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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的《三国演义》专家沈伯俊先生的新著《三国演义新探》，是从他二十年来发表的大量论文中精
选而成的。这部著作的笔墨烙印着他在学术道路上的足迹，有作者和版本的考证，有思想艺术的探讨
，有人物形象的论析，有关于《三国演义》与三国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内容十分丰富。特别应当
指出的是，他不仅是一位《三国演义》研究专家，而且长期身兼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的秘书长和常
务副会长，倾注大量的精力于这一全国性学术团体的学术活动。因而，沈先生的研究与新时期中国《
三国演义》研究不但同步，而且笔锋所指常常是研究中最新的课题，反映了《三国》研究的最新水平
。所以将这部书称之为《三国演义新探》，是很恰当的。这不同于时下有的学者将其书名为"新探"，
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也不同于那些泛泛的零散文章结集，无所归旨，聊以"新探"名之。缘此，就不
能不简要地指出沈先生《三国演义新探》的特点。
一、一部学术著作品位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形式上是论文还是专著，重要的是看其学术含金量的
多少。《三国演义新探》一个重要的特点，便是其中许多论文的产生是依托在专著、专书浩大的工程
、整体的视野的基础之上，像这样的论文，其概括性之大、深刻性之强决非是一般性地选择一个角度
，构思成文即可的。沈先生二十年出版专著，专书16部，发表百余篇论文，在这些科研成果中，最有
特色、最具代表性、最受好评的是《三国演义》校理本和点评本。他从八十年代初就大声疾呼：重新
校理《三国演义》。并为之焚膏继晷，孜孜矻矻，披览史册，旁搜博采，笔耕不辍，推出《三国演义
》普及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毛氏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嘉靖本（花山文艺出
版社1993年版）和李卓吾评本（巴蜀出版社1993年版）四种版本的校理本，并在校理本的基础上，又
推出《三国演义》评点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辩伪匡误"
一组论文便是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即《再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
题》、《再谈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等。如果说前面那几大《三国演义》校理本是艰苦的梳
理和校正，那麽这些论文则是理性的思考和提升。它们体现出一种整体思维，系统地概括了《三国演
义》中大量存在的"技术性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深刻地论述了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必要性，校
理的原则和方法。它不仅没有干预小说家主体性对于历史真实的深刻参与和调节作用，相反，更进一
步强化这种深刻参与和调节作用对历史文学的真实含量和真实品性的追求，特别是表达层面上细微之
处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极富启发意义。
二、二十年来《三国演义》研究在新时期呈现的最主要的特色是多元化，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气候
是相适应的。中西文化的撞击、影视文学的勃发、旅游文化的兴起等等，无不在《三国演义》研究这
个领域得到展现。《三国演义》研究不再仅仅是书斋里的事情，它走进了社会，走出了国门。《三国
演义新探》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如"源流探析"一组论文，对《三国演义》几个重要的版本，如嘉靖
本、李卓吾评本、毛氏本都进行了新的探索，与国内外同人或取得共识，或独抒己见。总之，沈伯俊
先生对《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新见解，要而言之，第一，"《三国志传》的祖本
比校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罗贯中的原作"；第二，"《三国演义》的版本主要有三个系统
；（1）《三国演义》系统；（2）嘉靖本系统；（3）毛本系统。"此外，《李卓吾评本》虽然属于嘉
靖本系统，但因其承先启后，可视为一个重要的子系统，第三，其演进的主要轨迹是：罗贯中原本--
周曰校本或夏振宇本--"李卓吾评本"--"毛本"。这些新探索新见解不仅改变了传统定论（"明代各种版本
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而且为以后《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廓清基本方向和路数做出了开拓。再如影
视文学的探讨，《三国电视剧面对的五大矛盾》，提出了古典小说名著改编电视剧在理论上的重大课
题。还有三国文化的论述，如"传播影响"一组论文，由提出三国文化三个层次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
到三国文化之旅具体开发的思路，都显示了沈先生从一开始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就体现了他的治
学宗旨：面向现实，面向广大读者，面向弘扬民族文化，面向中外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
三、最早进行《三国演义》研究综述的沈先生，长期着眼于《三国演义》研究线索的勾勒，形成了一
组论文，三个阶梯，即建国以来--新时期--新世纪《三国演义》研究史的基本脉络。对于《三国演义
》研究综述，也许是出自先见之明，也许是长期作为《三国演义》研究的领路人，他责无旁贷地承担
起了这项工作。研究史的述评，一般不好写，需要对诸多的素材进行条分缕析，梳辩爬理，付出的心
血很大，而真正落到笔下的文字却寥寥数行。相反，对研究者和读者来说，阅文虽不长，却受益非浅
。正如沈先生所言："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在逐步积累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
。只有充分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谈得上发展和创新；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看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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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因此，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应该首先把握其研究史，了解在自己着手之前，别人以往研究了多
少，研究到什麽程度，有些什麽观点，存在哪些问题，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起点，选取适当的研究角
度，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治学之道。"（第442-443页）
《三国演义新探》一书共收入36篇文章，其中有17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中
心、《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等学术机构转载，可见其学术品位之高、学术信息之大。此书对《三国演
义》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者以及爱好者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认真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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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伯俊，男，１９４６年４月生于重庆。原籍安徽庐江。汉族。１９７０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
１９８０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研究人员考试，以四川省文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四川
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曾任副所长、副研究员。现任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研
究员。兼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中华文化论坛》副
主编、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主要科研成果有：
（一）专著、专书
１．《西游记》缩写本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７月第１版；
２．《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第１版；
３．《三国演义辞典》（与谭良啸合著）巴蜀书社１９８９年６月第１版，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增订版
，日本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７月出版日文版，韩国汎友社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出版韩文版；
４．《校理本三国演义》 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２月第１版，１９９５年２月第５次印刷；
５．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第１版；
６．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５月第１版，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第
２版；
７．《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巴蜀书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第１版；
８．《三国漫谈》 巴蜀书社１９９５年２月第１版；
９．《三国演义》评点本 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４月第１版；
１０．《三国演义》回评本（本人校注，丘振声回评）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５月第１版；
１１．《明清小说比较研究》（合著）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第１版；
１２．《三国演义》新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２月第１版；
１３．《三国演义》整理本天地出版社１９９７年8月第１版；
１４．《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月第１版；
１５．《三国漫话》 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９月第１版；
１６．校点《后水浒传》、《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等明代小说。
（二）编书
１．《〈水浒〉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３月第１版；
２．《〈三国演义〉艺术论》（与黄钧共同主编）待出。
（三）参加《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明清小说鉴赏辞典》、《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
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等十六部书的撰写，共撰稿约４５万字。
（四）发表学术论文１１０余篇，短评、札记、随笔等１７０余篇。
曾获得一次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四次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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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曾经亲身听过沈老的讲座，也讲《三国演义》，内容大多出自本书。一些论文的集合，想更快地
了解三国，本书是不错之选。
2、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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