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析《三國志․文帝紀》 
  
                       朱祖德 96/09/26 

 
壹、前言 
《三國志》，卷二，〈文帝紀〉是《三國志》的第二篇，魏文帝曹丕是曹操

與卞后所生的長子，經與曹植的一番繼承人爭奪戰後，終被立為太子。 
在位期間，曾接受吳國稱臣，其後因孫權不送質子，隨即反目成仇，但因

吳軍已有準備，未能取勝。在文學成就上，則明顯超過曹操，而與其弟曹植並列，

而在武功上，則遠遜於其父1。 

目前有關曹丕的研究，大部分是在探討文學方面的成就，特別集中在《典論

論文》及其與曹植的比較。在歷史評價方面則相對較少，筆者所搜集到的有李

則芬，〈不要小看魏文帝曹丕〉，載氏著，《三國歷史論文集》、王小瓊，〈略論魏

文帝曹丕〉，（《鄭州航空工業管理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 年第 1 期）

及陶賢都，〈曹操霸府與曹丕代漢〉，（《唐都學刊》2005 年第 6期）等數篇文章。 

 
 
貳、內容辨正 
 

一、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裴松之注引《獻帝起居注》曰：「建

安十五年，為司徒趙溫所辟」（頁 58） 

解析：《三國志旁證》引陳浩曰：「《後漢書‧獻帝紀》及《趙溫》本傳俱作十三

年。」此處應作十三年。 
 
二、曹氏與夏侯氏的關係（頁 59）： 

解析：裴松之注引孫盛認為曹氏及夏侯氏原為一家人，而梁章鉅《三國志旁證》

引何焯的說法，認為若為一家人，則曹氏不會與夏侯氏通婚，所以裴注說法不成

立。愚按：然曹氏與夏侯氏通婚亦可能是要掩飾此種說法，但反而欲蓋彌彰。 
       

三、春三月，加遼東太守公孫恭為車騎將軍（頁 78）。 
解析：《三國志旁證》引陳浩曰：「前已有『春正月』，則此處『春』字為衍。」 
 

四、裴松之注引《魏書》：「十二月丙寅，賜山陽公夫人湯邑，公女為長樂郡

公主各食邑五百戶。」（頁 84） 

                                                 
1
《文選》所收曹植詩文較多，《文心雕龍》則對曹丕較為友善，所收詩文較《文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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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三國志旁證》引錢大昭曰：「是時獻帝為郡公，其女安得郡主，且郡亦無

長樂之名，此『郡』字疑為『鄉』或『亭』之訛」。愚按：因漢獻帝已禪位為山

陽公，故其女的品級應低於郡公才合理。 
 

五、夏五月丙辰，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

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頁 86） 
解析：《三國志旁證》引趙一清《三國志注補》云：「又案《晉書‧宣帝紀》云，

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其時有陳群、曹真，無曹休。且詔太子曰：『有

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則非四人可知，即《曹休傳》亦無受遺輔政之事也。」 
 
     六、遣刺奸就考，竟殺之。（《三國志‧文帝紀》注引《魏略》，頁 60） 
解析：吳金華，《三國志校詁》以「考竟」為連詞，「竟」字應屬下讀。 
 

 七、集諸儒于肅城門內，講論大義。（《三國志‧文帝紀》注引《魏書》，頁

88） 
解析：吳金華，《三國志校詁》以「肅城」應為「肅成」。 
 

 
參、評價 

    陳壽《三國志》對曹丕的評價是「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學強識，才藝

兼該，若加之曠大之度，勵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

遠之有哉。」可謂讚譽有加，但仍認為曹丕如果有大氣量及行事公平，則可毗美

古之賢主。 
在《典論論文》中曹丕自述云「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旅之間，是以少好弓

馬，于今不衰；逐禽輒十里，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不厭。」《三國志‧

文帝紀》又載「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

隨類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以上文觀之，則曹丕不啻是文武全才、當代明君，然《典論論文》中曹丕自

述其好弓馬，身強體健，但曹丕卻不如他父親常常率眾出征，史籍中亦未見其臨

陣與敵交鋒的記載，反而是較像自詡其能。曹丕雖正確判斷劉備攻孫吳的戰術錯

誤，因而推斷其必敗，但卻又輕信孫權稱臣，導致顏面盡失。此次曹丕既未能趁

機聯蜀，消滅吳國，其後孫權反悔時，又未能作好準備，以致出師不利，可見其

在作戰及謀略方面，是遠不及其父曹操的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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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問題討論： 
一、《三國志‧文帝紀》傳文中可以再探究的部分，包括曹丕廢五銖錢的動

機，五銖錢卻在明帝時又復置，可見在經濟上，有其必要性，而因曹丕似乎是明

主應不會做此種行為，有學者認為是因其篡漢，故要去「漢」化，以收人心2，

但曹丕此種行為，是否有其他原因，尚待研究。 
二、曹丕的功績與過失等，應可再作進一步研究，特別是好大喜功的情形，

似乎較乃父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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