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说到
!

三国演义
"

和
!

水浒

传
"

的艺术创作
#

我们不得不提

到其语言特点
$!

水浒传
"

中很多

人物语言常常是从通俗化出发
#

寥寥几笔
#

就已经绘声绘色
$

而

!

三国演义
"

在人物语言上的描

述却与
!

水浒传
"

有所不同
$

!

三国演义
"

万历年间的刻

本
#

其遣字用词非常文雅
#

多从

史书
!

三国志
"

而来
$

京剧
!

群英

会
"

就选自
!

三国演义
"

中周瑜

利用同窗蒋干盗书而使用反间

计智胜曹操的故事
$

其中
#

蒋干

与周瑜江边见面一场的几句京

剧道白就充满了文学意味
$

比

如
#

周瑜与蒋干见面的问候是

%

别来无恙
&#

而且几句对话间

充满了试探与防备
#

不是老朋

友之间的叙旧
#

而是两股势力

之间的勾心斗角
$ !

水浒传
"

是

根据宋朝末期宋江三十六人于

北宋宣和年间起义塑造而成

的
$

宋末元初
#

水浒的故事已是

艺人说唱的重要内容
$

到了元

末明初
#

施耐庵将原始传说进

行整合
'

再创作
#

这样一部民间

作品就升格为一部不朽的文学

巨著
$

关于
!

水浒传
"

的成书年

代
#

学界至今还有纷争
$

有些学

者认为
#!

水浒传
"

最后成书的

年代应为明嘉靖年间
#

出于无

名作者之手
$

那么
#!

水浒传
"

的

成书年代究竟是起于宋代还是

起于明代呢
!

周汝昌根据
!

水浒传
"

的语

言表现方式
#

得出一个大胆判

断
(

小说中的语言表达方式绝对

不是宋朝以后的人所能追忆或

者模仿
'

想象的
#

其中的每字每

句都来自宋朝
$

所以
#!

水浒传
"

应该是从南宋开始有了撰述
#

其

成书年代不可能晚于元代
$

从历

史上判断
#

元代统一中原后
#

宋

朝遗民心怀故国
#

而
!

水浒传
"

恰

恰描述了梁山好汉最后为国家

尽忠的事迹
#

小说体现了宋朝遗

民的爱国之心
$

!")* %&+,

如果按小说的类型划分的

话
#!

三国演义
"

属于历史演义
#

而
!

水浒传
"

则属于英雄传奇
#

两部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描写得

淋漓尽致
$ !

三国演义
"

中的
%

关

云长过五关斩六将
&#!

水浒传
"

里的
%

梁山泊聚义
&

把
%

忠
&'

%

义
&

两个字渲染得无以复加
$

那么
#

这两部波澜壮阔的历史

小说在
%

忠
&'%

义
&

两个字上该

如何划分呢
!

!

三国演义
"

的精神是

%

忠
&#

这种
%

忠
&

就如同京剧
!

空

城计
"

中诸葛孔明所唱的
%

两国

交锋龙虎斗
#

各为其主统
!

"

&#

这三股势力的文武人才各

为其主
#

他们的
%

忠
&

是忠于自

己的主人
$ !

水浒传
"

中标榜的

是
%

义
&#

是江湖上的义气
#

是将

好汉们捆绑在一起的纽带
$

%

老不读三国
#

少不读水

浒
$ &

这句民间俗话将两部小说

连在了一起
$

所谓
%

老不读三

国
&#

是因为世俗认为老人圆滑

世故
#

而
!

三国演义
"

中却处处

机诈奸险
$ %

少不看水浒
&#

因为

年轻人年轻气盛
#

看罢水浒后

很容易激起义愤
$

古人将这两

部小说合在一起叫
!

忠义英雄

传
"#

是为了宣扬书中人物为国

为民
#

不畏艰难
#

不怕死亡
#

尽

忠效力的精神
$

!"-. %&-/

!

三国演义
"

以政治
'

军事

各种惊心动魄的交锋为背景
#

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众

多人物形象
#

曹操的雄才大略
'

诸葛亮的忠诚智慧
'

周瑜的英

雄倜傥都跃然纸上
$

而
!

水浒

传
"

在刻画梁山英雄好汉时
#

不

少手法与
!

三国演义
"

有异曲同

工之处
$

!

三国演义
"

重谋略却缺人

情
#

而
!

水浒传
"

的短处则在于

能粗不能细
$

大处往往写得很

精彩
#

但是却很少对人物的内

心进行描绘
$

虽然小说里的人

物多是绿林草莽
#

动则舞刀弄

枪
#

但是他们也应有细腻的内

心情感
$

比如对坏女人潘金莲

的描绘
#

就是一个符号化的人

物
#%

不贞节的坏女人
&

就是烙

印在她身上的符号
#

缺乏内心

描绘不仅是
!

水浒传
"

的短处
#

也是大多古典小说的缺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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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相对正史而言的
$

正史
#

如
!

史记
" ' !

汉书
"

等都是由史官来撰写
'

官方刊

刻的历史典籍
$

而由民间撰

写
'

记载历史事件
'

历史人物

的典籍就是小说
$

所以小说也

被称为外史
'

野史
'

稗史
#

从

这一特点来说
#

小说也是历史

典籍的一种
$

因此
#

四大名著

在本质上也是如此
# %

史
&

为

其核心
$

!

三国演义
"

全称
!

三国

志通俗演义
"#

也称为
!

三国志

演义
"#

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

小说
#

也是我国古代历史演义

中成就最高
'

影响最大的一部

作品
$ !

三国演义
"

成书于元

末明初时期
#

全书一百二十回
#

作者罗贯中
#

作品重点描写了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
#

魏蜀吴三

国的兴衰过程
$ !

三国演义
"

与正史的区别是什么呢
)

正史记录的是帝王将相治

国安邦的文治武功以及他们的

嘉言懿行
$

而小说讲究趣味

性
#

描写的是有人情味的细

节
$

最早的小说篇幅简短
#

只

记一人一事
#

南朝时的
!

世说

新语
"

就是专门记述当时名士

子弟的琐碎事情的
$

!

三国演义
"

是在正史的

基础上
#

通过艺术加工将历史

转化为文学
#

从而达到深入普

通民众
#

普及历史与文化知识

的目的
$

它来源于历史
#

却又

区别于历史
$

它有历史的影

子
#

但却更多地体现在文学创

作上
$

6789

在文学艺术成就上
# !

三

国演义
"

达到了中国古代小说

许多方面的高峰
#

比如结构宏

大复杂
#

把握十分准确
*

比如

擅长描写战争
*

比如对主要人

物的塑造十分传神等等
$

但

是
# !

三国演义
"

作为四大名

著之首
#

它真正要表达的内涵

是什么呢
!

!

三国演义
"

中虽然对武

艺的描写极具铺张之能
#

但这

只是表面
#

其更深一层描写的

是军事策略
'

国家谋略
$

所谓

%

兵不厌诈
&#

无论诸葛亮
#

还

是周瑜
#

一旦面对国家的成败

之争
#

必定费尽心机以谋略取

胜
#

在书中就是
%

斗智
&#

而

!

三国演义
"

想表达的就是魏
'

蜀
'

吴三国之间的谋略之争
$

!

三国演义
"

里蕴含着中

华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思想观

念
+++%

三才主义
&$

所谓
%

才
&

不是吟诗作赋
'

才子佳人
#

而

是抱负
'

志向以及才华
$

天有

天才
#

即是风雷云雨
*

地有地

才
#

即是山川物产
*

人为万物

之灵
#

是天地之心
$

如果只有

天
'

地
#

而没有人的作为
#

文

化就谈不上产生和发展
#

这就

是所谓的人才
$

!

三国演义
"

中
#

曹操占

据中原是得天时
*

孙权盘踞东

吴六郡八十一州
#

地盘广大
#

是得地利
*

刘备一无所有
#

在

两股势力的夹缝中偏安西南一

隅
#

与魏
'

吴鼎足而立
#

是因

为他有关羽
'

张飞
'

赵云
'

马

超
'

黄忠
%

五虎将
&#

得了人

和
$

:;<=

!

三国演义
"

之所以成为

四大名著之一
#

绝不是偶然
#

它以独特的对道德
'

理想
'

政

治理念的阐述而受到广大民众

的喜爱
#

以非凡的叙事才能
'

全景式的战争描写
'

丰富生动

的人物成就了长篇历史演义的

最高峰
#

但即使是这样一座文

学
%

高峰
&#

也不可能十全十

美
$

!

三国演义
"

也有缺点
$

首先
# !

三国演义
"

是民间流

传故事的积累
#

它有别于作家

的创作
#

没有明确的作者
$

直

到后来罗贯中将民间相传的故

事进行了整理
'

润色才有了现

在的
!

三国演义
"$

不过在整

理中
#

为了符合正史的记载
#

他以
!

资治通鉴
"

的编年为标

准
#

将故事中不符合史实的细

节进行了删除
#

这样就减少了

艺术趣味性
$

后来在清代康熙年间
#

毛

宗岗也做了类似工作
#

他根

据自己的喜好和对历史的认

识
#

对
!

三国演义
"

进行了

二次的增
'

删
'

改
#

这使得

!

三国演义
"

再次靠向了正

史
$

其 次
#

在 周 汝 昌 看 来

!

三国演义
"

只着重将视角落

在帝王将相的身上
#

缺少对

当时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关注

与描述
$

这样的文学作品忽

略了在群雄割据时
#

对普通

人的生活状态的表现
#

这也

是
!

三国演义
"

缺点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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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天行道
&

是自宋江主政

以后
#

为梁山起义军制定的一

面正义的旗帜
#

这面旗帜使得

梁山起义军由强盗成为一支有

严明纪律的军队
$ %

替天行道
&

虽然有其反抗的意义
#

但也未

曾突破君主的观念
$

所谓
%

奉天

承运
&'%

天命所归
&#

这也是水

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

原因之一
$

那么
#%

替天行道
&

中

的
%

天
&

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

%

替天行道
&

中的
%

天
&

不是

指真实的天空
#

而是指皇权的代

表人物即皇帝
$

所以皇帝自称为

天子
#

即天的儿子
#

有权替天行

道
$

因此
#

很多朝代的年号中会

出现天顺
'

天命
'

天佑等等
$

!

水浒传
"

中从来没有提到

过反对皇权
#

里面反对的是高

俅
'

童贯
'

蔡京等奸臣
$

在昆曲

!

林冲夜奔
"

中
#

林冲被害
#

家亡

人散
#

冤屈万分
#

在最后的道白

中有
(%

高俅啊高俅
#

骂高俅
#

定

把你奸臣扫
"

&

虽然宋徽宗不是

一个合格的皇帝
#

但是他代表

了
%

天
&#

因此
#!

水浒传
"

中只有

扫奸臣
$

如同岳飞终生要报之

仇就是徽钦二宗被金兵掳去之

仇
#

在宋朝人看来
#

侮辱二宗就

是宋朝的奇耻大辱
$

KLMN OP4Q

!

水浒传
"

是一部男人小

说
#

描写的是封建男权视角下

男人的世界
$ !

水浒传
"

里的众

多英雄好汉受当时社会所迫而

杀富济贫
#

替天行道
#

它塑造了

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男性英雄形

象
$

鲁智深
#

人称花和尚
#

小说

!

水浒传
"

中的重要人物
#

梁山

一百单八将之一
$

姓鲁名达
#

出

家后法名智深
$

鲁达原本在渭

州任经略府提辖
#

为救弱女子

金翠莲
#

他三拳打死镇关西
#

被

官府追捕
$

逃亡途中
#

经赵员外

介绍
#

鲁达到五台山文殊院落

发为僧
$

!

水浒传
"

中林冲的故事最

为动人
$

林冲被发配到草料场
#

本已是穷途末路
#

哪料到陆虞

侯还不肯放过他
#

竟然放火暗

算他
#

林冲最后险些死于火中
$

由于影视剧及戏曲作品的多次

展现
#

那一场大雪中
#

林冲拿着

酒葫芦
'

背花枪
#

打酒归来的身

影已经深深印在人们的心中
$

在
!

水浒传
"

的这一段落中
#

不

仅可以欣赏到极富文学色彩的

描述
#

也可以从中推测到当时

人与人之间的倾轧
$

RST> UVWX

纵观三国风云
'

水浒浪潮
#

英雄好汉层出不穷
#

豪杰侠客

比比皆是
$ !

三国演义
"

和
!

水

浒传
"

可谓是两部波澜壮阔的

男人小说
$

然而令人感到奇怪

的是
#

在这两部同是崇尚英雄

的巨著中
#

对女性的态度却截

然相反
$

三国女性几乎皆为巾

帼英雄
#

而水浒女性却黯然失

色
$

妇孺皆知的潘金莲便是其

形象代表
$

此外
#

即便是一百单

八将中的英雄女子
#

似乎也没

有得到
%

公正待遇
&$

孙二娘别

名母夜叉
#

顾大嫂绰号母大虫
#

!

水浒传
"

对女性的蔑视不言而

喻
$

那么
#

作者为什么要在
!

水

浒传
"

中如此塑造安排这些女

性形象呢
!

周汝昌推测
!

水浒传
"

的作

者对当时社会的女性心存偏见
#

可能源自于他个人的经历
$

这也

可能与当时的社会对女性的礼

教要求极为严格有关系
$

有人对

!

水浒传
"

中的潘金莲颇为同情
#

在周汝昌看来
#

潘金莲确实有难

言之苦
#

但是不该加害武大郎
#

至于后来武松的所作所为
#

也是

与他粗豪的性格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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