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名著解读丛书

三国演义

张兰坡／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三国演义／张兰坡编．—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７．３
　（中外名著解读丛书）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７２３－１４２－４

　Ⅰ．三… Ⅱ．张… Ⅲ．三国演义—文学欣赏 Ⅳ．Ｉ２０７．４１３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０７）第０３５５３５号　　

　　

中外名著解读丛书

三国演义

　编　　者　　张兰坡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６６６号
　邮　　编　０１００１０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
　版　　次　２００７年３月第１版
　印　　次　２００７年３月第１次印刷
　开　　本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３２
　字　　数　２０６０千
　印　　张　２０３
　印　　数　１０００
　标准书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７２３－１４２－４
　总 定 价　５１２．００元（共３８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书书书

·１　　　　·

必读理由

　　 （１）……………………………………………………

作者小传

　　 （２）……………………………………………………

写作背景

　　 （１４）…………………………………………………

内容概要

　　 （１８）…………………………………………………



·２　　　　·

精彩篇章

　　 （６２）…………………………………………………

妙语佳句

　　 （１２２）…………………………………………………

作品解读

　　 （１２７）…………………………………………………

作品影响

　　 （１５３）…………………………………………………

名家评论

　　 （１５７）…………………………………………………

相关链接

　　 （１６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三国演义

１　　　　

必读理由

长篇历史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是我国影响

最大、流传最广的古典小说。小说所体现的处世权谋与人

生智慧，对社会各种层次的人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学习作

用。因之它成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籍，在我国古代“中

国十大才子书”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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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像

罗贯中，名本，别号湖海散人，生卒年不详，太原清源人

（今太原市清徐县）。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三国演

义》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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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我国的小说创作在元末明初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长

篇的章回体小说步入日臻完善的阶段。《三国演义》（全名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国的第一部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成

就最高、气魄最大的章回体古典小说，就是通过生活在这一

历史时期的杰出小说家———罗贯中创作并风行于世的。在

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他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

时，也为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罗贯中祖籍四川成都，先祖罗仲祥后唐时任职青州（即

今清徐）。后因原籍遭遇水灾且路途遥远，落籍当地，迁居

城西白马山（今白石沟）寺沟村。其父罗锦生有六子，贯中

为次子。

罗氏先祖仕宦出身，因此家族很重视对后代进行“水源

木本”的家族历史教育，一直保持了“耕读传家，诗礼教子”

的家风。在这种家传的影响之下，贯中从小喜爱读书，博洽

经史，为后来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贯中所处的

时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元

朝蒙古贵族的残酷统治和压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推

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各方义军，诸如朱元璋、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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谅、张士诚，不仅与元军奋战，而且还进行着相互的兼并。

据说，步入青年的罗贯中，就在这个历史大动荡的影响下，

浪迹江湖，参加了张士诚领导的起义军，并入其幕府，充任

幕客。而且，王圻的《稗史汇编》就说他“有志图王”，是一个

有政治抱负的人。这一点从《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出一些

端倪。

政治上的失意，却促进了罗贯中从事小说稗史的创作。

因此他才有时间和有可能致力于文学创作，成为我国文学

史上第一个用全力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他有许多的著作

传世，诸如《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

妆楼》和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相传，他还写过十七

部通俗演义，并曾参与了《水浒传》的撰写。尺蠖斋评释的

《西晋志传通俗演义》序文就说：“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

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

《三国演义》这部长篇巨制大约是他后期的作品。这部

古典文学名著，描述了从东汉中平元年（公元１８４年）的黄

巾起义，到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公元２８０年）统一中

国的近百年中，魏、蜀、吴三国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历史。

他依据陈寿《三国志》提供的历史线索和历史人物，博采裴

松之对《三国志》补缺、备异、惩妄、论辩，所保存的大量宝贵

史料，吸取了西晋至元一千多年来民间传说的丰富营养，并

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军的生活经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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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个人的卓绝艺术才能，纵横捭阖，巧妙驾驭，形象生动地

描述了近一百年中浩瀚繁富的历史事件，完成了这部７５万

字的古典名著。

在这部名著中，罗贯中寄托了自己个人的爱憎情感，客

观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军事方面公开的与隐蔽

的、合法的与非法的矛盾斗争。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封建统

治阶级争名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明枪暗箭的策略伎

俩和阴谋诡计。小说中还有意或无意地揭示了农民无法生

活、铤而走险、纷纷起义的真实历史背景和原因。

《三国演义》的取得了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充分地显示

了罗贯中在人物的刻画方面有着惊人的技巧。全书四百多

个人物形象中，不管是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群雄之首，还是

诸葛亮、关羽、张飞、赵子龙、黄忠、鲁肃、周瑜、黄盖、郭嘉、

许攸、张辽、陆逊以及王允、董卓、吕布这些巨谋勇将，忠奸

之臣，都具有鲜明生动的个人特性。尤其是对张飞、诸葛亮

和曹操的形象塑造，真可谓出神入化，呼之欲出。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战争的描绘是极其成功的，

这一点充分证实他确实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的战争活动。

所以能够把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场，瞬息变化的战斗形

势，描述得那样千变万化，各具特色，显示出战争的多样性

和复杂性。然而，正是由于罗贯中有参加战争的经历，再加

上他超人的艺术技巧，以及创作时的苦心孤诣，惨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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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在他的笔下出现了描述战争战役，重点突出，错落有致，

疏密相间，虚实照应；铺排战争场面，大肆挥洒，波澜起伏，

风驰电掣，气势磅礴；渲染战场气氛，随意勾勒，生动逼真，

有声有色。

罗贯中把章回体小说这一文学式样推向了成熟的阶

段，因此他也成为我国元末明初的一位杰出的古典小说家。

后来的很多学者和作家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把他同司马

迁、关汉卿相提并论。他所创作的《三国演义》，成为中国文

学、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妇

孺皆知，而且被翻译成十多个国家的文字，风行全世界，受

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在国外，他的《三国演义》被称之

为“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而《大英百科全书》

则称他为“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

有关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摘录

如下以供讨论：

《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钱塘罗贯中本者，

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

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

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

案《四库全书总目》：“《西湖游览志》，二十四

卷，《志余》二十六卷，明田汝成撰。”第二条见于

《增补武林旧事》卷八，文字与上文完全相同，末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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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西湖志》，显然是《西湖游览志余》的原文照录。

而《西湖游览志余》的记载又大体上为明代嘉靖末

期的王圻所遵循：

《水浒传》罗本著。本，字贯中，杭州人。编撰

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述宋江事，奸盗脱骗机

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说者谓子孙三

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续文献通考》卷

一七七《经籍考》）

可见《西湖游览志余》关于罗贯中是南宋人的说法是值

得重视的。第三条见于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

十五：

世所传《宣和遗事》极鄙俚，然亦是胜国时闾

阎俗说。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记宋江三

十六人，卢俊义作李俊义，杨雄作王雄，关胜作关

必胜，自余俱小不同。并花石纲等事，皆似是《水

浒》事本。倘出《水浒》后，必不更创新名。又郎瑛

《类稿》记《点鬼簿》中亦具有诸人事迹，是元人钟

继先所编，然则施氏此书所谓三十六人者，大概各

本前人，独此外则附会耳。郎谓此书及《三国》并

罗贯中撰，大谬。二书浅深工拙，若霄壤之悬，讵

有出一手理。世传施号耐庵，名字竟不可考。友

人王承父尝戏谓是编《南华》《太史》合成，余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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猾胥之魁，则剧盗之靡耳。

此文下有注曰：“施某事见田叔禾《西湖志余》。”（案：田

汝成，字叔禾）第四条见于《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七王

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序》：

火可画，风不可描；水可镂，空不可干。盖神

君气母，别有追似之手，庸工不与耳。古今高才，

莫高于《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其次

则五经递广之，此外能言其所像，人亦不多。左丘

明，宋玉，蒙庄，司马子长，陶渊明，老杜，大苏，罗

贯中，王实甫，我明王元美，徐文长，汤若士而已。

若士时文既绝，古文词诗歌尺牍，玄贵浩鲜，妙处

夥颐，然稟胎江右，开乳六朝……

王思任大概也认为罗贯中是南宋人。这种说法与现在

通行之说相差一百多年。实际上，关于罗贯中的生平情况，

人们掌握的材料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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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身世的疑问

从最近发现的《罗氏家谱》中学者们发现没有罗贯中的

名字，因此引发了关于罗贯中真实身世的研究讨论。

按照《家谱》“谱规”规定，“无意遗漏”或隐瞒的可能性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此，这个人的被《家谱》除名，肯定有

着其他重要的原因。而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只有做了忤逆

不孝和大逆不道事情的人，才会受到家谱除名这样严厉的

处分。罗贯中写杂剧、作小说，这种被当时有传统偏见的人

认为是与倡优、伎艺人等混为一流的行径，无疑是玷污门风

的。更为严重的是，他曾参与过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倡

乱、诲盗”之书的《水浒传》的编集修撰工作，而元、明、清三

代，封建统治者对有“倡乱，诲盗”之嫌的小说，戏曲作品又

都是屡次明令禁毁的。罗贯中既然插手了此书的编撰写

作，其罪过自相当于“乱臣贼子”，所以他很可能以身兼“败

子”和“逆子”的双重身份而被除名。

以上的推认，主要是由于这位“罗锦次子”的生活年代

与《三国演义》作者的生活年代颇相吻合，其之所以被除名，

又因其参与了《水浒传》等书之撰写的缘故。还有更为重要

的一点是：《罗氏家谱》中一系列序言文字所反映出来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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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罗氏家世背景，与罗贯中小说，戏曲作品里所反映的社会

历史背景几乎完全一致。据《家谱》等史料的记载，太原清

徐罗氏家族的始祖罗仲祥在清徐任职后未能返回故乡四川

的原因，一是因为“路远”，主要则是“避乱”，即唐末黄巢起

义和继之而来的五代藩镇混乱之乱。而古晋阳和清源一带

地区，既是五代战乱的主要战场，又是后来产生五代史戏

曲、小说故事的天然温床，这些激动人心的背景与故事，在

罗贯中前期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得

到了生动、具体的反映。罗仲祥在清徐落籍后，不久即“避

乱”迁居到白马山中的寺沟村，当地百姓因此处盛产白石，

就把这些村庄所在的大山沟称为“白石沟”，这个罗氏家族

先祖几代所居住过的地方，在《水浒全传》征田虎部分（详第

九十八至第一百条一回），也得到了非常明白的“暗示性”描

写。孟繁仁先生考证，《水浒全传》中的平河北田虎，平淮西

庆部分，便正是罗贯中晚年回到北方，在大名府汶县一带隐

居著述的补作。

从《罗氏家谱》所记载的二十多篇题序文字中可以看

出，这个家族的各代祖先是非常重视“本源”之念的，几乎在

每一篇题序当中，都有关于家族“本源”来历的记样和议论

性文字，罗氏家族是把本家族的来源根本教育，始终贯穿在

各代子孙当中的，这种家族传统，无疑给了罗贯中以深刻的

影响，又由于他常年飘泊他乡，所以对故土、亲情的“水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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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之思也就会愈发强烈。因此，他在给自己的作品署名

时，取“木本水源之念，永世贯于心中”之意名为“罗本贯中”

也就再自然不过了。由此看来，太原清徐《罗氏家谱》的发

现，又为揭开罗贯中的取名奥秘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有人认为：罗贯中原籍太原，他的祖先可能是随宋王朝

南迁至杭州的，故又称杭州人。还有人认为：《录鬼簿续编》

的作者既是罗贯中的“忘年交”，他关于罗贯中的记载就应

该是最权威、最可信的。罗贯中创作的小说、戏曲，在选材

上都与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国演义》塑造最为出色，最

为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隋唐两朝志传》中的重

要人物李渊父子，是从太原起兵而夺取天下的；《残唐五代

史演义传》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赵太祖龙

虎风云会》中的赵匡胤，未发迹时曾流落太原；《平妖传》中

的文彦博，是山西介休人。这种“瓜葛”，正与作家的“故土

性”有密切关系。元代在晋阳（太原）有一个罗氏家族，罗贯

中很可能属于这个家族。

根据有关学者考察太原“罗氏家族”以及对祁县会善村

与何湾村的追踪考察、访问等情况来看，“排除了祁县河湾

村”与现在学术界认定生于元末明初的古代小说家罗贯中

存在直接联系的可能性。

明清以来，罗贯中各作品经过了不断的校订修改，已经

大异原著，甚至《三国演义》亦有很多已非原貌。柳存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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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首先提出异议，认为：“《三

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

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

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

午以前。”由此，他勾勒了《三国》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大约

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有可

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

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世。尽管嘉靖本是现存

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但决非最优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

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三国志传》是与嘉靖本并列的版本，

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近十几年来，中外

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观点渐趋接近。

近三十年来，对于罗贯中及其作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

许多新的见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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