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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源品赏三国人物》

内容概要

“周某人怎么研究起三国人物来了？”
　　这个问题不仅许多人觉得奇怪，连我自己也没想到。
　　起困非常偶然。2000年夏天某日中午，一个朋友来电话说，中央电视台电视剧（8）频道有个栏目
要点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你能不能给点评两集？后天早晨就要去录制，我说，你怎么不找谁
谁谁呢，他是专家。说，他不在北京。我说，那你可以找谁谁谁呀，他也是专家呀。说,找了，他最近
特忙，没时间。于是我说，你让编导跟我说吧，看看有什么具体要求。一会儿编导的电话就过来了，
说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前四十集已经请制片、编剧、导演.主要演员等讲过好多次了，后四十四集
打算每四集的第一集开头点评一下，请几位搞文艺评论、戏曲研究和古代小说研究的学者参加，每集
两人一起谈，一共分十一集，想请我和另外一位一起点评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和赤壁之战的那两集
。每集两个人大约讲三十分钟的样子，剪辑十几分钟播出，希望我能帮忙。我说，我对《三国演义》
缺乏研究，得想想，一个小时后我给你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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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源品赏三国人物》

作者简介

周思源，原名盛公正，1938年生，杭州人。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北京31中教语文20年
。1994年被评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红学、文化史、美学研究及文艺评论与小说创作。主要著作有《红楼梦魅力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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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源品赏三国人物》

书籍目录

雅俗共赏说《三国》(前言)
忠厚虚伪说刘备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刘备形象的三大改变
坚忍与眼光：刘备的成功之路
小义与大义：英雄末路的凄凉
鞠躬尽瘁诸葛亮
诸葛亮怎么成了第一主角
超凡智慧与伟大人格
究竟几出祁山?真有空城计么
关羽怎么变成了财神
关羽的封号怎么越来越高
历史上的关羽确实值得敬重
忠与义，谁服从谁
汉寿亭侯不是“汉代的‘寿亭侯’”
张飞岂与李逵同
平衡关羽，张飞因“祸”得福
李逵智仁勇均远不及张飞
张飞之子张苞的故事全是虚构
赵云七十建奇功
按照完人标准塑造的赵子龙
“赵云七十建奇功”纯属虚构
一个改得有损赵云形象之处
马超怎排赵云前
马超起点比赵云高得多
马超“勇有余而谋未足”
罗贯中让马超“推迟”了死期
何来“反骨”辨魏延
因“反骨”斩魏延的五个矛盾
历史上的魏延究竟怎样
魏延的“反骨”是怎样形成的
丑化魏延，反而损害了诸葛亮形象
是奸是雄话曹操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曹操越来越奸
曹操是奸雄，不是奸贼
写曹操之“奸”是为了突出其“雄”
“挟天子以令诸侯”对不对
雄才大略，一代豪杰
时代因素决定了曹操的奸或雄
司马懿与诸葛亮谁聪明
司马懿出场晚并非韬光养晦
司马懿识破了诸葛亮的战略
生子当如孙仲谋
中国惟一的“大帝”
父兄的遗产不仅仅是江东六郡
草船借箭的不是诸葛亮，是孙权
“大帝”最晚称帝
下令杀妹，有损孙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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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源品赏三国人物》

最大冤案数周瑜
为了陪衬诸葛亮，只得“牺牲”周瑜
周瑜第一冤
周瑜第二冤
鲁肃岂是窝囊废
鲁肃的情商与智商
鲁肃版的“隆中对”
单刀赴会究竟谁怕谁
子虚乌有乔国老
没有“二乔”，只有“二桥”
曹操既没想要“二桥”，也没想要“二乔”
罗贯中怎样移花接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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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三国演义》之所以突出刘备的明君特点，削弱了他勇猛的一面，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三国
演义》人物极多，而且身份地位差不多的人物也有不少，因此必须使这些人物能够区别开来，使他们
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有千秋，处处闪光。比如刘备和曹操都很善于用人，但是曹操缺乏刘备三顾
茅庐那样的虔诚、耐心和仁至义尽。《三国演义》在写刘备请诸葛亮出山的过程中，决不仅仅是写他
“三请”次数之多，最主要的是通过大量感人至深的细节，充分写出他礼数极其周到中的一片至诚。
就拿第三次来说，关羽已经认为“其礼太过”，怀疑是诸葛亮徒有虚名而无实学，故不敢见；而张飞
则说，我索性用一条麻绳去把他捆了来。刘备不但用齐桓公见齐东野人和周文王拜谒姜子牙的故事教
育他俩“不可失礼”，而且“离草庐半里之外”就下马步行，还在台阶下站立了很久。好不容易诸葛
亮翻了个身，却又“朝里壁睡着”，刘备就“又立了一个时辰”。这才终于感动了诸葛亮“醒”来。
求贤何止若渴，如此耐心，千古一人而已。而官渡之战后袁绍的主要谋士沮授被捕，坚决不降，曹操
虽然仍然厚待他，但是沮授乘机盗马想逃回袁绍那里去，曹操就杀了他。“(沮)授至死神色不变”，
曹操非常钦佩和后悔。这样，就在总体把握得当的前提下把曹操性格的复杂性写出来了。刘备的仁义
大度、至诚耐心和曹操的虽有诚意却无耐心，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在历史上都有根据，而在小说中
作为人物的基本个性被大大强化了。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让有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小说作者做了
一些移花接木，就是把本来是刘备的事迹挪到别人身上了。历史上的刘备其实性情有刚烈甚至暴烈的
一面，这个特点在小说中被大大削弱了。最典型的是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这是张飞的一次令
人印象深刻的亮相。但是历史上怒鞭督邮的是刘备，不是张飞。刘备当时只不过是个县尉，管一个县
的治安，而督邮相当于州郡主官(牧或太守)的特派员，权力很大。他奉命来裁员。《三国志·蜀书·
先主传》说：“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报，裴注：督邮称疾不肯见备)。直入缚督邮，杖
二百⋯⋯”刘备解下系印信的丝带，挂在督邮的脖子上，弃官而去。《三国志》引《典略》另外一个
记载说，刘备将督邮绑在树上，“鞭杖百余下，欲杀之。督邮求哀，乃释去之”。《三国演义》之所
以改成张飞于的，而且突出了督邮的傲慢与索贿，思想性与艺术性都有了提高，显然是出于刻画人物
的需要。蜀汉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诸葛亮、刘关张、赵云五人，后三人均为武将，要写出各人的鲜明
个性才是。在小说中刘备是作为明君英主的领袖人物来写的，《三国志》本传说他“少语言，善下人
，喜怒不形于色”。由此看来，刘备大怒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应当是比较罕见的。而张飞本身的事迹
较少，《三国志》写到张飞的篇幅还不到关羽的一半。因此要使张飞在小说中取得与关羽、赵云等大
体上差不多的地位，必须大量增加他的戏份。而从张飞在长坂坡“据水断桥，嗔目横矛”等记载来看
，他确实勇猛无比，所以将这个大怒而鞭打督邮的精彩细节给张飞，符合张飞的性格逻辑，有助于丰
富张飞的艺术形象。刘备则变成先是“喏喏连声而退”，后来在张飞鞭打督邮时又“急喝张飞住手”
。这样写也有助于刘备性格的完整性。所以这个细节的挪动，对刘备和张飞两个形象都有好处。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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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源品赏三国人物》

编辑推荐

本书以三国人物为品读对象，刘关张，诸葛亮，曹操，孙权等，三国时期主要人物基本囊括。其最大
特点有三：一是有意选择一般读者感兴趣的大众话题，比如：马超的排名怎么在赵云之前，诸葛亮和
司马懿谁更聪明等，有些话题原是读者来信中提到的；二是将《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作比照阅读
；三是作者利用自己本身为作家，有丰富的创作经验的优势，从创作的角度分析《三国演义》的布局
谋篇、对《三国志》的移植改造，评品优劣，分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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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源品赏三国人物》

精彩短评

1、观点独到，值得观赏。雅俗共赏
2、卓越送货很快，而且不收运费，很好，很方便。
3、喜欢三国的人值得一读
4、非常失望，今天收到的是一本旧书。一直以来，卓越是我的信心保证，不知道能不能退货或换货
。
5、把学术读物通俗化！
6、我蛮喜欢周老师讲课的红楼也好三国也罢很有味道但是这个品赏三国人物比百家讲坛上讲得差远
了让人不感相信是周老师写的难道有枪手?
7、周思源先生写的不是三国史，而是三国人物。通过对比小说创作和历史资料告诉我们真实的历史
以及小说的创作手法，一举两得，开卷有益
8、好象书里有写到:这是典型的文学家看三国.而非史学家看三国.很喜欢.
9、还好吧，之前课程作业要研究三国，就想买来看看，后来发现图书馆有，就没有买了
10、没看完就不得不说：周老师毕竟不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了解理解的层次都太低了。不说书本中
的那些明显错误，光是讲来讲去该怎么怎么写小说就让人厌烦，我们要看的是历史。
11、所以百家讲坛骗了我多少钱？
12、不错
13、一部横向对比《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雅致之作。
14、见解独到，严谨。有别于通俗戏说、品评。
15、喜欢历史的朋友看看吧！
16、原本是研究红学的周老师，讲起三国也是精精乐道风味十足。这本书从历史和文学对照的角度，
深入分析了三国中的主要人物，还原真实人物，推敲《三国演义》独特的艺术创作手法。值得一看。

Pag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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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的第一套小人书就是三国演义，每周去新华书店看有没有下一集出来，记得，最后还是有一两
本没收齐，《战长沙》好像。一直觉得小人书里绘画故事就属这套最经典，比后来的《水浒》什么的
要强的多，现在的日韩风格的更别说了。最近突然三国热，水煮了又开品，易版的和柏杨版都买了，
觉得易版还是在水煮的路子，流行。柏杨得很专业是史学的路子，可以传世的那种，最近看到周思源
版翻了一下就买了，两三天看的大半，觉得很适合我这种读史困难，看演义中毒很深的一类人看。书
对三国的人物基本都品过一遍，但不枯燥，情节连贯，分析透彻。如书前所评“百姓视点，学者眼光
，作家文笔”，“沟通文史，透视三国，还原人物”。值得一读。个人以为是可以和三国演义，三国
志，柏杨版，同列书架互相参照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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