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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巴蜀书社编辑出版的《今注本二十四史》，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批准立项的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是《二十四史》继乾隆殿本、商务百衲本、中华点校本之后，第四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成果。填补了《二十四史》有史无注的学术空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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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学术整理的四个阶段：

 

1．清乾隆年四十九年，首次完成《二十四史》的系统整理，其成果是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史学界称之为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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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世纪30年代，张元济先生在殿本的基础上组织整理增补勘校，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二十四史》，史学界称之为百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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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中国成立之后，由*倡议，**亲自部署，由中华书局在殿本和百衲本的基础上重新勘校并加上标点，历经20年出版的《二十四史》，史学界称之为点校本（标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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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世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批准立项，由ZHU名史学家张政任总编纂，汇聚数百位史学专家集中整理，系统注释。由巴蜀书社编辑出版的《二十四史》，史学界称之为今注本。 

Jbh万圣书城



Jbh万圣书城



《今注本二十四史》的特点：

 

1．首次今注，填补二十四史有史无注的空白； 

2．博采众长，在前人的基础上汇集DANG*当代数百位史学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考古发现； 

3．史家注史，客观公正地还原历史真实面貌； 

4．繁体横排，便于当代读者阅读。 

5．研读原著的推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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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三国志(全12册)/今注本二十四史/(晋)陈寿撰杨耀坤揭克(三国志)

定价	580.00

ISBN	9787807526384

出版社	巴蜀书社

作者	陈寿 撰 杨耀坤 揭克伦 校注

编号	1200772139

出版日期	2013-09-01

印刷日期	2013-10-01

版次	1

字数	3520.00千字

页数	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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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往版本相比，《今注本二十四史?三国志》具有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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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家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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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注音、释意与白话翻译不同，《今注本二十四史》的特色在于史家注史。“今注本”不追求一词一义的杂芜注解，而在于理清历史脉络，对关键问题进行考辨论证，为研究者提供快速了解学术研究动态及准确把握历史事件提供方便。同时，也因其高质量的学术价值成为后来研究二十四史不可或缺的推荐资料。《今注本二十四史?三国志》，力图以新的角度、新的内容、新的形式，为《三国志》创造出一套代表当代学术水准的现代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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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底本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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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中华书局校点本为版式底本，再与百衲本、殿本、卢弼《集解》本及部分中华再造善本相互校勘，择善而从；同时，在具体校勘中，还利用了《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建康实录》、《群书治要》、《续后汉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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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繁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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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一般语词不注，难解者及易生歧义者则注释。异体字、假借字、避讳字，若所校四种版本中有一种作正体字者，则径从该本，不再出注；若四种版本皆同，则不改字，并注明异体字之正字、假借字之所通字、避讳字之避讳原因。校增字用方括号之，校删字用圆括号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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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容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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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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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部分作扼要说明，需要追溯沿革以说明问题者则溯其源流，非引原文不足以说明者，则引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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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官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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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参考《续汉书?百官志》、《晋书?职官志》、《宋书?百官志》、《通典》、吕宗力主编《*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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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名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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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以前人名，不常见、不加注有碍于理解者，据本文所需作简要注释。三国时的人名，凡本书有传或附传者概不作注，不碍理解阅读者也不作注；若需注释者，其事迹较集中地叙述于本书某传或裴注中，则只注明见本书某传或裴注引某书；如在本书无集中叙述者，则作简注。地名主要参考《*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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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博采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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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注，广泛采用前人研究成果。如陈景云《三国志辨误》、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卢弼《三国志集解》、张元济《三国志校勘记》、周一良《三国志札记》、吴金华《三国志校诂》、赵幼文《三国志校笺》等。此外，引用了考古领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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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以前的同类著作，《今注本二十四史》至少有两大优点特色和学术价值。

Jbh万圣书城



Jbh万圣书城



一是部头最大，注文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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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西晋陈寿（巴西安汉人，今四川南充人，233—297年）《三国志》为中国古代正史二十四史之一，且为其中特别重要的前四史之一，按所记载的时代（朝代）历史为序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若按作者生活的时代和成书年代，则《三国志》还比范晔（398—445年）《后汉书》早一个半世纪。故历来为学界和世人看重，是了解认识魏蜀吴三国历史的最重要的史书和原始资料文献。陈寿《三国志》较简略，共36万余字（不含标点符号，下同），在纪传体史书中没有志和表。一百多年后，刘宋裴松之（372—451年）为《三国志》做注，弥补了其较简略和没有志与表的缺点，新增注文共32万余字。这样，陈之正文和裴之注文合计68万余字。因裴注成书时间与范晔（398—445年）《后汉书》同时，故其性质和地位等同于经典古籍和原始资料文献。从此两书合并抄写、装订、流传、刊印。以后对《三国志》做注研究的学者代不乏人，但都属于文言古注且不标点，包括民国时代成书、解放初期出版的卢弼先生《三国志集解》（约160万字）。那是迄当时为止关于《三国志》的最详注本。建国后，陈乃乾先生对《三国志》首次做了断句标点校改，并出很少量的校记。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首个标点本，全书100万字（含标点符号等）。《今注本三国志》比陈乃乾标点本多出241万字，比卢弼“集解”多出180万字。注文长自然注文的内容也就最丰富，研究得最深，涉猎的问题和方面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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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中国古代史学史和古籍整理研究史上还给裴松之的古注做了注，且较详尽深入，具有拓展之功。《今注本三国志》也兼有集解之性质，实乃集以往对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研究之大成，并有诸多创新和推进，可谓新意迭出，新见俯拾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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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注本二十四史》的出版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的标志性重大成果，竖起了一座丰碑，对于弘扬和传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今注本三国志》则是组成这座丰碑的几十个构件和部分之一，将永立之于书架，成为治和学魏蜀吴三国历史的学者案头之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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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四魏书十四    牵招(1958) 

程昱(1175)    郭淮(1967) 

孫晓(1184)    卷二七魏书二十七 

郭嘉(1189)    徐邈(1977) 

董昭(1199)    胡质(1983) 

刘晔(1213)    子威(1988) 

蒋济(1228)    王昶(1990) 

刘放(1243)    王基(2007) 

孫资(1244)    卷二八魏书二十八 

卷一五魏书十五    王淩(2023) 

刘馥(1263)    令狐愚(2026) 

司马朗(1271)    毌丘儉(2034) 

梁习(1279)    诸葛誕(2057) 

张既(1286)    唐咨(2068) 

温恢(1304)    鄧艾(2070) 

贾逵(1306)    州泰(2093) 

李孚(1317)    锺会(2094) 

杨沛(1319)    王弼(2120) 

卷一六魏书十六    卷二九魏书二十九 

任峻(1325)    华佗(2129) 

苏则(1329)    吴普(2141) 

杜畿(1337)    樊阿(2141) 

子恕(1350)    杜夔(2148) 

孙预(1373)    朱建平(2156) 

鄭浑(1376)    周宣(2159) 

仓慈(1387)    管辂(2162) 

卷一七魏书十七    卷三〇魏书三十 

张遼(1397)    乌丸(2216) 

乐进(1407)    鲜卑(2229) 

于禁(1410)    东夷(2239) 

张郃(1416)    夫餘(2241) 

徐晃(1424)    高句丽(2246) 

朱灵(1429)    东沃沮(2252) 

卷一八魏书十八    挹娄(2256) 

李典(1435)    濊(2258) 

李通(1439)    韩(2260) 

    倭(2270) 

Jbh万圣书城



    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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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一蜀书一二牧    彭羕(2625) 

刘焉(2309)    廖立(2631) 

刘璋(2319)    李严(2635) 

卷三二蜀书二    刘琰(2643) 

先主备(2327)    魏延(2644) 

卷三三蜀书三    杨仪(2650) 

後主禅(2385)    卷四一蜀书十一 

卷三四蜀书四二主妃子    霍峻(2653) 

先主甘后(2413)    子弋(2653) 

先主穆后(2415)    王连(2660) 

後主敬哀张后(2417)    向朗(2661) 

後主张后(2417)    兄子宠(2664) 

刘永(2418)    张裔(2665) 

刘理(2419)    杨洪(2669) 

後主太子璿(2420)    费诗(2675) 

卷三五蜀书五    卷四二蜀书十二 

诸葛亮(2423)    杜微(2681) 

子乔(2470)    周羣(2684) 

瞻(2473)    张裕(2684) 

董厥(2476)    杜瓊(2687) 

樊建(2476)    许慈(2690) 

卷三六蜀书六    孟光(2691) 

关羽(2489)    来敏(2696) 

张飞(2498)    尹默(2698) 

马超(2502)    李譔(2701) 

黄忠(2510)    譙周(2703) 

赵雲(2512)    郤正(2724) 

卷三七蜀书七    卷四三蜀书十三 

庞统(2521)    黄权(2749) 

法正(2531)    子崇(2755) 

卷三八蜀书八    李恢(2756) 

许靖(2543)    吕凱(2760) 

麋竺(2560)    马忠(2764) 

孫乾(2563)    王平(2767) 

简雍(2564)    句扶(2768) 

伊籍(2566)    张嶷(2770) 

秦宓(2566)    卷四四蜀书十四 

卷三九蜀书九    蒋琬(2781) 

董和(2587)    子斌(2783) 

刘巴(2590)    斌弟顯(2784) 

马良(2596)    刘敏(2784) 

弟谡(2598)    费禕(2788) 

陈震(2601)    姜维(2794) 

董允(2604)    卷四五蜀书十五 

黄皓(2604)    鄧芝(2813) 

陈祗(2607)    张翼(2817) 

吕乂(2609)    宗预(2824) 

卷四〇蜀书十    廖化(2827) 

刘封(2613)    杨戲(2829) 

    王嗣(2857) 

    常播(2857) 

    衞继(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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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书 

卷四六吴书一    吕蒙(3320) 

孙坚(2861)    卷五五吴书十 

孙策(2883)    程普(3339) 

卷四七吴书二    黄盖(3342) 

吴主权(2913)    韩DANG*当(3345) 

卷四八吴书三三嗣主    蒋钦(3348) 

孫亮(3005)    周泰(3351) 

孫休(3017)    陈武(3353) 

孫晧(3036)    子脩(3355) 

卷四九吴书四    子表(3355) 

刘繇(3093)    董袭(3358) 

子基(3100)    甘宁(3360) 

太史慈(3103)    淩统(3368) 

士燮(3113)    徐盛(3374) 

子徽    潘璋(3376) 

弟壹(3113)    丁奉(3379) 

3114    卷五六吴书十一 

壹子匡(3119)    朱治(3385) 

卷五○吴书五妃嬪    朱然(3391) 

孫破虜吴夫人(3123)    子绩(3399) 

弟景(3124)    吕范(3402) 

吴主权谢夫人(3127)    子据(3409) 

权徐夫人(3128)    朱桓(3411) 

祖真(3128)    子異(3416) 

父琨(3128)    卷五七吴书十二 

权步夫人(3130)    虞翻(3421) 

权王夫人(3132)    子汜(3455) 

权王夫人(3132)    忠(3456) 

权潘夫人(3133)    聳(3456) 

孫亮全夫人(3134)    昺(3456) 

孫休朱夫人(3136)    陸绩(3459) 

孫和何姬(3138)    张温(3464) 

孫晧滕夫人(3140)    骆统(3475) 

卷五一吴书六宗室    陸瑁(3480) 

孫静(3143)    吾粲(3487) 

子瑜(3145)    朱据(3489) 

皎(3147)    卷五八吴书十三 

奂(3150)    陸遜(3493) 

孫賁(3154)    子抗(3518) 

子鄰(3157)    卷五九吴书十四吴主五子 

孙辅(3160)    孫登(3539) 

孫翊(3162)    孫慮(3548) 

子松(3162)    孫和(3550) 

孫匡(3163)    孫霸(3560) 

孙韶(3165)    孫奮(3562) 

孫桓(3173)    卷六○吴书十五 

卷五二吴书七    贺齐(3569) 

张昭(3177)    全琮(3581) 

弟子奮(3192)    吕岱(3588) 

子承(3192)    周鲂(3597) 

休(3195)    锺离牧(3607) 

顧雍(3196)    卷六一吴书十六 

子邵(3206)    潘濬(3617) 

孫谭(3209)    陸凱(3626) 

孫承(3213)    弟胤(3649) 

诸葛瑾(3214)    卷六二吴书十七 

子融(3223)    是仪(3653) 

步騭(3225)    胡综(3658) 

子阐(3237)    徐详(3673) 

卷五三吴书八    卷六三吴书十八 

张紘(3243)    吴範(3675) 

子玄(3253)    刘惇(3680) 

孫尚(3253)    赵达(3681) 

嚴畯(3257)    卷六四吴书十九 

裴玄(3259)    诸葛恪(3691) 

程秉(3260)    聶友(3726) 

徵崇(3260)    滕胤(3727) 

阚泽(3262)    孫峻(3729) 

唐固(3264)    留赞(3731) 

薛综(3265)    孫綝(3734) 

子珝珝(3277)  濮阳兴(3747) 

子莹(3277)    卷六五吴书二十 

卷五四吴书九    王蕃(3751) 

周瑜(3285)    楼玄(3756) 

鲁肃(3306)    贺邵(3758) 

韦曜(3769) 

Jbh万圣书城



Jbh万圣书城



书友对《今注本二十四史》的评价：

Jbh万圣书城



Jbh万圣书城



《今注本二十四史》是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都有重大意义的项目，这部书将是一个丰碑，既是史学的丰碑，也是中华文化建设的丰碑。它将起到桥梁的作用，一个是古今的桥梁，一个是中外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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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注本二十四史》有三大特点：一是它体现了建国之后史学研究的诸多成果，这些成果是**的；二是它结束了二十四史中后二十史有史无注的状况，把对二十四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三是它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更为简明、更为权*、更为准确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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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注本二十四史》之所以交由巴蜀书社出版，理由有三：一是《今注本二十四史》是由巴蜀书社上报的SHOU*选题，并经总署批准列入重点出版工程项目；二是巴蜀书社是一家值得信赖的、出版古籍整理大型工程有经验的出版社；三是四川出版界是一支可依赖、特别能战斗的方面军，由他们牵头来承担这项重大出版工程，令人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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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注本二十四史》是古籍整理研究的一个空白点，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对整个民族文化传承，对社会文化的建设，对于我们今天和谐文化建设，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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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原书3296卷，约3700万字，今注本总字数逾1.2亿。《今注本二十四史》全书约600册，总投资近3000万元。该套书目前已编纂过半，部分书稿已进入校对阶段。巴蜀书社拟于2006年起将各史陆续推出，预计到2010年完成全套书的出版工作。

   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今注本二十四史》将于2006年推出第一批共9部史书，预计到2010年内完成全套书的出版工作。这套史书的出版将填补二十四史中后二十史无注释的空白。

    《今注本二十四史》全书600册，以注为形式增添的内容将近9000万字，总字数逾1.2亿，总投资近3000万元，是对中国正史的重新疏通整理。

   《今注本二十四史》的编纂工程于1995年启动，全国300余名断代史、专题史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历经十年，该套书目前已编纂过半，部分书稿已进入校对阶段。

    2010年率先出版 了《今注本二十四史·三国志》《今注本二十四史·梁书》两史。

    按计划，到2015年，《今注本二十四史》改有数部，乃至十余部的出版，但时至今日，出版者只有《三国志》《梁书》二部，恐怕其中有难以胜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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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出版集团正在进行的《今注本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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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注本二十四史》是总字数逾1.4亿、历时15年、预计总投资3000万元的大型出版工程。今年将首出成果——率先出版 《今注本二十四史 三国志》、《今注本二十四史 梁书》两史。 

据出版方巴蜀书社介绍，《今注本二十四史》是中国历代官修（包括个别私修）正史的集结。作为记录各代史事的经典史书，历代备受推崇，至今仍是史学界乃至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最权威、最基本的资料书和参考书。我国对《二十四史》的整理，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元济先生对百衲本的汇集整理;第二阶段是新中国建立后，由史家顾颉刚牵头整理，中华书局出版《二十四史校点本》；第三阶段即是汇集前人研究成果，对《二十四史》进行校勘和注释的《今注本二十四史》。 

另据介绍，《三国志》和《梁书》仍用繁体字排版，分别为12册和6册，原文与注释的字数比例基本上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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