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

在海外掀起了一般经久不息的
“

三国

热
, 。

《三国演 义》 早在公元 1 6 8 9 年就传入 日本
,

被

译成 日文
,

称 《三国志 》
。

3 00 年来
,

该书广为流传
,

影响极大
。

《出师表》
、

《隆中对 》等文曾列入 日本学

校的 汉文教材
。

书中的很多名言
、

故事
,

如
“

三顾茅

庐
” 、 “

鱼水关系
” 、 “

危急存亡之秋
” 、 “

挥泪斩马谈
” 、

鸡肋
” 、 “

白眉
” 、 “

牌肉之叹
” 、 “

刮 目相看
” 、 “

吴下

阿蒙
”

等已家喻户晓
,

妇孺皆知
,

不少已融入日语
,

成为典故
。

近二三十年
,

日本出版商鉴于国民深爱三国人

物
,

不断推出各种版本和类型的《三国志 》读物
,

形成

一股
“

三国
”

出版热浪
。

我曾请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立间祥介教授整理出

一个关于 《三国演 义》 的书 目
。

其中
,

1 9 5 6年—
1 9 8 6年的 30 年里

,

在 日本出版的《三国演义》 全译本

有 6 种
,

摘译本有 4 种
,

少儿读本有 9 种
,

总计达

1
卿之多

。

此外
,

还有新编本
、

改写本
、

连环画等

形式的《三国演义 》近 30 种
。

至于研究方面 的著作就更多 了
。

立 间 先 生 的
a

书 目
”

中开列有 4 类
,

即介绍
、

入门类
,

索引
、

辞

;

谭良啸

外海的二二国热ì及其成因

典类
,

人物评传类
,

应用研究类
。

在 1 9 6 2

—
1 9 8了年中

,
4类书共出版 57 种

。

而在应用研究上
,

成果尤为引人注 目
。

在 日本经济高度发展的推动下
,

不少学者从纯学术转入应用研究
,

把《三

国演义 》中的兵家权谋和用人之道引入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人际关系中
。

从 2 9 7 9年至 2 9 5 7年的 8 年里
, “

书 目
”

所列这方面

的专著达 18 种之多
。

其中
,

大桥武夫著的《三国志

兵法与中国人》 (经营社 1 9 7 9年出版 )
、

安冈正笃

著的 《三国志与人际学 》 (全国师友会 1 9 7 9年出

版 )
、

守屋悴著的《三 国志与人才学 》 ( P H P研究

所 1 981 年出版 )
、

阿部幸夫著的 《三国志中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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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硬的战略战术》 (日新报道社 1 9 8 1年出版 )
、

城野宏 著 的《三国志与脑力开

发 》 (竹井出版社 1 9 8 4年出版 )
、

松本一男著的《三 国志 的英雄与 日本的最高领

导人 》 (三笠书房 1 9 8 5年出版 )等书都颇有新意
。

据悉
,

有不 少企业和商家通

过学 习 《三国演义 》及有关研究论著来加强经营管理
,

协调人际关系
,

己收

到明显 的效果
。

日本一位教授曾指出
:

松下幸之助因善于运 用诸葛孔明的谋

略战术
.

从而使他的松下电气公司成为了 日本的大企业
.

在 日本
, “

三国
”

出版热的程度
,

还从发行量中得到充分反映
。

例如
,

著

名画家横山光辉改编的《三国志》连环 画
,

分 14 开和条 32 开两种版本
,

各为45

和 60 册一套
,

印数 己逾 3。。。万部
。

京都女 子大学教授狩野直祯著的《 诸葛亮

评传》
,

自1 9 7 9年出版后
,

在 8年中重印了 15 次
。

这些都是令我国出版界惊讶

的数字
。

刊载零星 论文已不适应
“

三国热
”
的需要

,

不 少刊 物就以连载和专 号 的

形式刊登关于《三国志 》 的文章 , 有的刊物还别出心 裁长期辟专栏
,

刊登关于

《三国志》 的各种信息以及读者的感想
,

解答他们提出的间题
。

如《中央公报》

杂志在 1 9 8 6年连载著名作家陈舜臣著的《诸葛亮》
,

潮出版社的《少年月刊》 杂

志在 1 98 7年连载立间祥介著的 《三 国志行》
,

《愿望》 经济月刊曾编辑 《三国

志— 商业学的宝库》专辑
。

学研出版社的《历史群像 》杂志于 1 9 8 9年 3
、

4两

期推出《三国志 》 (上
、

下集 )专号
,

在一个半月里即售出 40 万部
。

“

三 国热
”

在影视界的情况如何呢 ? 在 日本
,

10 年前就将《三国演义 》 搬

上了银屏
。

日本最先推出的是木偶电视连续剧《 三国志 》 ,

共 68 集
,

每集 45 分

钟
;
由著名木偶制作家川本喜八郎设计

,

《三国志 》专家立间祥介编写解说词
。

日本广播协会 ( N H K )电视台在 1 9 8 1年 10 月 至 1 9 8 3年 3月的一年半 中
,

用每

周星期六 18 点至 18 点45 分的黄金时间向全国播出
,

收视率极高
,

反应强烈
,

以后又应要求进行了重播
。

不仅如此
,

在连续剧《三国志 》中担任角色的 40 0

个木偶也应邀与观众见面
,

同样引来 了如潮的参观者
。

1 9 9 0年 7月
,

电影 《三

国志》在 日本全国 各影剧院公演
。

该片为上下两集
,

内容从
“

桃园结义
”

到
“

吴

国灭亡
” ,

为香港
一

与大陆合拍
,

主要登场人物 2 57 人
,

战争场面 巨大
,

投入人

员上万
,

战马 4千 匹
,

制作费达 1 5亿 日元
。

此外
,

还有横山光辉 的 动 画 片

《三国志 》 (上
、

下集 )
.

199 3年
,

日本大阪电视台又来中国
,

以全国的三国名

胜古迹为素材
,

拍摄制作了《三 国万 里行 》一 片 (” 分钟 )
.

播出后深受欢迎
。

日本舞台上也有
“

三 国热
” ,

我国扬州木偶剧团于 1 9 9。年 5月至长月访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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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影法师剧团联合演出木偶剧《三国志》
,

8个月间纵横日本四岛
,

场场爆

满
。

199 1年 5月
,

该团又应邀去日本
,

剧 目仍是《三国志 》
,

时间仍是 8个月
,

仍在全国巡回演出
,

也产生 了轰动效应
。

此外
,

日本还有 话剧《三国志 》
,

由

三国连太郎等一 流演员出演主角
。

不少出版商还经常组织有关三国的活动
,

为
“

三国热
”

推波助澜
.

1 9 8 5年
,

日本潮出版社开展 了几次投票活动
: “

读过《三国志 》后
,

您喜欢

谁 ?
”

参加投票者十分踊跃
,

揭晓时
,

列出了 58 位受人爱戴的三国人物
。

其中

前十名依次是
:

诸葛亮
、

赵云
、

刘备
、

曹操
、

关羽
、

周瑜
、

张飞
、

黄忠
、

马

超
、

庞统
。

1 9 8 6年
,

日本有名 的大 出版社讲谈社举办了一次
“
《三国志 》读后征文大

奖赛
” ,

十名优胜者获得免费来我国游览三国胜迹的机会
。

他们中有学生
、

家

庭妇女
、

公务员 以及退休职员
。

那几位中学生把《三国演义》读了七
、

八遍
,

她们对三 国故事和人物熟悉 的程度
,

给我留下了极深 的印象
。

1 9 9。年2 月
,

潮出版社为纪念横山光辉先生 的《三国志 》连环画完成一周

年
,

举办了一次关于《三国志》 的绘画
、

感想征集大赛
。

设优秀奖各一名
,

奖

横山光辉亲手绘的孔明像一幅 ; 入选奖各 50 名
,

奖有关
“
三国

”

的纪念品
。

结

果
,

广漱县的一位小姐写的感想获优秀奖
,

她在文中写道
: “

推开《三 国志 》

的大门
,

人生奥秘尽在其中
。 ”

在 日本
,

经久不息的
“

三 国
”

旋风
,

造就了众多的
“

三国迷
” 。

这些人自称

是
“

孔明迷
” 、 “

赵云迷
” 、 “

关羽迷
” ,

… … 他们有的还以三国人名为名
,

以示祟

敬
,

如有叫卧龙夫人的
、

小乔的
、

貂蝉的
,

有的则将自己的新生儿子取名孔

明
。 “

三国迷
”

在青少年中最多
。

1 9 8 9年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在调查高中学生英

雄观时
,

诸葛亮被他们视为最祟拜的十大英雄之一
。

日本的
“

三 国迷
”

还 自发组织成了很多俱乐部
。

他们几十人
、

上百人不

等聚在一起
,

推出召集人
,

定期活动
。

活动内容或读书
,

或讲座
,

或看 电视

录像
。

聚会时
,

他们交流阅读《三国志》的心得体会
,

提出疑难
,

争论问题

探讨书中蕴藏的人生哲理
。

据《朝 日新闻》 1 98 9年 5 月报道
,

日本全国有
“

三

国迷俱乐部
”

近百个 (有的也叫` 桃园会
’

)
。

他们曾于 19 9。年 2 月 22 日在 日本

大阪召开大会
,

畅谈阅读《三国志 》 的感想
,

同时展销与 《 三国志 》 有关的商

品
。

大会发起人梅泽雅彦说
: “

《三国志 》 中的人物为我提出了许多人 生 启

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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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 《三国志》的种种文化 活动中
, “

三国志 之旅
”

(踏访中国的三国胜

迹 )是最令
“

三 国迷
”

神往的事
。

1 9 8。年 3 月
,

第一个
“

三国志之旅
”

旅游团来

成都武侯祠
,

全团人数超过 100 人
。

领队的立 间祥介说
, “

我21 年前翻译 《三

国志 》
,

就渴望来武侯祠一游
,

今天如愿以偿了
,

令人高兴
。 ”

立间先生 以后又

曾多次来成都武侯祠
。

有一次我曾开玩笑地说
: “

刘备对孔明都只有三顾
,

而

你 已有五顾了
。 ”

他深情地说
,

孔明伟大
,

令人神往啊 ,

在日本
, “

三国热
”
已深入到商品市场和游戏活动中

。
日木商界的有识之

士也搞
“

文化搭台
,

经济唱戏
。 ”

1 9 9 3年 10 月
,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应邀制作

《三 国志图展 》
,

赴日本甲府市参加商品展销会
。

1 9 9 4年 4 月
,

四川省美术家协

会又应邀制作《三国志
·

诸葛孔明之迷》艺术展
,

赴日本广岛福屋百货公司展

出
。

他们是想利用三国文化来招裸顾客
,

搞促销活动
。

在 日本市场上
,

根据

《三国志 》 制作的纪念品
、

食品
、

玩具等更是琳琅满目
。

有的商人甚至把三

国故事编成电子软件
“

电脑游戏三国志
” ,

此举大受青少年欢迎
,

据悉这种游

戏卡和软盘很快就售出 76 万组
。

在泰国
、

新加坡等华人较多的国家
,

也存在
“

三国热
” 。

例如
,

那里有
“

刘

备同乡会
” 、 “

赵云 同乡会
” 、 “

刘
、

关
、

张兄弟会
”

等华侨社团
。

泰国
“

刘氏宗亲

总会
”

成立 已20 年
,

是泰国刘姓华侨的一个群众团体
,

分会遍及全国
,

总部设

在曼谷
,

有会员近千人
。

他们奉刘备为远祖
,

以刘
、

关
、

张
“

桃园结义
”
所

体现的义气聚集在一起
,

相互激励和救助
。

会员每年必须交纳会费
,

其中一

部分作为救济金
,

接济遇天灾人祸的会员和品学兼优的子弟升学或出 国 深

造
。

总会除陈列出自刘备而始的详细世系家谱外
,

还多次派代表团到成都武

侯祠里的刘备墓来祭祖
。

在刘备墓前
,

他们着一 色礼服
,

举行三跪拜大礼
。

这祭拜
,

献 上的是海外侨胞认祖归宗的颗颗赤心
,

更是他们连系中华乡土缕

缕情丝的证明
。

在朝鲜
、

越南
,

早就流传着各种三国故事
。

《三国演义》也有多种译本
,

河内市还有三国人物的年画
。

在南洋岛国
,

目前有拓座关羽庙
,

人们把关羽

奉为
“

财神和诚实之神
” 。

那里的人们围绕
“
古城会馆

”

而结成社团
,

还借用三

国故事和人物来讽谕不 良的社会风气和官吏
。

在港
、

台地区
, “

三国热
”

表现的形式不同
。

在香港 有
“

刘
、

关
、

张 协

会
” ,

在台湾有武侯祠
、

关帝庙
、

赵云庙等
。

台湾的武侯祠特别值得一提
。

该

祠座落在台湾省中部的南投县
,

与著名的 日月潭毗邻
,

环境优雅
。

殿前塑有



“

刘
、

关
、

张三顾茅庐像
,

和高 15 米的
“

孔明先师像
” 。

诸葛亮羽扇纶巾
,

身披八

卦道袍
,

气宇轩昂
。

1 9 9。年 5月
,

该祠组织 36 位孔明信徒来成都武侯祠
,

在

诸葛亮殿举行了隆重 的跪拜大礼
。

他们还特地将两尊孔明像手捧着从台湾带

来
,

供放在武侯祠内一 天
,

说是可以获得灵气
,

然后又 毕 恭毕敬地手捧着

带回台湾去
。

他们认为
,

诸葛亮是
“

天下第一军师
” ,

不仅以道德文章传世
,

而且料事如神
,

有
“

未来预知术
” ,

只要
“

心诚意正
” ,

虔诚信奉孔明
,

就可以从

他那里获得对 自己未来的启示
。

因此
,

他们把祭祀诸葛亮的大殿叫
“

启示玄

机院
” 。

他们基 于
“

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人
” ,

不要忘了古圣先贤的遗 训 来祭

拜诸葛亮
,

也委实可敬
。

“

三国热
”

产生的原 因是 多方面 的
。

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

一
、

三国故

事和三 国人物自身的魅力
。

二
、

三国人物所体现 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巨 大 影

响
。

三
、

与高速发展的经济有关
。

关于三国故事的魅力本文不拟展开
,

只就二
、

三两个方面略谈一 点 看

法
。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 1 9 9 2年 8月 2 5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

新

加坡尝试维护大多数的儒家传统价值观
,

因为
“

这些价值观强调家庭的力量
,

教导子女做人必须谦虚
、

勤劳
、

节俭
、

孝顺
、

效忠和守法
” 。

李光耀的说 法

表明了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东南亚的影响和对发展现代经济的作用
。

而三国

人物和故事就最能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
。

例如诸葛亮
,

他凝聚着中国人的人

生态度
,

人格精神和道德理想
。

人们崇敬他
,

进而产生
“

三国热
” ,

无疑是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所产生的 巨大力量
。

“

三国热
”

在 日本产生
,

除了 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渊源

关系等原因外
,

起主导作用的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下
,

一股
“

古为今用
”

的动力

所致
.

日本一位著名的财 界人士说
,

看《三 国志 》启发很大
。

刘备论文武之道

临阵决战不如孙权
,

谋略文才不如曹操
,

他 之所以能割据称雄
,

实赖于他善

于知人
、

察人
、

用人
。

他对关
、

张用桃园结义 之法
,

对孔明则三顾芋庐
,

对

后来归附的赵云
、

黄忠之辈也大加重用
。

正是五虎上将对他的拥戴
,

才使他

称雄一方
. “

桃园精神
”

是刘氏王朝生存的基础
。

基于这种认识
,

不少企业大

力提倡
“

桃园精神
” ,

号召公司上下左右之间要像刘
、

关
、

张一样
,

贯以一个
a

城
”
字

,

以诚待人
,

精诚团结
,

共同对外
,

占领市场
, (下转第11 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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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太之势
,

羞辱了孙权
,

贾华也险些成了孙刘斗争的牺牲品
。

甘露寺西边 一

条狭窄的古涧道
.

陡 嵌山缘
,

下 临深渊
,

悬崖在巨大的山壁上
,

刻着
“

勒马
”

二个大字
,

提示人们悬崖勒马
,

此地就是溜马涧
,

是 当年孙权
、

刘备跑马比

技的地方
。

刘备看到江面上航行在风浪中的船只
,

十分平稳
,

赞叹撑船 人 技

术高超说
: “

南人行船
,

北人骑马
” 。

这本来是赞美之词
,

无奈孙权有猜疑之

心
,

认为刘备讥笑他不会骑马
,

就跃身上马
,

沿着这条古涧道疾驰
。

刘备

见状
,

也即骑
_

匕马背飞奔
,

两人扬鞭大笑
。

如果没有过人 的胆识和高超的骑

术
,

要在这条濒江 的山炯小道上骑马是不可想像 的
。

当然
,

甘露寺南石山脚下那一块巨石 的故事
,

也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

石

面上像刀劈一般分成四瓣
,

上刻
“

试剑石
”

三 字
。

《三国演义》对这块石头曾作

过生动的描述
:
刘备到镇江与孙夫人成亲

,

一 日与孙权同游北 固山甘露寺
,

他在大殿庭院见一块巨石
,

便拔下 随从身上 的剑
,

仰 天默祷
,

如能
“
回荆州

成 王霸之业
,

一剑挥石为两段
。 ”

果然
,

手起剑落
,

火光进溅
,

巨石斩 为 两

段
。

孙权问刘备为什么恨这块石头
,

刘备假意说
: “

备年近五旬
,

不能为国家

剿除贼党
,

心常自恨
。

今蒙国太招为女婿
,

此平生之际遇也
。

恰才问 天 买

卦
,

如破曹兴汉
,

砍断此石
。

今果然如此
。 ”
孙权暗想

,

刘备莫非用此话骗我
,

也抽剑对刘备说
: “

吾亦问天买卦
,

若破得曹贼
,

亦断此石
。 ”

却暗暗祝告 日
:

“

若再取得荆州
,

兴旺东吴
,

砍石为两半
。 ”

说完
,

也手起剑落
,

巨石亦开
,

两

人 自喜不 禁
,

结果留下这块至今仍为美谈的甘露寺试剑石
。

甘露寺的故事
,

千古流传
,

常常牵动着人们的心扉
。

许多人为此而魂牵

梦绕
,

不惜千里寻踪
,

一睹胜景
。

去年北固山经过初步整修
,

更是容光焕发
,

使人 遐思 心驰
,

游人指点赏景
,

纵论历史
,

真有
“

古今多少事
,

都付笑谈中
”

之乐趣
。

(刘昆
: 江苏镇江市《 三国演义 》学会副会长 )

( 上接 第1 1 7页 )

求得生存发展
.

日本参加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公司成员
,

他们也认识到
,

读《三

国志 》可 以有助于了解人 的本质
,

掌握处世之术
,

求得个人的锦绣前程
。

“

三国热
”

的产生有其深厚 的基础
,

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
。

【谭 良啸 : 四川省 《三国演义 》学会秘书长
,

成都武侯祠博物 馆副 馆 长
、

副研 究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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