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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国演义》，也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流传极广，影响
很大，为人民所熟悉。
    《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
义开始，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为止，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
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博引群书，注
文多出本文数倍，增补了许多材料。
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是一本写三国历史的史书。
同时，有关三国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着重记载魏晋名公士族的言谈轶事。
据杜宝《大业拾遗录》记载，隋炀帝时已有曹瞒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水上杂戏。
    唐朝李商隐的《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以看到，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谑的
材料。
宋、元时代，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说三
分”（即说三国故事）已是“说话”中的独立科目之一，并出现了专说“三分”的著名艺人。
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讲史话本，是元初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刊刻的《三分事略》
，可能就是宋人说话的底本。
《三分事略》共分上中下三卷，从刘秀赏春、司马仲相阴间断狱开篇；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以诸葛
亮病死结束，长达八万多字，虽然叙写简率，但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
金院本、元杂剧也常常搬演三国故事，现今存留的剧目就有四十多种，剧本有一、二十种。
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就是在上述史书、杂记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写作者是罗贯中。
“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  志》）的说法，是符合罗贯中写作《三国演
义》的实际情况的。
    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仅有的一些材料记载，多有参差，其中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较为可信。
他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
与人寡合。
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与余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
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
”至正甲辰是公元一三六四年，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大约在一三三○到一四○○年间。
他所写的小说很多，相传有数十种，现在留存的，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
代史演义》和《三遂平妖传》等。
他亦能词曲。
所作的杂剧，除现存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以外，尚有《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
》等二种。
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他接近社会下层，目睹当时现实斗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
有所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提出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任何设想。
从罗贯中所写几种小说的思想倾向看，他推崇“忠”“义”，主张用“王道”“仁政”治理天下。
罗贯中一定程度上看到社会动乱的某种政治因素，但他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
义的历史作用。
他这种政治主张不仅表现在《三国演义》里，在《隋唐志传》和《三遂平妖传》里也有明显反映。
    现在可以见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序、嘉靖壬午（公元1522
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至于这个刻本与罗贯中原本之间，内容上有无不同，现在没有资料可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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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以后，《三国演义》刊本越来越多，现在可见的明末刊本就有二十多种，说明流传很广。
有的刊本除了加上总评、回评、眉批、夹批外，内容上几乎是相同的。
    清朝初年，毛纶（字声山）、毛宗岗（字序始）父子，假托“古本”，对《三国演义》重新加以修
订，并逐回评论。
他们在修订中，进一步突出以蜀汉为正统，明确指出，把曹魏定为正统是错误的，而采用朱熹在《通
鉴纲目》里关于蜀汉是正统的说法，声称“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
”（《读三国志法》）其次，是推崇关羽，认为关羽“报主之志坚”，“酬恩之义重”，“是古今来
名将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
毛纶、毛宗岗如此修订《三国演义》，使得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礼教观念更加浓厚。
清朝统治者很看重《三国演义》，曾派人同《四书》一起译成满文，并对作为“忠”“义”化身的关
羽大加吹捧；同时，为了鼓吹封建伦理观念以维护封建统治，清代统治者还大肆宣扬封建正统观念，
他们以标榜“为明复仇”为号召，修建朱明陵园，自居于继明的“正统”。
毛氏父子的修订，跟清代统治阶级的观点是正相符合的。
此外，毛纶、毛宗岗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所说：“凡所改
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馀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
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这种修饰加工工作，改变了原本若
干松散拖沓的地方，使全书更加紧凑畅达，成为《三国演义》广泛流传的一种本子。
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刊行之后，至今又约三百年了，内容上没有什么大变动。
    《三国演义》写作的演变过程，有值得注意的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
的。
作者有民间艺人，也有封建文人，他们的政治、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各有差别，在漫长时期的传说和
口头、书面的艺术创作里，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所以《三国演义》表现出较为复杂的
思想倾向。
    第二，它是一部历史小说。
三国的人物故事久已流传，为人们所熟悉，这就使创作活动受到某种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三
国人物和故事。
然而，作者虽不能全盘改变原有的人物和情节，却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取舍，有意识地突出
或删去某些方面，进行艺术虚构，利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等等。
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
工的文学作品。
它一定程度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关系和生活面貌；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罪恶；提供了
认识封建社会政治、军事斗争的部分材料；并塑造出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颇具特色。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封建文人编修的史书，固然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 务的，即使是民间的、或接近于民间的文艺，也经常
受到地主阶级思想不同程度的侵蚀。
因此，在民间流行的平话和戏曲，有的封建意识也相当浓重，如《三分事略》、金元戏曲中的三国戏
，封建意识就十分明显。
《三国演义》的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不但承袭了“正史”和平话、戏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识
，而且还根据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某些方面有所强化，这应该引起注意。
由此可知，《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它展示了三国的历史画卷，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
斗争，暴露他们凶残阴险的种种罪恶，在封建统治者残民以逞之下，不难看出广大人民遭受蹂躏的痛
苦和不幸。
另外《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
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扬忠”“义”等。
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教导，有批
判地阅读《三国演义》，把这部小说当作了解我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思想材料。
    《三国演义》反映了公元三世纪前后黄巾起义与被镇压的过程，广泛而具体地描写了魏、蜀、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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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历史情况。
    东汉末年是个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残酷、官府徭役繁重、政治腐败不堪的黑暗时代。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以武装斗争来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
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终于在公元一八四年像一声霹雳，猛然地爆发了。
黄巾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动摇了它的基础，直接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生存。
地主阶级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对黄巾起义军进行疯狂屠杀。
黄巾起义军虽然在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罪恶的东汉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无法再维持对全国
的统治。
地主阶级内部各派武装集团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不择手段地发展势力，扩大地盘，他们之
间面临着一场为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血腥斗争。
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大小地主武装，为了取代东汉王朝，攫取财产和权力，进行
了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和频繁的军事混战。
《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声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在这种
火烧眉睫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一面“火速降诏，令各处备御”（第一回），负隅顽抗；一面调兵遣
将，向黄巾起义军反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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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昭坤 重庆綦江人，1943年生。
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军二十多年。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先秦、秦汉、三国部分副主编。
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部教授。
主要著述有：《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大辞典》等三国军事史部分，评传《曹操》、《诸葛亮
》，专著《中国军事文学史》，及军事史，军事文学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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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回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第二回　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竖第三回　
议温明董卓叱丁原　馈金珠李肃说吕布第四回　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贼孟德献刀第五回　发矫诏诸
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第六回　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第七回　袁绍磐河战公孙　
孙坚跨江击刘表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第九回　除暴凶吕布助司徒　犯长安
李催听贾诩第十回　勤王室马腾举义　报父仇曹操兴师第十一回　刘皇叔北海救孔融　吕温侯濮阳破
曹操第十二回　陶恭祖三让徐州　曹孟德大战吕布第十三回　李催郭汜大交兵　杨奉董承双救驾第十
四回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吕奉先乘夜袭徐郡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斗小霸王　孙伯符大战严白虎第十
六回　吕奉先射戟辕门　曹孟德败师清水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军　曹孟德会合三将第十八回　贾
文和料敌决胜　夏侯悖拔矢啖睛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门楼吕布殒命第二十回　曹阿瞒许田
打围　董国舅内阁受诏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马步三
军　关张共擒王刘二将第二十三回　祢正平裸衣骂贼　吉太医下毒遭刑第二十四回　国贼行凶杀贵妃
　皇叔败走投袁绍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救白马曹操解重围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损兵折将
　关云长挂印封金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第二十八回　斩蔡阳兄弟释疑
　会古城主臣聚义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第三十回　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
巢孟德烧粮第三十一回　曹操仓亭破本初　玄德荆州依刘表第三十二回　夺冀州袁尚争锋　决漳河许
攸献计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乱纳甄氏　郭嘉遗计定辽东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听密语　刘皇叔跃马
过檀溪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隐沦　单福新野遇英主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计袭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
第三十七回　司马徽再荐名士　刘玄德三顾草庐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决策　战长江孙氏报仇第三
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计　博望坡军师初用兵第四十回　蔡夫人议献荆州　诸葛亮火烧新野第四十
一回　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第四十二回　张翼德大闹长坂桥　刘豫州败走汉津口第四十
三回　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会蒋干中计第四十六回　用奇谋孔明借箭　献密计黄盖受刑第四十七回　阚
泽密献诈降书　庞统巧授连环计第四十八回　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用武第四十九回　七星坛
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纵火第五十回　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战东吴
兵　孔明一气周公瑾第五十二回　诸葛亮智辞鲁肃　赵子龙计取桂阳第五十三回　关云长义释黄汉升
　孙仲谋大战张文远第五十四回　吴国太佛寺看新郎　刘皇叔洞房续佳偶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孙夫
人　孔明二气周公瑾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铜雀台　孔明三气周公瑾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卧龙吊丧　
耒阳县凤雏理事第五十八回　马孟起兴兵雪恨　曹阿瞒割须弃袍第五十九回　许褚裸衣斗马超　曹操
抹书间韩遂第六十回　张永年反难杨修　庞士元议取西蜀第六十一回　赵云截江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
老瞒第六十二回　取涪关杨高授首　攻雒城黄魏争功第六十三回　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计捉张任　杨阜借兵破马超第六十五回　马超大战葭萌关　刘备自领益州牧第六
十六回　关云长单刀赴会　伏皇后为国捐生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汉中地　张辽威震逍遥津第六十八
回　甘宁百骑劫魏营　左慈掷杯戏曹操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辂知机　讨汉贼五臣死节第七十回　猛
张飞智取瓦口隘　老黄忠计夺天荡山第七十一回　占对山黄忠逸待劳　据汉水赵云寡胜众第七十二回
　诸葛亮智取汉中　曹阿瞒兵退斜谷第七十三回　玄德进位汉中王　云长攻拔襄阳郡第七十四回　庞
令明抬榇决死战　关云长放水淹七军第七十五回　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渡江第七十六回　徐
公明大战沔水　关云长败走麦城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第七十八回　治风疾
神医身死　传遗命奸雄数终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赋诗　侄陷叔刘封伏法第八十回　曹丕废帝篡炎
刘　汉王正位续大统第八十一回　急兄仇张飞遇害　雪弟恨先主兴兵第八十二回　孙权降魏受九锡　
先主征吴赏六军第八十三回　战猇亭先主得仇人　守江口书生拜大将第八十四回　陆逊营烧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阵图第八十五回　刘先主遗诏托孤儿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第八十六回　难张温秦宓逞天辩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兴师　抗天兵蛮王初受执第八十八回　渡泸水再缚番
王　识诈降三擒孟获第八十九回　武乡侯四番用计　南蛮王五次遭擒第九十回　驱巨兽六破蛮兵　烧
藤甲七擒孟获第九十一回　祭泸水汉相班师　伐中原武侯上表第九十二回　赵子龙力斩五将　诸葛亮
智取三城第九十三回　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第九十四回　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马懿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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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擒孟达第九十五回　马谡拒谏失街亭　武侯弹琴退仲达第九十六回　孔明挥泪斩马谡　周鲂断发赚
曹休第九十七回　讨魏国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维诈献书第九十八回　追汉军王双受诛　袭陈仓武侯
取胜第九十九回　诸葛亮大破魏兵　司马懿入寇西蜀第一百回　汉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斗阵辱仲达第
一百一回　出陇上诸葛妆神　奔剑阁张邰中计第一百二回　司马懿占北原渭桥　诸葛亮造木牛流马第
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马受困　五丈原诸葛禳星第一百四回　陨大星汉丞相归天　见木像魏都督丧胆　
第一百五回　武侯预伏锦囊计　魏主拆取承露盘第一百六回　公孙渊兵败死襄平　司马懿诈病赚曹爽
第一百七回　魏主政归司马氏　姜维兵败牛头山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奋短兵　孙峻席问施密计第一
百九回　困司马汉将奇谋　废曹芳魏家果报第一百十回　文鸯单骑退雄兵　姜维背水破大敌第一百十
一回　邓士载智败姜伯约　诸葛诞义讨司马昭第一百十二回　救寿春于诠死节　取长城伯约鏖兵第一
百十三回　丁奉定计斩孙綝　姜维斗阵破邓艾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驱车死南阙　姜维弃粮胜魏兵第一
百十五回　诏班师后主信谗　托屯田姜维避祸第一百十六回　钟会分兵汉中道　武侯显圣定军山第一
百十七回　邓士载偷度阴平　诸葛瞻战死绵竹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庙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争功第一
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计成虚话　再受禅依样画葫芦第一百二十回　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
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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