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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次试验性写作　　要给老掉牙的文史故事翻出新的看点来其实很不容易，这需要作者进行史料
破译和文体创新的双重冒险，是对作者的历史知识和文学素养的双重考验。
把握了分寸，恰到好处的话，会令人拍案叫绝，否则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可以说，只有真正读懂了历史，读懂了人生，读懂了社会的人才能把千百年前的故事弃旧翻新，演绎
出时代的精神，给当下疲倦的人们以阅读的快感或有益的启示。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文学经典，而赤壁之战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战争经典
，是所谓“双最战争——人海战术时代最著名的以少胜多战争和冷兵器时代最著名的火攻战争”。
之所以说“文学史上”的，是因为时至今日史学界对这场战争还有存疑，包括易中天先生也不敢肯定
这场战争的完全真实性。
　　毋庸讳言，无厘吹水的这本《PK罗贯中：三国群英争说赤壁之战》是一本另类的书。
老实说，如果我对这本书的作者一无所知或毫无心理准备，并且对时下的文学市场不闻不问，缺乏必
要的理解和宽容，我读这样的作品大概也会感到唐突、错愕、胡乱和怪异的。
　　无厘吹水真名叫董春水，其实是个很有潜质的原创性作家。
我曾认真拜读过他先后发表在《福建文学》、《西部》、《中国作家》、《中华客家文学》等期刊的
五部中篇小说，以及带有现代传奇色彩的《我在深圳的好妹妹》系列。
我觉得他的小说有相当的生活张力，语言老辣，富原生态，很好读。
尤其是人物对话写得活灵活现，很有机锋。
他的文风有点像王朔，略带江湖气。
其中一篇被《小说选刊》推介过的中篇小说《哲学硕士妹》，我觉得是他目前的代表作品，可以说为
中国当代小说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艺术典型。
小说写了一个想融入市场又为坚守人格纯洁与市场力量殊死搏斗的当代女唐?吉柯德，有种黑色幽默，
让人不胜唏嘘。
　　我想，董春水变成了“无厘吹水”，应该跟他这十多年的“旅粤”濡染有关。
他是我的老乡，福建龙岩客家人，现在广东打拼，自称“从闽西红土地到岭南金三角”。
据我所知，在改革开放后的孔雀东南飞时代，广东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外来作家群，如谢有顺、魏微、
王十月、周崇贤、郑小琼等文坛新锐，也包括董春水，他们给南方的文学百花园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
“无厘（头）”和“吹水”都是广东白话，“无厘头”是莫名其妙的意思，“吹水”近似于北方话里
的“吹牛”和“侃大山”。
无厘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风生水起，内侵北上，甚至登上大雅之堂，实则是当代中国多元文化
的一种新气象。
2001年，香港周星驰被万千大学生尊为“星爷”，携带他的无厘头经典电影《大话西游》荣登北大讲
坛，被朱大可称为中国“大话时代”的开始。
最近两三年，电视连续剧《武林外传》等红遍大江南北，意味着无厘头艺术在中国本土舞台的粉墨登
场。
还有同样出自岭南，从网络发迹，给古奥的历史彻底通俗化的《明朝的那些事儿》这样的作品也开始
风靡一时。
我觉得，董春水的《我在深圳的好妹妹》系列和这本OPK罗贯中：三国群英争说赤壁之战》就是在这
样的现实土壤中应运而生的，如果说前者还是无意识的无厘头，后者则显然是一种自觉的创作。
　　文学总在不断的试验当中。
三国赤壁之战当然是古铜色的文史故事了，但当它被注入了当下社会的活力，赋予了时代的精神，它
也能立马鲜活起来。
如果说这是带着某种试验性质的有点另类的文本，那么，但愿广大读者透过作者骨子里依然深藏着的
本真和血脉间奔腾激荡的热情，也能从中获得某种有异于往常经验的另类的阅读快感。
　　是为序　　2008年春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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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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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赤壁之战》既是史论，又是小说，令人解颐，并引人深思⋯⋯把苍老的历史写新，把死去的历
史写活，把冷却的历史写火——今天PK时代，一批三国人物拍棺而起，召开群英冥会，以历史见证人
的身份，就1800年前的“双最战争”——人海战术时代最著名的以少胜多战争和冷兵器时代最著名的
火攻战争赤壁之战展开争论，以第一手资料和博古通今的语汇，对罗贯中的偏见，对易中天们的谬误
，对当代粉丝的成见提出质疑，唇枪舌剑，既坚持原则，澄清史实，继续演绎历史，又嬉笑怒骂，借
古讽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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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无厘吹水，原名董春水。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愤青，90年代的文学逃兵，新世纪的文坛新“锈”。
文章属于嬉笑怒骂典型风格的无厘头作品。
著有《我在深圳的八个妹妹》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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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K罗贯中，三国更来劲——腐竹来爆料第一回　战争要不要厚道？
——鲁肃有话说第二回　我才是三国第一硬汉——张昭有话说第三回　小周郎的看起来很美的战争—
—一周瑜有话说第四回　我不雄起，哪来的三国？
——孙权有话说第五回　宁要打打杀杀，不要阴谋诡计——甘宁有话说第六回　把小丑进行到底——
蒋干有话说第七回　我才是为了小乔——黄盖有话说第八回　误涉“连环计”和二千年医耻——华佗
有话说第九回　三国我最傻——庞统有话说第十回　历史逃兵的回眸一瞥——徐庶有话说第十一回　
三笑一哭，壮哉曹操——张辽有话说第十二回　周郎的战争，大汉的胜利——诸葛亮有话说第十三回
　什么赤壁之战，那是我自己放的火——曹操无话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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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孙刘联盟是我对“榻上策”适当的修正，目的还是为了孙权的宏图霸业，客观上也促成了刘备的
崛起。
　　孙刘联盟始于赤壁之战。
但关于赤壁之战中的孙刘联盟，千百年来也争论不休，众说纷纭，值得我再论一二三。
　　首先这个联盟的形式是很可疑的。
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说明结盟的前提条件；规定双方在共同行动中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分配
双方在抗曹作战中的具体指标，如各自的阵地、应投入的兵力、该取得的战果、互相接应的方式；也
没有规定双方的权利，对战后的形势作出预计，对战后格局的重新分割达成一定的协议——对此，诸
葛亮和刘备是一直以荆州的“自然继承人”自居的，东吴好像也在默认这一点，起码给对方造成了这
种影响。
双方甚至连明确的口头承诺也没有，也没有举行任何儿戏仪式，如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时的祭天拜地，
歃血为盟。
维系双方的是共同危难下的一种“心照不宣”，简直是一种高风格的“君子之约”。
　　这种交际的模糊性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很有中国特色，但它的后遗症也够大。
赤壁之战后，曹操狼狈退出的荆州大地上一片混乱，孙刘两家因为荆州问题的种种恩怨，包括所谓“
三气周瑜”的历史闹剧，“关云长大意失荆州”和刘备獷亭之战“遗恨失吞吴”的历史悲剧，当初的
孙刘联盟就缺乏必要的预计和约束。
如此联盟大事而竟没有契约，这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契约时代的来临是事所必至的。
这也算是赤壁之战留给后世的另一种启示吧。
　　而且，赤壁之战中孙刘联盟的实质内容，更被许多人认为是空洞的，完全看不见摸不着。
这点最为关键，才是孙刘联盟争论的焦点所在。
　　这次盛况空前的南北对决，号称五万对几十万——二三十万、五十万、八十万、上百万不等，反
正是绝对少对绝对多。
那五万的组成是孙权的三万和刘备的二万。
孙权的三万虽然刘备“恨少”，但却是整个江东的机动部队和精锐所在，几乎是孙权的全部赌注。
可以说，三江口集中丁东吴最多、最好的士兵和最精悍的大将、最优秀的智谋之士，东吴是倾国力以
对了，不论输赢，都将是一场历史大战，《三江口》也将是一个精彩的历史剧目。
相比之下，刘备那二万人就有点莫须有的嫌疑。
三江口前线没有刘备“联军”的一兵一卒，一刀一枪，一计一策。
刘备在“后方”的江夏作壁上观，按周瑜的说法是坐山观虎斗，养精蓄锐，伺机待扑，整天忧心忡忡
的只是他的“水”（关羽和张飞对刘备大哥移情别恋的怨言）——诸葛亮的安全。
　　我不这么说，刘备也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实在凑不上热闹，只能当后方的“留备”军，而骄
傲的周瑜也不要他凑热闹，甚至也不在乎他的“留备”。
但不管怎么说，刘备对赤壁之战的投入实在不足为外人道。
他所凑的惟一份子就是在一叶扁舟上临江啸傲，有限制地到周瑜的兵营里走一走，瞧一瞧，然后整天
无聊地摇鹅毛扇的诸葛亮。
他反而是周瑜的一块心病，一个累赘——说他是扰军人士，也不为过。
对诸葛亮的实际作用，我才有所认识，也有所设计，我下面再说。
　　问题是，联盟双方的斗争性实在太尖锐了，大大超过了盟友的妥协性。
我作为一个“老好人”，再八面玲珑，折中求全，从中也只能左支右绌，两不讨好，无法真正协调。
　　我承认我是孙刘联盟的首倡者，但却是一个失败的维持者。
整个联盟以失败而告终。
战后，我力主把荆州（其实只是江陵）借给了刘备，既让曹操紧张得筷子都拿不稳，掉到地上，也为
后世留下了“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的歇后语，还给了孙权说我“两长一短”的口实，要不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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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只有“长”的完人了。
后来，我只好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单刀赴会，骂倒关羽，好歹讨回了三郡。
在我死后，吕蒙和陆逊终于帮孙权夺取了整个荆州，但孙刘联盟也彻底破裂。
后来虽然一度恢复，但双方内耗，早巳元气大伤，终于被司马氏各个击破，逐一收拾，三国归晋。
　　我这千年一叹，感慨深长。
　　孙刘联盟，往事并不如烟。
在我生前，我就知道它不讨好，鲁肃其实也不被看好，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可爱的人。
　　先说东吴方面，周瑜是完全不承认刘备在赤壁之战中的作用，他说什么联盟，根本不存在，是他
代表东吴在跟曹操单打独斗，虽然这一战他胜得那么辉煌，一把奠定了他雄姿英发的历史形象，可他
私底下总有被诸葛亮和刘备当枪使了的窝火，当然也就有对我“妇人之仁”的埋怨。
孙权对孙刘联盟也不以为意，抱着走着瞧的态度，他更认为赤壁之战是他跟曹操的单挑，没刘备什么
事。
我感到疑惑的是，以老成谋国自恃的张昭也公开反对孙刘联盟，我想可能有很大一个原因是诸葛亮舌
战群儒的时候第一个拿张昭开火，极大地挫伤了他最要命的自尊心，让他恼羞成怒，连孙刘联盟这样
的国家大计也不细加思量，反而先人为主，一并否定掉算了。
　　再说刘备方面。
不论是我主观猫腻，里通外敌，暗助刘备，还是客观效果，刘备的确成了赤壁之战最大的赢家，从此
咸鱼翻身。
也就是说，刘备集团是孙刘联盟的最大受益者。
但让我感到难过的是，即使应该对孙刘联盟感恩戴德的刘备方面，他们对待这个联盟的态度也仅仅是
利用，而不是珍惜和维护。
他们眼中最在乎的还是一城一地的得与失，所谓顾全大局，说时容易做时难。
　　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为刘氏种下了根深蒂固的荆州情结，将荆州作为帝王之基和首个必争
之地。
他们在“借荆州”的故事中背信弃义的做法就可以理解了。
其实，按后世的分析，刘备进入了汉中和蜀中之后，荆州反而成了蜀国尾大不掉的负担。
蜀中自然易守难攻，可也出入困难。
荆州有变，难以接应，荆州则易攻难守，最不保险。
然而，即使是鸡肋，也弃之可惜，何况荆州是这么大的一块肉。
　　也就是说，我还以为发现和找出了刘备这个孙吴、刘表之外的第三者，就可以解开荆州这个死结
了，哪知道这个死结后来又滚成了一团乱麻，变得更加没有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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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 作协书记和出版家的期许： 一次试验性写作。
一本另类的书。
一种另类阅读的期待。
（张胜友）　　★ 畅销书作家的激赏： 确实不错！
呵呵，我觉得这是一本有趣的书。
（当年明月）　　★ 教育大师的观察： 我常说：处天外遥望，地球很小；居体内细察，心域极宽。
有道是：唯大学问，时空无限；是真才情，文教一家。
董春水老师的《PK罗贯中：三国群英争说赤壁之战》可如是观。
（魏书生）　　★ 文学博导的惊异：无厘吹水者，董春水也，我的老乡。
在我们老家，一直盛产严肃而沉重的人，因此，当他写出这种充满游戏、荒诞风格的小说时，我真是
大吃了一惊。
（谢有顺）　　★ 电影导演的冲动： 星爷之后又一得解构主义真传的民间叙事鬼才！
我看后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要亲自把它搬上先锋剧场的舞台。
（江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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