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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三国》

前言

关于《逸堂四品》 刘斯翰以刻苦自学终成大器的逸堂老人，又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
。在写出蜚声国内的《唐诗小札》之后，陆续写了《宋词小札》、《漫话三国》，主编了《中国历代
诗人选集》、《中国古典小说漫话丛书》两套共数十种，晚年还写了文史小品数百篇，在刊诸报章之
外，并编辑出版了《史林小札》、《艺林小札》、《事林小札》等，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方面，
堪称贡献良多。岭南美术出版社有意将其中的代表作三种，加上自传体回忆录《学海苦航》，合成一
套重新出版，署其名曰“逸堂四品”。兹因编者之命，作为小文，述其所闻于逸堂老人之私语，亦问
出己意，为此书提供一点辅助性参考。品之一：学海苦航“学海苦航”虽然明显地源自“学海无涯苦
作舟”，不过，“苦航”二字，以其蕴涵独特的人生体验，读来仍使人印象深刻。古人所谓“脱胎换
骨”、“点铁成金”，说的就是这一类的再创造。以自学为线索来写自传，老人处心之平实，由以可
见。但是，当读完此书，我的感想却是——这其实是一个传奇故事。它记述了一个被农村抛弃的苦孩
子，在毫无师承，无人指点，旁人看来绝无成功可能的情形之下，竟然从生活的夹缝中突围而出，最
后在学问上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这么一个故事，对于读者是富于启迪与感奋的，而对于自学者尤
其具有震撼力。这无疑又是当时出版社考虑出版它的重要因素之一。老人终生自学，以成大器。一个
“苦”字，道出了自学的真谛，更道出了老人的平生。少年时代，他为生活所逼迫，从十一岁父亲去
世开始，过早走上谋生的路，学做木匠，当果栏学徒、书店店员、报馆后生，只能在谋生的间隙中自
学，无师无友，凭着天生好学和对于古典诗词敏锐的审美直觉，在极其逼仄陋劣的环境中艰难积累。
成年时代，他为工作所挤压，自三十岁进入《星岛日报》后，从事报纸编辑工作凡三十年，报纸工作
的繁重，未曾涉足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在香港时，他经常要兼做两家报纸的编辑。建国后回到广州
，则除了工作之外，每天还要花上两三个小时搞各种政治运动，他就只能舍弃休息和消闲，紧紧抓住
剩余的时间不放，即便偶然看戏，也常常提早离场⋯⋯五十之年更遭遇“文革”，且一度被剥夺人身
自由。六十以后，老人摆脱了工作和生活的羁绊，获得了宝贵的自由，步入他一生中丰收的时期，忙
于著述、交游、吟咏、旅行、出版著作。七十以后，由于血尿之疾发生，严重影响了老人怡静的心境
，晚年的治学因而处于顽疾的困扰之中。我想，老人其实天生具有做学者的禀赋。第一，他记忆力好
，书中的回忆就有不少例子，而直到中晚年，在闲谈之中，他对于所经眼书籍、诗词、人物一直保有
令闻者称叹的记忆力。我曾经向他请教过旧诗中的典实，他随口就能说出它们在《二十四史》中的具
体位置，那确乎不仅是读书的工夫，而是记性真好。第二，领悟力强，自学而不具备过人的领悟力，
要想取得像老人这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第三，好书成癖，老人生来爱书，但和藏书家的书癖不同
，他之于书，乃视之为知识的渊薮、学问的海洋，他初则如海绵吸水，渴求不已，继则如鱼得水，涵
泳其中，以为大快乐！老人晚年坐拥书城，心犹未足，尚时时探问网上查书的消息，听到有好书，还
是要买来浏览一番。第四，勤于动手，做学问的人，不单眼要勤，而且手要勤，老人的藏书中，常常
可见夹着字条，或者剪报，是与书中内容有关的材料，这为他各种札记文章的写作，做了有效的准备
。老人写文章信手拈来，独具只眼，就颇得益于这材料积累的工夫。第五，不盲从。做学问的人，能
够不盲从，是成功的关键之一，老人深得此要，‘所以有《唐诗小札》的独树一帜，所以有百余年中
无人敢为的《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和《龚自珍诗编年笺注》。所以我想，以逸堂老人这样的资质和性
分，如果遇着一个富裕的家庭，一条可以从小学读到大学的人生道路，几乎可以肯定，他必会在大学
潜心学术。然而，造物主却作了另类安排。品之二：唐诗小札上世纪60年代初，当《唐诗小札》面世
，广州新华书店竟然出现了排队争购的场面。从此它一纸风行，风靡了大江南北！至今，仍然有不少
人认为：《唐诗小札》哺育了几代人的中国古典诗歌修养和爱好。其实，以类似小札这样的形式谈诗
词，并非《唐诗小札》首创，在它之前，已经有人使用过它。有趣的是，近二十年来，受《唐诗小札
》启示而发扬光大的各种“鉴赏辞典”，吸引了更多人前来一试身手，但是，却还没有谁能够把《唐
诗小札》比下去。当“鉴赏”大潮过后，它以“刘逸生小札系列”丛书之一再度推出，仍然很受读者
欢迎。《唐诗小札》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它何以能够成功，尚吟先生在该书“代序”中指出两
条：一是作者对于唐诗具有“深入”的理解，二是其优美“如散文诗”的文笔。说得都对，但我以为
还可以补充一条，就是它的富于“知识性”与“趣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对于《唐诗小札
》其实相当重要。因为通俗地谈篇幅短小而不算深奥的唐诗，要敷衍成篇并不容易，而要做到各篇自
具面目，使人读数十篇而不生雷同之感，欲罢不能，更是谈何容易！单凭疏解文义和优美文笔，足办
不到的，这就要发挥“知识性”与“趣味性”的长处。照我看，《唐诗小札》的成功，一半有赖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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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三国》

。这里所谓“知识性”并不等于有知识，读书人往往并不缺少知识，但容易受知识所拘囿，成了知识
的奴隶，他的知识不能够和自己的文笔融为一体，只是些死知识。逸堂老人则不然。丰富庞杂的知识
贮藏在他脑中，他是主人，知识则好比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仆，他运用知识，挥洒自如地引领读
者出入古今，上天下地，纵横四海，而绝无掉书袋、说名理的冬烘气。“趣味性”除了有个高低问题
，对通俗读物作者来说，更要紧的是，对现实社会、对周围的生活，有没有息息相通的广泛的兴趣。
把握不到现代人、一般读者的趣味所在，就无法吸引他们，更谈不上把他们的趣味提高。哪怕作者有
再高的品位，对望望然去之的读者，也只有徒唤奈何。而要了解读者的兴趣，他们所以“喜闻乐见”
，就只有靠实践，从长期经验积累中悟得，舍此别无他途。逸常老人置身新闻界而多年从事副刊工作
，使他具备了对“趣味性”这说来有些虚无缥缈之物的敏锐触觉。老人曾经追述他在羊城晚报副刊工
作的经历，其中就说到：“在快满九年的时间里，经我的手，在《晚会》总共发表了两万多篇长短不
齐的文章、诗词、漫画、照片、剪纸、谜语⋯⋯之类。《晚会》的宗旨，读者一看就明白，用那时的
话来说，就是‘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强调了它的‘知识性，趣味性’的特点。内容自
然是古今中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飞潜动植，文武百工，无所不包。在近九年之间，确实也绞了
不少脑汁，费了不少气力。”我想，如果逸堂老人早就在大学当教授，或者没有进入新闻界，或者进
入了新闻界却没有到《羊城晚报》主持“晚会”副刊，对“知识性”和“趣味性”积累了深刻的了解
，真不知道他能否写得出《唐诗小札》这样成功的作品？老人晚年曾把他的“小札”与《唐诗三百首
》相比，评价它们对唐诗普及的功劳。无疑地，无论在选诗的眼光，还是诗歌的审美和解诗的“深入
浅出”上，“小札”是大大超过了后者的。《唐诗小札》自1961年出版，到今天仍然在再版，跨越了
从“文革”前到“改革开放”后这样巨大的社会发展变化，而作者并不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这表明
它的确葆有不受时移世易淘汰的金刚不坏身。而这一点是与《唐诗三百首》差可比拟的。品之三：宋
词小札在《唐诗小札》一举成功之后，朋友们就提出过写一部《宋词小札》的建议。但是，这一良好
愿望，却整整等了二十年之后才得以实现。据逸堂老人说，这是由于自己当时对于宋词还未能深入了
解。而另一个原因，他没有说，就是宋词中许多名篇，内容不外风花雪月，在那二十年中属于被批判
对象，实在不好谈。但《宋词小札》由此就成了老人心里的一个情结。当“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
入“牛棚”，押送“干校”，又被暂时“解放”之后，在英德荒辟的山野之间，这沉埋已久的情结，
便悄然萌动了。据老人回忆，他在一次请假返广州时，携回了龙榆生编的《唐宋名家词选》，之后，
“偷偷阅读近一年之久”，把唐宋名家的词作，翻来覆去读了几十遍，上百遍，终于豁然开悟。《唐
宋名家词选》是一部好选本，它不仅选词数量比较多，而且集合了历代以来词界公认的佳作，眼光比
较开阔，选词比较全面，因此较好地体现出一代之文学——宋词的风貌。现在，我们手边还保留着逸
堂老人研读过的这部著作，上面布满红笔、蓝笔批语，可以想见当年老人挑灯夜读的心思神情。老人
所做的工作，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词家、词作的评论，另一部分是对历代以来，尤其是清代
词界的谬误，予以分析、批评和纠正。以今人的历史观审视宋词的发展演变，拓清古人(主要是清“常
州词派”)过求深曲的主观理解。这是一种自出手眼的气度，与那些盲目地崇拜古人，匍匐于名人篱下
者，真不可同日而语。正是由于有这种精神，逸堂老人敢于推翻清代词界巨擘的成说，直指其谬误；
敢于说前人对词往往未曾讲透，只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大话、空话，徒令后学听后如云里雾里，到头来
对词家词作还是若明若暗，弄不明白。也正基于此，老人穷山孤往，发愤自强，入虎穴以得虎子，并
将其所得写成《宋词小札》一书，通过对一首首宋词名作的条分缕析，疏通其意，揭示门径，令读者
实实在在地把握“词家之心”。老人曾说，《宋词小札》虽不似《唐诗小札》那样声名煊赫，却花费
了他更多的心血。这绝非信口之言。因为诗歌自唐以下，流传不替，经过宋人、明人的收集整理和研
究，唐诗的精微已然尽出。但宋词的情况不同，五代北宋的歌唱传统，到南宋已经大量失传，元代、
明代，词的创作已是不绝如缕。清代号称“词之复兴的时代”，无论创作还是论著都盛极一时。然而
，词毕竟已由可唱变成不可唱，由歌词变成了案上文本，这就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词的写作传统、技
巧的认识，也影响了对宋词的理解和认识。一句话，清代词坛的新统，遮蔽了宋词的真面。由于种种
原因，宋词在社会上也远不如唐诗普及。群众基础不同，决定了作为普及性读物的《宋词小札》，较
之《唐诗小札》，在写作上带来更多掣肘——必须要以“解释词意”作为每篇小札的基本任务，解说
的压力增加了，加上宋词名作篇幅相对较长，内容相对狭窄，于是“知识性”、“趣味性”的发挥余
地大受限制——这些客观原因，使老人写来不能像写《唐诗小札》那样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但是，
话又说回来，正由于它具有上述的“荜路蓝缕”之功，《宋词小札》的深层价值其实又在《唐诗小札
》之上，对于喜爱宋词的读者而言，它是一部值得郑重推荐、不可多得的入门书。品之四：漫话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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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三国》

逸堂老人的自学，随兴趣所之，在少年时代除了占典诗歌之外，就是古典小说。他说考进香港《星岛
日报》当校对，第一次发薪水，全部拿来买了一部《反三国志》。那时他虽然依旧贫困，但早已步入
成熟之年了，却仍旧如此痴迷！他少年时代内心的饥渴，更町以想见。其中《三国演义》(全称《三国
志通俗演义》)自然属于老人极为喜爱的一种。读书人大约都如此，他对一部书，或一个作者，或一个
问题发生了强烈兴趣，在以后的阅读中，乃至生活中、工作中，遇上有某种连带关系的触发点，他就
会一下被触发、点燃，寻味一番之后，会把素材和思考所得储存起来，或以记录的方式，或以记忆的
方式。逸堂老人则更喜欢以剪报的方式，这大抵由于他的职业方便吧？他保存着许多剪报，有些就直
接夹在有关的书页问。时间一长，这些相关资料会积累得很多，而对一个聪明人，它可以使他成为“
问题专家”，或者换句话说，它可以使他在“这个问题”上，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逸堂老人对《
三国演义》的知识造诣到底有多深？不好说。但他确是一个“三国迷”则不假。因此，到“文革”结
束以后，应复办的羊城晚报之约，他就开了一个专栏叫“漫话三国”。根据晚报读者对象的要求，仍
以知识性、趣味性为取向。专栏颇受欢迎，其后结集。老人为初版所作“内容提要”说：本书以“漫
话”的形式，不拘一格地谈论三国人物和故事⋯⋯它传播历史知识，但又非史料的罗列，而充满了轶
闻趣事；它进行艺术分析，但又非理论的说教，而从比较中给人启发；它也有史实的核查，但并非繁
琐的考证，而言简意赅；它还有人物的评价，却不是长篇大论，而言之有据。本书各篇文字，都是围
绕小说《三国演义》为中心来展开的，但不局限于此，而是牵针引线，将三国故事有关的民间传说，
以及正史、野史的有关记载，施以取舍，分置轻重，搜罗编织而成⋯⋯它概括了《漫话三国》普及性
的特点和作者为文的用心。但是，在翻阅这些趣味盎然的篇章时，如果对《三国志》或者《三国演义
》下过功夫的读者，并不难感受到老人修养的深浅。也和《唐诗小札》、《宋词小札》一样，他其实
是运用深入浅出的笔致，看似闲来几句，却是举重若轻，在不经意中启导读者，通过有趣的话题激发
他们上想象、探究和思考。这正是一本好的普及读物所具有的魔力，与大学讲义那般严肃、学究的面
孔完全不同。在读《漫话三国》时，我们不难从字里行问发现逸堂老人不时流露出来的童心一一那足
一个充满着求知欲望的、对书的海洋充满着好奇心的自学少年的心。且看这些篇章题日：关于大战若
干回合⋯⋯另一个“巧使连环计”⋯⋯不问年龄的“桃园结义”⋯⋯来历不清的关羽⋯⋯奇怪的“过
五关”⋯⋯关羽之败，谁应负责？⋯⋯何来的“五虎将”？⋯⋯刘后主怀疑过孔明吗？⋯⋯诸葛亮为
什么要痛骂王朗？⋯⋯木牛流马不是独轮车⋯⋯魏延是降将吗？⋯⋯曹操的“七十二疑冢”⋯⋯刮骨
与开颅⋯⋯左慈的魔术⋯⋯鲁肃的真正面目⋯⋯民间创造的“赤壁之战”⋯⋯华容道的面貌⋯⋯草船
借箭的来历⋯⋯从这些吉光片羽之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逸堂老人从少年，到中年，到老年，一生阅
读、探究“三国故事”的浓厚兴趣和不减热情。《三国演义》对于广大中国读者的魅力，从近年易中
天《品三国》，结合三国的历史开讲《三国演义》而声名鹊起，又得一证。我想指出，此类普及性的
漫谈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逸堂老人的《漫话三国》中，就已经有过成功的尝试了。2007年5
月3日于童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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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刻苦自学终成大器的刘逸生，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60年代初就以《唐诗小札》享
誉学界和民间。《漫话三国(逸堂四品)》以其深入浅出的语言、流优美的文笔、细致独到的分析而受
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整
整影响了几代人。现把逸堂老人的三本小札加上自传体《学海苦航》，合成一套重新出版，以飨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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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唐诗小札》一举成功之后，朋友们就提出过写一部《宋词小札》的建议。但是，这一良好愿
望，却整整等了二十年之后才得以实现。据逸堂老人说，这是由于自己当时对于宋词还未能深入了解
。而另一个原因，他没有说，就是宋词中许多名篇，内容不外风花雪月，在那二十年中属于被批判对
象，实在不好谈。　　但《宋词小札》由此就成了老人心里的一个情结。当“文化大革命”中，他被
打入“牛棚”，押送“干校”，又被暂时“解放”之后，在英德荒辟的山野之间，这沉埋已久的情结
，便悄然萌动了。据老人回忆，他在一次请假返广州时，携回了龙榆生编的《唐宋名家词选》，之后
，“偷偷阅读近一年之久”，把唐宋名家的词作，翻来覆去读了几十遍，上百遍，终于豁然开悟。　
　《唐宋名家词选》是一部好选本，它不仅选词数量比较多，而且集合了历代以来词界公认的佳作，
眼光比较开阔，选词比较全面，因此较好地体现出一代之文学--宋词的风貌。现在，我们手边还保留
着逸堂老人研读过的这部著作，上面布满红笔、蓝笔批语，可以想见当年老人挑灯夜读的心思神情。
老人所做的工作，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词家、词作的评论，另一部分是对历代以来，尤其是
清代词界的谬误，予以分析、批评和纠正。以今人的历史观审视宋词的发展演变，拓清古人（主要是
清“常州词派”）过求深曲的主观理解。这是一种自出手眼的气度，与那些盲目地崇拜古人，匍匐于
名人篱下者，真不可同日而语。正是由于有这种精神，逸堂老人敢于推翻清代词界巨擘的成说，直指
其谬误；敢于说前人对词往往未曾讲透，只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大话、空话，徒令后学听后如云里雾里
，到头来对词家词作还是若明若暗，弄不明白。也正基于此，老人穷山孤往，发愤自强，入虎穴以得
虎子，并将其所得写成《宋词小札》一书，通过对一首首宋词名作的条分缕析，疏通其意，揭示门径
，令读者实实在在地把握“词家之心”。　　老人曾说，《宋词小札》虽不似《唐诗小札》那样声名
煊赫，却花费了他更多的心血。这绝非信口之言。因为诗歌自唐以下，流传不替，经过宋人、明人的
收集整理和研究，唐诗的精微已然尽出。但宋词的情况不同，五代北宋的歌唱传统，到南宋已经大量
失传，元代、明代，词的创作已是不绝如缕。清代号称“词之复兴的时代”，无论创作还是论著都盛
极一时。然而，词毕竟已由可唱变成不可唱，由歌词变成了案上文本，这就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词的
写作传统、技巧的认识，也影响了对宋词的理解和认识。一句话，清代词坛的新统，遮蔽了宋词的真
面。由于种种原因，宋词在社会上也远不如唐诗普及。群众基础不同，决定了作为普及性读物的《宋
词小札》，较之《唐诗小札》，在写作上带来更多掣肘--必须要以“解释词意”作为每篇小札的基本
任务，解说的压力增加了，加上宋词名作篇幅相对较长，内容相对狭窄，于是“知识性”、“趣味性
”的发挥余地大受限制--这些客观原因，使老人写来不能像写《唐诗小札》那样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但是，话又说回来，正由于它具有上述的“荜路蓝缕”之功，《宋词小札》的深层价值其实又在《
唐诗小札》之上，对于喜爱宋词的读者而言，它是一部值得郑重推荐、不可多得的入门书。　　品之
四：漫话三国　　逸堂老人的自学，随兴趣所之，在少年时代除了占典诗歌之外，就是古典小说。他
说考进香港《星岛日报》当校对，第一次发薪水，全部拿来买了一部《反三国志》。那时他虽然依旧
贫困，但早已步入成熟之年了，却仍旧如此痴迷！他少年时代内心的饥渴，更町以想见。其中《三国
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自然属于老人极为喜爱的一种。读书人大约都如此，他对一部书
，或一个作者，或一个问题发生了强烈兴趣，在以后的阅读中，乃至生活中、工作中，遇上有某种连
带关系的触发点，他就会一下被触发、点燃，寻味一番之后，会把素材和思考所得储存起来，或以记
录的方式，或以记忆的方式。逸堂老人则更喜欢以剪报的方式，这大抵由于他的职业方便吧？他保存
着许多剪报，有些就直接夹在有关的书页问。时间一长，这些相关资料会积累得很多，而对一个聪明
人，它可以使他成为“问题专家”，或者换句话说，它可以使他在“这个问题”上，成为一个知识渊
博的人。逸堂老人对《三国演义》的知识造诣到底有多深？不好说。但他确是一个“三国迷”则不假
。因此，到“文革”结束以后，应复办的羊城晚报之约，他就开了一个专栏叫“漫话三国”。根据晚
报读者对象的要求，仍以知识性、趣味性为取向。专栏颇受欢迎，其后结集。老人为初版所作“内容
提要”说：　　本书以“漫话”的形式，不拘一格地谈论三国人物和故事⋯⋯它传播历史知识，但又
非史料的罗列，而充满了轶闻趣事；它进行艺术分析，但又非理论的说教，而从比较中给人启发；它
也有史实的核查，但并非繁琐的考证，而言简意赅；它还有人物的评价，却不是长篇大论，而言之有
据。本书各篇文字，都是围绕小说《三国演义》为中心来展开的，但不局限于此，而是牵针引线，将
三国故事有关的民间传说，以及正史、野史的有关记载，施以取舍，分置轻重，搜罗编织而成⋯⋯　
　它概括了《漫话三国》普及性的特点和作者为文的用心。但是，在翻阅这些趣味盎然的篇章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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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对《三国志》或者《三国演义》下过功夫的读者，并不难感受到老人修养的深浅。也和《唐诗小札
》、《宋词小札》一样，他其实是运用深入浅出的笔致，看似闲来几句，却是举重若轻，在不经意中
启导读者，通过有趣的话题激发他们上想象、探究和思考。这正是一本好的普及读物所具有的魔力，
与大学讲义那般严肃、学究的面孔完全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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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刻苦自学终成大器的刘逸生，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60年代初就以《唐诗小札》享
誉学界和民间。《逸堂四品:漫话三国》以其深入浅出的语言、流优美的文笔、细致独到的分析而受到
广大读者的欢迎。“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整整
影响了几代人。现把逸堂老人的三本小札加上自传体《学海苦航》，合成一套重新出版，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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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差不多二十年前讀過的書，唉。
2、正史和野史都不可尽信。
3、刘逸生逸堂四品之一，侧重于三国史诗与演义小说之间差别的考据，还原真实的三国人物。插图
的绣像大赞，但异形开本太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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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小时候因读《三国演义》入迷而种下三国情缘的人，长大后忙忙碌碌，对于这段历史虽会淡
忘，却绝不可能断绝；而一旦有了机会，那情缘又会渐渐萌芽，由演义而《三国志》，而《资治通鉴
》，而《后汉书》，而《华阳国志》。。。之类地读下去。犹不解渴，则还有《三国会要》、《魏晋
南北朝史》、《吕著三国史话》、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等等可以充饥。当然，这只是业余爱好者
不拘粗细的杂食，不是正规学历史的路数。　　那天在图书馆里放归还图书的大箱子里翻捡了一下，
无意中看到了这本书，拿起来翻了翻，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把它跟其它三本书一起借回了家。开始并
不想看，一直拖到前两天才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读它，谁知越到后面，越觉得饶有趣味。尤其是读到
“刘备也心狠手辣——一句话掉了脑袋的张裕”这一篇时，才知道自己以前读《三国志》时的兴趣点
实在是太窄，丢了很多有趣之处，同时对老先生知识的渊博敬佩无比。另外，关于蜀国君臣之间的阴
谋论，虽然古来即有，这些年来却大有盛嚣尘上之势，包括一些所谓的专家也是如此。但以我看来，
他们的识见似乎还不如刘逸生这位报馆老先生，窃以为书中的“痛定思痛之后——论‘白帝城托孤'”
、“孔明接受托孤之后”这两篇文章，是对这个问题的极好阐释，这也是我有感而发写下这篇书评的
原因，一句话：值得一读。　　至于今日充斥于书店中的烂了大街的各种这三国、那三国的大话那事
儿等种种奇葩书籍，就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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