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诠释了《三国演义》，光大了三国文化，必将在三国文化传播史上占有引人注目的一席之地。
在《“三国文化”概念初探》一文末尾，我强调指出:“三国文化决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直到今天，它

仍然富有活力，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流淌于我们的血脉之中。……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

部分，它将伴随我们走向未来，再创辉煌……”对《全图三国》，我也抱有这样真诚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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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沈伯俊

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是一个天翻地覆、风云变幻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群星闪耀的时代。它

不仅是西晋以来人们特别关注的一段历史，而且是文学艺术，特别是通俗文艺反复取材的重要对象。
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

中，以陈寿《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 及《后汉书》部分纪传为取材基础，参照《资治通鉴》的叙事框

架，对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写成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真正的长

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成为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典范。
罗贯中，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别号湖海散人。籍贯有东原( 今山东东平)、太原( 今山西太

原)、钱塘(今浙江杭州)诸说。以世俗的眼光来看，他只是一个并不得志的下层文人;而从中国文学

史的视角观之，他却是一个雄视千古的伟大作家。尽管我们对他的生平业绩已经难以弄清，但他的煌

煌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却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几乎所有名公巨卿、文人雅士，永远辉耀于中国

文学史和文化史。
应该看到，绝大多数民众，包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并未通读过史书《三国志》，甚至根本不曾

读过;他们对于三国史事、三国人物的了解，主要来自小说《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作品( 三国题材

的戏曲、曲艺、传说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罗贯中和他的《三国演义》，历史上的三国时期

不可能被亿万民众熟悉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也不可能对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如此巨

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于罗贯中的相貌特征，迄今未见任何记载。然而，人们读其书而思其人，总会想象这位胸罗锦

绣、笔下风云的大作家的音容笑貌。值得庆幸的是，著名画家武漫宜教授，充分发挥其擅长人物画的

优势，以工笔重彩的方式，精心绘制了罗贯中像。画面中的罗贯中，头戴青巾，秀眉朗目，仪容潇洒，气

度不凡。他手执书卷，抚膝端坐，头部微侧，凝神静思，似在回望那铁马金戈的动荡岁月，又似在构想

三国群雄的精彩故事。这幅罗贯中像，庄重中透出自信，令人油然而生亲近之感，实为中国画人物画

难得的佳作。细加观赏，人们不禁会脱口而出:呵，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罗贯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武漫宜教授的罗贯中像，乃为呼应叶毓中教授的重彩国画巨制《全图三国》
而作，在《全图三国》构成的艺术长廊中，罗贯中像理所当然地成为开卷之作。夫唱妇随，琴瑟合鸣，

堪称当代艺术，特别是三国题材绘画史上的一段佳话。
精美的画像，让我们走近罗贯中，面对这位杰出的先贤，谨献上一瓣心香，带着深深的敬意和久久

的缅怀……
2013 年 3 月于锦里诚恒斋

8

第 34 卷第 7 期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13 年第 7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