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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品三国（上）：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王朝的兴衰、事业的成败、历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对错都归结为个人
的原因，归结为某个领袖人物和主导人物个人品质的优劣好坏。
与此同时，历史人物也都按照一种简单的善恶二元化论而无一例外地脸谱化了，中国历史则变成了一
个大戏台。
但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舞台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白脸和白鼻子，也不知道红脸和黑脸的什么时候才能出
现，因为我们不知道编剧和导演是谁。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运气和等待，却不肯承认每一次“善报”，往往也差不多意味着下一次“恶运”的
来临。
     从天下大乱到诸侯割据；从三国鼎立到重归统一；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
历史；这是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戏剧编排，小说
演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疑窦丛生；厦
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先生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运用三维结构；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
，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生；一家之言品三国。
　　大话方言：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南辕北辙、南征北战、南来北往、南下北
上等等。
这些说法都不能颠倒或互换。
比如南辕北辙就不能说成北辕南辙，南征北战就不能说成是南战北征，同样，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南
调北腔。
 奇怪!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         《大话方言》是易中天教授吕评历史细读城市之后又一部别具特
色的语言力作。
在书中，易中天涉足了自己全新的领域“语言学”，他对中国各地方言文化进行全面考察，并以其一
贯风趣诙谐的笔调进行阐释，内容穿古越今、走州过省，追溯方言起源，展现方言特色，读时忍俊不
禁，欲罢不能，读后回味无穷，让人眼界大开，其被业内人士评价为是一部很有可读性的学术著作。
　　闲话中国人：饮食、穿衣、单位、家庭、人情、面子⋯⋯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内容。
惟其是最基本的，人们对这些时时处处可见的现象，也就习以为常，乃至麻木不仁了；极少有人去深
究为什么是这样，它与中国文化是怎样的关系？
   《闲话中国人》的作者易中天，却独具匠心，在对中西文化的研究中，从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里
，对这些生活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努力发掘着文化的内核，给予
理论的阐述，指出这一切之所以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在于中国文化的内核是“群体意识
”。
它由近及远，于细致中阐发了中国文化的要旨。
    该书特点之一，是用“闲笔”来写“正书”。
这是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但却不像一般专著那么抽象，那么理论化，那么枯燥。
全书讲述老百姓（当然不只是老百姓）的事情，态度闲适，读起来轻松愉快，而又深刻地切中要害，
令人常有“还真是那么回事”的感慨。
    该书特点之二，是深入浅出。
在对林林总总的生活现象进行剖析时，或诠释字词，或引经据典，从本义到广义，从现象到本质，像
与你聊天般地娓娓道来，揭示出这些现象深刻的社会性。
    该书特点之三，是文笔流畅，语言生动。
既是“闲话”，就不能做“官样文章”。
作者往往用生活习惯用语叙述生活习惯，风趣幽默。
    该书特点之四，是结构上环环紧扣。
从饮食到服饰，从单位到家庭，从面子到人情到友谊，把各个似乎是不相关的方面，从一引申到二，
从二引申到三，看完这一章还想接着看下一章。
一语概之，《闲话中国人》一书宛如一壶馨香扑鼻的碧螺春，细细品来，回味无穷，爱好传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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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不可不读。
　　本套书还包括：《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与历史》、《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帝
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品有录》、《读城记》、《
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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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
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
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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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品三国（上）　开场白  大江东去　第一部 魏武挥鞭  　第一集 真假曹操  　第二集 奸雄之谜  　第三集
能臣之路  　第四集 何去何从  　第五集 一错再错  　第六集 深谋远虑  　第七集 先入为主  　第八集 鬼
使神差  　第九集 一决雌雄  　第十集 胜败有凭  　第十一集 海纳百川  　第十二集 天下归心　第二部 
孙刘联盟  　第十三集 青梅煮酒  　第十四集 天生奇才  　第十五集 慧眼所见  　第十六集 三顾茅庐  　
第十七集 隆中对策  　第十八集 江东基业  　第十九集 必争之地  　第二十集 兵临城下  　第二十一集 
临危受命  　第二十二集 力挽狂澜  　第二十三集 中流砥柱  　第二十四集 赤壁疑云　附录一 心平气和
说空城　附录二 我的历史观　后记大话方言　总序：话说说话　南腔北调 　 一 南方与北方  　二 南
腔与北调  　三 方言与官话  　四 谁跟谁学  　五 多样与统一  　六 再说南方  　七 再说北方  　八 南征
北战　朝秦暮楚 　 一 英雄与美人  　二 行尽潇湘到洞庭  　三 吴楚东南坼  　四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五 一堆石头  　六 杂交品种　东拉西扯  　一 洋芋与土豆  　二 胡番与西洋  　三 佛国梵音  　四 老母鸡
变鸭  　五 东边日出西边雨  　六 引进与发明  　七 外语与方言　死去活来  　一 德律风与BBS  　二 上
海口头禅   　三 北京流行语l  　四 从头到尾  　五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六 新与旧　张冠李戴  　一 
隔儿屁着凉大海棠   　二 禁忌种种   　三 说一不二  　四 倒霉的蛋  　五 蜜与屉  　六 口彩　指桑骂槐  
　一 麻烦与趣味  　二 吃不了兜着走  　三 捣糨糊，还是倒江湖  　四 活法与说法  　五 雅与俗  　六 再
说雅俗　后记闲话中国人　闲话《闲话中国人》（代序） 李树林　引言　第一章 饮食 　   一 民主食
为天   　 二 生命与血缘    　三 请客吃饭这谜    　四 烟、酒、茶　第二章 服饰  　  一 文明与野蛮    　二 
道德与礼仪　    三 非凡意义  　  四 时尚问题　第三章 面子  　  一 命之所系　    二 面子丢失之后  　  三 
吃得天与玩得转    　四 面具、角色、戏剧性　第四章 人情  　  一 面子与人情　    二 人情法则  　  三 做
人问题　    四 良心、义气、人情味　第五章 单位  　  一 单位之谜    　二 公与平　    三 窝里斗揭秘  　  
四 告别单位　第六章 家庭　    一 家为国之本  　  二 差异与等级    　三 泛伦理　    四 官本位　第七章 
婚恋  　 一 无爱的婚姻　   二 子女问题  　 三 大男大女　   四 当代婚恋　第八章 友谊  　 一 真情所系　
  二 交友三昧  　 三 任侠与清高　   四 圈子　第九章 闲话  　 一 所谓闲话　   二 闲话不闲  　 三 男人和
女人　   四 闲话心理　原版后记　新版后记      　三版后记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与历史美国宪法的
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品有录读城记易中天
品读汉代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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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张邈反叛时，许多人倒戈跟随了张邈，曹操却十分自信地说：只有魏种是不会背叛我的。
谁知魏种也跟着张邈跑了，气得曹操咬牙切齿：好你个魏种!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饶不得你!但当
魏种果然被俘时，曹操却叹了一口气说：魏种是个人才啊!又任命他去当河内太守。
毕谌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被张邈扣押，曹操便对他说：令堂大人在张邈那里，你还是到他那里
去吧!毕谌跪下磕头，说自己没有异心，感动得曹操流下眼泪。
谁知毕谌一转身连招呼都没打一个，就背叛曹操投奔了张邈。
后来，毕谌被俘，大家都认为他这回必死无疑。
谁知曹操却说：尽孝的人能不尽忠吗?这正是我到处要找的人啊!不仅不治毕谌的罪，还让他到孔夫子
的老家曲阜去做了鲁国相。
这两件事，都记载在《三国志·武帝纪》正文，也应该可信。
    甚至对于背叛了自己的朋友，曹操也很看重当年的情谊。
陈宫和曹操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交往，曹操出任兖州牧，就是陈宫的功劳。
后来陈宫死心塌地地帮吕布打曹操，被俘以后，也死不肯投降。
曹操便叫着他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老母亲可怎么办呀!陈宫长叹一声说：陈某听说以孝
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老母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
曹操又问：你的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呢?陈宫又说：我听说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老婆孩子是死是
活，也由明公看着办了。
说完，头也不回，昂首就刑。
曹操流着眼泪，为他送行。
陈宫死后，曹操赡养了他的老母，还帮着把他女儿嫁了，对他们家比当初是朋友时还要好。
《三国志》里面，没有陈宫的传，这事是记载在《吕布传》里的。
裴松之注引《典略》，则说得更详细。
    看来，曹操是宽宏大量的。
    但是，这个宽宏大量的人却又心胸狭窄，斤斤计较，而且有仇必报，不择手段。
没有什么他不敢杀的人，也没有什么他杀不了的人。
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当年在兖州时，他就杀了鼎鼎大名的边让。
边让，陈留人，博学有辩才，所著《章华台赋》传诵一时，大将军何进曾特予征召，蔡邕、孔融、王
朗等名士也都极为推崇，他本人也做过九江太守，后来辞官在家。
边让自己是名士，自然不大看得起曹操这个宦官养子的儿子，可能很说了些侮辱不恭的话，自以为曹
操不敢把他这个大名人怎么样。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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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根据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所做《品三国》的讲稿重新改写整理而成的，不少地方
与播出版并不完全一样。
主要原因，是电视节目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时间，必须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主讲人只能“削足适履”，真是奇难无比。
书稿就不一样了。
某些说不清、没说清，或者因为时长缘故忍痛割爱的，都有了交代。
另外，原文和出处，也都注明，以便读者查找核对。
    改动比较大的是原来的第一集《大江东去》，现在改为“开场白”，内容也变了许多。
因为这一集播出后，听到一些意见。
这些意见我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但觉得也有道理，就进行了调整，而且重新录制。
以后大家看到的重播，还有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版的光盘，都是新的版本。
其中，争议较大的“空城计”和“攻心联”问题，已从节目中删除，不过都会有交代。
“空城计”的问题，请看本书附录《心平气和说空城》一文。
“攻心联”的问题更复杂，只好以后再说，而且肯定会说清楚。
    本书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提供的机会，其次要感谢中国国际电视总
公司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全体同仁。
当然，最应该感谢的，还是一直支持我的热心观众。
没有他们，就没有本书。
为此，我与《百家讲坛》栏目组一起特别录制了一期节目，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制作成光盘，由上
海文艺出版社附在书后。
这期节目不播出，不上网，不零售，专为本书读者而作，以表示“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
    此记。
    易中天    2006年6月18日于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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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三联生活周刊》易中天访谈“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很好奇，你在“百
家讲坛”上的讲课方式和你写《品人录》等作品的叙述方式，是经过特殊设计的么？
　　易中天：从1983年登上大学讲台我就是这种讲话方式，只是在小范围受欢迎，有的学生能背下我
课堂上讲的话，我这方式经“央视”这强势媒体一放大，就显出效果了。
面对电视机镜头的时候，其实不存在转换，因为就是我平时的授课方式。
我的写作方式是经过调试的，口头表述是一贯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1978年考取武汉大学的研究生之前在新疆建设兵团，新疆的生活和1981年至
今的大学教师生涯对你今天成为大众喜欢的学术明星起了什么作用？
　　易中天：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新疆建设兵团，而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让我们从理想、浪漫回到了现实。
我开讲汉代风云人物的时候，我讲这些人物的观点是反对理想主义。
要像鲁迅先生一样，不再盲目跟从传统的“瞒”和“骗”的方式，把人物神圣化。
这也是我目前被人批判的原因，因为我没有用理想主义的眼光看世界。
　　具体说，新疆的生活让我知道了说什么，大学让我知道了怎么说。
我在新疆时候，很多领导干部被打倒了，打倒后，就在连队跟我们一起劳动。
我发现，原来高高在上，一本正经的人，被弄到最基层之后，和我们没什么两样。
大人物，当他变成普通人时也一样。
所以我觉得，人，不管是什么人，都是一样的，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多么被人推崇都是一样
的。
人性是不会变的，人性是永恒的。
　　三联生活周刊：永恒的人性，这是你现在说汉代风云人物、说三国的角度？
　　易中天：对。
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不管什么东西，最后一定落实到人性
上来。
曹操是被人妖魔化的，我要把他还原成正常的人，诸葛亮是被神圣化的，我也要把他还原成正常人。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大学呢？
　　易中天：大学教师要做什么？
传道授业，那必须要传得过去啊。
如果你上课没有人听，目的就没办法达到。
要讲课有人听非常简单，就是把自己看作是和他们一样的人，不要高高在上，卖弄别人听不懂的东西
。
而且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
一个事情说不清，那就是你没弄清。
你自己都没有弄明白的东西，就不要讲给别人听，你自己都没有弄明白的东西讲给别人听，那叫做以
其昏昏，使人昭昭。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这是观众爱看你节目的根本原因？
　　易中天：其实我就是三要，三不要。
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
很多人说，他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也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的。
　　三联生活周刊：有很多人用“说书人”来形容你，觉得你的表达虽然好，但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学
术观点？
　　易中天：“百家讲坛”不是学术论坛，很多人分不清楚这个关系，它不是一个你有了什么新的学
术观念拿到这里来发表的地方。
大众传媒，它面临的是大量非专业人士，不是给专家听的，专家来听这个干什么呢？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黄仁宇、李泽厚和吴思对你的观念的影响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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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中天：最早影响我的话语方式的就是李泽厚和黄仁宇，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黄仁宇的《万
历十五年》，是我研究生时期读的。
这两部书让我觉得，原来学问还可以这么做，原来学问就应该这么做。
人文学科的著作没有任何道理写成木乃伊。
它是鲜活有生命的。
吴思的书我非常喜欢，他对中国历史有非常独特的发现。
“我大众，因为我对学术制度失望”　　三联生活周刊：在旁人看来，你属于那种能“赶得上时代”
的人，比如，80年代美学热的时候你在写美学著作；90年代文化热、城市热的时候，你在从事泛文化
研究和城市研究。
现在又成为“学术演讲明星”。
　　易中天：你说错了，我恰恰是步步跟不上的人。
媒体和批评者这样讲，纯粹是胡说八道，好像我们都是投机分子。
其实所有倒霉的事情都被我们赶上了。
长身体的时候是三年困难时期，所以我们都要么瘦要么矮，正好是长知识的时候遇上山下乡。
好容易读了个研究生，结果评职称要考外语了，分房子要交钱了，生孩子要计划了。
什么叫做步步赶上？
其实就是步步赶不上。
　　《艺术人类学》是我1989年写的，1989年是什么时候？
那时谁会认为人类学是时髦的东西，厦大人类学是中国最早的人类学系，结果拆掉了，我当时写《艺
术人类学》，完全是背时代而行。
我那时就是想要做美学研究，但要弄清美和艺术的关系，必须要弄清美和艺术的起源，要弄清楚美和
艺术的起源，就必须要弄清楚文化人类学。
是这么一个学术思路过去的。
并没有想到后来有什么城市大发展、城市热，只能说是莫名其妙天上掉了馅饼，完全都是偶然的关系
。
　　三联生活周刊：《品人录》、《读城记》、《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与女人》这一套书在
当时被命名为“随笔体学术著作”的出版，被很多人视为你向大众转型的转折点。
当时有什么背景？
　　易中天：当时，美学热已经退潮了，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美学体系，但没有反应，让我对学术界
非常失望。
《艺术人类学》拿了奖，在学术界是受到好评的，但关注还是不够。
可以说，我对学术界越来越失望。
体制和风气都有问题。
大部分人，真的不是做学问，而是用这个来赢得别的东西，我称呼为“学官”，就是学术界的官员。
在学术上出成果，可以当一个评委啊，什么会长、理事啊。
尤其是90年代中以后。
制度有了问题，评职称、评博导，要数字化管理。
你有多少课题，有国家级经费。
我总结了16个字：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行政干预，等级观念。
我觉得这套管理方式是毁灭学术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别的学者看来，你也曾经是这套学术制度的受益者。
我记得你在武汉大学毕业留校不久就被任命为中文系副系主任，这和你在1988年就出版了《〈文心雕
龙〉的美学思想论稿》一书有关系么？
　　易中天：你把因果关系搞错了。
我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是因为当时刘道玉校长花了很大力气把我留下来，他让我做工作，我
一定要做。
其实这个事情让我的著作推迟了两年出版。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品三国（上）>>

当时，职称两年评一次，如果书是1986年出版的，我就能评上副教授，结果后来一直到1992年才评上
。
我怎么能是受益者？
根本就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到1992年你彻底对学术制度失望了？
　　易中天：对。
我的第一本“随笔体学术著作”就是《闲话中国人》，我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学术体制失望—
—真正的作品写得再好也没有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你所说的意义到底是指什么？
　　易中天：一个学说出来，总是希望有人关注吧，石头扔到水里还会响一声呢。
我看到很多朋友，自己从工资里贴钱，省一点钱来出版自己的书，为了评职称，没有办法。
一两万块钱出的书，除了送给几个朋友和同行之外，没有别人看。
其实即使同行也不看。
这种书我写它干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你还是希望学术能和现实联系起来，希望能经世致用？
　　易中天：我到厦门来，林兴宅老师跟我说了一段话，他在80年代是风靡一时的人物，他当时就跟
我说，你做学术研究，一定要有结果。
要么对现实有作用，要么对将来有作用。
两个都没有，做他干什么？
我觉得这个话很对。
能不能影响将来的学术发展，我不清楚，那我就面对现实吧。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你的书对现实有作用，作用在哪里呢？
　　易中天：我一直说，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当下正生活着的人的幸福。
人文学科中，应当有一部分学者面对现实，为现实的人的幸福服务，我就给自己定位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第一本书就是《闲话中国人》。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现实作用指的是学术普及工作么？
为什么“百家讲坛”这样的节目这么受欢迎？
　　易中天：其实我不喜欢普及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有居高临下的意味。
我认为我的工作是在努力实现“三个对接”：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与大众的对接、学术与传媒的
对接。
学者在电视上开文史讲座大受欢迎，说明大众对了解历史文化知识有强烈的需求。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怎么看待余秋雨（余秋雨博客，余秋雨新闻，余秋雨说吧）？
你怎样界定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作用和位置？
　　易中天：这方面余秋雨先生是先行者。
该不该走是一个问题，走得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但总要有人先走。
当时我觉得一部分人走就行了，比如我。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选择“三国”，是因为你觉得这是和观众对接最快的作品么？
　　易中天：再次声明，我讲的是“三国”，不是《三国演义》。
讲“三国”是电视台选择的，以曹操为重点是我的选择。
对我，就像做医学研究的人，找到一个最典型的病案。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曹操是最典型的病案？
你选择他是从什么角度？
　　易中天：曹操作为一个人很可爱，能说真话的时候就说真话，但是晚年却做了很多错事。
至于我为什么选择他做我的重点。
你们看到最后就能知道，我不能把我节目最后的东西告诉你。
　　三联生活周刊：那讲完“三国”后你还会接着讲什么呢？
　　易中天：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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