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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史为鉴，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可以把握中国社

会治乱兴替的内在规律，洞悉修齐治平的永恒智慧。

然而，中华上下五千年，人物事件众多，神话与传说并存，

正史与野史交错，头绪繁多，内容庞杂。方方面面的内容

如果未经梳理就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往往会使读者一头

雾水。除了典籍和史料所承载的历史之外，文物、遗址、古

迹、艺术作品等，也同样反映着历史的真实。如何把这些东

西有机地组织在一起，让广大青少年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历

史，进而洞悉历史的真实和智慧，无疑成为编辑出版《中国

通史》（少年彩图版）一书的缘起。

《中国通史》（少年彩图版）按照不同的历史分期，通

过科学的体例、模式来整合讲述中国历史。全书以历史编年

为经，以各个时代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为

纬，经纬交织，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中外交往、艺

术、思想、科技、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全书共分10卷，

精心选取了600余则故事，2000余幅图片，生动、真实、客

观、全面地再现了中国历史的精彩瞬间和丰富内涵。

每一个故事都蕴含了或高亢激昂或哀婉悲壮的场景，

不断唤起人们内心尘封已久的记忆，促使人们与中国历史

再次进行亲密接触，深入探寻历史中所蕴藏的民族智慧和

民族精神。正文中随机穿插的花絮、专题和附录，有机

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知识信息更为密集，从而营造

出一种全息的知识镜像。通过文字，可以感受历史镜像；

而通过图片，则可以直观解读历史。图片与文字相得益

彰，全景式再现五千年文明的华美画卷，展现中国历史

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使广大青少年读者深刻感

受中国文化的底蕴，从而产生思想上的震撼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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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汉末年，地方豪强势力迅速增强，凉州士族豪强董卓以诛宦官为

名，进入洛阳，立汉献帝。另一士族豪强袁绍起兵讨董卓，各地豪

强纷纷起兵割据自立，相互争夺，一时间全国又陷入内战混乱之中。后来

袁绍据有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北方最大军阀。曹操初据有兖州，复

收编了青州黄巾军30万，势力渐强。他又将洛阳的献帝迎至许昌，挟天子

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得到了优势。建安五年（200），袁绍与曹操在官渡

展开决战，曹操大败袁绍，成为北方最强的军事集团。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又率军南下，占荆州，与在长江中下游的孙

权对垒。此时正在流亡中的汉皇室后代刘备也起兵欲兴汉室，率荆州的残余

势力与江东的孙权结合，形成孙刘联合抗曹的形势。刘备派

军师诸葛亮到孙权处说服孙权出兵，孙、刘、曹大军在赤壁

会战。曹操大败，退回北方，刘备得以占据荆州，后入

成都。从此，曹、孙、刘三大势力成鼎足之势。

曹操封魏公，迁都邺，后又进封魏王。建安

二十五年（220）曹操死，子曹丕取代汉献帝，建国号

魏。次年，刘备也在成都称帝，国号汉（一般称蜀或

蜀汉）。公元229年，吴王孙权在建业称帝，国号吴。

三国分立时代正式开始。

三国初期，各国主要致力于整顿吏治，恢复社

会秩序和发展经济。其中以曹魏的成就比较突出。

从曹操统一北方、开展屯田开始，生产逐渐恢复，

曹操又改革了东汉以来的许多弊政，抑制大地主豪

强的势力，扫除了宦官和外戚的专权，吸收中下层地

主阶级人物参加政权。魏文帝时，又实行九品中正法，

承认一般士族有做官的权利，在经济上也给予优惠。蜀

原中华书局古代编辑室主任 . 谢方编审

公元220年～公元280年



国丞相诸葛亮严格采用法治，纪律严明，赏罚分明，使蜀

国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增强。

特别是诸葛亮招抚西南夷，使少数民族地区得到

开发，加强了民族团结。吴国自公元211年孙权迁

都建业后，东南地区很快得到开发，共得43郡313

县，比东汉时大大增强。吴国开辟土地，发展农

业，政治稳定，航海业发达。

三国时期虽然仍有不断的战争，但已和东汉末期军阀混战的性质不同，是

有顺应民心所向的统一战争性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蜀、吴争夺荆州的战争，

蜀、魏争夺汉中的战争和魏灭蜀、晋灭吴的战争。三国的军事实力以魏国最

强，吴国次之，蜀国最弱。因此统一战争的主角最后落在魏晋方面。三国鼎立

局面对东汉末年军阀大混战来说，是历史的进步。三国中以吴国的时间最长，

共52年；次为魏，共45年；再次为蜀，共43年。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晋

灭吴。至此，三国时代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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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羌豪雄 

董卓（？～192）字仲颖，陇西郡临洮（今甘肃岷县）人。董卓

出身于东汉武将家庭，有着一身出类拔萃的武艺，史书记载他膂力过

人，双手都能开弓，就连以骑射为本能的羌人也为之钦服。年轻时代

的董卓既有边塞人的粗犷豪勇，又有汉族豪强的诡诈机心。他弱冠之

年就游历羌中，倾心结交羌族豪强，在羌胡部落中很有威望。

东汉在西北和羌胡的常年战争，为董卓的崛起提供了契机。董卓

年轻从军，以才武出众，升任凉州兵马掾（相当于军区司令下属的参

谋）。后来在东汉名将段颖的推荐下，董卓成了汉朝精锐部队——羽

林军的羽林郎。董卓又随中郎将张奂出征羌胡，以军功拜郎中，自此

一路升迁，晋升郡国都尉、迁西域戊己校尉，后官至并州刺史、河东

太守。这时的董卓已经威震

西北。

东汉光和七年（184），

黄巾大起义爆发，董卓因为素

有勇名，被朝廷任命为东中郎

将，率部出击河北、山东，剿

灭黄巾军。可董卓的作战却并

不顺利，不久就因为兵败被免

职。但就在这年冬天，西北羌

董卓乱政
时间：189

巾起义没有推翻东汉政权，却给了东汉的地方豪强们一个窥视

中央政权的机会。董卓就是靠镇压黄巾军起家，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

盾，最终成了东汉中央政权的实际操纵者。本来就处在风雨飘摇中的

东汉政权，在杀戮成性、暴虐狡诈的董卓的干扰下，加速坠入混乱的

深渊。

01

黄

狩猎出行画像砖·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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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再度燃起反抗朝廷的烽火，数万羌胡铁骑入寇边境，长安危急。董

卓因此被朝廷重新起用，担任西北战场主将皇甫嵩的副手。中平二年

（185）十一月，董卓大破羌胡。紧接着，六路汉军追击羌胡，其余五军

都一败涂地，只有董卓全师而还，一跃成为西北战场最耀眼的将星。

萌生异志 

兵权在握后，董卓逐渐觉得朝廷无能，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

居功自傲的董卓不但大肆招兵买马，而且对新到任的西北战场统帅、

车骑将军张温，也态度傲慢，有时还故意延误军令。张温尽管恼怒万

分，对董卓也无可奈何，因为讨伐羌胡的联军中的确不能缺少董卓这

样威震凉州的西北名将。董卓看到朝廷软弱无能，上司对自己也是睁

一眼闭一眼，他的政治野心也越发膨胀起来。

中平五年（188），西凉人韩遂率10万羌胡大军再度东犯，包围

了边境重镇陈仓（今陕西宝鸡东）。朝廷任命董卓为前将军，命他与

左将军皇甫嵩联兵讨伐。当时韩遂人多势众，而陈仓工事坚固，易守

难攻，对东汉大军来说最可取的战略就是不与敌人立刻决战，先让羌

胡大军在坚城之下遭受损失，待敌疲惫之后再一举破敌。可已经从军

三十多年，身经百战的董卓却主张立即决战，要跟强敌死打硬拼。皇

甫嵩拒绝了董卓的意见，决定等待羌胡联军人困马乏，自行撤离时发

起追击。最终东汉军大获全胜，击退了羌胡人的进攻。

兵权在手 

陈仓之战后，东汉朝廷知道了董卓在战斗中的种种做法，开始

明白这员边陲悍将有养敌纵敌以自重，借战乱培植自身势力的不臣之

心。因此在陈仓之战过后没多久，一纸诏令就送到了董卓手里，宣布

晋升他为少府（九卿之一，负责奉养皇帝），让他将所辖的军队交给

皇甫嵩，进京任职。这一手明升暗降、削夺兵权的把戏逃不过董卓的

眼睛，此时的董卓羽翼已丰，他在长达数年的征讨过程中培植了自身

势力，拥有了数万骁勇善战的私人部队。董卓不但不肯赴洛阳上任，

反而大大咧咧地上书说：“臣麾下的将士得知臣要去京都担任少府的

消息，都牵马挽车，不让臣前行。臣的这些部下大都是羌胡之兵，

与臣情同手足，不可有一刻分离。倘若勉为其难，恐怕会生不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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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话语之中以“羌胡生变”来威胁朝廷，饱含着

与朝廷兵戎相见的杀机，就是不前往赴任。

面对气焰嚣张的董卓，东汉朝廷的反击软弱

无力。不久，朝廷改任命董卓为并州刺史，再次

令他将所统辖的部队交给皇甫嵩。董卓立刻上书回

答说：“臣之兵属臣个人，也只听臣一人之命令，绝

无可能交给皇甫嵩。”此时董卓更加不可一世，字里

行间充满了对朝廷的蔑视和挑战。

董卓不仅不交出兵权，也不去并州赴任，而是率部屯住在司隶

校尉部的河东郡（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观望朝廷反应。朝廷委

派来制约董卓的皇甫嵩对董卓的骄兵悍将束手无策，只有详细地把董

卓抗命和拥兵自重之事奏报朝廷，“使朝廷裁之”。可就连皇甫嵩这

样重兵在握的大将也不敢把董卓怎样，朝廷空虚少兵，国家又四方动

荡，还能对董卓怎么“裁之”呢？就这样，心怀异志而又毫无顾忌的

董卓心安理得地在河东郡养精蓄锐，等待时机。

率兵入京 

光熹元年（189）七月的一天，京师的信使飞奔至董卓帐前，带来

了大将军何进打算诛灭宦官，要董卓率兵进京助威的消息。董卓得知此

事后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入京掌权的大好时机，于是率轻骑快马加鞭，

赶往洛阳。可这时何进又对董卓产生疑虑，传令让董卓停止进军，原地

待命。董卓根本不予理会，他强行越过崤山，直到洛阳西郊才驻扎下来

观望局势。当时正值深夜，突见洛阳方面燃起大火，东北方天空一片火

红，董卓马上意识到京师有变，于是加速赶往洛阳。逼近洛阳时，董卓

得知何进已被张让等宦官杀死，何进的部下袁绍等人正率兵攻打皇宫，

尽屠宦官，张让已经挟持小皇帝逃向洛阳北方的北邙山。于是董卓马上

掉转马头向北前进，终于在黄河边迎到了汉少帝刘辩。

独掌朝政 

初入京城的董卓虽然把持了皇帝，可局面并不乐观。董卓急于

入京，甩脱大部队轻装前进，随同抵达的不过3000轻骑，而何进的嫡

系部将袁绍拥有西园八校尉的禁军指挥权；同样应诏而来的济北相鲍

越窑黑褐釉印纹罐·东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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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也带来了一支精锐的山东兵；执金吾丁原的并州兵骁勇善战，麾下

勇将吕布悍勇过人。相比之下，董卓势单力孤，除了手上握有皇帝之

外没有其他任何优势。在这种不利情况下，董卓将权术和谋略发挥到

极点，玩出了一手漂亮的瞒天过海的把戏。董卓深更半夜将部众悄悄

拉出军营，天明后再擂动战鼓，浩浩荡荡地拥进京师，造成援军抵达

的假象。一连如此十几次，朝野不辨虚实，都以为董卓的兵马不可胜

数。统率京师军队的袁绍为假象所慑，不敢妄动，抛弃军队逃出关

中，董卓从容吞并了西园八校尉禁军和何进留下的军队。此后董卓又

收买吕布杀死丁原，兼并了并州军。至此，董卓的兵力大为增强，成

为朝中唯一的实力派。

为了更好地控制局面，董卓决心废立天子，以陈留王刘协取代汉

少帝。刘协也是汉灵帝之子，他的生母王美人被何进鸩（zhèn）杀，

收养他的董太后也死于何进、何后之手。有这两重关系，董卓自觉无

论怎样处置何太后与少帝，都不必担心刘协敌视。于是董卓以手中的

军权，强行压制了卢植等公卿的反对，废少帝，拥立献帝刘协，鸩杀

何太后，除掉了自己独擅朝政的绊脚石，将朝廷牢牢把握在了手里。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董卓通过废立皇帝为专权铺平了道路，他

还用裹胁、威逼的方法起用了王允、蔡邕、周毖、伍琼、郑泰、荀爽

等一大批大儒名士，企图建立自己的官僚体系。可这一切努力全是徒

劳，东汉的士大夫阶层不会同一个擅自废立的西北武将建立密切的关

系，他们很快就同董卓分道扬镳，纷纷投入到反对董卓的斗争中。不

仅如此，作为一个受羌胡文化侵染的军阀，野蛮

性和掠夺性在董卓和他的军队身上体现得

淋漓尽致。董卓独擅朝政以后，以酷刑镇

压反对他的公卿，搞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

董卓还下令尽情屠杀观看社戏的百姓，男人

被割下头颅，女人被抓去做营妓。董卓的西凉

军在京城四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就连宫中

的侍女和公主也不能幸免，这种种的暴行使董

卓成了天下人的公敌。没有多久，一个讨伐

董卓的联盟形成，群雄混战开始，东汉名存

实亡，轰轰烈烈的大乱世拉开了帷幕。

铜轺车·东汉

此车为铜车马仪仗中前导轺车之一。两辕

向上仰曲，两轮重毂，车有圆形伞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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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的战略 

战争开始的时候，董卓的处境异常窘迫。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驻扎

在河内郡（郡治在今河南武涉西南），从北面威胁洛阳；豫州刺史孔

驻扎颍川郡（郡治在今河南禹县），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

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驻扎酸

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后将军袁术率军从南面包围洛阳。当时各路军

阀各自拥兵数万，联军总数达到数十万之众，自北、东、南三面对董卓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不仅如此，十余万黄巾起义军余部已经进入

了河东郡（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有卡断洛阳西路的态势。

尽管四面都有强敌，可董卓毕竟久经沙场。他经过深思熟虑后，

决心以关中的富庶和崤函关的险要为后盾，扰乱并削弱联军后退守长

安，让联军四面包围的战略彻底失去意义，于是董卓下令迁都长安。

由于当时各地郡守都起兵讨董，各地的财税都不向中央输送。为摆脱

财政上的困难，董卓滥捕洛阳豪富，抄没家财，死者不计其数。董卓

的倒行逆施，让他在政治上更为孤立，彻底沦为害国害民的国贼。

同年三月，董卓将朝廷委于司徒王允，自己则率领大军在洛阳准

备迎战。董卓很快就部署好了洛阳外围防御，北守黄河孟津（今河南

平县东北）；东守荥阳（今河南荥阳）；南守广成关、伊阙关，构成

三面环形防线，依托险要，阻击联军进攻。同时，董卓还做好一旦洛

讨董战争
时间：190～191

卓废立皇帝，正好给了袁绍等地方实力派军阀一个挑起战争的借

口。东汉初平元年（190），东汉各地的军阀们联合起来，开始了一场历

时15个月的讨董战争。当时地方军阀的联军总兵力远远超过了董卓的凉

州军，又有孙坚、曹操那样善战的将领，如果齐心协力，并不是没有希

望获胜。可这些军阀真正的兴趣在于拓展地盘，因此讨董战争最终没有

彻底驱逐董卓，而成了一场虎头蛇尾的闹剧。

02

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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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丢失后放弃的准备，在洛阳大规模坚壁清野，抢掠财富，火烧宫廷

民宅，准备把一片焦土留给联军。董卓的部将吕布奉命大肆发掘两汉

皇陵、公卿家墓，盗取宝物。为了打击联军在朝廷内的势力，董卓还

毒杀了废帝刘辩，斩杀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又尽屠袁氏在京家

眷，连婴儿也没有放过。

洛阳包围战 

在讨董联军的三条战线中，以东线驻扎酸枣的人马最多，达到

十万之众。可联军众将却害怕董卓手下羌胡骑兵的悍勇，没有人敢首

先发起进攻。实在看不下去的曹操对将军们说：“我等举义兵，是为

诛除暴乱，大军集结，诸位还迟疑什么？如果董卓假借朝廷威望，依

托洛阳险要，向东出兵，号令天下，那倒是不小的麻烦。此贼焚烧宫

殿，劫持天子，海内震动，这是天亡董卓，我等一战可定天下，不可

丧失时机！”可这时的曹操还人微言轻，根本没人听从他的意见。迫

不得已，曹操只好带着自己的几千人马孤军独进，在荥阳同董卓部下

的悍将徐荣血战一天。因为寡不敌众，身中流矢的曹操只好趁夜色率

军退走。徐荣原本打算进攻联军的基地酸枣，可一看曹操带着几千兵

马都能和自己激战一整天，聚集了大军的酸枣恐怕更难攻取，于是率

军向洛阳退走。

曹操带领着自己伤亡惨重的军队回到酸枣后，发现联军里的诸位

将领正沉醉在宴会之中，一个个喝得烂醉如泥，根本没有做战争的准

陶船·东汉

这件陶船船首有碇，用于船只的停泊。船后有舵，舵杆通过舵室固定在尾部。它不同于近代的舵，

还保留着由梢演变而来的迹象，但比梢短，比一般河船的舵则长些。舵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上的重

要发明，这是现知最早之例。陶船上塑有6个人物，分立各处作操作状。如按陶塑人物身高比例推

算，真船可长达14米～15米，载量约有“五百斛以上”。此外甲板上还布置有6组矛和盾，说明这

是一艘有武装保护的内河航船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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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失望之极的曹操就带着队伍，到联军

北线的河内郡投奔了袁绍。没过多

久，酸枣附近的粮食全被十几万

大军吃完，东线联军土崩瓦解，

各位将军带领着兵马返回了自己

的地盘。

就在曹操败退的同时，洛阳

北线的战事也已经开始。河内太守

王匡带领着北线主力企图渡过黄河进攻

洛阳。董卓为进一步打击联军斗志，以疑兵

佯渡平阴渡（今河南孟津东北），亲率精兵秘密

从小平津（今河南平县北）北岸猛击王匡侧后，

在渡口北岸大破王匡，王匡全军覆没。至此，联军东线不战瓦解，北

线惨败，只有南线的孙坚所部还在向洛阳进军。

南线独进 

初平二年（191）正月，联军盟主袁绍在军事失利后，开始打算

用政治来夺取主动。袁绍以献帝年幼，受制于董卓，不知是否还在人

世为理由，企图推举汉朝宗室刘虞为帝，以此与董卓相抗衡。这是

袁绍的私心，想用新朝廷把关东诸将团结在自己周围。可联军讨伐

董卓是以反对董卓私自废立为理由，如果联军自己也擅自废立，又

用什么立场讨伐董卓呢？况且董卓废立的好歹都是汉灵帝嫡系子孙，

袁绍拥立的刘虞则是汉室疏远的旁支，无疑是自毁旗帜。曹操、刘虞

等人坚决抵制袁绍的做法，曹操愤慨地说：“你袁绍自己向刘虞称

臣，我自向西尊奉献帝。”刘虞也不买袁绍的账，直斥袁绍的做法为

“谋逆”。看到反对的呼声这么强烈，袁绍不得不放弃了另立皇帝的

打算。

与此同时，洛阳南线的战斗愈发激烈。孙坚被兼程赶到的徐荣打

败，孙坚单人匹马从小路突围逃脱。但这位虎胆猛将却毫不气馁，他

收拾残兵，重振军容，屯据阳人聚（今河南汝阳东北）。董卓派中郎

将胡轸率5000人来攻，遭到孙坚迎头痛击。孙坚大破胡轸，击斩都督

华雄，取得讨董以来联军的首次胜利。

陶水塘稻田·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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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人聚大捷引起了交战双方的强烈反响。在联军内部，很多将领

开始妒忌孙坚建立的功劳。袁绍的族弟袁术为了不让孙坚独得大功，

竟然断绝了对孙坚的粮草供给。忍无可忍的孙坚连夜疾驰百里去见袁

术，用刀划地说：“我孙坚不顾安危，上为国讨贼，下为将军报家门

血仇。我与董卓并无杀害骨肉的私怨，而将军却听信谗言猜疑孙坚，

这是什么道理！”袁术觉得理亏，这才重新调发了军粮。

董卓和孙坚是西北战场上的同僚，深知孙坚有着卓越的军事才

能。为了避开这个劲敌，董卓派部将李 向孙坚提亲，并答应孙坚只要

为孙氏族人开出名单，太守、刺史这样的官职可以随意挑选，朝廷绝

对给予满足。孙坚严词拒绝了董卓的拉拢，还大骂说：“董卓逆天无

道，不夷灭其三族，悬头以示四海，我死不瞑目，哪有跟国贼和亲的

道理！”于是孙坚继续进兵，与董卓展开大战，大破董卓麾下的悍将

吕布，光复了帝都洛阳，取得了联军第二次大捷。

孙坚步步紧逼，攻势犀利无比，董卓也为之胆寒，对左右部下说：

“联军鼠辈，不足为惧，劲敌唯有孙坚，只可惜他追随袁家小儿，终是

个死而已。”于是董卓留部属把守要道，自己引兵向西开往长安。

战争的终结 

孙坚本打算继续进发，攻克长安，迎接献帝回洛阳。可这时联军后

方却发生了变乱。袁绍、袁术兄弟俩一向不和，袁术任命孙坚为破虏将

军兼豫州刺史，想拉拢孙坚，可袁绍却趁孙坚进攻董卓未归，以周昂为

豫州刺史，袭击孙坚的后路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想让孙坚不得建

功。前有劲敌，后有追兵，任孙坚是一代豪雄，也无可奈何，只有回军

撤退。在撤退的路上孙坚愤而长叹说：“大家同举义兵以救社稷，眼见

逆贼就要被消灭，不想一个个都这个样子，我还能跟谁齐心奋斗呢？”

四月，董卓回到长安。此时讨伐联军和董卓军已脱离接触，讨董战争就

这样悄然结束。

虽然没能从董卓手中夺回皇帝，但联军众将的目的达到了：他们

遏止了董卓独霸大权的局面，把董卓和朝廷逼入关中一角，使关东广

大地区成了他们的天下。接下来的问题只是通过兼并混战，如何分配

关东地盘。虽然曹操和孙坚在北方仍没有地盘，但他们在讨董战争中

表现出的胆略和勇气成了他们日后称霸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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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在即 

建安三年（198）年底，曹操基本统一了河南（黄河以南）地区。

第二年春天，袁绍也消灭了盘踞辽东的公孙瓒，统一了河北（黄河以

北）。至此，北方的兼并混战将近9年，群雄基本覆灭，只剩下袁绍

和曹操两大集团分据河北、河南。其实双方明争暗斗早在建安二年就

已开始了。袁绍自恃兵多将广，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极为不

服。曹操征伐南阳张绣，想确立朝廷的威严，不料惨败在贾诩的计谋

之下。袁绍趁机向曹操下书，言辞傲慢，很有点讥讽的意思。曹操大

怒，只是由于敌我实力相差过于悬殊，这才忍下了一时之气。

建安三年年底，曹操消灭了吕布势力，结束了河南的统一战争，

开始了对袁绍的战争准备。首先，曹操对周边群雄展开外交攻势，他

让地方豪强卫觊、钟繇分别镇抚关中和弘农（今陕西灵宝北）；曹操

还结好到许昌观察形势的凉州从事杨阜，拉拢凉州牧韦端；曹操还表

奏江东的孙策为讨逆将军、吴侯，与孙策结为儿女亲家，以拉拢孙

策；同时曹操不计杀子之仇，赢得张绣再次归降。通过以上努力，曹

操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自己侧后的隐患。同时曹操还以天子诏书，令

渔阳太守鲜于辅都督幽州六郡，去牵制袁绍的侧后。

其次，曹操把重点防御阵地定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官渡

坐落在河北重镇黎阳（今河南浚县东）通向许昌的要道上，北有黄河

为屏障，西南有大片沼泽，是袁绍大军进攻许昌的必经之路。

曹操勘定官渡为主战场后，他几乎每次外出征战回军时都屯驻官

官渡的狼烟
时间：200

渡之战，从建安五年（200）二月开始，到十一月结束，历时9个
月，它是汉末群雄混战和三国鼎立形成时期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

第一次大战，也是曹操统一北方之战中最重要一战，官渡之战让混乱的中

国北方开始趋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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