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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文化及其应用研究
谭 良啸

摘 要 :近年来对三 国文化的研 究取得 了丰硕 的成果
,

三 国文化的影响 日益扩大
。

本

文对其大致情况作 T 概要介绍
,

认为三 国文化应 用研究专著的 大量出现
,

顺 应 了我国经济

快速发展的 需要
,

为人们提供 了很 多可资借鉴的 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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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文化这一概念正式提出已近十年
,

对

其认识至今仍有分歧
。

三国谋略运用 的历史已

上千年
,

而有 的人则不甚了解
,

动辄称海外某国

应用得如何 如何
。

近 十几年来
,

我国三 国文化

的应用研究如火如茶
,

出版专著达五
、

六 十部
,

其类别
、

写法
、

特色
、

不足之处 均应加 以 总结
。

本文对上述三方面问题作了概要介绍
,

提出一

些个人的浅见
,

以供同仁研究参考
。

关于三国文化这一概念
,

是 1 9 91 年 n 月

在四川成都召开的首次
“
三 国文化国际学术讨

论会
”

上正式提出来 的
。

在会后的综述和有关

文章中
,

我对这一概念的认识是
: “

三国文化
,

是

以三国历史为源
,

《三国演义 》为主流
,

以及由它

们衍生出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称
。

这是一个宽

泛的文化学概念
。

它融史学
、

文学
、

戏曲
、

艺术
、

文物古迹
、

现代影视等多学科 和多种文化形式

为一体
,

不仅 内涵十分丰 富
,

而且源远流长
,

有

着深广的影响和巨大的魅力
。 ” 〔’ 〕

三国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提出后
,

不少

学者也发表见解
,

有 的阐述得更详尽
,

有的则有

不同的认识
。

胡世厚先生在《三 国文化概览 》一书的
“
前

言
”

中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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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文化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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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龙显昭等先生在《三国文化 历史走向》一

书中没有对三国文化这一概念作具体陈述
。

他

们在
“

前言
”
中说

: “
本书对三国文化及其历史走

向的探讨
,

侧重阐述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或价

值观的主要变化
,

以及这些变化对历史进程 的

影响
。 ”

什么 时代 的什么人呢 ?
“
三国英雄

、

智囊

l 0

和名 士在政治竞争角逐时代
,

用他们 的聪明才

智创造了富于特色的人谋 文化
。 ”

那么
,

该书探

讨的也是三国历史时期的文化
。

团

沈伯俊先生在《三国漫话 》一书的
“

结语
”
中

说
:

对
“
三国文化

”
这一概念可 以作三个层次的

理解和诊释
。 “

第一层次 是历史学 的
`

三 国文

化
’

观 (或日狭义的
`

三国文化
’

观 )
,

认为
`

三 国

文化
’

就是历史上的三 国时期的精神文化
。 ” “

第

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 的
`

三国文化
’

观 (或 日

扩展义的
`

三国文化
’

观 )
,

认为
`

三国文化
’

就是

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

和
,

包括政治
、

军事
、

经济
、

文化 等领域
。 ” “
第三

个层次是大文化的
`

三 国文化
’

观 (或日 广义的
`

三国文化
’

观 )
,

就是指 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

为源
,

以三国故事和三国精神的传播演变为流
,

以 《三国演义 》及其诸多现象为主要内容的综合

性文化
” 。

他认为
,

广义的
`

三 国文化
’

观
,

较之

前面两个层次的
`

三国文化
’

观
, “

具有更大的涵

盖性和更广的适应性
,

更便于认知和解释很多

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
。 ” t` 〕

杨建文先生在 《三 国演义新论 》一 书中 的
“

前言
”

里则认为
,

运用
“
三 国演义文化

”

这一概

念更为妥帖
。

他分析说
: 《三国演义 》是一部 民

族文化包容量极大的历史演义小说
,

其文化蕴

涵量十分丰富
,

又相当复杂
。

三国历史故事成

书经评改
,

已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
:

它既是

汉魏时代铸就的三国时代文化心态的外化
,

又

是汉魏以后历代世人对 由这外化所构成的
“
三

国文化
”
的主动接受和阐释 ;

其 包容量与涵盖

面
,

不仅丰厚于
“

三国文化
”
的历史积淀

,

而超过

了《三国演义 》本体 的文化蕴涵
,

因此 可称它为
“

三国演义文化
” 。

他指 出
, “
三国演义文化

”

有

它产生
、

形成
、

发展 的无止境过程
。 “
这个过程

大体可分 为四个 阶段
:

原型三国演义文化 阶段

(三 国时期 ) ; 前导三国演义文化阶段 (两晋至宋

元时期 ) ;本体三 国演义文化 阶段 (元末至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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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 ; 后续三国演义文化 阶段 ( 明中叶至今及未

来 )
。

这四个阶段反映了
`

三国演义 文化
’

由积

淀与生成
,

经丰富与发展
,

至结晶与升华
,

到流

变与拓 新 的 历 史 过 程
、

文 化 内 涵 和 迁 流 走

向
。 ’

,5[ 口的确
,

《三国演义 》在三国文化中 占有 十

分主要的地位
,

但把它前伸后延
,

覆盖三国历史

和今天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
,

则难 以服人
。

因

此
,

杨先生的见解没有流行
,

多年来人们仍习惯

用广义的
“

三国文化
”

这一概念
。

例如
,

19 9 3 年

5 月
,

在浙江富阳召开的
“

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

会
”

上
,

就是采用 的广义 的
“
三国文化

”

这一概

念
,

与会的有三国史研究专家
、

《三 国演义 》研究

专家
,

以及从事三国题材创作或表演的艺术家
。

在三国文化这一概念提 出后
,

学术界又提

出了诸葛亮文化现象
、

关公文化现象等
。

不少

学者对这些文化现象进行 了翔实的论述
,

并产

生 了不小的影响
。

我们可 以把这些文化现象作

为
“

三国文化
”

分支
,

置于广义 的
“

三国文化
”

的

框架之中
。

由于文化学对
“

文化
”

的定义众说纷纭
,

使

得
“

文化
”

这个概念有歧义性和非确定性
,

一般

可作广义和狭义的理解
。

而广义的文化可从结

构和层面上 分为物质文化
、

制度文化
、

精神文

化
。

因此
,

对三国文化的了解存在着歧义
,

便属

正常
。

如前所述
,

本文所采用 的
“

三 国文化
”

概

念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文化
。

那么
,

它发生
、

发

展
、

形成和 日臻完善的过程
,

则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
,

应该有 1 7 0 0 多年的历史 了 ; 那 么
,

它 的运

用
,

也是融人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之中
。

关于三 国文化的运用
,

我是这样 认识 的
。

三国文化在它发展
、

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
,

很

多三国文化现象
,

既是三国文化 的载体
,

成为其

组成部分
;
同时又是三 国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

环境 中的应用形式
。

因为一种三国文化现象在

某个时期 出现
,

是那个时期人们的需要
,

时代的

产物 ; 它出现后流行于那个时期
,

必然会产生一

定 的社会影响或经济效益
,

就是有了实用价值
。

例如
,

宋代讲史艺人的
“
说三分

” ,

元代戏曲中的
“

三国戏
” ,

元末明初的小说《三国演义 》等
,

它们

都是新时期的三国文化现象
,

同时也是三 国历

史故事在新环境中的应用
,

并对 当时的人们产

生影响
。

今天的三国题材影视剧
,

三国人物和

故事的旅游工艺品
,

也是三国文化载体和应用

合二为一的形式
,

也是应社会之需产生的
,

并对

社会生活产生着影响
。

因此
,

正是过去各个 时

期的这些三国文化现象载体和应用合二为一的

形式
,

象一个个相扣的环练
,

组成了我们今天看

到的形式多样
、

内函丰富
、

特色独具
、

魅力 巨大

的三国文化
。

三国文化的形式多样
,

内涵丰富
,

其构成的

支系统和层面的具体 内容是什么
,

这是一个十

分复杂的问题
,

需要作深人的专题研 究
。

因不

是本文阐述的内容
,

不赘述
。

三国文化在形成

的漫长历程中
,

积淀着晋唐以来各类人们的历

史观
、

伦理观和价值观
,

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宝

库
。

这是它在形式上和 内涵 中最 有特色的部

分
。

过去
,

人们对三 国文化的运用有主动和被

动
、

自觉和不 自觉之分
,

而主动和 自觉地运用三

国文化最多的
,

大概也是其中的忠义道德观和

丰富的斗争谋略
。

关于这方面的事例也最多
。

清人刘蛮的《五石瓤 》载
: “
张献忠之狡也

,

日使人说《三国 》
、

《水浒 》诸书
,

凡埋伏攻袭咸效

之
。 ”

清人张德坚在《贼情汇纂 》 中说
: “
贼之诡

计
,

果何所依据 ? 盖由二三黯贼
,

采稗官野史 中

军情
,

仿而行之
,

往往有效
,

遂宝为不传之秘诀
。

其取裁《三国演义 》
、

《水浒 》为尤多
。 ”

清代前期
,

统治者运用三国谋略最为典型
。

“

本 朝未 人关 之 先
,

以 翻译 《三 国演 义 》为兵

略
” 。

困魏源在《圣武记 》中说
: “

顺治七 年
,

翻译

《三 国演义 》告成
,

大学士范文程等赏靴马银币
。

又闻额勒登保
,

初 以侍卫从超勇公海兰察帐下
,

每战辄陷阵
。

海公 曰 : `

尔将才可造
,

须略识古

兵法
。 ’

以翻译《三国演义 》授之
,

卒为经略
,

荡平

三省教匪
。

是国朝满洲武将不识 汉文者
,

类多

得力于此
。

且罗贯中大半引 申于陈寿
,

非尽凿

空 ;故朝廷开局
,

译为官书
,

以资教胃
。 ”

关于三国文化的谋略在明清 时代的运用
,

近人黄人在《小说小话 》中作 了较全面 的介绍
。

他说
: “

小说感兴社会之效果
,

殆莫过于《三国演

义 》一书矣
。

异姓联昆弟之好
,

辄 曰
`

桃 园
’ ;
帷

幌侈运用之才
,

动言
`

诸葛
’ 。

此犹影响之小焉

者也
。

太宗之克袁崇焕
,

即公瑾赚蒋干之故智
。

海兰察 目不知书
,

而所向无敌
,

动合兵法
,

而 自

言得力 于译本 《三 国演义 势
。

左 良玉之举兵南

下
,

则柳麻子授衣带诏故事怂恿成之也
。

李定

国与孙可望
,

同为张献忠义子
,

其初脍肝越货
,

所过皆屠戮
,

与可望 无殊 焉
。

说 书人金 光
,

以

《三 国演义 》中诸葛
、

关
、

张之忠义相激动
,

遂蟠

然束身归明
,

尽忠永历
,

力与可望抗
,

累建殊勋
,

使兴朝连残名王
,

屡催劲旅
,

日落虞渊
,

鲁戈独

奋
,

为明代三百年忠臣功 臣之殿
,

即与瞿
、

何二

公鼎峙
,

亦无愧色
,

不可谓非演义之力焉
。

张献

忠
、

李 自成
、

及近世张格尔
、

洪秀全等
,

初起众皆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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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
,

羌无纪律
。

其后攻城略地
,

伏险设防
,

渐

有机智
,

遂成滔天巨寇
。

闻其皆以 《三国演义 》

中战案
,

为帐内唯一之秘本
。

则此书不特为紫

阳《纲 目 》张一帜
,

且有通俗伦理学
、

实验战术学

之价值也
。 ”

黄文中提及 的人物
,

太宗即清朝创立者皇

太极
,

海兰察是清朝的大将
,

袁崇焕
、

左 良玉为

明末大将
,

张献忠
、

李 自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首

领
,

张格尔
、

洪秀全是清代的造反领袖
,

李定 国

初为造反头 目
,

后归顺明朝
。

如此众多人物 的

生动事例说明
,

三四百年前
,

三国谋略已被广泛

运用
,

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

三国文化 中忠义伦理 观较典型 的形 式是
“

桃园结义
” 。

结义故事最早 出现于宋代话 本
,

经元代戏曲而完善
。

作为时代 的产物
,

它 的产

生有着历史原因
。

宋代时商业繁荣
,

城市发达
,

农村人 口不 断涌人城市
,

市民阶级空前壮 大
。

只身到城市谋生的农 民
,

在闯荡江湖中深感朋

友相助的必要
。

当时虽有行会
,

然而等级森严
,

他们渴望有亲如兄弟的朋 友
。

话本和杂剧
,

是

当时为适应市 民情趣
,

表达市 民情感而兴起 的

文艺形式
。

市 民反感社会上的不平等
,

渴求行

侠仗义的朋友
,

希望人人亲如兄弟
。

在这样 的

历史背景下
,

刘
、

关
、

张三个出身贫寒的市民
,

在

报国安民
、

打江山中
“

恩若兄弟
”

的史实
,

经艺术

加工成了
“

桃 园结义
”

的故事
。

从此
,

结义 故事

便成为体现三国文化忠义道德观的一种形式
,

很快就为社会广泛应用
,

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前面引文所说到 的
,

社会上异姓联 昆弟之

好
,

辄曰
“

桃园
” 。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

系 》一文 中说
: “
今我国民绿林豪杰

,

遍地皆是
,

日 日有桃 园之拜
,

处处为梁山之盟… … ”

刘关张

结义后
“
名为君臣

,

情同手足
” ,

肝胆相照
,

祸福

与共的忠义成为了人们 的楷模
,

后人纷纷仿效
。

以结义的形式相互帮助
,

谋生计
,

闯江湖
,

图发

展
。

不仅下层社会的平民用结义的形式
,

团结

互助
,

上层社会因政治斗争的需要
,

也使用
“

结

义
”

手段
。

据清代《缺名笔记 》记载
: “

本朝羁糜

蒙古
,

实是利用 《三国志 》一书
。

当始祖之未人

关也
,

先征服 内蒙古诸部
,

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

弟
,

引《三国志 》桃园结义事为例
,

满洲 自认为刘

备
,

而以蒙古 为关羽
。 ’

,7[ 口努尔哈赤为了控 制蒙

古人
,

使之忠心归附
,

以便 自己放手南下
,

运用

了
“

结义
”
的形式

。

据说
,

蒋介石也 曾采用金兰

结义的形式
,

和冯玉祥
、

阎锡 山等人换 帖
,

结为

兄弟
,

以笼络地方军阀
。

在海外华人中
,

三 国文化忠 义道德 观的应

用更为突出
。

近一两百年来
,

华人漂泊 到异 国

他乡
,

举 目无亲
,

为求生存
,

求发展
,

相互间更需

要真诚 团结和救助
。 “
桃园结义

”
和

“

古城会
”
所

体现的刘
、

关
、

张
、

赵四人的忠义仁勇
、

讲义气和

重情谊 的精神
,

成 了他们追求和向往 的样 板
。

于是
,

他们仿效三国故事
,

成立
“

刘关张赵古城

会
” 、 “

古城会馆
” 、 “

刘 氏宗亲会
” 、 “

关 氏公会
” 、

“

赵氏公会
” 、 “

龙岗亲义会
”

等社团
,

联络同姓侨

胞
, “

本着四贤 (即刘关张赵 ) 忠义仁 勇的精神
,

讲义气
,

重情谊
,

团结互 助
,

同心协力
,

共图兴

盛
” 。

阁 据不 完全统计
,

目前
,

这类华人 社团有

14 0 多个
,

编布世界 各地
,

有 的已 有上 百年历

史 ;
参加人数多达 30 0 多万

,

为海外华人总数的

七分之一
。

图 可以说凡是有华人居住 的国家 和

地区
,

就有这类
“

三国
”

社团组织
。

三国文化广泛应用于各个历史时期
,

已是

不争的事实
。

因为它的很多表现形式 和现象
,

是应时代的需求而产生 的
; 产生后 又反过来影

响社会
,

被人们所应用
。

如关公文化现象
,

对社

会产生的影响和被人们所应用的事例至今随处

可见
。

不过
,

历史上各时期对三国文化的应用
,

还没有进人应用研究这一领域
。

社会科学领域 内的应用研究
,

是一个与纯

学术研究或称本体研究相区别的的概念
。

应用

研究的 目的和成果
,

都 着眼于应用
,

服务 于当

前
。

我国关于三国文化 的应用研究
,

是十几年

前才开始的
。

改革开放后
,

由于社会政治和经

济发展 的需求
,

三国文化本身又提供 了很多可

借鉴
、

可利用的东西
,

于是
,

不少学者纷纷从新

的视角
,

或开会探讨
,

或撰 文著书
,

就三国文化

与领导艺术
、

与企业 管理
、

与识人用 人
,

与现代

商战
、

与为人处世等方面进行研究
,

从中提出很

多可供今人借鉴的经验教训
; 同时还大量 引证

举例
,

以古今中外军事和经济斗争 中成功或失

败的事件来评说印证
,

希望人们获得启迪受 到

教益
。

关 于三国文化应用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开过

如下几次
。

1 98 6 年 12 月 4一 7 日
,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

作为发起单位之一
,

在广州 召开了
“

传统文化与

现代管理研讨会
” 。

这是首次从应用角度研究

《三国演义 》的专题讨论会
,

会议就在现代企业
、

单位管理中
,

如何借鉴应用《孙子兵法 》
、

《三国演

义 》等古典名著中的智慧和谋略进行了研讨
。

19 8 8 年 5 月 1 9 ~ 2 4 日
,

在海 口 市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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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国第五届 《三 国演义 》学术讨论会

”
上

,

关于

《三国演义 》的应用研究
,

正式列为会议讨论的

主题之一
。

这说明
,

三国文化的应用研究
,

已受

到广大学者的高度重视
。

19 9 5 年 5 月 4一 8 日
,

在合肥召开 T
“

三 国

谋略与现代商战学术研讨会
” 。

会议由中华工

商时报社
、

合肥星光形象设计中心等单位主办
。

主办者提 出的主题 十分明确
,

即
: “

探讨三国谋

略
,

服务现代企业
,

参与市场竞争
,

推动经济发

展
” ;要达到的 目的是

: “
通过这次研讨会

,

推动

《三国演义 》的研究进一步深人
,

使 闪烁着历史

智慧和古代文明的三国谋略
,

与现代经济密切

结合
,

发挥其指导
、

策划的借鉴作用
。 ”
这是一次

关于三 国文化应用研究的专题讨论会
,

尽管规

模不 大
,

但充分显示 了三国文化应用研究的勃

勃活力
。

关 于三 国文化应用研究的论著也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

由于论文散见于各种报刊
,

收集较难
,

本文仅就专著加以评介
。

武侯祠博物馆资料室和我手边收存的三国

文化应用研究专著共有 50 多部
。

当然这是不

完全的统计数
。

第一部出版于 1 9 8 6 年
,

最后几

部是今年出版的
,

时间跨度有 16 年
。

粗略地浏

览这些专著
,

可发现有如下特点
。

在这 50 多部

专著中
,

以《三国演义 》为研究对象的居多
,

约占

五分之四
。

而从三 国史角 度研究的则较少
; 以

剖析
、

研究
“
三国

”

谋略
、

智 慧的居多
,

约 占总数

的二分之一强
,

而谈论其它方面问题的则显得

少
。

多数专著都附有作者简介或在
“

前言
” 、 “
后

记
”

中介绍 了作者的情况
,

由此我们得知
,

这些

专著有的是由三国文化研究家编著 的
,

有的则

不是 由三国文化学者所撰
,

有 的则为三 国文化

研究者与企业家合著而成
,

作者的身份呈现多

样性
,

且多数不是从事三 国文化的研究者
。

这

是从书目和作者就可以看出的目前三国文化应

用研究存在的现象和特色
。

从 内容看
,

三国文化应用研究专著在写法

上主要可分三类
。

一是提取
“
三 国

”

谋 略
,

加 以

分析并引证
; 二是提取三 国历史

`

经验
、

教训
,

加

以分析并引证
;三是改变三国人物传记的写法

,

在阐述诸葛亮
、

曹操等人的生平或分析其事迹

时
,

提取经验
、

教训
,

为今人服务
。

下面分类介

绍几本有关专著
,

以窥一斑
。

剖析谋略类
。

《说三国 话权谋 》一书是 目

前最早出版的三 国文化应用研究专书
。

该书初

版后 多次重 印
,

发行 量达 数 十万册
。

全 书 由

1 13 篇各 自独立的短文组成
。

作者在
“
前言

”
中

说
:

每篇
“

抓住《三国演义 》中所描写的一个个斗

智斗谋的故事
,

从不同角度分别进行了具体的

评说
” 。

文章均
“

采取札记
、

随笔
、

纵横谈兵的形

式
,

从研究谋略故事着手
,

事理结合
,

夹叙夹议
,

力求给读者思维上 的一些启迪
” 。

其篇名如
:

“
张飞的反伏击作战

” 、 “

蒋干盗书与反间计
”

等
。

“
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

”
一书出版也较早

,

有
“

战

略篇
” 、 “
较量篇

” 、 “

伐交篇
” 、 “
人才篇

” 、 “

素质

篇
”

等 5 篇
,

共 35 章
。

每章都有副标题
,

有的章

下还有小节
。

如 34 章
, “

好谋无断酿 悲剧—高层次的管理者需要具备决断能力
“ ,

内容是先

讲《三国演义 》中的有关故事
,

然后引证中外企

业家决断成功的例子
。

总结历史经验类
。

例如《三国用人艺术 》一

书
,

由 7 4 篇短文组成
,

每篇文章两千多字
,

多数

文章后 附有资料引 自《三 国志 》某传
。

作者在
“
后记

”
中说

: “

三国创立者的用人和三国人才作

用发挥的历史事实
,

对我们今天
,

实有可借鉴的

意义
。 ” “

序
”

中称
,

该书
“

专门而又系统地从三国

史料中挖掘出某些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材

料
,

结合现实用人上 的利弊得失
,

一事一议
,

有

的放矢地发表见解
” 。

篇名如
“

博大的胸怀 恢

宏的气度— 谈 曹操用人
” 、 “

哭 刘封说 内耗
”

等
,

都是先述史实
、

故事
,

而后发表议论
。

《三国

兴衰谈 》一 书
,

5 章 73 节
,

章 名 为
“
君 臣 友谊

篇
” 、 “

君臣组合篇
” 、 “

谋臣人才篇
” 、 “

谋臣决策

篇
” 、 “

谋臣纳谏篇
”
等

。

作者在
“
概论

”
中称

,

该

书
“
主要依据历史典籍

,

另辟蹊径
,

从三国君 臣

关系探寻三国的兴衰
” ; 目的是

“

探讨三国文化

的思想结晶
,

论述三国时谋臣
、

将相和君主的相

互关系
、

作用
,

从而概括他们事业成功的历史经

验
” 。

如
“

谋臣决策篇
”
一章

,

有
“

决策的时间
、

时

机观
” 、 “
审时度 势灵活决策

” 、 “

决策与思维随

笔
”

等小节
。

该书议论夹于叙事之中
,

评论少
,

无引论
。

关于人物传记写法的改变
,

可分三种形式
。

一种仍按传统的人物生平事迹时序
,

形成章节
,

在每章节讲述人物事迹的同时
,

加以评论或引

证说明
,

以古鉴今
。

第二种则不按人物的生平

时序
,

而是根据全书主题的需要来安排人物的

事迹和故事
,

形成章节
,

加 以点评和旁征博引
,

给人以更深刻的理性认识
。

第三种可以说是人

物传记 的
“

另类
” 。

它不写人物 的生平
,

只从其

事迹 中提取人物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
,

达到

更好地发挥三国文化应用功能的 目的
。

第一种人物 传记有 《制胜必鉴 》
、

《卧龙辅

霸 》等书
。

第二种有 《曹操 来雄人生 》
、

《诸葛亮

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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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圣人生 》等书
。

如《智圣人生 》一书共 9 章
,

第

一章
“

高瞻远瞩 逐鹿中原
” ,

共 10 节
,

从隆 中

对策到北伐中原
,

概述诸葛亮的一生
,

余下 8 章

则从各方面阐述诸葛亮的 品格
、

修养
、

能力
、

智

慧
、

业绩及成功奥秘
,

并不时加以评点
。

第三种

形式的书有 《曹操争霸 的九九 方略 》
、

《变脸高

手
:

曹操的争霸学 》
、

《谋略高手
:

诸葛亮 的驭心

经 》
、

《厚黑高手
:

刘备的登龙术 》等
。

如《谋略高

手 》一书共四篇 81 小节
。

篇名是
: “

运筹帷幌之

中 决胜千里之外— 诸葛亮的军事韬略与现

代领导决策
” 、 “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诸葛

亮 的为政之道
,

为官者鉴
” 、 “

慧眼冰鉴 广纳博

容— 诸葛亮的识人
、

用人之法与现代商战
” 、

“

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
诸葛亮 的品性修养

与人格魅力
” 。

每篇前有提要
,

每小节开始有诸

葛亮故事介绍
,

然后是评论
、

引证等
。

近十几年的三 国文化应用专著数量多
,

类

别齐全
,

写法丰富
,

是前有未有的
。

这一大批专

著
,

把三国文化的应用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

形

成三国文化在当前的一大特色
。

四

三国文化应用研究专著在近十几年里大量

出现
,

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

是新时代人

们的要求
。

我 国在改革开放后
,

计划经济逐 步

转人市场经济
,

现代领导艺术
、

经营管理科学 日

益受到重视
。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

市场竞争
,

人才争夺
,

都十分激烈
。

商场如战场
,

商战即战

争
,

优胜劣汰
,

适者生存
。

这就需要行政领 导
、

企业家
、

商家
,

以及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转变观

念 ; 同时
,

现代商战也给人们 提供 了展示才干
、

体现 自我的机会和舞台
。

于是
,

人们开始一方

面学习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理论
、

方法
、

技巧和

经验
,

武装 自己 ; 一方面把眼光投 向历史
,

从 中

吸取制胜的经验教训
。

三国文化有着丰富的内

涵
,

可以为今天身处市场经济大环境 中的人们

提供很多可资借鉴 的东西
。

需要 和可能的结

合
,

三 国文化应用专著便应运而生
。

很多三国文化应用专著都明确表示是应时

代之需
,

以助人成功为宗 旨
。

《三国演义与经营

谋略》一书的
“

序
”

说
: “

由于经济领域里的竞争

与军事斗争在某种意义上的共通性
,

身处现代

企业的管理者
,

特别是企业经营的决策者
,

完全

可 以从《三国演义 》中汲取智慧的营养
,

借用谋

略 的武器
,

启迪制胜的思路
。 ” 《为人处世与 <三

国演义 ))) 一书的
“

前言
”

说
: “

看三国之要领盖在

于此
:

看别人 为人处世
,

找 自己人生准则
。

这便

是此书的宗 旨
。 ” 《 谋略高手— 诸 葛亮 的驭心

经 》一书在封底上写着
: “

本书的宗旨是
:

带给你

急需的人生智慧
,

助你在人生舞 台上充分展示

自我 ;熟读本书
,

叱咤风云
,

摘星揽月
,

并非遥不

可及 ;
智谋在手

,

走遍神州
。 ” 《三国智慧今用 》一

书在封底 印有赫然几个大字
,

称该书是
“

做人
、

处世
、

创业的实用成功学
” 。

三国文化应用研究专著从经营谋略
、

经营

管理
、

市场竞争
、

人才竞争
、

现代公关
、

策 划决

策 、领导艺术
、

用人艺术
、

为人处世
、

人才成功等

方面多角度地把三 国文化中那些对今天政治
、

经济
、

社会生活有用的东西挑选出来
,

加以整理

和系统化
,

赋予新的释义
,

使研究贴近现实
,

服

务于身处经济大潮中的领导干部
、

企业家
、

商家

和各行各业的人们
,

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
。

尽

管
,

目前还没有看到因应用三国文化精华而成

功 的人士涌现出来
,

但它的潜移默化作用则是

长远 的
,

三国文化在不少领域或地方产生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则是有 目共睹的
。

三国文化的应用研究方兴未艾
,

形势喜人
,

但也存在某些不足
。

从 出版的专著看
,

有的不

够严谨
,

如评论人物时将史 书资料与小说虚构

情节混为一谈 ; 有的科学性不足
,

如将诸葛亮 出

生地
、

赤壁之战发生地的今地误注
; 有的在分析

举例 中牵强附会
、

生搬硬套
,

如把
“
欲擒故纵

”

用

于教人故作姿态 以换取姑娘欢心等
。

当然
,

三

国文化应用研究 的主流是好的
。

新时期的人们有着新的需求
,

这为三国文

化的应用研究提供了机会和舞台
。

如何使研究

更好地贴近社会现实
,

以有价值的成果
,

为经济

发展
、

个人成才服务
,

仍然是我们三国文化研究

者需要努力去做的一项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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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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