们

比起孙权来要逊色得多
。

建安十九年刘备 不 取 汉

中
,

东出三峡与孙权争荆州江南三郡
, “

卒以三郡

与吴人
,

徒劳役吏士
,

无益而还
” ,

反而让曹操先

夺了汉中
, “

使夏侯渊
、

张部深入于 巴
,

几 丧 一

州
”

L
。

刘备的这一失计
,

既伤了同盟和气
,

又为

日后的关羽头荆州种下祸根
,

表现了刘备政治气度

的偏狭
。

相比之下
,

孙权却是恢宏大度而又权谋在

胸
。

他既敢于借荆州给刘备
,

不怕养虎在身 ; 而又

不失时机地讨还荆州
,

步步进取
,

灵活主动
。

孙权

先是索还南三郡
,

而后袭杀关羽
,

全据荆州
,

改善

了吴国的地理均势
,

增强了吴国的力量
。

为了避免

两线作战
,

孙权不惜向曹魏称臣
,

保证了 夷 陵 大

捷
。

孙权不愧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 和 外 交

家
。

孙刘联盟
,

使两家的事业走向胜利与发展
,

反

之
,

两家失和
,

曹魏渔利
。

孙权袭荆州杀关羽
,

r

刘

备复仇败夷陵
,

造成蜀弱吴孤
,

曹瑰更加强大
,

吴

蜀重新联盟
,

但元气已伤
,

失去了取胜之势
,

两国

北伐均告失败
。

但是
,

孙权不得荆州上流 门 户 洞

开
,

他就 坐卧不宁
,

在同盟中只能扮演附庸的角

色
。

所以孙权要拼全力与刘备争荆州
,

志在必夺
。

在这种形势下
,

刘备与诸葛亮既缺乏灵活性
,

又丧

失警惕性
,

终于演出了吴蜀的
`

悲剧
。

从地 理 形 胜

看
,

孙吴取得荆州以后
,

才真正形成了三分的地理

均势
,

吴葡两国才有可能结成巩固的联盟
。

但是蜀

汉丧失了荆州
,

也就鸯失了进入中原的前进基地
;

加之连吃败仗
,

力量削弱
,

又不能北据关中 , 刘备

只能偏安于 闭锁的益州 ; 守险割据
,

而兴复汉室的

隆中计划也就中道天折了
。

四
一

人谋在形成三分过程中的碑定性

作用

孙刘联盟抗曹谋枣三分
,

这是
“

人谋
”

的直接

因素 ; 此外
,

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筹略得失及其际遇

凋落
,

也是促成三国鼎立的重要 原 因
,

这是
“

人

谋
”

的间徐因素
。

本节分析
“

人谋
”

的间接因素
。

最早提脚三分思想的是孙吴谋臣鲁肃
。

公元二

0 0 年
,

鲁肃过江对孙权说 : “

肃窃料之
,

汉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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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复兴
,

曹操不可卒除
。

为将军计
,

惟有 鼎 足 江

东
,

以观天下之衅
。

规模如此
,

亦自无嫌
。

何者 ?

北方诚多务也
。

因其多务
,

剿除黄祖
,

进伐刘表
,

竟长江所极
,

据而有之
,

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

此高帝之业也
” 。

这时鲁肃的规划有两个方案
。

一

是趁北方多务
,

赶在曹操南下之前进伐刘表
,

竟长

江所极
,

形成南北对峙
,

此为上策
。

一是上策不能

实现
,

退而求其次
,

鼎足江东
。

由此可见
,

鲁肃是一

个务实派的政治家
,

他的规划是要依循客观形势的

变化
,

向着可能的趋向而行动
。

所以当曹操南下荆

州之后
,

他就坚决主张联合刘备
,

共拒曹操
,

修正

孙吴立国的上策路线以求下策
,

从而与蜀汉的隆中

路线相吻合
,

取得了赤壁之捷
。

直接规三分的是诸

葛亮和鲁肃
,

但他们两人都只是规划了三分之形
,

却并不守三分之势
。

他们共同的 目的都是要兴高帝

之业
,

即统一中国
,

只不过诸葛亮扶的是刘备
,

鲁

肃辅的是孙权
。

诸葛亮
、

鲁肃之谋是合吴蜀两国之

力
,

共灭曹操
。

至于灭曹之后
,

则如邓 芝 所 说
:

“

君各茂其德
,

臣各尽其忠
,

将提袍鼓
,

则战争方

始耳
。 ”

⑧假如没有周瑜
、

关羽
、

吕蒙
、

陆逊打乱

葛鲁之谋
,

三国鼎立或许不能成立
。

曹操 不 敢 称

帝
,

正是有吴蜀联盟
。

曹王纂汉选择在吴 蜀 恶 之

时
,

这当然不是巧合
。

从灭曹魏的大局来看
,

孙权

袭荆州
,

刘备复仇
,

都是不明智的
。

但正由于孙刘

的失计
,

吴蜀削弱
,

曹魏增强
,

才形成了 三 国 鼎

立
。

由于孙刘双方都想利用对方来增强自己
,

所以

双方的交恶就很难避免
,

不达均势
,

则不停止
。

三

分均势并不是葛鲁之谋的本意
。

这说明
,

三分虽然

是出自
“

人谋
”

的规划
,

但又不为人的主观意志所

控制
,

而是错综复杂的历史演成的必然之势
。

周瑜

想阻挡这个势头
,

他执意要进兵西川
,

由于无力越

倒刘备这个障碍
,

含恨死于巴丘
,

过早地结束了他

的生命
。

《 三国演义 》 描写诸葛亮三气周瑜
,

逼死

这位英名盖世的江东宿将
,

情节是虑构的
,

而事情

却是真实的
。

孙权逼鲁肃讨还荆州
,

鲁肃不能办
,

也因忧郁而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

周瑜死年三十

六
,

鲁肃死年四十六
,

都在风华正茂之时而陨落
,

这都不是偶然的
。

王夫之慨叹鲁肃早 死
,

关 羽 骄

矜
,

葛鲁之谋遭破坏
,

是吴蜀两国的一场悲剧
。

由

于荆州所处的要冲地位
,

关系着吴蜀两国霸业的成

败
,

其势为两国所必争
,

若非命士之才
,

这场悲剧

是难以避免的
。

这又说明孙刘的失计带有必然性
。

不过
,

我们进一步透视三国鼎立形成时期的各

种偶然和必然因素
,

都是
“

人谋
”

的得失在起决定

性的作用
。

因此
,

某些由
“

人谋
”

导致的必然
,

例

如吴蜀争夺荆州的悲剧也有可能 用
“

人 谋
”

来 消

解
。

假如刘备和诸葛亮
,

尤其是守在第一 线 的 关

羽
,

外交上灵活一些
,

吴蜀矛盾的爆发不至于如是

之速
,

即使爆发也不至于如是之剧
,

形势发展可能

又是另一番模样
。

刘备在外交上若能做到 缓 吴 之

攻
,

一旦得了关中
,

那时蜀国将为上首之国
,

吴国

也许不来索讨荆州了
。

这一假设有无现实性呢? 回

答是肯定的
。

因为赤壁之战
,

孙刘并力
,

刘备占江

南
,

孙权占江北
。

刘备借江北也是形势所致
。

如果

孙权不借
,

又不能控制刘备
,

江北处于曹刘夹击之

中
,

亦是不能守
。

孙权审时度势
,

把江北 借 给 刘

备
,

树曹之敌
,

自己却腾出手来巩固江东
,

进攻合

肥
,

筑起了江北防线
。

然后又掉过头来争荆州
,

向

刘备讨南三郡
,

以江北易江南
,

有分寸
,

有道义
。

不幸的是刘备和诸葛亮过子执着
“

人谋
”

预画的隆

中路线
,

不识大体
,

不讲道义
,

恰如鲁 肃 所 说
:

“

贪而弃义
,

必为祸阶
。 ”

@ 如果刘备也像孙权一

样豁达一些
,

能够审时度势
,

西取益州之后
,

主动

退守夷陵一线
,

把江北还给孙权
,

吴蜀并力向北
,

刘备早并汉中
,

北出秦川
,

孙权东攻合肥
,

荆湘联

军指向襄阳
,

曹魏危矣
,

也许隆中路线得以完全实

现
。

再看曹魏方面
,

亦有失着
。

公元二一四年
,

曹

操取汉中
,

不趁吴蜀争南三郡之机进兵蜀中
,

此其

一失
。

公元二二一年
,

吴蜀夷陵相攻
,

曹不不与蜀

国并力灭吴
,

此其二失
。

如果说赤壁之战是曹操急

进而葬送了大好的统一局势; 而这两次则是曹魏的

迟误而丢失了可能的统一 良机
。

曹魏谋臣刘哗是瞅

准了这两次机会的
,

可借曹氏父子拒谏不纳
,

仿佛

是天意在安排似的
。

其实是有原因的
。

赤壁之战
,

曹操丧胆
,

他兵取汉中又费了一番力气
,

所以不敢

贸然入蜀
,

失之于谨滇
。

曹王利用吴蜀交恶
,

急于

称帝
,

坐失良机
。

还有更深一层原因
,

由于三国各

方人才精萃
,

机会之来
,

一闪即逝
,

稍一疏失
,

追

悔莫及
。

正如刘哗对曹操所说 : “

若小缓之
,

诸葛

亮明于治而为相
,

关羽
、

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
,

蜀

民既定
,

据险守要
,

则不可犯突
。

今不取
,

必为后

忧
。 ”

⑧所以说曹操是迟误之失
。

.

曹还想坐收渔人之

利
,

乘吴之疲
,

但曹军未出
,

陆逊早已设防于江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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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王只好临江而叹
:

彼有人焉
,

未可图也
”

⑧
。

已然的历史是木能用推论来改写的
,

但是上述

种种分析
、

评说
,

并非无稽之谈
,

而是要从已然的

历史中得到深刻的启示
`

我们强调
“

人谋
”

在形成

三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

与经济是基础的唯物历

史观并不矛盾
。

曹魏统一中国
,

经济的因素起了最

后的作用
。

但在形成三国鼎立这一短暂的具体历史

阶段
, “

人谋
”

的因素则是最活跃最积极的
。

统一

之世
,

人心安定
,

国家组织形成固定的格局
, “

人

谋
”

的一计之得与一计之失
,

羌关大局
。

因此人才

必然遭受习惯力量的压制
,

不易脱颖而出
。

纷乱之

世
,

人心浮动
,

各种力量组合未定
,

机会之来
,

一

瞬即逝
,

因此 辉人谋
”

的得失改变
,

政局力量的对

比
,

特别明显
, 、

在这种形势之下
,

各方力量
,

讲求

实效
,

雄略之主不拘一格录用人才
,

捷足高才者有

用武之地
,

所以乱世出英雄
,

英雄造时世
。

三国纷

争既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

也是
“

人谋
序

引导的

格局
。

本文分析
、

评说的立论基础是辑录三国时当

事人自己的看法来总结三国历史
,

论从史出 , 不失

为一家之言
,

综上各节所述
,

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是极

其复杂的
,

就根本性的历史原因来说
,

东汉末年军

阀混战所形成的三分人才均势和三分地理均势是两

个最重要的因素
,

其中
“

人谋
”

的因素起了决定性

的作用
。

决定三国鼎立白了人谋
” ,

不是某一个人的主

观意志
,
而是三分人才均势所必然表现出的平衡运

动
。

无论是直接规划三分的葛鲁之谋
,

还是破坏葛

注释
:

①剪伯赞
: 《 中国历史纲要 》 第 2 册第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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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 三国志
·

田铸传 》
。

⑧ 《 兰国悉
一

吴主传 》 裴注 《 江表传 》
。

⑨ 《 读通鉴论》
r

卷九
。

下引王夫 之语 均 出此

鲁之谋的周瑜
、

吕蒙
、

关羽
、

陆逊之债事
,

以及曹

孙刘三方决策者筹略之得与失
,

都不由自主地在合

力地把历史推向三分
,

这就是兰国鼎立形成的必然

之势
。

因此本文所说的偶然与必然
,

只不过是对已

然历史的描述
,
’

而不是某种教条所规范的棋式
。
陈

寿撰 《 三国志 》 只有纪传而无书志
,

着重记载三国

形成时期的人物
,

可以说是生动形象地体现了这一

历史演变的主旋律
,

即
“

人谋
”

在形成三分过程中

的决定性作用
。 《 三国演义 》 围绕诸葛亮写三分

,

那是艺术的集中
,

在体现
“

人谋
”

这一主题上是与

历史事实相吻合的
, 《 三国演义 》 的主题无非是说

明
,

凡敬乱者
、

治国者首要的是任天卞之智力
,

即

笼络人才
,

这是历史的教训
。

文武兼资的曹操单凭

权术不能笼尽天下英雄
。

刘备起自微贱
,

但他寡仁

待众
,

得诸葛亮大才相输
,

故能屡仆屡起而终为人

中龙
。

东汉豪强地主集团分为士族地主集团和庶族

地主集团两个阶层
。

士族地主集团多谋士
,

庶族地

主集团多武将
。

士族地主军阀如 袁 绍
、

袁 术
、

刘

表
、

刘璋等排斥庶族地主
,

又以世资自矜
,

所以他

们的手下块乏能征惯战之将祖突出的智士
,

军队战

斗力不强
,

在混战中容易被消灭
。

至于织纠武夫董

卓
、

公孙赞
、

吕布
、

韩遂之流
,

排斥士族
,

专逞武

力
,

更易被悄灭
,

曹操
、

孙权
、

了刘备三家都是庶族

地主集团
,
既多庶族战将

,

又广延瞥士
,

得到两个

阶层豪强地主集团的支持
,

所以在混哉中 越 战 越

强
。

三家兴起的原因
,

固然很多
,

而他们的用人路

线实在是起了全关重要的作用
。

篇
,

不再注
。

L 《 三国志
,

诸葛亮传 》
。

下引诸葛亮语出此

篇者不再注
。

@ 《 三国志
·

程显传 》 所载曹操谋士程晃语
。

L孙权语见 《 诸葛亮传 》
。

⑧ 《 兰国志
·

袁绍传 》 袭注 蟒献帝春秋 》
。

@ 王夫之语
,

《 读通鉴论 》 卷九
。

⑥ 《 周瑜传 》
。

L 《 三国志
·

刘二收传 》 裴注 《 汉普春秋 》
。

。 《 史记 》 卷十五 《 六国年表序 》
。

L鲁肃语见 《 三国志
·

瞥肃传 》
,

下 引鲁 肃

语
,

不再注
。

-

一

L《 鲁肃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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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起义对清廷打击的沉童

下列
“

清军镇压农民大起义军费奏销数总计表
” ①对我们了解咸

同年间回民起义给予清朝廷的打击很重要
。 1

项项
、

目目 银 两两 百分比 %%%

镇镇压太平军部分分 1 7 0, 6 0 4
, 1 0 444 4 0

.

4
---

`̀̀

扣 。
荟 一 丫丫丫

镇镇压捻军部分分
`

3 1 , 子3 0刃 6 7
,,

争
。

555

镇镇压西北回民起义部分分
·

娜
1

·

台87
,

喘喘
2 8

。

222

镇镇压西南各族人民起义部分分
一

7 8
,
7 36

,
5 0 000 18

。

666

镇镇压两粤闽台人民起又都分分 2 2
,
3 3 6 , 9 3 555

价价

5555555
。

333

合合 计计 4 2 2
, 2 9 5

, 9 5 999 理Q仓
`

000

李松茂

清咸同年间回民起义评论

从表上可以看出
,

清朝为镇压西北回民起义支

出的军费占皮出总数的 2
一

8
.

忿 %
,

镇压西南各族

部分的占 1 8
.

6 %
,

合起来为 4 e
.

e %
,

超过

了角于天平天国的 4 0
.

4 %
。

西南部分中包括镇

压苗嵌
、

彝族的 、 西北部分迷勉括新疆的维吾尔
,

但大部分应是用于镇应向族的
,

、

由此可见这次何民

起义对清廷打击的沉重
。

因为军费丈出犬休友映了

各支起义力量在这次全国范围的大起义中所占的地

位
,

给予清朝统治者打击的程度
。

精朝统治者必然

将军费化在维特其统洽最笑紧要的地方、 也就是起

义力量对其打击最沉董的地方
。

太平天国是为首的
、

起义为量
,

清朝花的军赘最多
,

回
,

良起义是权次手

大率失国的对清廷打击力量
。

’

而
`
在太平夭国寝灭

了公冶
,

在继承太平决国的捻军也完全失败了以

后
,

西南和西北九个省中的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
,

对于清朝统治者说来
,

成了圣婴的危险
。

一

” ⑦

倩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
它的前期曾为

中国历史发展做出了贡献
,

出现了康熙乾履那样的

杰出人物
。

鸦片战争以后百逐步走向没落扩放为中

国厉史前进的障碍
。

中国各族人民 为清除这 个障

碍
,

进行
霓舅1澎于狱兹群斗代是

聚成以太

平夫国为首的夫起义
,

俞朴后继
、
止已伏彼起

,

持续

将近上干年
。

李维汉同志说
“
这个席卷贾国大部分

地区
、

夫多数民族的矢起义
,

标志了我国各良候酌

第七次沃觉醒 J , ③百寿彝教授祝
,

咸向雄向乍肉
“
云南回民起义和西月晌民冠叉企是当时荃甲国认

民友清斗争洪俪中的满支磕琉
。 `

句夯别络宇了这
次全国范围的大起义

,

也次迪义币的回民袍叉
, 、

灭以

充分肯定
。

述在四千系举俞;
`

在延安并始研究回故

更时
,

李雍汉
二

(萝冠 )
’

冰论减向牟间画反撼叉时就

指出
:

` “

这个退动材伟夭的珍嗬写汾更意及
.。

伯伪
这次运动空箭的团结寸恼回民族厂运劫尔植不分渐
老教的港入了蟹西绪蒯回询

, `

而宜述材会南社义秀

的起义
,

西南与阶即勺两次革命厄呱 徽劫 了坏口极

引了全中
:

国的何回
。 ·

南
, ” 在西南和配西贡特

.

了十数

单斗为州更上回族兰乍争最特久的耳吹奋运劝的领导

者中有许多杰出的人物
,

如白彦虎
、

杜文秀等于她

们是百拆不何的良族英雄
。 ”

一

⑤人们应该怀着崇敬

的心情回顾送灰起义
,

缅怀这些英雄 , 冤分肯定它

的厉更进多作用
。 厂 于

` \ `
’

:
一

`

一一一一吮吮二二 : 一

一
一升一 -

一兴`
- 一一

, 一
-

一一一一
月

一 二 -

一告
士二兰三泛三一

= 士匕全到纽三
士三云二= = 二份允 t 廿

:

进
,

L廖立讯介载 《 三国志
·

廖立传 》 、 L 《 主每志
·

创桦传》 、 门
` 、 气

卜

吻 举三国志
·

邓芝传》
。 ’ 一 ` 、 :

@ 贫兰国念
·

吴主传》
。

: 如 从 几 一
又

@ 《 鲁肃传 》 裴注 餐吴读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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