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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佩服那些把这本书倒背如流的哥们，偶是米有这种素养咯⋯⋯
2、古典文学兼三国史学启蒙。
3、我读的第一本小说
4、像真的一样
5、我的第一本书，一本希望永远没有结局的书
6、值得被人铭记的义气忠臣：王允 董承 吉平 审配 荀攸 郭嘉 徐庶母 严颜 诸葛诞 诸葛亮之子 姜维 
奇葩：弥衡 左慈
傀儡：汉献帝 刘禅（與榇自缚） 孙誥
壮气：曹髦 陈宫
7、看的是这个版本的~~
8、一直被人称为读书人，但是惭愧而不敢告人的是，四大名著一直都没有看全。小时候水浒和西游
看的卷了边，但是红楼和三国则一直没有完整看下去，总是前几章后即告失败。大二下的暑假把红楼
看完，大三上的寒假把三国也终于看完了，总算没有了遗憾。阴谋阳谋是决不能从中习得太多的，也
不能以此为模板，但是确实从人物个性上来说能学到很多。半文半白，小时候坚持不读缩减的儿童版
，而去原版，自然是读不下来的，也算原谅了自己吧。日后有闲，还是会再读的。
9、别人眼中的忠孝仁义勇，我却看到了漫漫的羡慕嫉妒恨！
10、很老的版本了，初中买的，但是前年才看完~
11、呼，等不了诸葛出来了
12、中国人的谋略学。
13、忘了是小学还是初中看的。至今三国志游戏是我的最爱
14、儿时已读10遍
15、读三国，果真流泪了
16、耗费时间精力，却值得一读再读
17、字很小
18、诸葛亮，前期神乎其神，后来却计谋都失败——这就是北京人说的，先吹得呜呜嚷呜嚷的，再摔
得瘪唧瘪唧的。因为源于评话，所以有很多民间流行的情节设计：差一点，曹操经常差一点被抓到；
喝酒，是最常用的情节转折办法；进谏，是失败发生前必不可少的设计，但决策者就死活不听；神鬼
等糟粕占了很多篇幅。
19、三国人儿书，三国游戏，三国电视，三国电影，三国小说，铺天盖地，乐此不疲
20、经典回顾
21、我买的第一本《三国演义》。
22、也是为了高考而读的，大多数人喜欢，但我读了还是很不喜欢。因为我觉得我不喜欢战争，里面
战争太多
23、百读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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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元明之际的社会动荡不安，因此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三国演义》可谓在此
之中的较为典型的文学产物。作为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同时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三国演义》“用通俗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
，并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而这种所谓的“美学理想”，其实与后来
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西方接受美学理论有许多暗合之处。换言之，《三国演义》的创作在点滴
之间渗透着接受美学的原理。首先，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艺术意图是憧憬性的形象化生活信念”
。这就是说，创作者（即作者）的意图，必然在文学作品中有所表现。“演义”这种独特的文学样式
就较为直接地渗透着作者主观的价值判断，用一种自认为理想的“义”，泾渭分明地去褒贬人物，重
塑历史，评价是非。在西方美学体系中，这种创作心理动机被理解是创作者本人所持有的，同时希望
接受者（即读者）与以认同的一种“生活信念”。这种“生活信念”可以被解释为创作者所要倾注给
接受者的自己的审美理想与社会理想。在通读完《三国演义》之后，读者不难发现，“作者显然是以
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
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清代学者章学诚在他著述的《丙辰札记》中
认为《三国演义》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这正是说明了罗贯中是按照一定的美学理想创作这部
历史演义小说的。就这个方面而言，《三国演义》与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可谓大相径庭。简言
之，作为“前四史”之一的《三国志》的客观性较强，作者是以冷静平和的心态，较为真实准确地记
录（或叙述）了三国的历史，而基本上没有将自身的思想情感贯注到作品之中。虽然《三国演义》与
《三国志》各有千秋，但不可否认，大多数读者还是倾爱于前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分析，产生这
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在文学价值关系中，读者才是其主体方面。“文学价值不仅取决于作品本身的客
体性质，还取决于读者的主体需要性。离开了读者的特定需求，作品就只能是还没有价值化的纯客体
，或者说，只能是文学的潜在价值。”读者在《三国演义》中需求什么？需求的就是如孟子所精心设
计出的那套“民为帮本”，“仁政王道”的社会政治蓝图，渴求正义精神而反对奸恶行径。作者恰恰
把握住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审美情趣，并使自己的创作倾向很好地满足了读者的这种需求心理，
将作品的文学价值较为完整地诠释了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评价：《三国演义》对读者的吸引力
是广泛而持久的，因而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获得了成功。当然，这种广泛而持久的吸引力不仅仅停留
在主旨为读者接受的基础上。著名美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艺术永远采取直观的方式”。这种“直
观的方式”即文字语言。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真正物质载体是文字语言。读者正是接受了文学作品的
语言，才真正接近了文学作品，接近了作者本人。《三国演义》所用的语言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
”的浅近语言，既保留了历史的韵味，又使读者“易观易入”，可谓一举两得。其叙述语言以粗线条
勾勒为鲜明特色，简洁明快，生动有力，洋溢着一种豪放稳健的阳刚之气。而这样的语言也最为适合
塑造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塑造栩栩如生的形象是文学作品的首要任务”。众所周知，《三国演义
》成功地塑造了上百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他们”构成了系列化的历史人物的艺术长廊。由作者
的思想情感出发，以文字语言的形式来加工塑造艺术形象，在接受美学中被称为“意象——语符思维
”的两个阶段。关于意象化与语符化交织的情况，高尔基有一段经验之谈颇有价值：“总之，要找到
确切的语句，把它们这样地排列起来，使得能用很少的话表现出很多的意思，好像‘言简意赅’，使
得语言能表现出一副生动的图画，简洁地描绘出人物的主要特点，和立即在读者的记忆之中坚刻着一
个被描写的人物的动作，讲话的过程和语气，这是极端困难的。用语句来为人和事物‘着色’，这是
一回事。而要把他们描绘得‘像浮雕似的’，生动的，正像托尔斯泰时常感触到《战争与和平》中主
人公一样而能将描写出的东西用手去抚摸，那却是另一回事。”可赞叹的是，《三国演义》这部中国
历史演义小说的开篇之作同时做到了高尔基所言的“两回事”，作者用形神兼备的精细语言塑造人物
形象的显著特点，突出甚至略带夸张地放大了历史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舍弃了性格中的次要方面。
刘备的仁、关羽的义、诸葛亮的智、赵云的勇、曹操的奸、司马懿的诈都跃然纸上，这样容易留给读
者以强烈、鲜明的印象。与此同时，将这些不同艺术形象的千差万别的性格展示在一起，也毫无雕饰
之感地呈现了一种和谐之美。这种美感，是读者可以用心灵去触摸、去感受的真实实在。在作品语言
之中，也体现了一种道德情感上的“召唤”。这与《三国演义》的主旨是相互呼应的。文学作品中有
一种从属价值，即道德价值。这在接受美学中有重要的意义，“就因为文学通过感性化、感情化的审
美意向意境来潜移默化地向读者灌输一定的道德倾向，比之耳提面命的伦理说教要有效得多。”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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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形象化的文学语言将刘备及其跟随辅佐的将士们“英雄化”——要么有万夫不挡之勇，要么能运
筹帷幄、决胜千里；与此相对，作者将曹操一方的英勇气质“模糊化”，或者说是“弱化”了。为何
？根据儒家的思维逻辑，崇尚“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或“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作者正是
基于此，对比刘、曹两家，将叙述一步步递进、深入展开的。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尧斯认为，文学的能
打破读者旧视界的作用，“能将自身在感觉领域内具体为一种对于道德反映的召唤”。这就是说，作
品语言在给读者审美感觉刺激的同时，也能在道德领域内向读者发出召唤，对读者原有的道德观念发
起冲击。虽然在《三国演义》诞生之前，在民间流传的有关故事中已经存在“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
，但在历史上，刘、曹孰为正统的问题，历代专家权威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如陈寿、裴松之和司马
光等学者文人仍尊魏为正统。所以，《三国演义》的意义在于真正从文本上确立了光明与正义的审美
道德观，符合了广大民众的善良愿望，从而给读者内心的道德观以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的作用，在思想
上给读者留下深刻的精神烙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自始至终将这种艺术和道德之美混融加工，
使读者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作者的历史观和美学思想，并加以肯定、甚至褒扬这种文学价值取向。罗
贯中虽早尧斯约六百年，却已通晓接受美学之奥义矣！综上，浅谈了《三国演义》中所渗透的一些接
受美学原理。对于这部中华民族的文学瑰宝的感悟与探索，从古至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只愿有更多的读者能阅读它、接受它，并从中开掘出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让《三国演义》的艺术魅
力和学术精神能够永葆长青。
2、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此乃经典名句。整个三国中，从开始的宦官之乱到袁绍会
聚十八路诸侯，甚至到最后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中间无不充斥着分分合合，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疆
土而令巧言善辩之士前往游说联合。一如后来人毛泽东所说的“联合团结斗争”一样，联合进步势力
，团结中间势力而孤立顽固势力，分分合合，乃各取所需尔。三国作者估计意赞刘关张三兄弟，叹诸
葛孔明之智洒西川身先死，奈何奸雄曹孟德之天下一统梦却为异姓司马氏所夺，悲呼！整部三国以古
文形式，读来稍觉不顺，故拖延如此之久，前曾读过几次，因没有坚持，遂罢。今番时间虽久，却完
工了，了却一桩心愿，心甚快哉。回顾书中情节：前宦官之乱引董卓入京，出“马中赤兔，人中吕布
”一英雄，后现李傕郭汜之乱，曹操领各路诸侯讨伐董卓，吕布英雄显，后董卓灭，诸侯纷争，各据
地盘，自刘备得孔明入川而成三足鼎立之势。江东孙权，物产丰饶而休养生息，待时而动；北边曹操
挟天子以令诸侯意欲南倾；西蜀刘备系汉室宗亲想兴复汉室而时常联吴北伐。奈天命所归，自刘备白
帝城托孤后，诸葛亮两出《出师表》而六出祁山，后死，姜维代之而九伐北魏，后因魏邓艾等翻越摩
天岭袭入川蜀，一举灭掉时后主刘禅而局势逆转，降东吴后复归统一，司马晋主完胜。三国中记忆犹
深的经典段子：桃园结义刘关张、虎牢关三英战吕布、诸葛亮舌战群儒、初战博望坡、巧设八卦阵、
计定空城、火烧葫芦谷、挥泪斩马谡，关云长义释曹操、温酒斩华雄、身在曹营心在汉、过五关斩六
将至后来的刮骨疗毒、败走麦城、大意失荆州，张飞长坂坡一声喝退曹操百万雄兵，刘备曹孟德煮酒
论英雄、白帝城托孤，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等等。乱世纷争，群雄并起，要会识人，会用人，会明确目
的而巧舌善辩，人心齐、泰山移，通天彻地亦需努力，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演的是义薄云天、忠肝
义胆、乱世英豪，分终复归统一的历史，妙，精而耐人寻味哉！值得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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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三国演义》的笔记-第14页

        “汝言我等甚浊，其清者是谁？”又想到谢若林的那句两根金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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