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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傳與現代生活:  

 

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 

司馬氏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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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出處：晉書卷一帝紀第一宣帝﹝司馬懿﹞ 

 

出身、性格： 

為河內世家大族之後 

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略 

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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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才學 

博學洽聞，伏膺儒教 

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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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才學 

善作詩歌 

(將伐公孫淵)景初二年…車駕送出西明
門，…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
，悵然有感，為歌曰：「天地開闢，日
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群
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
告成歸老，待罪舞陽。」遂進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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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才學 

善用兵 

初，文懿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
權亦出兵遙為之聲援，遺文懿書曰：「
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
深為弟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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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才識受名人推崇 

南陽太守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
為非常之器。 

尚書崔琰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
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 

郡舉上計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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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曹操時期的表現 

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
，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痹，不能起居。魏
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臥不動。及魏武為
丞相，又辟為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
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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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曹操時期的表現 

勸曹操逕取漢中 

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
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
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
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
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
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
蜀！」言竟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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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曹操時期的表現 

勸曹操篡漢 

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魏
武帝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邪！」
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
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
。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
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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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曹操時期的表現 

勸曹操務農積穀，增加實力 

遷為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
謀，以食為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
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
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
，國用豐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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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曹操時期的表現 

對荊州問題獻策 

勸勿用胡脩、傅方 

帝又言荊州刺史胡脩粗暴，南鄉太守
傅方驕奢，並不可居邊。魏武不之察
。及蜀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
軍皆沒，脩、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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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曹操時期的表現 

對荊州問題獻策 

勸勿遷都 

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為近賊，欲
徙河北。帝諫曰：「禁等為水所沒，
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
，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
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疏
，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所
，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
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公安，拔之，
羽遂為蒙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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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曹操時期的表現 

對荊州問題獻策 

勸勿遷荊州之民 

魏武以荊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
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荊楚輕脫
，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
竄觀望。今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
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
者悉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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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曹操時期的表現 

與曹丕相善 

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
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與陳群、吳
質、朱鑠號曰四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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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曹操時期的表現 

曹操疑之，然勤免政事以免疑忌 

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
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
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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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曹操時期的表現 

曹操疑之，然勤免政事以免疑忌 

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
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
事。」 

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 

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
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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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曹丕時期的表現 

善處武帝之喪，並安人心 

及魏武薨于洛陽，朝野危懼。帝綱紀喪
事，內外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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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曹丕時期的表現 

認為孫權不足憂，勸曹丕勿調回曹仁 

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
，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
還宛。帝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
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為患。襄陽水陸之
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
。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為寇，魏文悔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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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曹丕時期的表現 

曹丕出巡、出征時，為之守許昌，安百姓
，供軍資 

天子南巡，觀兵吳疆。帝留鎮許昌 

六年，天子復大興舟師征吳，復命帝居
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臨行，詔曰
：「吾深以後事為念，故以委卿。曹參
雖有戰功，而蕭何為重。使吾無西顧之
憂，不亦可乎！」天子…詔帝曰：「吾
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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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曹丕時期的表現 

辭封賞 

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假節，領兵五千
，加給事中、錄尚書事。帝固辭。天子
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無須臾寧
息。此非以為榮，乃分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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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曹丕時期的表現 

任顧命大臣 

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真、陳群等見於崇
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
：「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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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魏明帝曹叡時期的表現 

對外戰役 

敗孫吳軍 

抗禦蜀漢 

平公孫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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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魏明帝曹叡時期的表現 

對外戰役 

平公孫淵 
及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
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煩
耳。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
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
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
」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棄，
此非其所及也。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
，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
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
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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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魏明帝曹叡時期的表現 

對外戰役 

平公孫淵 
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
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
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
達眾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
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
，正令半解，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
糧競也。今賊眾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
，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
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
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
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眾恃雨
，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
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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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魏明帝曹叡時期的表現 

對外戰役 

平公孫淵 

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
「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
既而雨止，遂合圍。 

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
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男子年十五
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為京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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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魏明帝曹叡時期的表現 

平內亂：敗孟達 

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
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 

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 

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為患。達
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
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
其謀漏泄，將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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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魏明帝曹叡時期的表現 

平內亂：敗孟達 

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達得書大喜
，猶與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
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
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
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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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魏明帝曹叡時期的表現 

平內亂：敗孟達 

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
達，帝分諸將以距之。 

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
，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
出降。斬達，傳首京師。俘獲萬餘人，
振旅還于宛。 

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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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魏明帝曹叡時期的表現 

輔佐明帝治國 

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
。屬帝朝於京師，天子訪之於帝。帝對
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
以大綱，則自然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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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魏明帝曹叡時期的表現 

輔佐明帝治國 

又問二虜宜討，何者為先？對曰：「吳
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

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
下，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
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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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魏明帝曹叡時期的表現 

輔佐明帝治國 

伐公孫淵前後勸明帝停止大修宮室 

是時大修宮室，加之以軍旅，百姓饑
弊。帝將即戎，乃諫曰：「昔周公營
洛邑，蕭何造未央，今宮室未備，臣
之責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窮，外
內有役，勢不並興，宜假絕內務，以
救時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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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魏明帝曹叡時期的表現 

輔佐明帝治國 

伐公孫淵前後勸明帝停止大修宮室 

初，魏明帝好修宮室，制度靡麗，百
姓苦之。帝自遼東還，役者猶萬餘人
，雕玩之物動以千計。至是皆奏罷之
，節用務農，天下欣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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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魏明帝曹叡時期的表現 

輔佐明帝治國 

嚴守君臣之分，不僭越君權 

(敗公孫淵後)時有兵士寒凍，乞襦，
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
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
私施也。」 

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
將吏從軍死亡者致喪還家。遂班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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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魏明帝曹叡時期的表現 

輔佐明帝治國 

興農田水利 

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晉陂，溉
田數千頃，國以充實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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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魏明帝曹叡時期的表現 

任顧命大臣 

先是，詔帝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
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
「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
」帝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
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
升御床。帝流涕問疾，天子執帝手，目齊
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
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大將
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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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謙讓自持 

(齊王初即位)帝固讓子弟官不受。 

(禦吳有功)秋七月，增封食郾、臨潁，
并前四縣，邑萬戶，子弟十一人皆為列
侯。帝勳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
常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恆戒子弟曰
：「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
，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之，庶可以
免乎！」 



史傳與現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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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謙讓自持 

天子以帝為丞相，…固讓丞相。 

加九錫之禮，朝會不拜。固讓九錫。 

天子又使兼大鴻臚、太僕庾嶷持節，策
命帝為相國，封安平郡公，孫及兄子各
一人為列侯，前後食邑五萬戶，侯者十
九人。固讓相國、郡公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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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對外戰功 

屢破吳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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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輔佐內政 

興農田水利 

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
，始大佃於淮北。 

帝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
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
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
相望，壽陽至於京師，農官屯兵連屬
焉。 

帝以久疾不任朝請，每有大事，天子親
幸第以諮訪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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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與曹爽之政爭 

"三國志.諸夏侯曹傳"：(爽)少以宗室謹
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帝寢疾
，乃引爽入臥內，拜大將軍，…與太尉
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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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與曹爽之政爭 

又：齊王即位，加爽侍中，…丁謐畫策
，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
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
己，得制其輕重也。…其餘諸弟，皆以
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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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與曹爽之政爭 

又：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
、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
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
進敘，任為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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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自平 43 

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與曹爽之政爭 

又：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恆父事之
，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
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謐
為尚書，晏典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
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
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
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
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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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與曹爽之政爭 

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
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爽乃西
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
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
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
里，賊因山為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
偉為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颺
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
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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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與曹爽之政爭 

陳壽評曰：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
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 

晉書：爽欲使尚書奏事先由己，…乃以
帝為太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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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與曹爽之政爭 

尚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
勸使伐蜀。帝止之，不可，爽果無功而
還。 

六年…曹爽毀中壘中堅營，以兵屬其弟
中領軍羲。帝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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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與曹爽之政爭 

七年春正月，吳寇柤中，夷夏萬餘家避
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
，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不從，卒
令還南。賊果襲破柤中，所失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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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與曹爽之政爭 

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
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
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
與爽有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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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與曹爽之政爭 

帝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為之謠曰：「何
、鄧、丁，亂京城。」 

九年…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
，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
亦潛為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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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與曹爽之政爭 

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
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
杯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眾情謂明公舊風
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纔屬，說「年
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
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託」。
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錯亂其辭
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
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盛
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
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
：「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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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與曹爽之政爭 

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
白襲月。帝于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
時景帝為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
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
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
。」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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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與曹爽之政爭 

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
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疏而智
不及，駑馬戀短豆，必不能用也。」於
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
，謂柔曰：「君為周勃矣。」命太僕王
觀行中領軍，攝羲營。帝親帥太尉蔣濟
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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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與曹爽之政爭 

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發屯兵
數千人以守。桓範果勸爽奉天子幸許昌
，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桓範等
援引古今，諫說萬端。終不能從，乃曰
：「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
還第，不失為富家翁。」範拊膺曰：「
坐卿，滅吾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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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與曹爽之政爭 

泰還以報爽，勸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
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為誓，爽
意信之。遂通帝奏。…既而有司劾黃門
張當，并發爽與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
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颺、畢軌、
李勝、桓範等誅之。蔣濟曰：「曹真之
勳，不可以不祀。」帝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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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誅王凌 

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貳於帝，謀
立楚王彪。 

三年…王淩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
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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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誅王凌 

帝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
。淩計無所出，乃迎於武丘，面縛水次
，曰：「淩若有罪，公當折簡召淩，何
苦自來邪！」帝曰：「以君非折簡之客
故耳。」即以淩歸于京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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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齊王曹芳時期 

誅王凌 

道經賈逵廟，淩呼曰：「賈梁道！王淩
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項
，仰鴆而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
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
察，不得交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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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這個人 

司馬懿之死 

先是，預作終制，於首陽山為土藏，不墳不
樹；作顧命三篇，斂以時服，不設明器，後
終者不得合葬。一如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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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評價 

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
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
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
」跡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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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評價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
之由．溫未荅．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
臣為陛下陳之．」王迺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
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
．明帝聞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
得長！」(世說.尤悔.第7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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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魏明帝與司馬懿 

魏略曰：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為
詔，既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
！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宣王
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
到，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
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
，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頸。魏氏春
秋曰：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
。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
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
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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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魏明帝與司馬懿 

魏書曰：帝容止可觀，望之儼然。自在東宮，
不交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即位
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貿，
務絕浮華譖毀之端，行師動眾，論決大事，謀
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
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
耳目，終不遺忘。含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
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
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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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魏明帝與司馬懿 

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
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
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
，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
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
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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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魏明帝與司馬懿 

陳壽評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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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
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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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與諸葛亮 

晉書之記載 

明年，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
於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
付者。」乃使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
州諸軍事…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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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與諸葛亮 

晉書之記載 

 

張郃勸帝分軍住雍、郿為後鎮，帝曰：「
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
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
禽也。」遂進軍隃麋。 

 

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眾將芟上邽之麥。
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
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
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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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與諸葛亮 

晉書之記載 

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
。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
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
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
據南北二山，斷水為重圍。帝攻拔其圍，亮
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
軍，增封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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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與諸葛亮 

晉書之記載 

時軍師杜襲、督軍薛悌皆言明年麥熟，亮
必為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帝曰：「
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
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
西也。亮每以糧少為恨，歸必積穀，以吾料
之，非三稔不能動矣。」於是表徙冀州農夫
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監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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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與諸葛亮 

晉書之記載 

二年，亮又率眾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
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
騎二萬，受帝節度。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
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
。」遂引軍而濟，背水為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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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與諸葛亮 

晉書之記載 

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
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
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
以餌之。數日，亮不動。帝曰：「亮欲爭原
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
雍州剌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
原而戰，亮不得進，還於五丈原。會有長星
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遣奇兵掎亮之後，
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百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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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與諸葛亮 

晉書之記載 

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
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
帝巾幗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
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
。後亮復來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
立軍門，帝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
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
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于
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
，豈千里而請戰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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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與諸葛亮 

晉書之記載 

帝弟孚書問軍事，帝復書曰：「亮志大而
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
十萬，巳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
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
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
將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
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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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與諸葛亮 

晉書之記載 

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
、糧穀甚眾。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
也。」辛毗以為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
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
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追
到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為之諺曰：
「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
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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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與諸葛亮 

晉書之記載 

先是，亮使至，帝問曰：「諸葛公起居何
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
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既
而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
言。亮部將楊儀、魏延爭權，儀斬延，并其
眾。帝欲乘隙而進，有詔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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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與諸葛亮 

諸葛亮傳之記載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
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眾拒之
。 

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賞罰肅而
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
關中響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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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與諸葛亮 

諸葛亮傳之記載 

郭沖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
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
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
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
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
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
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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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與諸葛亮 

諸葛亮傳之記載 

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
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
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
還于漢中，戮謖以謝眾。上疏曰：…於是以
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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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與諸葛亮 

諸葛亮傳之記載 

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
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
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
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
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
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
，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
」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
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
練，民忘其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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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與諸葛亮 

諸葛亮傳之記載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
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
破之，斬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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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與諸葛亮 

諸葛亮傳之記載 

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
史郭淮率眾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
，遂平二郡。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
，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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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司馬懿與諸葛亮 

諸葛亮傳之記載 

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
，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
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
為久駐之基。 

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
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
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
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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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關於司馬師(字子元) 

性情、才能、行事 

“晉書”： 

雅有風彩，沈毅多大略。 

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 

晏常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
子元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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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關於司馬師(字子元) 

性情、才能、行事 

“晉書”： 

魏景初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為
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 

宣穆皇后崩，居喪以至孝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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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關於司馬師(字子元) 

性情、才能、行事 

“晉書”： 

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
，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
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
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
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
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眾莫知所
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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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關於司馬師(字子元) 

事蹟簡介 

西元208年~西元255年。 

司馬懿長子。 

與父合謀誅殺曹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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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關於司馬師(字子元) 

事蹟簡介 

司馬懿死後，任大將軍執掌魏國大權 

魏帝曹芳與張輯，夏侯玄，李豐等謀討司
馬師事洩。師斬三人，並廢曹芳而改立高
貴鄉公曹髦為帝 

毋丘儉、文欽以淮南討司馬師，師出兵討
平之 

不久因眼瘤疾病沉重去世，享年四十八 

晉武帝司馬炎追贈為景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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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關於司馬昭(字子上) 

性情、才能、行事 

 

正始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值魏明奢侈
之後，帝蠲除苛碎，不奪農時百姓大悅。 

 

大將軍曹爽之伐蜀也，以帝為征蜀將軍，
副夏侯玄出駱谷，次於興勢。蜀將王林夜
襲帝營，帝堅臥不動。林退，帝謂玄曰：
「費禕以據險距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
，宜亟旋軍，以為後圖。」爽等引旋，禕
果馳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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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關於司馬昭(字子上) 

事蹟簡介 

西元211年～西元265年 

司馬懿之子，師之同母弟。 

正始時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征蜀將軍。嘉
平初，帥眾宿衛，嗣歷安西、安東將軍、
進號都督，統兵伐吳，敗於東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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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關於司馬昭(字子上) 

事蹟簡介 

蜀將姜維寇隴右，昭受命抵禦，並擊破叛
羌，諸虜震服。 

正元二年（255），毋丘儉、文欽之亂，司
馬師率大軍東征，昭留守洛陽。 

師卒，昭進位大將軍，繼續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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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關於司馬昭(字子上) 

事蹟簡介 

廿露二年（257），諸葛誕以淮南叛，昭奉
魏天子征討，拔壽春，斬誕，夷三族。 

魏天子高貴鄉公髦忿司馬氏專擅威權，親
率左右攻相府，昭之心腹死黨賈充使人刺
帝於車中（260年）。昭更立燕王宇之子陳
留王奐為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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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關於司馬昭(字子上) 

事蹟簡介 

景元四年（263年），遣鄧艾等伐蜀。是年
，魏室封昭為晉公，食邑十郡，進位為相
國，總百揆，崇以非常之禮。晉國備六軍
，置官司，昭以禮辭讓，鄭沖率官勸進，
乃受命 

平蜀後，鄧艾等又據蜀反，昭奉天子征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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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關於司馬昭(字子上) 

事蹟簡介 

咸熙元年（264），進爵為晉王，命荀顗定
禮儀，賈充正法律，裴秀議官制，並建五
等爵之制。 

翌年，晉王使用天子服輿旌旗，晉國置御
史大夫、侍中、常侍、尚書、中領軍、衛
將軍等官，一如朝廷。同年（265）昭卒，
年五十五歲，謚曰文王。 

子炎嗣位，受禪，是為晉武帝。追尊號為
文帝，廟稱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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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三分歸晉的歷史發展 

參考"三國史研究" 

 

蜀漢滅亡原因 

人心向背已不思漢 

益州土著的背叛 

司馬昭戰略調整，先滅蜀，後滅吳 

姜維連年動眾，蜀漢兵疲民困 

蜀漢人才寡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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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三分歸晉的歷史發展 

東吳滅亡原因 

雙方力量對比懸殊 

孫皓暴虐統治(上下離心) 

孫吳內訟，削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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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三分歸晉的歷史發展 

司馬氏代魏之因 

歷仕四朝，手握重兵 

技高一籌，奠定西晉基業 

世家大族擁戴司馬氏 

曹魏政權苛酷，人心未孚(反倒司馬氏對內行善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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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三分歸晉的歷史發展 

三家歸晉 

曹魏占天下過半，以大吞小 

曹魏採高度的政治集權，政治上占優勢 

北方人口多於南方，又有經濟優勢 

吳蜀政治腐敗，司馬氏積極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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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三國的終結者司馬氏父子 
-- 三分歸晉的歷史發展 

總結： 

張大可：「司馬懿善於沈時度勢，他以擁護曹
氏父子代漢而發跡於政治舞台，又傾全力與太
子曹丕為友，把目標放在長遠的未來。…司馬
氏組孫三代挾曹魏三少帝，經營了西晉基業。
」 

又：「漢、魏、晉的相繼禪代，恰似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這種以權詐取政權的世風影響了
宋、齊、梁、陳，可謂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