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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玉玺传》研究综述 
 

李昕洁 
(郑州图书馆，河南 郑州  450008) 

 

摘  要：郑州图书馆庋藏清乾隆间抄本《三国志玉玺传》是此书传世的唯一足本。1986 年此书整理出版以来，

已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关于这本书的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课题，学者已取得一定的成果，综合来看，对此书

的成书时间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其叙事手法和人物塑造进行了总体考察；此外，对其语言的研究方面也取得

了一定进展。本文旨在梳理关于《三国志玉玺传》的研究，以期推动此项研究多层次全方位地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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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玉玺传》一书过去从未刻印过，只以

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赵景深所藏残本仅存 5 卷(卷 3、

4、5、6 和 11)[1]127-128。郑州图书馆所藏弹词《三国

志玉玺传》20 卷本是此书传世的唯一足本。50 年

代，郑州图书馆从苏州购得这部清乾隆年间的抄

本，由童吉永、张万钧、周树德整理后，于 1986

年出版。早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将这一足本出版之

前，这部书就已经引起部分学者的重视[2-3]，已有学

者依据所见残本，称这部书记载了“较原始未经文

人改动的三国故事”[1]128。《三国志玉玺传》对三国

小说的研究和弹词本身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补

充意义。此书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学者的注意，

据不完全统计，发表在各类图书、期刊上的相关论

文已有 20 余篇。具体说来，这些研究可以大致分

为文献研究、比较研究、人物研究、语言研究四个

方面。试分而述之。 

一、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对《三国志玉玺

传》文献方面的研究可谓成果显著，异彩纷呈。学

者们普遍认为此书底本形成时间应早于抄本所记

载的誊抄时间，即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二十年

(1755)，大部分学者认为其大约成书于明代。相关

论文可大致分为版本源流和成书年代考证两方面。 

(一)版本源流研究 

学者们对于此书版本源流的研究可以认为从

属于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这一长盛不衰的主题。童

吉永、张万钧、周树德在《三国志玉玺传》的前言

里对本书底本的年代做了推测。他们比较了《三国

志玉玺传》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

嘉靖本)以及康熙时期的毛宗岗《三国演义》(以下

简称毛本)，认为相较于毛本，《三国志玉玺传》所

引的诗、转引的夹白和嘉靖本更为相似，甚至一些

唱词和夹白援用的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

的小字注。此外，本书出现了“玄”“元”乱用等

避讳不严的情况。综合这些现象来看，《三国志玉

玺传》可能成书于明代或明清之交。 

《三国志玉玺传》也受到海外的三国研究者的

关注，对于三国演义版本研究来说，《三国志玉玺

传》所依据的母本也成为学者乐于考证的问题。英

国学者魏安在他的著作《三国演义版本考》中依据

各版本脱文情况把现存《三国演义各版本分为

ABCD 几类，他分析了《三国志玉玺传》中的 50

多首引自《三国志演义》的诗、说白和唱文，发现

《三国志玉玺传》所收诗往往同于 CD 系统，但也保

留了 AB 系统的一些特点，推测出它比现存叶逢春

本更加接近 CD 系统祖本的样子，他指出《三国志

玉玺传》大概是依据嘉靖以前较早的闽本写成，并

以抄本的形式传到了清代。日本学者中川谕把《三

国演义》现存的 40 多种版本分为 3 个系统，即 24

卷系统、20 卷繁本系统和 20 卷简本系统，其中，

20 卷简本系统又细分为《志传》小系统和《英雄志

传》小系统[4]。他在《清代的三国通俗文艺与〈三

国演义〉》中把《三国志玉玺传》与这几个版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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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节和文字描写进行比对，发现此书更接近于

20 卷繁本系统或 20 卷简本《英雄志传》小系统，

受到简本《英雄志传》小系统的影响更大，而产生

于康熙年间毛本对此书没什么影响。清乾隆年间的

抄本《三国志玉玺传》证明清代中前期社会上持续

流行的是明代以来的版本，而并非刚刚产生的毛本

(《中国文学研究》2008 年第 11 辑)。 

(二)成书年代考证 

除版本源流研究以外，学者们还通过对《三国

志玉玺传》的细节进行考证，试图以此判定其成书

年代。 

陈辽曾多次在论文中论及《三国志玉玺传》的

成书年代。他比较了郑世容刊本的《三国志传》和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志玉玺传》说

白文字对应之处，发现《三国志玉玺传》的文字

为简朴，且有很多地方和这两个版本不相符。同时，

在《三国志玉玺传》总共 76 段说白之中，有三段

为此书独有。据此，他判断《三国志玉玺传》另有

所本。同时，他通过对朝鲜文书的考察，发现“知

会”一词在元末明初之际词义扩大，明代成为流行

语，例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知会”就多次出

现。然而，《三国志玉玺传》无论是说白还是唱词

中未出现“知会”一词。于是，他指出，《三国志

玉玺传》的底本产生很早，推测大约产生于 1358

年至 1368 年之间，“是《三国志平话》和罗贯中《三

国》底本之间的过渡本”[5-7]。 

龚敏留意到《三国志玉玺传》中采纳了除三国

故事以外的许多其他文学作品，论文《弹词〈三国

志玉玺传〉的来源和成书时间考略》抓住《三国志

玉玺传》中貂蝉善于跳“观音舞”这一线索，就“观

音舞”的产生和流行时间，利用时人小说和笔记进

行考察，发现“观音舞”是明代万历末年以前一般

宴饮和迎春活动中常见的舞蹈，但在明末已不再流

行，因此《三国志玉玺传》应成书于明代(《止善》

2010 年第 8 期)。 

二、比较研究 

在比较研究方面，学者较为青睐的做法是把

《三国志玉玺传》与其它小说之间作比较，探究其

如何把三国故事改造得让民众喜闻乐见，并寻找其

与其它通俗小说的相似之处。 

(一)文本研究 

张弦生(即弦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

国志玉玺传〉》将《三国志玉玺传》与嘉靖本的《三

国志通俗演义》的文本作比较，认为《三国志玉玺

传》“大半以上的内容是演述《通俗演义》前 17 卷

的故事”[8]。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三国志玉玺传》

增添的故事的篇幅巨大，超过全书总字数的 1/5，

这部作品根据嘉靖本和其他文艺作品、民间传说进

行再创作，加入了民众喜欢看的人物故事(《殷都学

刊 1988 年第 1 期》)。 

童李君的《弹词与小说的区别——以〈三国志

玉玺传〉与〈三国演义〉的比较研究为例》比较了

《三国志玉玺传》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对同一

情节或同一人物描写的侧重点，认为相较而言《三

国志玉玺传》内容上对女性描摹更注重，对心里描

写更细腻(《作家杂志》2010 年第 5 期)。 

还有学者找到了《三国志玉玺传》的其他蓝本。

龚敏通过《三国志玉玺传》中的曲名“锁南枝”，

找到卷 3 吕布貂蝉凤仪亭相会时的曲来自昆曲《连

环计·掷戟》(《止善》2010 年第 8 期)。也有学者

认为《三国志玉玺传》为后来的小说借鉴。韩霄的

博士论文《三国故事说唱文学研究》把《三国志玉

玺传》与《红楼梦》做比较，认为二者在叙事结构

和悲剧意蕴上具有相似之处(扬州大学 2012 年博士

论文)。 

(二)作品定性 

部分学者从《三国志玉玺传》的叙事方式中归

纳出一些民间文学的特点。 

王丽娟的《文人之“忠”与民间之“义”——

桃园结义故事两种叙事的比较分析》对涉及到桃园

结义这一情节的一个文人叙事文本和包括《三国志

玉玺传》在内的 7 个民间叙事文本进行比较，认为

《三国志玉玺传》作为体现民间视角的弹词，向读

者展示了具有草莽气质的英雄人物，体现了精英意

识和平民意识的差别(《明清小说研究》2007 年第 1

期)。 

纪德君的《演绎〈三国志〉，弹唱儿女情——弹

词〈三国志玉玺传〉试论》认为《三国志玉玺传》

与嘉靖壬午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相比，对战争

描写进行淡化处理，增加了大量的爱情婚姻故事，

体现出女性叙事的特点(《文化遗产》2009 年第 3

期)。在他的另一篇论文《艺人小说、书贾小说与文

人小说》中，《三国志玉玺传》被作为“艺人根据

小说原著重加演绎的作品”的代表，体现了艺人小

说塑造人物时喜欢走传奇化、夸大化路子的特点[9]。 

三、人物研究 

对于《三国志玉玺传》中人物的研究，学者主

要侧重于讨论其对神化的英雄和女性描写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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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雄神化 

对关羽这一人物形象进行研究是学者观察《三

国志玉玺传》时较为青睐的角度。刘海燕的论文

《〈三国志玉玺传〉的形象构拟与叙事策略——以关

羽为考察对象》认为在关羽形象的塑造上，《三国

志玉玺传》给三国故事加上了人情和神话的叙事。

这样的改写反映出说唱文学对历史进行了民间诠

释，给历史人物加上了平民百姓的世俗情感，并且

把英雄人物神化，用以解释他们超出凡人的权力和

地位(《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4 年第 3 期)。王丽

娟的论文《元明民间叙事文本中关羽的另类形象》

中把《三国志玉玺传》对关羽的描写作为民间叙事

的一个例子，证明与文人叙事相比，民间叙事的描

写以娱乐为主要目的。 

(二)女性描写 

与其他三国故事相比，《三国志玉玺传》的特

点是增加了很多对女性和心理的描写，给刘备这一

人物设计了许多才子佳人式的故事，并花了大量的

笔墨去渲染这些故事。这种特点也受到了学者们的

关注。 

张弦生有多篇论文谈到的《三国志玉玺传》中

的女性。除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志玉

玺传〉》这篇论文从总体上分析了《三国志玉玺传》

对女性的描写，还在《〈三国志玉玺传〉中的东吴

女性描写》(《富春江畔话三国》，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版)和《刘备的五位夫人——〈三国志

玉玺传〉中的女性描写》(《黄鹤楼前论三国》，长

江文艺出版社 2003年10版)分别从侧面展示了封建

社会中女性的屈辱地位和悲剧命运。 

单长江的《论刘备妻妾的婚姻悲剧》单独分析

了《三国志玉玺传》中孙万金和邢姣花两个人物，

认为这部作品从特殊的视角展示了古代贵族妇女

沦为政治工具的悲情人生(《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

报》2013 年第 1 期)。 

四、语言研究 

这方面研究较为匮乏，只有张弦生从《三国志

玉玺传》真、广、蒸、侵韵混用和舌前鼻音和舌根

鼻音不分的特征，判定此书并非文人创作，而是传

唱于吴语区的国音弹词(《〈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

国志玉玺传〉》)。魏安分析了《三国志玉玺传》的

格律，认为其与明成化年间的说唱词话无异。并且

文中多次用“词文”称呼，推测《三国志玉玺传》

为明代长篇词话，原名应为《三国词文》[10]。 

综观学者们对于《三国志玉玺传》的研究，从

20世纪50年代 始，到21世纪初，学术界对此书的

研究呈现出逐步深入的趋势，并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在版本源流研究和成书年代考证等文献研究，

在文本研究和作品定性等比较研究，在英雄神化和

女性描写等人物研究，在语言研究等方面，学者都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可以说，

研究角度多样，研究层面丰富，取得了很大进展。

《三国志玉玺传》研究对于三国故事的母本，毛本

的流传情况以及对元明清社会风俗、用语的研究都

起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当然也存在一些令人遗憾的

地方，对于此书的研究近几年来选题重复现象日益

突出，传统热点人物研究数量虽多，但在深度上缺

乏突破。至于 基础的文献研究，在近年来论文数

量相对滞后。即便有这些缺憾存在，成就依旧是主

要的，相信不久依然会有值得期待的作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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