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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魏明帝曹叡，字元仲，是魏文帝曹丕之子，沛國譙縣人。曹叡同其父曹丕一 

樣，在帝位繼承的過程中並不順遂，後因曹丕病危之際才被立為太子。其即位的

第二年，蜀相諸葛亮就開始北伐，吳國孫權後來也配合諸葛亮幾次進攻曹魏，而

曹叡在策略上卻總是能防備東吳與蜀漢的進攻。其文學成就不比其祖父曹操，更

談不上與乃父曹丕相比，在武功方面，雖略遜於魏武，但則勝於魏文1。 

    一般學者對曹叡的研究，大多著眼於其施政方針與曹魏政局的相關性為主題

2，茲檢索國家圖書館碩博士論文檔案，以曹叡為研究對象之論文，篇目並不多

見，實有深入探究之空間。而部份論文同樣著墨於曹魏末年政治局面，亦有失於

簡略之處，如：王永平，〈世族勢力之復興與曹叡顧命大臣之變易〉《揚州大學學

報》1998 年第 2 期；王永平，〈曹魏苛禁宗室政策之考論〉《許昌師範學報》2001

年第 3 期；王永平，〈略論魏明帝曹叡之奢淫及其危害——兼論曹叡與儒學朝臣

之間政治思想的分岐〉《江漢論壇》2007 年第 7 期；柳春新，〈魏明帝的“權法

之治＂及失誤〉《許昌師範學報》1998 年第 3 期；孔毅，〈論曹魏之黜抑“浮華＂〉

《許昌師專學報》2000 年第 1 期；李昭毅，〈魏明帝時期人事結構、人事政策與

政局變化〉《中正歷史學刊》民 90 年 9 月第 4 期等等，甚難一窺全貌。 

    本文將論述重點置於《三國志‧魏書‧明帝紀》內，期能從原典的解析中，

對於魏明帝曹叡的行事作為，能有另一層的體會。 

 

貳、內容辨正 
    一、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以其母誅3，故未建為嗣。裴

                                                 
1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新校標點本，北京，中華書局，1959 年 12
月第 1 版，1982 年 7 月第 2 版，本文以下均簡稱為《三國志》），卷 3〈魏書‧明帝紀〉，頁 91-115。

本文著重魏明帝本紀中之解析，其與父祖之文學、武功相關行歷，請讀者自行參閱《三國志‧

魏書‧武帝紀》與《三國志‧魏書‧文帝紀》。 
2 有關曹叡的研究，在此僅略舉碩博士論文，其如：李安彬，《司馬氏家族與曹魏政權關係之研

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7 年 6 月）；王惟貞，《魏明帝曹叡朝政研究》（清

華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 年 6 月）；李昭毅，《魏西晉選舉制度、問題與對策之研究》

（中正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年 7 月）；陳孝田，《三國宗室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

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 1 月）。 
3 曹叡之母甄氏，初為袁紹中子熙之妻，後因曹丕從曹操平冀州後，遂納為妻，但曹丕即位之後

漸不受寵而致賜死。據《三國志‧后妃傳》所云：「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女以嬪于魏，郭后、

李、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怒，（黃初）二年六月，遣使賜死，葬于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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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之注引《魏略》曰：「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為嗣，故久不拜太子。」（《三國

志》，頁 91） 

【解析】：《三國志旁證》引錢大昭曰：「京兆王禮，徐姬子也。」 

     

二、明帝之得立 

《三國志‧魏書‧明帝紀》：「（黃初）七年夏五月，帝病篤，乃立為皇太子。」

（《三國志》，頁 91） 

【解析】：裴松之注引《魏末傳》認為曹叡從曹丕獵鹿之時，從「已殺其母不忍

復殺其子」之語，獲得曹丕之肯定而樹立。《三國志旁證》同裴松之說法。 

 

三、太和元年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三

國志》，頁 92） 

【解析】：《三國志旁證》引侯康曰：「此有月無日，而晉、宋《禮志》及《通典》

則皆作丁未，漢制，郊堂不同日舉行，同日自此始。」 

 

四、夏四月乙亥，行五銖錢。（《三國志》，頁 92） 

【解析】：《三國志旁證》引《通典》內容認為當初曹丕廢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

為交易媒介，但是到了曹叡即位時，因為交易時常發生詭詐之事，故而復立行五

銖錢。4

 

五、秋八月，夕月于西郊。（《三國志》，頁 92） 

【解析】：《三國志旁證》：「八月下脫『己丑』二字，《宋書‧禮志》可證。」 

 

六、三年六月癸卯，繁陽王穆薨。（《三國志》，頁 96） 

【解析】：《三國志旁證》引錢大昭曰：「明帝子有清河王冏、繁陽王穆、安平哀

王殷，雖曰早薨，然既有封地，自可於《王公傳》中備書。今傳中但載武、文，

不及明帝者，以宮省事秘，莫知其所由來5。亦猶班史於孝惠後宮子三王三侯不

                                                                                                                                            
國志‧后妃傳》，頁 160）可見曹丕對明帝母甄氏的態度，影響到曹叡能否得繼大統。                           
4 文詳參見［唐］杜佑撰、今人王文錦等點校，《通典》（新校標點本，北京：中華書局，1988
年 12 月第 1 版，2003 年 5 月第 4 刷），卷 8〈食貨八〉，頁 179。 
5 然欲知曹叡之世系仍可參見周明泰撰，〈三國志世系表〉收入《二十五史補編》編委會編，《二

十五史補編‧三國志補編》（據開明書店版影印，北京：北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年 2 月第 1 版

第 1 刷），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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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於表、傳中也。」 

七、（太和六年）十一月庚辰，陳思王植薨。（《三國志》，頁 99） 

【解析】：《三國志旁證》引錢大昕曰：「諸王薨例不載諡，此『思』字衍。」 

 

八、二將沒（《三國志》，頁 100） 

【解析】：《三國志旁證》引何焯曰：「『沒』上當有『敗』字。」 

 

九、（明）帝曰：「權走，量膽破，大將軍以制之。」（《三國志》，頁 104） 

【解析】：《三國志旁證》引趙一清曰：「『以』上疑脫『足』字。」 

 

十、以尚書令陳矯為司徒，尚書左僕射衛臻為司空。（《三國志》，頁 109） 

【解析】：《三國志旁證》引趙一清曰：「據臻本傳及《宋書‧百官志》，『左』當

作『右』。」 

 

參、評價 
    《三國志》作者陳壽對曹叡作出如下評語：「明帝沉毅斷識，任心而行，蓋

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不先聿脩顯祖，闡拓宏基，而遽追

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6所謂「任心而行」之語，從

另一方面來看，就是暗諷他對於朝臣楊阜、高堂隆等的諫言毫不受左右7，至於

「遽追秦皇、漢武」則更是將曹叡不顧連年戰爭和百姓死活，廣修殿堂廟宇和皇

家園林一事，認為追隨秦始皇與漢武帝的奢侈行為，這是他的一大缺點。 

    歷來對於曹叡的評價，總是貶多於褒，總認為曹叡擅改其祖操所制定下來的

舊規「抑浮華」，最終卻造成自毀家門之舉8。且曹叡時期大舉重用司馬懿這個異

姓大臣，而對於諸侯王控制很嚴，不予重用，這也促成後來司馬氏能輕易的篡魏

建立晉朝。 

    惟鄙意以為，若將曹魏中衰乃至被篡的過錯，全加至曹叡一人身上，此點是

很值得商榷的，曹叡固然相當重用司馬懿造成司馬氏的勢力抬頭，但是其本意也

只是遵守其父曹丕的遺詔9。 

                                                 
6《三國志》，卷 3〈魏書‧明帝紀〉，頁 115。 
7《三國志》，卷 3〈魏書‧明帝紀〉，頁 104。 
8 孔毅認為曹叡本意是「旨在打擊思想上的異己，其結果是自毀家門。」詳參見氏撰〈論曹魏之

黜抑“浮華＂〉一文，載於《許昌師專學報》2000 年第 1 期。 
9 曹丕遺詔見《三國志》，卷 2〈魏書‧文帝紀〉，頁 86。 

 3



    曹叡最大的失策在於輔佐大臣的人選異動，曹叡在身體不適初期，最先屬意

者為從小友好的燕王宇10，但是旋即又改以曹爽代之11，最終則決定由曹爽與司

馬懿共同輔佐12，為以後的改朝換代埋下了禍根。 

    至於連年戰爭一事，在曹叡即位的第二年，蜀相諸葛亮即大舉北伐，且多次

聯絡東吳孫權合作，而以曹叡的立場思考，蜀國與吳國的大舉進逼，自然要舉兵

抗擊，基於此點倒也無可厚非。但是，曹叡身為一國之君，對於百姓疾苦與直臣

諫言充耳不聞，這就是他的過失了。 

    在文治方面，曹叡頗為重視國家大法，多次下詔改革刑法與刑罰，如減鞭刑

之制13、死罪非謀反及殺人者皆須上奏14等等，可見其於政事亦非毫無建樹。 

    在武功方面，曹叡堅守魏國的戰略相當高明的，曹叡面對諸葛亮多次北伐，

總是善於調派將領防守，而不輕易主動和蜀軍交戰，慎防吳軍與蜀軍聯合攻勢，

最後終能化解危機。 

    綜上所述，曹叡似乎並非一無可取之處，從《三國志》中探索出來可供研究

的問題也相當地多，如曹叡重視刑獄之事、大舉修建祖廟禮堂之原因等，凡此種

種似有更深入討論研究之必要。 

 

肆、相關比較 
《三國志‧魏書‧明帝紀》 《三國演義》 

是時，大治洛陽宮，起昭陽、太極殿，

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頁 104）

魏主在許昌，大興土木，建蓋宮殿；又

於洛陽造朝陽殿、太極殿……民力疲

困，怨聲不絕。（第一百五回） 

《魏略》載司徒軍議董尋上書諫……帝

曰：「董尋不畏死邪！」（頁 111） 

司徒董尋上表切諫……叡覽表怒曰：「董

尋不怕死耶！」（第一百五回） 

《魏略》曰：「是歲，徙長安……駱駝、

銅人、承露盤。」（頁 110） 

叡大喜曰：「汝今可引人夫星夜至長安，

拆取銅人，移至芳林園中。……入見魏

主，獻上銅人、承露盤。」（第一百五回）

遼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遂 淵長大，文武兼備，性剛好鬥，奪其叔

                                                 
10《三國志》，卷 20〈魏書‧武文世王公傳〉，頁 582。 
11《三國志》，卷 3〈魏書‧明帝紀〉，頁 113。 
12 按裴松之的說法，曹叡屢次更改輔佐大臣，皆受中書監劉放與中書令孫資之影響。詳參見《三

國志》，卷 3〈魏書‧明帝紀〉裴松之注，頁 113。 
13《三國志》，卷 3〈魏書‧明帝紀〉，頁 101。 
14《三國志》，卷 3〈魏書‧明帝紀〉，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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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淵領遼東太守。（頁 94） 公恭之位，曹叡封淵為揚烈將軍、遼東

太守。（第一百五回） 

淵自儉還，遂自立為燕王，置百官，稱

紹漢元年。（頁 109） 

淵心不足，與眾商議，自號為燕王，改

元紹漢元年。（第一百六回） 

干寶《晉紀》曰：「帝問宣王︰『度公

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如此，一年

足矣。」（頁 111） 

叡大驚，乃召司馬懿入朝計議。……如

此，一年足矣。（第一百六回） 

 

伍、問題討論 
一、曹叡親生諸子如清河王冏、繁陽王穆、安平哀王殷等皆早逝，其因待考。 

【說明】《三國志》不載明帝諸子列傳，不知何故？ 

【解析】《三國志》不載明帝諸子或與宮廷政治鬥爭有關，此點則待解讀其他列

傳方能得知。 

 

二、曹叡大舉修建祖廟禮堂之原因。 

【說明】《三國志‧魏書‧明帝紀》中多次記有曹叡修建祖廟禮堂之事，似與叡

之儒家禮教思想有關，宜深入研究探討。 

【解析】曹叡應是想建立天子祭祀祖廟的規定。 

 

三、曹叡重視刑獄之事。 

【說明】曹叡相當重視刑獄，代表重視百姓，但是另一方面在本紀中也顯露出奢

侈浮華的一面，應作何解？ 

【解析】重視刑獄固是為了百姓，但是奢侈浮華則是其身為皇帝所欲想有之物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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