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巾国第十一届《三国演义 》

字市研 i可吕综述

·

雷 勇
·

由 中国《三 国演义 》学会与汉中师范学院联合发起的
“

中国第十

一届《三国演义 》学术讨论会
” ,

1 9 9 7 年 H 月 2 日至 6 日在陕西省汉

中市举行
。

来 自全国 20 个省市的 1 00 余名专家学者出席 了会议
,

日

本
、

韩国也各有 2 名学者与会
。

共提交论文 70 余篇
。

现将本次讨论

会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

一
、

世纪之交《三国演义 》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在古代几大名著中
,

《三国演义 ))( 以下简称 《三国 ))) 成书最早
,

研

究的历史也最长
,

尤其是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

《三国 》研究 已成为

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
,

本世纪的《三

国 》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但也有很多不足之处
,

在世纪之交
,

回顾

和总结以往的研究情况
,

对今后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

陈年希认为
,

本世纪的《三国 》研究有两次高潮
,

第一次是在二十

年代到 四十年代
,

第二次是在 1 9 8 3 年
、

1 9 8 4 年以后
,

这两次高潮对

以后的研究有如下启示
:

要对研究的历史有一个好的把握
;
要对过去

的学术思想
、

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

了解前人研究的背景
;
要重视发掘

材料
,

同时要对以往的材料重新审视
;
要用现代意识研究

,

兼用东西

方理论
,

中西贯通
。

胡世厚先生在对本世纪的研究状况做 了全面评述

后 指出
:

进人二十一世纪
,

《三国 》研究必须有利于今天的文学创作
,

更要有利于经济发展
。

罗德荣则提出
,

要
“
以 当代意识反观《三国 1’’

,

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
:

一是站在新的时代高度
,

对《三国 》的文化内涵

进行全面
、

深人
、

系统的探究
;
二是以当代人的科学精神

、

科学悟性和

思辨力
,

对《三国 》进行全方位的重新审视
; 三是从当代社会的需要 出

发
,

做广泛的应用性研究
。

胡文彬提出
,

学术研究要打倒中国无形的
“

墙
”

文化
,

对国内而言
,

就是要打破封闭
,

开放思想
,

捐弃前嫌
,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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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

对囚外也 杆
.

要注意吸取川外学 者的长处
,

对他们的思想观

点要 、 i 意借鉴
,

先进 -}] 法要注意吸收
。

在大会发 言中
,

工 朋娜对《三

国 》在国外的研究状况做 了系统介绍
,

日 本学者狩野直祯做 了题为

《 日本接受
、
月困志 、的历史 》的发言

,

韩国学 者郑元基也介绍 了韩国

的研究情况
L〕

陈辽先生 在大会总结发 言中指出
,

今后《 三国 》研究如能做到八

个
“

并举
”

一 !
,

一

肚纪的《 三国 》研究 一定会开创 出新的局面
,

这就

是
: 1

、

基础研究和应 用研究并举
; 2

、

版本研究和文本研究并举
; 3

、

对

《三国》的研究和对《 三国 》研究的研究并举八
、

对《三国 》的独立研究

和比较研究并举
; 5

、

对《 三国 》在国内的研究和在国外研究的研究并

举
; 6

、

把《三国 》作为
一

占典名著的研究与作为我国第一部历史题材 的

杰出长篇的研究并举
; 7

、

老 一代《 三国》研究专家与中青年一代 《三

国 》研究专家对《三国 》的研究并举
; 8

、

做好资料 工作与提 出新观点
、

新学说并举

二
、

《三国演义 》与中国文化

关于 《三国》与中国文化的研究
,

.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

第一
,

关于文化的 内涵和价值研究
。

陈洪
、

马宇辉 《一编书是帝王

师一一论诸葛亮范型及其文化意蕴 》 一
文指出

:

诸葛亮形象的艺术魅

力不仅在于其超出历史事实的奇谋远略
,

他的
“

帝王师
”

身份更具有

深刻的历史文化范型意义
。 “

帝王师
”
的观念

,

表达 了儒家知识分子既

要人世辅佐君 主实现政治抱负
,

又要维护个体人格尊严与道术尊严

的人生理想
。

然而这
一

理想的两面又有着尖锐不可调和的矛看
,

使得

它在实际政治
’ 【几活中不具备可操作性

,

于是历代的文人墨客只有在

文学作品中反反复复地圆着这个古老的梦
。

罗贯中首先将这一理想

弓!人通俗文学
,

从而在小说史上形成 r
`

个作品系列
。

这众多的作品

中塑造的
一 个个

“

帝王 师
”

形象正体现 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心

态和文化心态
。

戴承元对《
_

三国》中既有浓厚的
“

天命
”

色彩
,

又积极肯

定
“

人事
”

这
·

现象做 厂论述
,

认为
.

这种建构看似矛盾
,

实际上是有

机统一的
,

它统
·

厂
·̀

天人合
一

”

的传统哲学观
,

宋俊华从价值学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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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i 寸r 《二三国 》中的女性问题
,

认为《三 闲 卜的女性价值有明 显被 异化

的现象
.

主要表现为生命价值的权力化
、

婚姻价值的政治化和人格 价

值的男性化
。

刘昌安也认为
,

《
一

二国 》中的婚姻是政治婚姻
,

典有中国

婚姻文化的特点
,

因而具有文化思想和艺术鉴赏的双重价值
。

朱永琴

的文章从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两个方 面
,

探讨 了道教文化对《三国 》

的影响
。

第 二
,

应用研究
。

研讨会 L交流的儿部专著
,

如狩野 改祯的 《
_

二国

智慧的启示 》
,

陈继征
、

吴宝玲的 《智取天下 》
,

冯立鳌的《谋略与制胜

—
(

_

三国演义 ) 中的领导活动分析 》
,

冯子礼的 《三国演义启示录 》
,

均属应用研究范围
。

此外
,

宋常立 ((( 三国演义 >应用学魅力探寻 》一文

认为
,

《 三国》之所以有应用学魅力
,

原因有三
: 1

、

《三国 》与一般兵书

不同
,

它将种种智谋的实施与将帅的性格操守结合起来
,

再加之以运

用高超的文学手段将这些智谋故事写得出神入化
,

从而给读者
一

种

经典性示范效应
,

令读者在 自愧不如的智慧满 足中
,

获得才
’

智的启

迪 ; 2
、

留谋故事与人的智慧思维方式有着某种同构关系
.

这构成其应

用学的基础
; 3

、

智谋故事模式深层隐含着的古代兵家辩证法思想与

生活辩证法有着共同 i主
,

因而具有经验的丰富性
,

能给人多方 面启

迪
。

陈继征将智谋与人格联系起来
,

认为《三国 》给人们的启示是
:

高

尚的人格
,

可以促使事业成功
,

卑下的人格
,

也可导致事业的败亡
,

因

此
,

凡成大事者
,

应先修炼其身
,

以具有高尚的人格
,

其次再考虑智谋

的运用
。

于学彬则对《三国 》中的教训做 r 独到的研究
,

认为《三国 分中

失败的教训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

《三国》中提供的教训更为丰富
、

生

动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
、

《三国演义 》与汉中

汉中是三国时期蜀
、

魏交战的前沿阵地
,

在这里发生过许多举世

闻名的历史事件
,

也保存 了丰富的三国文化遗迹
。

在研讨会 上
,

汉中

师院中文系提交了由《汉 中师范学 院学报 》公开发行的
“
三国文化与

汉 中
”

专辑
,

该专辑共收人论文 卜七篇
,

涉及 了三国时期的军事
、

经

济
、

文化
、

习俗等方面
,

受到 了与会专家的好评
。

此外
,

李星《曹公何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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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拒
`

加九锡 》一文
,

对
“
九锡

”
中的

“

和
”

做了严密的考证
,

认为
“

拒
”

即汉中地区出产的黑糯米酿制出来的美酒
,

历代相沿
,

赏赐
“
拒

”
的礼仪已成为王公尊贵的象征

, 《三国 》描述曹操自承相加九

锡进
“

箱
”
而居王公之薄

,

体现了古代社会统治阶层的礼仪文化
。

王

建科则从汉中与汉朝
、

汉朝与汉民族形成
、

汉民族与拥刘反曹倾向之

间的关系出发
,

对刘备何以森得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的心理认

同这一问题做了新的探讨
。

梁中效的文章认为三国文化的主根在汉

水流域的三大名城汉中
、

南阳
、

襄樊
,

并对汉水名城在三国文化中的

地位做了论述
。

四
、

《三国演义 》的本体研究

本体研究仍是这次研讨会的中心
,

论文数量最大
,

研究的角度
、

方法也最多
.

版本研究是与会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

沈伯俊先生认为
,

《三国 》研

究要想有所突破
,

必须以版本研究的继续深化为基础 ;在版本研究方

面
,

必须大力加强国内外学术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

只有合作共进
,

版

本研究才能有新的进展
。

欧阳健就英国学者魏安的《 <三国演义 》版本

考》谈了自己的看法
,

认为该书资料收集比较完备 ;书中有许多创见
,

对人有启发 ,梳理了《三国 》的版本
,

有条理
。

但该书也有可供讨论之

处
,

如研究的目的
、

标准以及方法等间题
,

研究版本的目的是为了更

好地研究作品
,

因此对各种版本不能等量齐观
。

李伟实以糜夫人之

死
、

关羽之死
、

张飞的表字三个间题为例
,

谈了对版本研究的意见
。

王

长友则谈了他在八十年代通过比照阅读各种明刻本
,

发现周日校本

较之嘉靖本
,

除有关关索的增文外
,

还有九大增文
,

它们都被演义系

统后来的版本保留下来
,

认为这证明了嘉靖本之前
“ !日本

”
的存在

,

推

倒了认为周日校本识语虚妄不实的定论
。

这次增改是嘉靖本与毛本

之间规模最大
、

影响最深的一次
,

跳过它直接拿毛本与嘉靖本比较是

不科学的
。

王曾将此观点撰成一文刊于台湾《小说与戏剧 》 1 9 9 1 年第

3 期
。

关于《三国 》艺术成就的文章较多
,

其中周少南《有关 <三国演义 )



说部性质和历 史地位问题的儿点异议 》引起 f 较 大争议 周 认 为
:刃三

国 》不是七实气虚的历史小说
,

而是七虚 汽实的英雄传奇小说
;

不 是

羽翼三 国信史的通俗小说名著
,

而是改写三国历史的近雅文学杰作

对此
,

与会学者多持否定看法
。

青惠民认为
:

历史小说可是八实二虚
,

也可七实三虚
, “
历史

”

是修饰
,

定性是
“
小说

” ,

《三国 》是典范的历史

小说
。

刘 昆也认为
,

《三国 》的性质还应是历史小说
,

因为它写的还是

历史题材
,

小说本身也较接近历史实事
,

且写实成分大些
。

刘永良认

为
,

《三国 》是 一部富于抒情色彩的历史演义小说
,

作品善 于利用悲剧

的形式创造抒情氛围
,

突出表现 r 情感与理智的矛盾
,

很多场面描写

洋溢着浓郁的情感
。

郑铁生《明清评点小说叙事方式对中国叙事学的

意义 》
、

杜贵晨《 “

天人合一
”

与古代小说的三点式布局 》
、

饶道庆《略论

众泛国演义 )的叙事模式与中国文化思维的关系 》
,

分别从叙事学的角

度对《三国》的叙事模式
、

结构进行 了研究
。

冯子礼则从美学角度对 份

学创作中不 同色彩的互相渗透
、

浸润现象做了探讨
。

关于人物形象的研究仍很热闹
。

曲沐认为
:

中国小说史上的人物

形象塑造
,

存在着从类型化到性格化再到心理化的艺术历程
,

《三国 》

即是类型化过渡到性格化的关键和桥梁
。

它既保留着某些类型化用

笔
,

也已达到 了性格化的高度
。

张靖龙对陈宫与曹操的关系做了深人

细致的考查
,

并对陈宫做出了全新的评价
,

认为陈宫不过是专以鸡合

为务
,

华而不实
、

揽世治名的纵横家之流
。

范道济对刘备形象进行 J’
“

再识读
” ,

认为《三国》不是
“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
” ,

恰恰相反
,

小

说原木就是要表现刘备
“

长厚
”
面具下的

“

伪
” 。

此外
,

不少学者对关

羽
、

诸葛亮
、

赵云
、

鲁肃以及书中的
“

非理想化人物
”
也做 了论述

。

除土述几个主要方面外
,

还有一些论文
,

如房 口晰的《略论 <三国

演 义 、对孙
、

刘联盟的描写 》
、

李锐《三顾茅庐
:

考验仪式的消解与重

构 》
、

梁归智《解构 <三国演义 >
;

一种现代性读法 》
、

曾良 ((( 共国志演

义 )与 <东周列 国志 >比较论》
、

邱岭《楠木正成的原型
:

诸葛亮
- -
一 (太

平记
、
对三国故事的借鉴 》

、

石麟《毛宗 冈批评 (三国演 义 )气议 》
、

孙勇

进《 毛批 (三国 ) 的历史观 》等
,

也在观点或方法上有 一 定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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