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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人才培养棋艺长者开放教育试点教材之一。

    本书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多年 来在明清小说方面的研究心得。
书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有的是学术界已经大体有了共识的，有的则存在着分歧和争论。
本书既介绍共识，也不回避分歧，在摆出各家的观点之后，作者一般都是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
艺术方面的欣赏，本书也只是提供一种角度，一种感悟，一种体认，重要的还在于引发学生的兴趣，
启发他们他自己去思考和感受，在审美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艺术鉴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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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　　《三国演义》的主要内容是描写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
争和军事斗争。
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是不可分割的，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军事斗争。
各个政治集团的政治目的(统一天下)的实现．主要以军事斗争为手段。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描写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小说。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战争写得最好的一部。
作者写战争写得好，是因为作者并不是凭主观臆想写出来的，而是对历史上无数次战争的艺术概括，
因而达到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统一。
《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特点和成就，可以概括为六个字：丰富、深刻、生动。
丰富，是指它写出了战争的多姿多彩，每次战争，各有特点，互不雷同；深刻，是指它通过真实的艺
术描写，反映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可以给我以深刻的启示；生动，是指它的描写具体、形象，有声
有色，特别是通过战争的描写塑造出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最突出的是书中关于三大战役的描写。
三大战役指：官渡之战(第三十回)、赤壁之战(第四十三至第五十回)、彝陵之战(第八十一至第八十四
回)。
这三次大的战役，都影响到三国时期的整个历史进程，同时又在全书的艺术构思和艺术结构中占有很
重要的位置，作者是很用心地写出来的，所以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
　　官渡之战是在曹操与袁绍之间进行的，结果是袁绍大败，曹操平定了北方，大大地扩张了自己的
势力；赤壁之战是孙权和刘备结成联盟，在赤壁打败了挥师南下、锐不可挡的曹操，使他不能统一天
下，最后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彝陵之战是刘备伐吴，急于要替关羽报仇，结果大败，从此走向了
衰亡。
这三次大的战役，有其相似之处：都是以弱对强，都用了火攻，结果又都是弱者战胜了强者。
但作者写来却毫不雷同。
作者具体地写出了三次战役交战双方不同的特点，所处的不同的环境条件，所面临的不同矛盾，以及
不同的强和弱的转化过程，等等。
　　先看官渡之战。
这次战争是袁绍主动进攻曹操的。
袁绍当时处于优势，他拥有北方的冀州、青卅、幽州、并州等大片土地，又有丰足的粮草，共调动了
七十多万军队进攻许昌，曹操仅以七万军队在官渡迎敌。
双方军力有十倍之差。
当时的基本形势，如曹操手下的一位谋士所说，是“以至弱对至强”。
在这种情况下，仗应该怎么打呢?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写了双方的谋士都对战争双方的特点和各自应取
的战略战术，作了基本上相同的正确分析。
这就是：袁绍虽然兵多粮足，但战斗力不如曹军；而曹军虽然兵精，但数量远不及袁军，更重要的是
粮草不足。
因此，双方的谋士都认为：这场战争对曹操来说，利在急战，也就是说应该速战速决；而对袁绍来说
，则利在缓守，即应该采用拖延战术，时间一长，曹军没有了粮食，不战自败。
在这场战争中，粮食是一个主要矛盾。
但对于这些特点和应该采取的对策，作为主帅的袁绍却并没有认识，不但没有认识，而且当他手下的
谋士沮授向他正确地分析了形势并提出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时，他不但不听，反而将沮授囚禁起来。
战争进程中，已逐渐显露出粮草问题十分重要(袁绍大将韩猛运粮，路上被曹军阻劫，并烧了粮草)。
手下的另一位谋士审配也向袁绍提出建议：“行军以粮草为重，不可不用心提防。
乌巢乃屯粮之所，必得重兵守之。
”结果袁绍只派了一个庸懦而又性刚好酒的淳于琼去守乌巢，终于造成了大错。
与此同时，曹操军粮告急的机密被袁绍手下的另一个谋士许攸获得，许攸报告给袁绍，并建议他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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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袭已经空虚的许昌，以此一举而战胜曹操。
但袁绍不但不听，反而听信谗言，因许攸以前是曹操的朋友，就怀疑他是曹操的奸细，要处死他。
结果把许攸逼迫去投奔了曹操，泄漏了军事机密，导致乌巢被烧，遭到了惨败。
而与袁绍相反，曹操的表现却完全不同，他自己已经对战争双方的特点、整个形势以及应该采用的战
略战术等，都有了正确的认识，做到了心中有数，但他并没有因此就掉以　　轻心，盲目乐观，而是
认真地召集众谋士共同商议，虚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
当谋士荀攸讲出了与沮授相同的“利在急战”的意见时，曹操非常高兴地说：“此言正合吾意。
”在战争以曹胜袁败结束以后，小说有两句诗评论道：“弱势只因多算胜，兵强却为寡谋亡。
”可见作者对这场战争的描写并没有停留在表面的谁胜谁败上，而是写得很有深度，重点放在表现战
争的谋略上，即指挥员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上，这是符合战争的客观规律的。
官渡之战的艺术描写，还给予我们另一方面的启示，即战争中军事民主的重要性。
袁绍十分愚蠢，但如果他稍微虚心地听取手下谋士的意见，具有起码的民主作风，也不至于落得如此
惨败。
　　彝陵之战与此有些相像，刘备处于强的一方，孙吴处于弱的一方。
当时刘备急于为关羽报仇，举大军伐吴，这一战略决策本身就是错误的。
三顾茅庐时，诸葛亮为刘备制订的基本路线是联吴抗曹。
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了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执行这条路线时就得到发展(赤壁之战就是最生动
的一例)，而违背这条路线时就遭到挫折、失败。
所以当刘备决定“提兵问罪于吴”时，诸葛亮就劝谏说：“不可。
方今吴越令我伐魏，魏亦令我伐吴，各怀谲计，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按兵不动，且与关公发丧，待吴
魏不和，乘时而伐之，可也。
”赵云也劝谏，甚至很尖锐地指出：。
汉贼之仇(指对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曹操>公也，兄弟之仇(指对杀害关羽的孙吴)私也。
愿以天下为重。
”这里表现出的是一种从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的战略眼光。
但是刘备却听不进去，执意要为关羽复仇而伐吴。
这就首先在战略决策上犯了错误。
他甚至还对提出相同正确意见的学士秦宓大发雷霆，要“武士推出斩首”，经众人劝说才将他暂时囚
禁起来。
这种表现与官渡之战中刚愎自用的袁绍已经不相上下了。
这是彝陵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接着又在具体的作战方案上犯了错误。
当时刘备率兵七十五万．孙吴方面只有十万军队抵抗，基本形势也是以至弱对至强。
刘备报仇心切，又依仗兵多，采用急战的方法，一开始取得节节胜利。
孙吴畏惧，遣人求和，刘备不允，坚持一定要灭吴。
结果逼得孙权起用了一个年轻的儒将陆逊任统帅。
这个人很年轻，东吴方面也有很多人瞧不起他，但他却非常聪明，很有谋略。
他采用的战术是：避其锐气，坚守不出，以逸待劳。
结果使得本来锐气很盛的蜀军被拖得“兵疲意阻”，再加上天气炎热，喝水困难，最后刘备只得下令
在山林茂密之地安营扎寨，连营七百里。
当诸葛亮看到刘备派人送回去的连营图时，立即拍案叫苦说：“汉朝气数尽矣!”结果，蜀军被以逸待
劳的吴军顺风举火，烧了七百里连营，遭到了惨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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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是为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开设的选修课。
选修的学生，要求已经修过《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基础课，对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基本轮廓、重要的
文学现象、重要的作家作品，都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掌握。
因此，这是一门带有专题研究性质的提高课程。
按照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和主要体式，本课程分为四个专题：《诗经与楚辞》、《唐诗宋词》、
《元明清戏曲》、《明清小说》。
本书即为《明清小说》的专题课教材，同时也可作为社会上的文学爱好者、青年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扩
大文学知识和提高文学修养的参考书。
　　关于基础课和专题课教材的性质与范围，褚斌杰先生有一个很准确的定位：基础课教材有述有论
，以述为主；专题课教材有沦有述，以沦为主。
就是说，号题课虽然也有传授知识的内容，但比基础课有所拓展和深化；而更重要的是论析的成分增
多，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课程开设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扩大学生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引导学生更
加深入地思考和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以提高他们的
理论分析能力和文学鉴赏水平。
　　作为一种专题研究性质的教材，《明清小说》的内容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设计：一种是全面的综合
研究的方式，带有宏观的史的规模和性质，涉及到的作品比较多，包容面广，力求提炼和概括出一些
带有规律性的文学现象来进行理论分析；另一种是突出这一时期重要的作家作品，即以在历史上和群
众中影响深广的文学名著为重点，通过对具体作品及相关问题的深入分析，以扩大读者的知识面，提
高读者的理论素养和文学鉴赏水平，同时也兼及对某些相关的文学规律的阐发。
本书采用的是后一种设计方案，这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学生不可能在短期内阅读很多作
品(一些在文学史上属于二三流的作品，也没有必要硬性要求他们阅读)，涉及面过宽就容易流于空泛
，反而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其二是，名著既是学生比较熟悉的，　　又是问题比较复杂、具有典型
意义、在学术界争论较多的作品，因此，通过对名著的具体深入的分析鉴赏，更有利于促进学生对问
题的深入思考，从而达到提高他们的分析能力和鉴赏水平的目的。
　　本书吸收_r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多年来在明清小说方面的研究心得。
书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有的是学术界已经大体有了共识的，有的则存在着分歧和争论。
我们是既介绍共识，也不回避分歧，在摆出各家的观点之后，作者一般都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
但也有一些问题，由于资料的缺乏或问题本身比较复杂，一时难于得出结论，只好实事求是地存疑，
以待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
艺术方面的欣赏．我们也只是提供一种角度，一种感悟，一种体认，重要的还在于引发学生的兴趣，
启发他们自己去思考和感受，在审美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艺术鉴赏水平。
　　版本问题，是占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但常常为学生和年轻的学人
所忽略。
本书对几部名著的版本，比一般的文学史著作有较多和较深入的介绍，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提示可靠的
研究和分析的依据，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引起学生和读者对版本问题的重视。
但我们一般采用经过精校的为学生易寻易得的通行本作为分析评论的主要依据，而不去刻意追求希见
的珍本或原本专门的版本研究与一般的文学研究中对版本问题的重视应该是有区别的。
　　本书卷末所附的“主要参考书目”(不包括原著和参考资料汇编)，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曾经参考
过的书目，而非研修明清小说的完备的参考书目，但这些书目当然也是研究明清小说应该阅读的重要
参等书目。
　　本书和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的其他三种教材的教学大纲，都经过本学科专家组的审订。
参加审订的专家有：费振刚教授(组长，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北京大学)、周强教授(北京大学)、刘
勇强教授(北京大学)、韩传达教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书稿写出后，北京大学出版社又组织了专家审稿会，本书蒙北京大学的马振方教授审读并提出许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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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意见。
　　　二00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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