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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暨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大会在洛阳举行

四月十二至
一

l
一

九 日
,

全 国二十二个省
、

市
、

自治区的 《 三国演义 》 研究与教学

工作者代表等一百六十余人
,

汇集于三国时期魏的故都洛阳
,

举行了第二届 《 三国

演义 》 学术讨论会暨中国 《 三国演 义 》 学会成立大会
。

会议 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
、

河南省文学学会主持召开
。

大会分两个阶段举行
,

四 月十二 日至十六 日

举行了第二届 《 三函演义 》 学术讨论会
,

四月十八 日举行中国 《 三国演义 》 学会成

立大会
。

学术讨论会共收到论文近七 十篇
。

这些论文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
,

对 《 三国演

义 》 的主题
、

艺术特色
、

人物形 象塑造 以及作者
、

版本流传情况等问题作了比较广

泛深入的探讨
。

讨论会上
,

代表们就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热 烈 的 讨 论
。

( 一 ) 关于 《 三

国演义 》 的主题
,

会上争论的最为热烈
。

大多数同志认为
, 《 三国演义 》 这部文学

巨著
,

其主题思想内容十分丰富
,

是多方面 的
、

不应简单地 以三言两语来概括
。

此

外
,

有的同志认为
,

对古代文学 巨著
,

不要提
“

主题
”

(
“

无主题说
”

)
,

也有的

同志提出
“

模糊主题说
” 。

( 二 ) 关于历史小说的创作方法问题
。

会上集中对
“

历

史真实
”

和
“

艺术真实
”

的问题
,

也就是过去所说 的历史小说 中的
“

虚
” “

实
”

问

题分寸的掌握程度进行讨论
。

( 三 ) 关于人物形象塑造 问题
。

大家继续对人物塑造

中的类型化典型和个性化典型 问题进行研究
,

并结合作品中具体人物形象塑造上的

成功与不足
,

提出不同看法
。

( 四 ) 关于版本问题
。

主要集 中在对嘉靖本与毛本的

优劣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

讨论 中
,

许多同志强烈地要求尽快整理
、

建立起我国古代小说理论 的体系
,

反

对用西方文艺理论来套中国古典作品
,

认为长期以来对 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作品评价

偏低
,

正是由此造成的
。

四月十六 日以后
,

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 《 三国演义 》 学 会章程
,

选举了学会理

事
,

举行了中国 《 三国演义 》 学会成立大会
。

大会一致推举并聘请陆定一为学会的

名誉会长
,

推举
、

聘请孙楷弟
、

吴组细
、

赵景深等十位著名学者为学会顾 问
,

选举刘世

德为会长
,

章培恒
、

谭洛非为副会长 ( 兼秘书长 )
,

胡世厚
、

刘洛
、

李悔吾
、

石昌渝

四位为副秘书长
。

讨论并通过 《 三国演义 》 学刊编委名单
。

会议决定学会地址设在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

并决定于明年十月在江 苏 镇 江 举 行 第 三 届

《 三国演义 》 学术讨论会
。

本刊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