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析《三國志‧魏書‧諸夏侯曹傳》 
洪文琪  96/11/21 

壹、 前言 
    《三國志‧魏書》卷九〈諸夏侯曹傳〉記錄了與曹氏政權密不可分的夏侯氏

與曹氏旁系的重要人物，在此傳中所收錄之人物計有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

洪、曹休、曹真、夏侯尚等共 21 人1。傳中敘述了與曹操父子開創曹魏政權的夏

侯氏與曹氏旁系，並兼及其子孫迄於魏亡，是研究曹魏政權從草創到末期被司馬

氏所篡的重要史料。 

    此傳之所以重要蓋因夏侯氏與曹氏之間的關係，除了曹魏帝室諸王之外，與

曹魏帝室最為親近者，幾乎皆錄於此傳中，惜因夏侯氏之初起，以軍功著稱，如

夏侯惇、夏侯淵等，而他們二人與魏武帝曹操關係較密，故學者在論述魏武之時，

多會兼述及二人，因而少有研究二人的專論2。而傳中另一主角，曹氏旁系則更

顯得重要許多，無論是曹仁、曹洪，甚至是曹魏末期的曹真、曹爽，對於他們的

事迹，論述則較為深入。 

關於曹氏旁系的相關論述，可見：劉昌安，〈曹操征張魯人物考辨〉《漢中師

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 年第 1 期；王永平，〈曹爽伐蜀之目的及其失敗

原因考析〉《許昌師專學報》1999 年第 3 期；王永平，〈曹爽、司馬懿之爭真相

考論〉《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 年第 3 期；孟祥才，〈論曹爽之

敗〉《史學月刊》2004 年第 8 期；葉其峰，〈《曹真碑》新考〉《故宮博物院院刊》

2005 年第 2 期等。 

    本文論述重點為夏侯氏與曹氏諸傳主，亦兼及傳主附帶之人物，本文初步認

為《三國志》作者陳壽將這些傳主收於同一傳中，即欲論述曹魏政權在不同時期

的核心人物，或可稱為不同時期的「曹魏集團」3，此點看法則有待與會學者與

方家不吝賜教。 

 

                                                 
1該傳中附於傳主之人物尚有韓浩、史渙、曹仁之弟純、曹休子肇、曹真子爽、羲、訓、何晏、 
鄧颺、丁謐、畢軌、李勝、桓範、夏侯尚子玄等人。 

2關於研究夏侯氏的論文，就筆者所見多集中於夏侯玄，如：曹江紅，〈論夏侯玄與正始改制〉《貴

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 年第 1 期；臧宏，〈簡論夏侯玄的玄學思想〉《淮北煤師院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年第 3 期；景蜀慧，〈才性同異離合與夏侯玄選舉“分敘＂之議〉

《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年第 5 期；王永平，〈夏侯玄論——兼論魏晉之際譙郡夏侯

氏門風之變化及其門第之上升〉《史學月刊》2007 年第 4 期等。 
3筆者於此使用「曹魏集團」一詞，蓋因夏侯惇、夏侯淵、夏侯尚、夏侯玄、曹仁、曹洪、曹真、

曹爽等人皆曾任朝中要職，亦是曹氏政權之骨幹，其內部的凝聚力自會形成一個團體，而此團體

之核心人物即為上述提及之諸人，而團體之精神領袖或擁戴者厥為曹魏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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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內容辨正 
一、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三國志》，頁 267） 

   【解析】：《三國志旁證》引趙一清曰：「承祚以夏侯與諸曹互列一卷，正隱寓

操為夏侯氏子。至操以女妻楙，蓋欲掩其跡，所謂奸也。而或轉據此力辨操

非攜養，不亦顛乎！」 

 

二、夏侯嬰之後也。（《三國志》，頁 267） 

【解析】：案：《漢書‧夏侯嬰傳》：「初嬰為滕令奉車，故號滕公。及曾孫頗

尚主，主隨外家繫姓孫，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更為孫氏。」據此，則竟云

夏侯嬰之後，恐不無附會矣。（《三國志旁證》，頁 226。） 

 

三、二十四年，太祖軍擊破呂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見親重。

（《三國志》，頁 268） 

【解析】：《三國志旁證》引趙翼曰：「操擒布在建安二年，距建安二十四年已

二十餘載，何得尚有破布之事？考是時關羽圍曹仁，操遣徐晃救之，操自洛

陽親往應接，未至而晃破關，操遂軍摩陂。則《惇傳》所云呂布，必關羽之

訛也。」（《三國志旁證》，頁 227。） 

 

四、浩舅杜陽為河陰令。（《三國志》裴注，頁 269） 

【解析】：《三國志旁證》引趙一清曰：「兩漢志皆無河陰。顧祖禹謂『平陰』

魏文帝改『河陰』。杜陽為令時，不應有河陰之名，蓋史家追改之。」 

 

五、十四年，以淵為行領軍。（《三國志》，頁 270） 

【解析】：《三國志旁證》引錢大昭曰：「此十四年，即建安十四年也。疑脫『建

安』二字。」 

 

六、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三國

志》，頁 277） 

【解析】：《三國志旁證》引趙一清曰：「此錯舉郡縣以成文。濟陰則定陶也，

山陽則昌邑也，二者皆郡也。中牟下四縣名，若河內之山陽縣，故城在懷慶

府脩武縣西北六十里，去濟陰甚遠，不得連及。然下云十餘縣，則遺卻二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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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臨文之語病耳。」 

 

七、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三國志》，頁 278） 

【解析】：《宋書‧百官志》：「鷹揚將軍，建安中魏武以曹洪居之。」與此互

異。（《三國志旁證》，頁 230。） 

 

      八、曹真字子丹，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眾，為州郡所

殺。裴注《魏略》曰：真本姓秦，養曹氏。（《三國志》，頁 280） 

【解析】：案：真父既名邵，而明帝時，真進封邵陵侯。故裴松之云：若非書

誤，則事不可論。 

  

         九、尚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女也。（《三國志》，頁 294） 

【解析】：《晉書‧景懷夏侯皇后傳》云：「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

德陽鄉主。……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略。后知帝非魏

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龍二年，遂以鴆崩。……無男，生

五女。」（《三國志旁證》，頁 238。） 

 

      十、玄格量弘濟，臨斬東市，顏色不變，舉動自若。（《三國志》，頁

299） 

【解析】：《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四引《異苑》云：「夏侯玄為司馬景王所

誅，宗人為之設祭，見玄來靈坐上，脫頭於膝，……，以內頭中，畢，還自

安頭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及永嘉之亂，有覡見宣王，

［宣王］涕泗云：『國家傾覆，是曹爽夏侯玄訴冤得伸故也。』」（《三國志旁

證》，頁 239。） 

 

參、傳主評價 
    一、夏侯惇 

       （一）個性剛烈 

             年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殺之，由是以烈氣聞。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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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魏書‧諸夏侯曹傳〉，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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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體恤民情 

             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自身負土，率將士勸種稻，

民賴其利。5

       （三）尊師清廉 

             惇雖在軍旅，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不足資之

於官，不治產業。6

     

二、韓浩 

       （一）韓浩救惇7

 

    三、夏侯淵 

       （一）臨陣生計 

             超奔漢中，還圍祁山。敘等急求救，諸將議者欲須太祖節度。淵

曰：「公在鄴，反覆四千里，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 

             諸將見遂眾，惡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鬬千里，今

復作營塹，則士眾罷弊，不可久。賊雖眾，易與耳。」乃鼓之，

大破遂軍。8

       （二）驕恣致禍 

             初，淵雖數戰勝，太祖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不可但恃勇也。

將當以勇為本，行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9

 

    四、曹仁 

       （一）以仁取城 

             河北既定，從圍壺關。太祖令曰：「城拔，皆坑之。」連月不下。

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路也。今公告之必

死，將人自為守。」……太祖從之，城降。10

       （二）死守樊城 
                                                 
5《三國志》，卷 9〈魏書‧諸夏侯曹傳〉，頁 268。 
6《三國志》，卷 9〈魏書‧諸夏侯曹傳〉，頁 268。 
7韓浩其人事迹不詳，陳壽僅將之附於夏侯惇傳後，而裴松之注的描寫亦不多。詳參見《三國志》，

卷 9〈魏書‧諸夏侯曹傳〉，頁 268-270。 
8《三國志》，卷 9〈魏書‧諸夏侯曹傳〉，頁 271。 
9《三國志》，卷 9〈魏書‧諸夏侯曹傳〉，頁 272。 
10《三國志》，卷 9〈魏書‧諸夏侯曹傳〉，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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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羽攻樊，時漢水暴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降羽。仁人馬數千

人守城，城不沒者數板。11

    五、曹洪 

       （一）吝嗇招禍 

             始，洪家富而性吝嗇，文帝少時假求不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

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末能得。……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為觖

望。12

 

    六、曹真 

       （一）智拒武侯 

             真以亮懲於祁山，後出必於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

治其城。明年春，亮果圍陳倉，已有備而不能克。13

       （二）善待友子 

             真少與宗人曹遵、朱讚並事於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

所食邑封遵、讚子。14

       （三）體卹下屬 

             真每征行，與將士同勞苦，軍賞不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

為用。15

 

    七、曹爽、夏侯玄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 

並以親舊肺腑，貴重于時，左右勳業，咸有效勞。爽德薄位尊，沈溺盈 

溢，此固《大易》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度，世稱其名，然與 

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至良才。舉茲以論，焉 

能免之乎！16

 

    八、曹魏集團 

                                                 
11《三國志》，卷 9〈魏書‧諸夏侯曹傳〉，頁 275-276。 
12《三國志》，卷 9〈魏書‧諸夏侯曹傳〉，頁 278。 
13《三國志》，卷 9〈魏書‧諸夏侯曹傳〉，頁 281。 
14《三國志》，卷 9〈魏書‧諸夏侯曹傳〉，頁 282。 
15《三國志》，卷 9〈魏書‧諸夏侯曹傳〉，頁 282。 
16《三國志》，卷 9〈魏書‧諸夏侯曹傳〉，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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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曹操集團核心：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 

       （二）曹丕集團核心：曹休、夏侯尚、曹真。 

       （三）曹睿集團核心：曹休、曹真、曹肇、曹爽、夏侯玄。 

    上述對諸傳主的評價，可以得知各個傳主實為曹魏集團的核心人物，且亦見

到傳主不為人知的一面（如夏侯惇之善治與尊師等），而探究曹魏集團的同時更

可看到司馬懿勢力的逐漸抬頭絕非偶然，曹魏的軍政大權之所以落入司馬氏集團

手中，厥為曹氏集團日漸腐朽使然。 

 

【表一】曹氏集團關係圖 1（參考周明泰撰，〈三國志世系表〉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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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曹氏集團關係圖 2（參考周明泰撰，〈三國志世系表〉製）18

                                                 
17本表係參考周明泰撰〈三國世系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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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9。
惟魏武帝操有子 25 人，文帝丕亦有子 9 人，於此不一一錄出，僅列出與帝位繼承相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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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曹氏與夏侯氏集團關係圖（參考周明泰撰，〈三國志世系表〉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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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相關比較 

                                                                                                                                            
18周明泰撰〈三國世系表〉收入《二十五史補編》編委會編，《二十五史補編‧三國志補編》，頁

69-71。 
19周明泰撰〈三國世系表〉收入《二十五史補編》編委會編，《二十五史補編‧三國志補編》，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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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魏書‧諸夏侯曹傳》 《三國演義》 

夏

惇族弟也。（頁 270）

又有沛國譙 讓，乃夏侯

曹嵩

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

後也。（頁 267） 

夏侯淵，字妙才，

人夏侯惇，字元

嬰之後；……與其族弟夏侯淵兩

個，……此二人本操之弟兄：操父

原是夏侯氏之子，過房與曹家，因此是

同族。（第五回）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頁 274） 各引兵千餘來助。

曹洪字子廉，太祖從弟也。（頁 277）

曹氏兄弟曹仁、曹洪

曹仁字子孝，曹洪字子廉……（第五回）

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

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

不可無君。」（頁 277） 

操翻身落馬，……下馬救起曹操。操視

之，乃曹洪也。……洪曰：「天下可無

洪，不可無公。」操曰：「吾若再生，

汝之力也。」（第六回） 

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呂布，為流失所 箭，覷得親

中，傷左目。（頁 268） 

陣上曹性看見，暗底拈弓搭

切，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

急用手拔箭，不想連眼珠拔出，……遂

納於口內啖之。（第十八回） 

仁不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數 遂披甲

十騎出城。……三軍服其勇。太祖益狀

之，轉封安平亭侯。（頁 275） 

曹仁在城上望見牛金困在垓心，

上馬，引麾下壯士數百騎出城，……曹

仁得勝而回。（第五十一回） 

以太祖舉義兵，易姓名轉至荊州，閒行 將軍驟

北歸，見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

家千里駒也。」（頁 279） 

號令方下，紅袍隊中，一個少年

馬而出，眾視之，那曹休也。……曹操

於台上望見大喜，曰：「此吾家千里駒

也！」（第五十六回） 

馬超圍梁州刺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 夏侯淵。淵不

到，康敗。去冀二百餘里，超來逆戰，

軍不利。（頁 270～271） 

刺史韋康，累遣人求救於

得曹操言語，未敢動兵。……韋康大開

城門，投拜馬超。（第六十四回） 

淵自督糧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氐羌 後

數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

器械。（頁 271） 

夏侯淵大軍至，馬超棄城殺出，……

面夏侯淵大軍趕來，馬超遂走。（第六

十四回） 

初，淵雖數戰勝，太祖常戒曰：「為將 淵拆視之。略曰；「凡為將

當有怯弱時，不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

使者出書，

者，當以剛柔相濟，不可徒恃其勇。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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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行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

敵耳。」（頁 272） 

但任勇，則是一夫之敵耳。」（第七十

一回） 

備挑郃戰，郃軍不利。淵分所將兵半助 當先，馳下山來，……夏侯淵

郃，為備所襲，淵遂戰死。諡曰愍侯。

（頁 272） 

黃忠一馬

措手不及，……黃忠寶刀已落，連頭帶

肩，砍為兩段。（第七十一回） 

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 颺、

干

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頁

288） 

當曰：「非我一人，更有何晏、鄧

李勝、畢軌、丁謐等五人，同謀竄

逆。」……然後押曹爽兄弟三人并一

人犯，皆斬於市曹，滅其三族。（第一

百七回） 

 

、問題討論 
假求不允而遭報復，惟筆者認為似乎過於單純，似有別的因素。 

【解析】 捲入曹丕與曹植帝位之爭，以致於曹丕即位之後

、論者以為曹爽若不為司馬懿所敗，司馬氏終不能奪魏祚。 

，其掌兵權並多次阻擋諸葛亮北伐，

、《三國志‧魏書‧諸夏侯曹傳》敘及夏侯尚時，敘述了「八議」此一名詞。 

議賓20。 

、參考書目 

                                                

伍

一、曹洪因曹丕曾

【說明】曹洪因群臣勸上奏免死，且卞太后亦要郭皇后求情才得免死，對於先帝

功臣如此似乎太過。 

鄙意頗疑為曹洪是否曾

旋即被清算。 

 

二

【說明】似乎將曹爽的重要性視之過高。 

【解析】曹魏在明帝時期最重要者當為曹真

但曹真死後，大權落於司馬懿之手，曹氏遂漸無法與之抗衡。 

 

三

【說明】曹魏時期，作為官僚貴族特權的「八議」正式入律。 

【解析】八議為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

        

 

陸

 
20［唐］長孫無忌等撰，劉俊文點校《唐律疏議》（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 11 月第 1 版，1993
年第 2 刷修訂本）卷 1＜名例律＞，頁 16-18。 

 9



一、原典 

（一）基本史料 

注，《三國志》，新校標點本，北京，中華書局，1959 年 12 月

2. 卷，劉俊文據滂熹齋本、至正本、文化本等

 

二）相關史料及注釋 

》，新校標點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年 6 月

2. 編委會編，《二十五史補編‧三國志補編》，據開明書店版影

 

、專書 

吳順東等譯，《三國志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年 10 月

2. 北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年 12 月第 1 版，

3. 史》，台北：幼獅文化出版社，民 69 年 12 月第 1 版。 

、期刊論文 

曹操征張魯人物考辨〉《漢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 年

2. 曹江 《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 年

3. 臧宏， 侯玄的玄學思想〉《淮北煤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4. 景蜀慧， 異離合與夏侯玄選舉“分敘＂之議〉《中山大學學報‧社會

1.陳壽撰、裴松之

第 1 版，1982 年 7 月第 2 版。 

長孫無忌等撰《唐律疏議》，三十

系統校注，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 11 月第 1 版，1993 年 9 月第 1 版修訂本

第 2 刷。 

（

1.梁章鉅撰，《三國志旁證

第 1 版第 1 刷。 

《二十五史補編》

印，北京：北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年 2 月第 1 版第 1 刷。 

二

1.陳壽著、

第 1 版第 1 刷。 

王仲犖著，《魏晉南

1990 年 3 月第 6 刷。 

張儐生著，《魏晉南北朝

 

三

（一）期刊 

1. 劉昌安，〈

第 1 期。 

紅，〈論夏侯玄與正始改制〉

第 1 期。 

〈簡論夏

年第 3 期。 

〈才性同

科學版》2003 年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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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永 叡顧命大臣之變易〉《揚州大學學報》1998 年

6. 王永 《許昌師專學報》1999 年第 3

7. 王永 曹爽、司馬懿之爭真相考論〉《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8. 王永平， —兼論魏晉之際譙郡夏侯氏門風之變化及其門第之上

9. 孟祥 04 年第 8 期。 

第 2 期。 

二）學位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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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王 研究》，清華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 年 6 月。 

平，〈世族勢力之復興與曹

第 2 期。 

平，〈曹爽伐蜀之目的及其失敗原因考析〉

期。 

平，〈

1999 年第 3 期。 

〈夏侯玄論—

升〉《史學月刊》2007 年第 4 期。 

才，〈論曹爽之敗〉《史學月刊》20

10. 葉其峰，〈《曹真碑》新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 年

 

（

1.李安彬，《司馬氏

論文，1997 年 6 月。 

惟貞，《魏明帝曹叡朝政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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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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