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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八届 (( 三国演义 》 暨首届三国

文 化 学术讨 论 会 综 述

实 厚

由河南省社科联牵头主办的 全国第八届

《三国演义 》 暨首届三国文化学术讨论 会
,

于 1 9 9 3年 9 月 中旬在河南省许昌市召开
.

出

席会 议的有来 自全国各地和 日本的专家学者

共 60 余人
,

提交论文 40 余篇
.

与会代表围绕

《三国演义 》 与三国文化这个议题
,

本着百

家争鸣的精神
,

在民主
、

和谐
、

友好的气氛

中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这次会议的特点是
:

文学的 哎三国演义 》 研究与史学的三国文化

研究相结合
, 《三国演义 》 的本体研究与应

用研究相结合
; 学术研究与开发三国旅游事

业 相结合
.

会议开得十分成功
、

结出了丰硕

之果
.

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予次
.

一
、

对世界出现的三 国 文 化

热深表赞赏
`

与会代表对当前 《 三国演义 》 研究出现

的新局面和在国际范围内出现的三国文化热

深表赞赏
.

谭洛非认为
:

一个 ( 三国演义 ,

热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
.

这不 是我们 中国

人
“

王婆卖瓜—
自卖 自夸

” ,

而是国际文

化交流中值得重视的一个现 象二这股 三国热

的 出现不是偶然的
,

一方面是它适应了当前

国际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发展和市场
、

科技

激烈竞争的需要
,

另一方面或谓更深层次的

原因
,

则是这部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深遵丰富

, 咚名 ,

的文化内涵
,

在现实条件下得到了高扬
.

三国

热主要表现 在
:

( 一 ) 《 三国演义 》 畅销不

衰
,

读者众多
,

在海外广为传播
,

影响 日益

扩大
;

( 二 ) 《 三国演义 》 研究 领域拓宽
、

成果丰硕
,

研究工作 已经突破了纯文学的范

畴
,

出现 了从军事学
、

领导 学
、

经 营 管 理

学
、

人才学
、

人际关系学
、

社会心理学 等角

度着眼的
“

应用研究
”

成果
,

形成 了 多 学

科
、

多层次
、

多方位的研究新格局
;

( 三 )

各种艺术形式的改编和再创作的兴起
;

(四 )

许多地方注重对三国遗迹的保护
、

修复和开

发等等
.

胡世厚认为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
,

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新时

期
.

《 三国演义 》 研究开始从
“

左
”

的 思想

栓桔中解放出来
,

认真贯彻 了
“

双 百
”

方

针
,

使得研究工作呈现 勃勃生 机
.

特 别 是

1 9 8 4年 4 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 之 后
,

《 三国演义 》 研究在学会的组织和推动下
,

出现了新的局面
,

主要表现在
:

( 一 ) 学术

交流活动十分活跃
,

先后召开了八次全国性

的学术讨论会和五次专题讨论 会
;

( 二 ) 研

究成果累累
,

出版专著和论文集 30 多种
,

发

表论文约千篇
;

(三 )整理出版了《三国演义》

的不同版本
;

(四 )形成 了一 支 有 50 0名会员

组成的研究队伍
;

( 五 ) 以 (( 三国演义 》 为

题材
,

进行各种艺术形式的再创作
,

呈现出



令人欣喜的局面
.

新时期的 《兰国演义 》 研

究有三个突出特点
:

( 一 ) 个体研 究 的 深

入
,

表现在对罗 贯中的籍贯
、

生平
、

思想和

作品成书年代
、

版本
、

主题
、

人物形象
、

艺

术价值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新的观点
;

( 二 )

从文学角度研究扩展到从文化 ( 含应用 ) 角

度研究
;

( 三 ) 开辟了 《三国演义 》 学术史

的研究
.

可 以预见
,

未来的 《 三国演义 》 研

究
,

将继续升温
,

将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

振奋民族精神
,

加速经济建设
,

促进文艺事

业的 繁荣与发展
,

发 挥积极作用
.

二
、

村 《 三 国 演 义 》 的版

本
、

作者
、

思想内容有新的 认 识

张志合说
: “

关于 《 三国演 义 》 的 版

本
,

一般认为今存最早的是明嘉靖 壬 午 本

(( 三国志通俗演义 》
,

且定该本为元末明初人

罗贯中的 原著
,

而明万历
、

天启年间以后的

诸刻本均原予此本
.

也有一些学者指出
`

志

传本
’

可能早予嘉靖本
,

或认为嘉靖本即成

书于明中叶
,

但因为证据不足
,

信 从 者 不

多
. ”

我
“

在北京图书馆发现明天启年间印

行的 黄正甫刊本 《 通俗演义三国志传 》 实是

一个约早于嘉靖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 》二十年

以上的刻本
” . “

从版刻印刷
、

文字校勘诸

方面入手
,

参阅有关史籍
、

方 志著述
,

找到

刻黄正甫刊本早于嘉靖刻本的可靠证据
,

并

将其成出书时间考定在 15 00 年前后
’ 。

鉴于

黄正甫版本封面和内文均不题为
“

罗 贯 甲

著
”

或
“

编次
” ,

因此
,

我认为
“

从宋代三

国故事的流传到元刊 《 三国志平话 》 再到明

弘治年间的黄正甫刊本 《 三国志传 》
,

( 三

国演义 》 的成 书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 历 史 过

程
,

它是
`

世代累积型
’

的集体创作
,

而不

应视为罗 贯中的个人创作
’ .

黄华强
、

靳青万认为
:
中华民族 自古以

来就有尚智
、

崇智的美德
,

三国时代及其以

后更是如此
. “

以往的论者
,

多认为 《三国

演义 》 (尤其是毛本 )是以宣扬
`

忠
、

孝
、

仁
、

义
、

礼
、

信 ’
之类的封建王道人伦 为 主 旨

的
.

对此
,

我们不敢苟同
.

其原因在于
:

该

书对
`

忠
、

孝
、

仁
、

义
、

礼
、

信
’

这六德
,

最终都是否定的
; 其精心编织的表面上的宣

扬
,

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躯壳
; 剥去 这 一 躯

壳
, 《 三国演义 》 事实上就只 剩下 了

`

智
’

这一实质性的 内核
.

对
`

智
’

的追求
、

崇尚

和表现是该 书的重 心
,

它集中体现 了中华古

代人民尚智
、

崇智的美德
” . “

《 三国演义 》

的确精心运用了许多笔 墨来写
`

忠
、

孝
、

仁
、

义
、

礼
、

信
’

这些传统的人伦道德
,

但是
,

读者一经仔细研读便会发现
,

事实上 其写忠

孝则忠孝不存
,

写仁义则仁义败亡
,

写礼信则

礼信尽失
,

而最后成功者却恰恰正是被认为

不忠不孝
、

不仁不义
、

非礼无信的曹操
、

司

马 氏等
” .

小说中的典型人物
,

几乎全部都

是为斗智而 设的
.

作者最为倾 庄感情的是主

角人物诸葛亮
,

而这一主角人物则被着力刻

划为
“

智
”

的化身
,

全书一百二十 回
,

没有一

回不是在写斗 智
,

最终的胜利仍然是
“

智
”

的胜利
.

所以
, “

智
”

才是 《 三国演义 》 的

实质性的内核
.

张 志合认为
:

中国古代小说

在明中叶以前是作为俗文学 出现
,

为正统文

人所不齿
,

因而它是在民间口 耳相传的 基础

上逐步形成
,

最后才 由文人加工成书
.

从这

一角度考虑
,

该 书实际上是一部为封建社会

的市井细民和下层知识分子写心的 历 史 小

说
.

在为
“

市井细民
”

写心方面
,

《 三国演

义 》 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为面就是
“

演义
, ,

而这个
“

义
”

正反映了市民阶层的 思 想 愿

望
.

为下层知识分子即未曾入仕的 文 人 写

心
,

证 明 《 三国演义 少
“

演义
”

不
“

演 忠
“ ,

宣扬天下唯有德者居 之
” ,

渴望遇到知 已之

明主以获得施展抱负的机会
,

同时也表达 了
“

达者兼济天下
,

不达则独善具身
”

的人生

理想
。

有的代表还探讨 了 (( 三国演义 》 内容方

面的其它问题
.

陈辽在 (( 诫纬 与 《 三 国 演

义 》 一文中指出
: “

邀纬可以预测 形 势 发



展
,

可 以预言未来命运
“ 。 “

在封 建 社 会

里
,

不可能有科学预测学
、

未来学
,

人们预

测事件
.

预见未来的意 志和愿望
,

也只有通

过诫纬来实现
。

公三国演义 》 对此 作 了 生

动
、

形象的揭示
” .

文章详细分析了黄巾起

义
、

袁术称帝
、

董卓迁都
、

曹不 代汉等利 用

饿纬的情况
,

认为
“

《 三国演义 》 对淑纬的

描写
,

不可能如我们分析的那样对截纬有那

么清醒的认识
,

但 (( 三国演义 》 作 者 在 迷

信
、

神 秘的外衣下
,

揭示 了截纬中的合理内

核
,

还截纬 以本来面 目
,

这 还 是 极 可 贵

的
” .

王定瑜指出
: “

罗 贯中以元末明初的

赋税情况为基础
,

结合三国时期的 赋 税 史

料
,

通过 《演义 》 中有关赋税的种种记叙和

人物言论
,

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自己的赋税思

想
” ,

就是反对重敛于民
,

主张轻摇薄赋
;

反对 空劳民力
,

主张务本节用
;
反对横行不

法
,

主张统一赋税
.

这些思想
,

即 使 在 今

天
,

也仍然不失其张扬的价值
.

宋 子健 指

出
:

曹操
、

刘备
、

孙权的名 臣武将
,

各忠其

主
,

从而形成鼎足之势
.

这除他们 各 能 用

人
,

众人相扶外
,

还在于文官武将都有清正

兼洁
、

严 以律已
、

团结群下
、

取信于民的国

士之风
。

从而各能妙用天时地利人 和 的 条

件
,

虽争战形势瞬息万变
,

胜败无常
,

仍能

守固据险
,

驰骋环 宇
,

割据一方
.

三国的灭

亡
,

魏亡于司马氏的窃国
,

蜀
、

吴亡于朝内

奸臣弄权
,

阉宦预政
.

他们结党营私
,

诬陷

忠良
,

贪污受贿
,

奴役百姓
.

这些于今仍有

借 鉴意义
。

朱海风
、

张书祥
、

李慧军认为
:

“

古往今来
,

卓越的领导者所以能够取得事

业上的成功
,

无一不是用己
、

用人
、

用策
、

用势陇结果
.

这 四者可说是
`

王者之道
’

的

精 髓
,

是领导者克敌致胜的关键性因素等
。

《 三国演义 》 在用己
、

用人
、

用策
、

用势方

面为我们 提供大量丰富
、

生动
。

翔 实 的 素

材
,

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 ”

三
、

评价曹操有新的观点

丫

对曹操的评论
,

历来众说纷纭
,

而这次

讨论会上有不少代表从不 同角度评价曹操
,

有不少新见
.

赵庆元认为
: “

曹操是位了不

起的封建教育家
,

他 虽然没有教育专著
,

其

言论举措却直接影响着古今中外的读者
. ”

“

他的重大举措 之一
,

就是重教育
,

靠教育

出人才
,

靠教育搞团结
,

靠教育激 发 战 斗

力
,

靠教育夺取胜利
” . “

曹操的 教 育 举

措
,

无疑具有历史局限
.

但不论在 小说生成

的社会
,

还是作品所反映的社会
,

它都符合

现实主体目标的需要
,

顺应时代的 进 步 要

求
,

充满着奋发 昂扬的进取 精 神
” .

刘 长

荣
、

何兴明认为
:

灰色
,

本来是一 种独立的

色调
.

灰色应是深谋远虑
,

审 时 度 势
.

灰

色
,

又是调和补充的色调
,

不仅使诸色毫不

刺 目
,

还给人以轻松愉 快
、

自然和 谐 的 感

觉
.

(( 三国演义 》 把曹操写成灰色人物
,

并

不是低毁
、

否定曹操
,

而是其成功杰作
.

若

从艺术美的角度看
,

曹操的形象比较真实
、

自然
,

很可爱
。

曹操形象的灰色美
,

《 三国

演义 》 表现得最丰满
,

也最典型
.

王光浒认

为
: “

曹操是 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强者
,

在

群雄割据
、

纷繁复杂的斗争中
,

他立于不 败

之地
,

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具备
`

奸雄
’

的特征
.

一个
`

奸
’

字标志着他与同时英雄

的不同特性
.

因之
, `

奸雄
’

对曹操来说
、

作者用之
,

不完全用其贬意
,

而 隐含的主要

成分都在赞扬
. ”

马保纪
、

李全民从美学角

度分析曹 操的形 象
,

认为曹操
“

英雄
”

形象

的形成
,

主要是受 《 三国志 》 的影响
.

(( 三

国志 》 是一部史传作品
,

具有文学作品的性

质
.

曹 操由历史走上舞台 ( 指 脸谱化的 戏曲

艺术 ) 并 作 为
“

白脸奸臣
”

而 家喻户晓
,

很大程度上是罗 贯中 (( 三国演义 》 的影响 ,

再加上毛纶
、

毛宗岗父子的评点
,

曹操的脸

谱化迅速固定
,

是使曹操成为
“

奸雄
”

的重

要 原因
. “

曹操的形 象
,

不论作为英雄
,

抑

或是奸雄
,

都符合真实二字
,

《三国志 》 使

之成为英雄
,

符合历史真实
,

《 三国演义 争



又使其变成奸雄
,

则持合艺术真实
.

从文学

角度看
,

英雄和奸雄尽管有种种不 同
,

但都

是成功的艺术形象
;
从文艺美学方面看

,

又

都是美的
,

都是真实地反映了生活
,

给人 以

启迪
,

给人以智慧
,

有效地体现了 社 会 意

义
” .

丘振声认为
: “

如果说 (( 三国演义 ,

写曹操其它活动
,

不免褒贬相间
,

或贬多于

褒
,

那么
,

对
`

官渡之战
’

中的曹操
,

则是

完全颂扬的
,

作者放弃了尊刘抑曹的偏见
,

把曹操写成一个始终驾驭这场战争进程
,

吸

取群众智慧
,

作出英明决策
,

最终打败强大

对手的英 雄形象
. ” “ `

官渡之战
’

中的曹

操
,

是一个真实可信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
.

这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一个成 功 范 例
” .

然

而
, , “

清人毛宗岗在评 (( 三国演义 》 时
,

认为曹操在
`

官渡之战
’

中的许多言行
,

是

虑伪的
,

是
`

奸雄
’

所为
,

无一点 可 取 之

处
.

这是偏颇的
,

不 公正的
.

是他的拥刘抑

曹的偏见使然
” .

有不少代表从应用角度
,

论述了曹操的

谋略
、

用兵特色
、

人 才观
; 还有不少代表从

史学的角度
,

论述 了曹操的业绩
.

哎三国演义 》为了小说创作的需要
,

对二苟

史实进行 了某些改写
.

如写二荀双双投奔曹

操
,

纯粹为了阐发
“

人贵改 图
,

士贵择主
”

这一观点
,

目的 也在 于强调 曹操所 以
“

威镇

山东
”

完全因为
“

得士者 昌
” 。

至于把二荀

之死
,

双双安排成悲剧
,

让他们相继为
“

魏

公
” , “

魏正
”

事亡
,

目的 也完全为 了强化
“

贬曹
”

的思想倾向
.

荀或之死
,

是一个政

治悲剧
.

荀或的
“

汉统
”

思想根深蒂固
,

而

他
“

追随曹操二十多年
,

对曹操的认识 也有

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
” .

早期的曹操
, “

能

礼贤下士
,

大有作为
.

及晚期
,

曹操 日渐专

横跋息
,

残暴嗜 杀
,

目无汉室
” . “

因此
,

在 荀或思想上
,

已逐渐无法将
`

汉统与曹操

统一起来
。

反对 董昭议立魏公
,

是 荀或思想矛

盾的重大显示
” ,

致使
“

荀或与曹择的矛盾

公开化
” .

但荀或
“

跟随曹操这么多年
,

自

自己的地位已经很高
,

与曹操已结成儿女 亲

家

—
一言蔽之

,

已经陷得很 深
,

没 有 退

路
.

荀或无法从自身矛盾与困惑中 自拔
,

自

绝而亡恐是唯一的解脱
。 ”

四
、

对 以往论者鲜于 问津 的

曹魏集团的颖川谋士有新 见

孟聚考察了颖川谋士群体 的 结 构
、

特

征
、

作用和地位
,

认为
“

曹操智囊团的骨干

力量是颖川谋士
,

主要有 荀 或
、

荀 饮
、

郭

嘉
、

戏志才
、

钟爵
、

枣袄
、

辛毗
、

陈群
、

杜

袭
、

赵俨等 10 人之多
” .

他们
“

在曹操几十

年的征战讨 伐中
,

无论是政治上的 大 政 方

针
,

还是经济上的重要举措
,

或是军事上的

关键决策
,

都亢分显示了颖川士人的战略眼

光和决定性作用
,

说明了颖川谋士群体在曹

操智囊团中的骨干作用和核心地位
” .

杨芷

华对曹魏集团的重要谋士 荀或荀枚及其家族

进行了细致镇 密的考察
,

认为 ; 《三国演义 》

所写荀氏家族八人
,

重点刻划荀或
、

荀饮叔

住
.

荀或
、

荀饮生平事迹
,

详见于正史
.

而

五
、

探讨 了三 国文化的 丰 富

内容和永恒精神

赵西尧介绍 了他们编写 《 三国 文 化 概

览 》 的宗旨
、

内容和特色
。

胡 世 厚 认 为
:

“

三国文化
,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 一 部

分具有独 自的特色和重要地位
.

所谓
“

三国

文化
” ,

有两个含义
:

一是指魏
、

蜀
、

吴三

国鼎立时期的历史文化
; 一 是指罗贯中创作

的 《 三国演义 》 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作品问

世后在中国人 民的社 会精神 文化生活中产生

的文了母现象
.

《 三国文化概览 》 所说的 三国

文化是指前者
,

即魏
、

蜀
、

吴三国鼎立 前后

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
. ” ` ’

三国文化
,

上承

秦汉
,

下启隋唐
,

灿烂辉煌
,

独具特色
,

对

我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影响
” 。

杨 建 文 认

为
: “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
,

《三国演义 》小说 已

经构成一种客观存在的
`

三国演义文化
’

现

, 胜厅,



象
.

其流变大体可以分为 四个阶段
:

,
.

原型

三国演义文化 ( 三国时期 )
; 2

.

前导三国演

义文化 ( 隋唐宋元时期 )
; 3

.

本体三国演义

文化 ( 元末至明中叶 )
; 4

.

后续三国演义文

化 ( 明中叶至今及未来 )
.

当今
,

《 三国演

义 》 的学术研究
,

三国人文景观 的 开 发
,

《 三国演义 》 的被搬上 银幕
、

屏幕和舞台
,

三国演义文化精神 向海外的传播
,

都属于后

续三国演义文化
。

我们既要继承好前人审视

三国演义文化的优秀思想成果
,

又要抛开种

种历史的偏见
,

而站在历史新时代 的 高 峰

上
,

溯源三国时代精神
,

考索三国演义文化

流变
,

体察 当代世人心态
,

预测未来社会发

展
,

共创崭新的
`

后续 三国演义文化
’

之大

业
。 ”

谭洛非指 出
:

三国文化这 个 概 念 的

提出
, “

作为独特的文化现象
,

有 自 己 产

生
、

发展的历史过程
,

有众多的经 久不衰的表

现载体一一文化形态
,

也有其独特的文化精

神
” . “

三国文化的母体是三国历史
,

《三

国演义 》 则是三国文化的主体
” .

《 三国演

义 》 有一种永具魅力的三国精神
.

这种精神
“

既体现 了三国那个时代的精神
,

是三国时

代政治
、

经济
、

文化以至道德
、

哲学
、

价值

取向的集中表现
,

同时又体现了我们中华民

族在几千年奋斗中形成的 理 想
、

道 德
、

意

识
、

行为标准和审美情趣的文化传统
.

因而

能形成一种精神力量
,

具有历史的永久性和

普遍的认同感
” .

这种三国文化精神主要表

现在
:

第一
、

建功立业
,

奋发有为
,

以天下

为 已任的积极进取思想 , 第二
、

勇敢机智
,

文韬武略
,

不畏困难
,

不怕牺牲的 尚勇崇智

精神
,
第三

、

彪炳 忠义
,

惩恶扬善的道德价

值取向
;
第四

、

举贤任能
,

知人善任
,

注意

协调人际关系的人才观
.

讨论会上
,

有的代表还分析了刘备
、

关

羽等人物形象和其它问题
,

其中不乏新意
,

许

昌市
、

新野县的代表介绍 了本地的 三国遗迹

和开发三国旋游事业的 情况与设想
.

会议商

定
,

下 次年会
,

即全国第九届 哎三国演义 》

学术讨论会将于 1 9 9 5年在江苏举行
.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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