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论中国的“三国热”

谭良啸

一 、三国故事流传的过去
在中国 ,三国故事的流传在唐 、宋时代就已经十分广泛了。那时 ,在市井的说书艺人中 ,有

讲述历史故事的 ,“说三分”(即讲述三国历史故事)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目 。唐代史学家刘

知几说 ,三国故事“得之于行路 ,传之于众口” ;诗人李商隐的《骄儿诗》中有“或谑张飞胡 ,或笑

邓艾吃” 。这些记载大概就是当时三国故事流传的写实和产生的效果。宋代出现了以“说三

分”闻名于世的艺人霍四究 ,因而民间听说三国故事就更普遍了 。宋代文豪苏轼在《志林》书中

记载说:“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 ,其家所厌苦 ,辄与钱 ,令聚坐听说古话 。至说三国事 ,闻

刘玄德败 ,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 ,即喜唱快 。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 ,百世不斩 。”家长被小孩

的打打闹闹搞得苦恼时 ,就给几文铜钱 ,叫他们去村头巷尾听说三国故事;那时的人们 ,就有了

尊刘贬曹的情绪 。宋代说唱三国故事的传统一直沿袭至今 ,并且已演变成评书 、弹词 、评弹等

多种曲艺形式。

在说书艺术盛行的同时 ,宋 、元时代的舞台也大量搬演三国故事 ,如皮影戏 、傀儡戏 、南戏 、

院本等 。据近代人傅惜华著录的《元代杂剧全目》所载 ,尚存的三国剧目有 43 种。到了近代 ,

三国剧目在各种地方剧种中都占有很大比例 ,有“演不完的三(国),(东周)列国(戏)”之说 。目

前在京剧中 ,三国戏就有 153出 。戏曲始终是传播 三国故事非常重要的形式 。

元末明初之际的罗贯中 , “据正史 ,采小说” ,编著成《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 。他基本上依

据陈寿的正史《三国志》编写 ,同时又从说书和戏曲中汲取了大量的民间三国故事 ,使该书成为

一本正规的历史小说 ,既为下层民众所喜闻乐见 ,又能为知识分子阶层所接受。小说《三国志

通俗演义》的成功描写和广泛影响 ,把三国故事的传播推向了一个更广阔的新阶段。

追溯三国故事传播的历史 ,我们看到 ,在过去的中国 ,人们是通过多种渠道来获取三国故

事信息的。例如 ,有人是读小说 ,有人是看戏 ,有人是听说故事 ,有人则是通过求神到了关公

庙 ,等等。正是这种多渠道的传播 ,三国故事历久不衰 ,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 ,在中国形成以《三

国志演义》为中心的全民的文化现象。

二 、“三国热”的表现
三国故事在中国民众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并不意味着形成了某种热潮 ,而只能说

是“三国热”形成的基础。在中国 ,形成“三国热”是近十年的事 ,而且是与快速发展的经济切相

关的。也就是说“三国热”的出现 ,是以经济的发达和国民的富裕为动力的 。中国“三国热”在

形成的过程中 ,表现出多彩纷呈的形式 ,对此我们分类加以简要介绍 。

第一 ,学术团体与活动。这一部分我们分学术组织及其学术活动两方面来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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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国的研究 ,有史学和文学之分 ,即三国历史与小说《三国志演义》的区别。各大学和

各省的社会科学院 ,三国的研究分别纳入历史系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和文学研究所的明 、清

文学研究室 ,一般未设独立的研究机构 ,唯有原四川大学的历史系 ,成立了三国史研究中心 。

此外 ,全国成立有不少社会群众学术组织 ,称之为“学会”或“研究会” 。

目前 ,在文学这方面 ,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有“中国《三国演义》学会” ,省一级的有湖北省和

四川省的《三国演义》学会 ,其余地方性的还有四川省绵阳市 、广元市 、梓潼县 ,江苏省镇江市 、

邳州市 、浙江省富阳县等地方的《三国演义》学会 。在史学方面 ,全国性的学术组织有“中国魏

晋南北朝史学会” ,地方性的有江苏省的“六朝史学研究会” 。在三国人物方面 ,1983年成都市

成立了诸葛亮研究会 ,其后湖北襄樊市 、河南省南阳市 、山东省临沂市 、浙江省兰溪市也相继成

立了诸葛亮研究会 ,四川省南充市的陈寿研究会 ,山西省清徐县的罗贯中研究会 ,甘肃天水市

的三国文化研究会等 。

各学会和研究会都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其中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开会最

多 ,自 1984年成立以来 ,已在有关三国故地召开过 11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 ,每次都有上百

名会员参加;第 11次研究会于 97年 11月在陕西汉中召开 ,来自全国 20个省市的 100余名学

者 ,还有日本 、韩国的学者莅会 。此外 ,还举行过“《三国演义》与现代管理研讨会” 、“《三国演

义》版本讨论会” 、“三国文化与企业策划研讨会” 、“95三国谋略与现代商战学术研讨会”等 。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自 1984年成立以来 ,已召开过五届年会 ,第五届年会于 1995年 9

月在湖北襄樊召开 ,上百名中国学者与 20多位日本 、韩国学者莅会。

地方性研究会中 ,诸葛亮研究会最为活跃 ,自 1983年以来 ,分别在四川省成都市 、陕西省

汉中市 、湖北省襄樊市 、山东省临沂市 、浙江省兰溪市 、甘肃省天水市等地召开了 10次全国性

的学术讨论会。

各学会在开会时 ,不时邀请有海外和外国的学者参加。同时 ,还积极与政府有关部门联

合 ,举办三国的国际学术研究会 。1985年 ,成都旅游部门与诸葛亮研究会共同举办“首届诸葛

亮与三国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1年 ,四川省友协 、旅游部门与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共同举办

“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 。应邀参加这些学术会的有日本 、韩国 、泰国 、美国 、英国 、法国 、前苏

联 、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汉学家 。

各级学会在定期召开学术讨论会的同时 ,还出版会刊 ,或者将每次研讨会的成果汇集成论

文集出版 。目前 ,主要编辑出版了《三国演义研究集》、《三国演义论文集》、《三国演义与中国传

统文化》 、《三国演义与荆州》 、《三国演义学刊》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通

讯》 、《诸葛亮研究》、《诸葛亮与三国文化》 、《诸葛亮及其后裔研究》等 。仅诸葛亮研究会就出版

了7部论文集 ,还有 1部在编辑中 。

第二 ,论著与通俗读物。在1983年以前 ,关于三国的研究论著无论在史学或文学方面 ,都

少得可怜 ,以后情况就大为改观。目前 ,有各类文章数千篇 、书籍数百种。仅以个人统计 ,我就

写有各种文章一百多篇 、编著书籍十多本 。下面 ,仅就本体研究(即对三国史和《三国演义》的

研究)、应用研究 、通俗读物 、刊物专栏等几类略作简要介绍 。

关于三国研究方面的文章之多 ,不胜枚举 ,这里主要介绍著作。本体研究方面 ,主要有《三

国演义校理本》 、《三国演义校注本》 、《三国演义考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 、《三国演义艺术欣

赏》 、《三国演义辞典》 、《三国志选注》 、《三国志今译》 、《三国志辞典》 。应用研究类主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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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演义与市场竞争》 、《三国演义与经营管理》 、《三国演义与企业领导谋略》 、《三国演义与用人

艺术》 、《三国演义与现代商战》 、《为人处事与三国演义》 、《三国谋略精粹》 、《说三国 、话权谋》

等。人物研究有:《三曹年谱》 、《曹植集校注》 、《曹操集注》 、《乱世英杰 ———曹操传》、《诸葛亮文

译注》 、《诸葛亮传》、《诸葛亮形象史研究》 、《卧龙辅霸———诸葛亮成功之谜》等。普及类有:《白

话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改写本》 、《绘画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连环画》 、《三国故事新编》 、

《三国史故事》、《三国史话》 、《漫话三国》 、《三国人物故事》 、《三国人物传奇》等。此外 ,还有《三

国演义悬案》 、《诸葛亮之谜 100例》 、《真真假假话三国》等趣味性的普及书籍问世。

关于三国论文的发表散见在各地数百种刊物上 。有的省和大学的刊物辟有专栏 ,如四川

省的《社会科学研究》双月刊 、《天府新论》双月刊辟有“《三国演义》研究”专栏。江苏省的《明清

小说研究》季刊 ,辟有“《三国演义》和罗贯中研究”专栏 。河南省许昌师范专科学校的学报 、四

川省成都大学的学报 、海南省海南大学的学报等刊物 ,也都辟有关于三国研究的专栏 。

第三 ,人文景观 。有关三国的名胜古迹之多 ,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没有哪一个朝代

能与之相比。三国名胜古迹分布在四川 、云南 、贵州 、陕西 、甘肃 、山西 、河北 、河南 、山东 、安徽 、

江苏 、浙江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等 16个省市 ,有 300多处 ,可观赏的都上百处 ,国家级文物

保护单位有 5处。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 ,不少地区为了提高知名度 ,树立地方的文化形象 ,增

加旅游资源和民众的游乐观赏地 ,都纷纷致力于开发三国人文景观。他们一方面恢复 、重建一

些三国古迹 ,另一面则规划新建三国人文景观 。

各地恢复 、重建的三国古迹主要有:河北涿州市的“三义宫” ,四川省南充市的陈寿万卷楼 ,

湖北省蒲圻县的“赤壁古战场风景区” ,湖北省襄樊市的“隆中三顾茅庐景区”和“三国故事景

区”等 。这些都是比较大的工程。例如 ,重建的陈寿万卷楼 ,建筑形式仿汉代风格 ,依山顺势而

建 ,包括两座楼阁 ,建筑总面积为 2.65万平方米 ,是一组包括廊轩的建筑群 ,已于 1993年完

工 ,楼阁内的陈列展出包括陈寿生平 、《三国志》的影响及各种三国文化现象等。

正在规划 、兴建的三国人文景观主要有:四川省绵阳市的“三国蜀汉旅游城” 、湖北省荆州

的“三国公园” 、江苏省镇江市的“三国旅游城” 、河南省许昌市的“三国城” 、河北省涿州市的

“《三国演义》拍摄基地———汉城” 、江苏省无锡市的“三国城”等。这些新建的三国景观多数还

在筹划中 ,只有少数修好对外开放 。目前 ,无锡的“三国城”已吸引了众多游客。

无锡“三国城”位于市区西南郊的太湖之滨 ,占地 35公顷 ,建筑面积达 85000平方米 ,主要

有吴王宫 、甘露寺 、曹营水寨 、曹操点将台 、吴营水寨 、周瑜点将台 、七星坛 、峰火台 、辕门等 10

个大型景点。湖南上还有望江敌楼 、曹操和孙权的大型战船。其中曹操的官船长 40米 、宽 20

米 、高 40米 ,有三层望楼 。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在这里拍摄了“舌战群儒” 、“刘备招

亲” 、“借东风” 、“草船借箭” 、“火烧赤壁” 、“横槊赋诗”等重头戏。

第四 ,艺术品与工艺纪念品 。以三国故事和人物为题材的艺术品 ,从古至今都有 ,而工艺

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大量出现则是近十年的事 。

以三国故事和人物为题材的艺术品主要是绘画 、书法和雕刻作品。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

“关羽像” ,宋代名将岳飞书的《出师表》都是闻名于世的 。近年来这类作品可以说是成千上万 ,

其中最轰动的是广州赵欣先生的书法作品《三国演义》 。赵先生用了十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书写

这一作品 ,全卷长 2700米 ,宽0.35米 ,被称为“中华百绝”中的第一绝。1991年 3月 ,美国《吉

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将此画卷收入 ,称为“世界之最” 。成都市的李锦万先生 ,硬笔书法《三国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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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长卷作品 ,写在 130×66厘米的宣纸上 ,历时四年完成 ,蔚为壮观 。

由于国内外旅游业的兴盛和三国名胜的恢复重建 ,关于三国的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在全

国各地的三国名胜地都有出售 ,无法精确统计 。主要类别有:关于三国人物的剪纸 、泥塑人物 、

扑克牌 、脸谱 、书签 、文化衫 、手绢 、徽章等 ,还有《三国演义》的邮票 、孔明锁 、木雕肖像等 ,名目

品种繁多 。

第五 ,影视文艺作品 。时代的时步 ,科技的发展 ,使电视 、电影 、无线电广播成为大众传播

媒介中最有力的手段 。三国故事的传播也自然采用了这些传播工具 。

影视界近年来传播三国故事的主要有:湖北电视台的 14售连续剧《诸葛亮》和 8集连续剧

《貂蝉》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华佗与曹操》 ,山西电影制片厂的《大将关羽》 ,河北电视台的 4集

电视片《桃园结义》 ,上海华夏影业公司的 14集电视片《三国梦》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电影 、电

视剧 、广播剧《三国演义》 ,它们被称为影视界关于三国故事的“三大工程”。

广播连续剧《三国演义》最先问世。该剧由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用立体声录制 ,共 108集 。

1983年开始播出 ,每集 30分钟 ,至 1994年播完 ,收听率相当高 ,听众反映良好。

电影《三国演义》是由上海华夏影业公司从 1983年开始筹划的 ,共 10部 ,均聘请全国名编

剧 、名导演来从事这一工作。由于耗资太大 ,虽然已召集编导开过会 ,有的剧本也写出 ,不过目

前仍然只是计划 ,未能实施。这 10部影片的片名初步定为:1 、董卓之乱;2 、兄弟之情;3 、官渡

之战;4 、危难岁月;5 、火烧赤壁;6 、孙刘联姻;7 、关公走麦城;8 、火烧连营;9 、六出祁山;10 、千秋

功罪 。

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连续剧《三国演义》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该剧从编剧到录制历时 3年 ,

共84集 ,每集 50分钟 ,耗资人民币上亿元。在中央电视台每晚的黄金时段播出后 ,产生了巨

大的反响。据统计有的城市收视率达 70%,最低的也有 20%以上 ,可以说是《三国演义》故事

的一次大普及。在播出的那段时间里 ,成都武侯祠的游人也比往年同期大大增加。

与此同时 ,中央电视台又配合《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的播出 ,制作了《纵横三国》 、《三国故

地行》 、《古今三国》等电视片穿插播放 ,各地的报刊杂志也纷纷刊登各种三国故事的文章加以

配合;有的地方还邀请“三国剧组”去作文艺表演 ,举办文艺晚会 。那段时间 ,三国成了街头巷

尾大众的话题。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播放 ,把中国的“三国热”推向了顶峰。

中国“三国热”的形成约经历 10年的过程 ,它表现出的形式是多方面的 ,除了传统的戏曲 、

评书 、故事会等外 ,既有高深的三国文化研究 ,又有普及性的少儿读物 。有名胜古迹供游览 ,有

电影 、电视供观赏。雅的 、俗的 ,古老的 、现代的 ,多种“三国热”的形式 ,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

种立体交叉的状态 ,而且经久不衰 。

三 、“三国热”形成的原因 、意义和影响
“三国热”能够形成的原因 ,首先是三国故事十分吸引人 。为什么三国故事有魅力 ? 鲁迅

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变迁》中说:“因为三国底事情 ,不像五代那样纷乱 ,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

恰是不简不繁 ,适于做小说。而且三国底英雄 ,智术勇武 ,非常动人 ,所以人人都喜欢取来做小

说的材料 。再有裴松之注《三国志》 ,甚为详细 ,也足以引起人之注意三国的事情” 。他认为 ,三

国事件的冲突繁简适中 ,三国英雄智勇争斗的故事动人 ,裴松之注《三国志》的材料使史料更为

充实 、立体 ,这三点是三国史故事吸引人的原因。

其次 ,是三国故事在流传过程中 ,内涵逐渐丰富 ,具有了深广的文化价值 。各朝各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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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三国故事时 ,把自己的思想意识 、政治伦理观 、历史评价标准 、人生价值取向等 ,统统融

入到里面去了。三国人物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沉 ,也已经超越了历史人物本身的意义 ,成为了后

人崇拜的对象。例如 ,刘备的仁德大度 ,关羽的凛然忠义 ,张飞的直率果敢 ,赵云的智勇双全 ,

黄忠的老当益壮 ,都已经部分脱离了历史的真实 ,而成为人们理想的英雄人物的象征 。尤其是

蜀汉丞相诸葛亮 ,他不仅被视为贤相的典范 ,而且被当作智慧的化身 。诸葛亮一生体现的宁静

淡泊的情操 ,忠勤廉洁的作用 ,神机妙算的智慧 ,为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 ,都集中反映了中

华民族传统的美德。

最后 ,“三国热”的形成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是社会繁荣安定的反映 。没有高速发展

的经济和国民生活的富庶 ,是难以形成“三国热”这种全民的文化现象的。有的地区为了经济

建设和丰富旅游文化的需要 ,积极开展三国文化资源;有的则拨出经费 ,举办关于三国的学术

讨论会。有的企业要求人人阅读三国书籍 ,研究三国谋略 ,以求得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谋图发

展。正是这种方方面面 、上上下下的一致需求 ,推动了“三国热”的形成。

“三国热”的本质是一种文化热 。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不仅使三国故事在现代社会得到

一次最大范围的普及 ,而且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三国故事和人物

集伦理道德 、智慧谋略 、军事知识之大成 ,在现代社会仍然显示出无穷的魅力和永久的价值。

在当前的中国 ,一些年轻人受欧美价值观的影响 ,对人个欲望采取放纵态度 ,为满足一己

之私利而不择手段 ,置道德 、法律 、国家和集体利益而不顾 ,以致损害他人 ,危害社会。而三国

英雄人们所体现的重义轻利 、尊公轻私的价值观 ,可以注入现代社会的新鲜内容 ,把个人的权

利与义务 ,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一起来 ,作为对国民的高层次要求 ,用来扼制种种见利忘义

的歪风邪气。三国英雄人物所体现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 ,包含了有重责任 、讲义务 、积极有

为 、自强不息 、提倡立德立功等内容 。这些内容对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 ,补偏救弊 ,振兴民族精

神都有积极意义 。

“三国热”作为一种文化载体 ,它在体现传统文化的同时 ,又反过来对今天的中国文化产生

影响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是持续而深远的。

(上接 71页)
“外语”教学以外的东西 , 有人甚至把它看作是“不务

正业”的外语学生干的傻事儿。笔者就曾亲眼见到一

个外语系专业教师责骂学生说:“太不像话了 , 上晚自

习竟然看的是中文书。”你看 ,专业外语教师竟把看中

文书当成了邪门歪道 , 又怎能指望学生通过广泛的传

统文化获得“强烈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广泛的人文社

会科学知识”呢?

笔者从成人外语教学中了解到 , 近年来大多数外

语院校毕业生的传统文化素质 , 是很难令人满意的。

用人部门负责人常常感叹“现在的外语学生 , 好像懂

得中国历史地理知识的越来越少了。”这不能不说是

一个值得警醒的信号 , 就这个意义上说 , 重视和加强

传统文化教育 , 把外语教学与传统文化教育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 ,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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