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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世界》

前言

　　记得小时候喜欢看小说《三国演义》，看的是家里的韩译本。看得出神，时而废寝，时而忘餐。
白天上课时，脑子里也满是《三国演义》，心里想：这个同学长得很像关羽，可敬，那位老师有点像
曹操，可恶。以此沾沾自喜，把课文都抛到脑后去了。还好，没有窃比孔明，算是有自知之明吧。　
　这样的经验应该不是我一个人的。且不说在西方，在东方各国，应是不乏其人。是的，《三国演义
》是东亚各国人共享已久的名著。不过，说起来这共享之中，既有同，又有异。外国人读《三国演义
》的观感对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也许是陌生的。中国读者以为：“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为什
么还要听外国人来说？”不过，俗语说，旁观者清，身在庐山，有时见不到真面目。何况《三国演义
》的早期版本很多在中国已经失传，却在日本或韩国保存下来。不看这些国外的资料，简直无法研究
（《三国演义》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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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世界》

内容概要

《三国演义的世界》内容简介：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历史如何成为演义，演义中暗藏多少
玄机？围绕《三国演义》的故事成型、人物形象、作者身世、出版竞争，国际知名明清小说研究专家
金文京先生集多年成果，以别出机杼的设问与妙答，为您解开三国的种种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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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世界》

作者简介

金文京
1952年生于东京，完成京都大学大学院中国语学文学课博士课程，现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戏剧及说唱文学历史的研究，著有《〈三国演义〉的世界》、《〈花关索传〉
的研究》、《中国小说选》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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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世界》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故事之始——“三”
第二章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历史与小说
第三章　由《三国志》而《三国演义》——由历史而小说
第四章 罗贯中之谜
第五章 人物形象的演变
第六章 三国志外传——《花关索传》
第七章 《三国演义》的出版竞争
第八章 《三国演义》的思想
第九章 《三国演义》在朝鲜、韩国和日本
《三国演义》主要版本一览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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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世界》

章节摘录

　　查《三国志·孙坚传》及《资治通鉴》等史书可知，袁术不给孙坚发粮草，与孙坚遭袭、突围中
脱赤帻换祖茂头盔、由祖茂引开追兵、逃得一命等都是事实，但先后顺序却与作品不同。按史书记载
，是孙坚战败在先，袁术不发军粮在后，二者没有因果关系；但于《演义》中，二者的先后顺序却被
颠倒，使袁术不发军粮成了孙坚兵败的原因。当然，如此改写后能让读者更容易理解故事的发展。　
　另外，董卓不敌十八路诸侯，挟天子由洛阳迁都长安的叙述（第6回）也与史书记载不符。按史书
记载，是董卓迁都长安在先，而包括孙坚战败在内的一系列战事都发生在迁都之后。因此，《演义》
中曹操引兵追击西逃长安的董卓时，于荥阳中董卓部将徐荣埋伏，大败奔逃中箭落马，千钧一发之际
得从弟曹洪赠马相救，始得仓皇逃回的故事也都与迁都无关。　　曹操一生曾多次化险为夷，绝处逢
生，最初一次便是这荥阳中伏。将之与长安迁都相联系，这是作者的巧妙构思，然而却犯了一个地理
上的错误。因为曹操中伏是在荥阳，而荥阳在洛阳以东，他追击的是由洛阳西逃长安的董卓，不可能
在洛阳以东的荥阳遭董卓军伏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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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世界》

精彩短评

1、閱後贈友
2、一个生活在日本的南朝鲜人作的比较研究，非常有意思的视角。大概理解为啥吞食天地2的主角其
实是一路逆推曹魏的孔明；为啥有孔明传，曹操传。可惜现在的暗荣。。。
3、大部分观点不算太新鲜，但语句翻译得丝滑细腻。提到的珍本连环画让人很开眼界。
4、在冬天毫无生气的宿舍还是要看有意思的书才觉得有勇气面对人生啊~
5、有些书有时候就是crush，上周日突然想读这本书，借出来，拖了一周才读完。这是典型的「大家
小书」，很多有趣的点，有时候一二页就可以生发出一篇大文章（而这一二页背后其实早有许多大文
章）。什么时候中国学界能有这种类型的对本国乃至外国经典的小书，就好了⋯⋯
6、域外三国研究，颇有趣味。
7、大家小书，学术功底十分扎实的普及性读物，应该涵盖了三国演义为人所关注的基本问题领域：
成书、作者、人物形象、与历史的关系、思想、在日韩的流传和影响⋯⋯印象较深的是对由《三国志
》到三国成书过程的一整套分析及其中所运用的手段，对“正统论“的分析，将《花关索传》同神话
分析模式相结合，对赤壁之战结构的分析，以及对关羽崇拜的分析。
8、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刘备女王受属性的描述，他放下了女性使用的武器而使用女性自身的武器什么
的太糟糕啦⋯⋯最好玩的是花关索传和三国故事在日韩的演变
9、有点意思 有的地方却有点搞笑
10、还行，看着玩吧
11、看的笑成疯子，作者三国迷关羽谜简直吐槽满点啊！为什么封面上写着金文京是“韩国人”？
12、金先生的这本小书内容详实，尤其是通过关索花关索故事分析三国版本系统，成一家之言，对学
界影响深远。
13、书中各种观点评说不无道理，一个外国学者研究三国到如此程度可谓敬矣。
14、译后记就足够值这么多星了！
15、比他写的讲谈社三国有趣的的多，都是干货。译后记锦上添花，一语中的。
16、比讲谈社那本《三国》强多了，毕竟这才是作者的当家本行，以文学而入史学难免捉襟见肘。
17、订阅《华夏地理》送的，看完就一个感觉，毕竟中国才是三国重地啊。
18、中间那一部分用处最大。
19、三国演义的考据书，没看清内容就买了⋯
20、限于篇幅，各个论点基本都是浅尝辄止
21、小许，可以搞一本看看。前边一小部分跟刘宝瑞郭全宝相声似的，后边就渐精彩起来，涉及福建
建阳坊刻，前人多以版本不精、粗制滥造鄙而视之，然在当时毕竟是最为普遍流传的版本，至今竟也
不多见。另日、韩收藏及翻刻一部分也有意思，特别与中古东亚诸国关系亦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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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世界》

精彩书评

1、　　　　　《&lt;三国演义&gt;的世界》，[韩]金文京著，邱岭、吴芳玲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9月
版，18.00元。　　　　 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三国演义》一直享有卓然同侪的地位。明代宫廷印书目
录里，除《资治通鉴》、《孝经》、《古文真宝》等修身辅政类书籍之外，只有一本小说入选，那便
是《三国演义》。作为一本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不仅在民间拥有极广泛的读者群，也能在庙堂之
高享有收藏参阅的尊荣，这是其他小说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个中原因，也许与《三国演义》“三分虚
构”的妙笔有关，不过，更主要的恐怕还在其“七分实事”的出身。章学诚这一众口流传的评语，虽
本意是一句批评话，却着实道出了《三国演义》的魅力所在——介乎历史与文学之间。　　　　 国际
著名学者、古代小说研究专家金文京先生于新近出版的《&lt;三国演义&gt;的世界》一书中，便为读者
展现了一段三国历史由“古史”而成“故事”的奇妙历程。　　　　 为何三国故事里有如此多与“三
”有关的典故？为何作者要连篇累牍地在关羽身上堆砌“好话”？为何历史上孔武有力的刘备成了一
个爱哭鬼？这些看似八卦的问题，却暗藏着三国故事从历史变身演义的种种玄机。书中通过《三国演
义》与《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对读的方式，将作为故事的“三国”与作为历史的“三国”做
了比照，小说家改编历史的巧妙心思与伎俩便一览无遗。　　　　 历史与文学，本各有诉求。当二者
交接生出所谓历史故事时，文学讲故事与讲道理的冲动，常会盖过对于历史真实的遵循，而产生所谓
超越历史真实的艺术真实。那么，当三国历史由“古史”变为“故事”时，具体发生了些什么？　　
　　 为解答这一疑问，金文京详细梳理了《三国演义》所使用的十一种改编模式，其主要有：颠倒事
件先后顺序（如“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复杂事件的简化与整合（如“六出祁山”）；张冠李戴（
如“鞭打督邮”、“博望烧屯”、“温酒斩华雄”、“草船借箭”）；有史可据的虚构（如“桃园结
义”、“貂婵”）；以及脱离史实的虚构（如“七擒七纵”）等等。　　　　 如此细数下来，《三国
演义》中最富戏剧性的桥段大多经过了文学家们的修饰与加工，甚至还不乏曲解与虚构。这也就是说
，我们所熟悉的三国故事，其实只是借由了一段历史的框架，而内里所讲的已是历史之外的另一个故
事了。有趣的是，即便是这样，也依然无损人们将其视为一种历史的叙述，甚至成为许多人关于那段
历史最为深刻的记忆与理解。　　　　 将“古史”变为“故事”，小说家有很多招数，简单来说，不
是“减”便是“加”。　　　　 小说对于历史的简化，很大程度是为了满足叙事的完整性，这大概可
视作是一种减法式处理。于历史发生当时而言，事件本身存在诸多偶然性，常有些有上文无下文的情
况，并且几件事之间常是交错发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可作为文学作品，尤其是像《三国演义》
这样流转于街谈巷议的通俗文学，却无法接受这样的讲述。人们要求“故事”必须有前因后果，若无
因果，至少也应该先后的顺序，桩桩件件地说清楚，否则便觉得毫无头绪，也就没了“且听下回分解
”的兴致。这就需要对历史做些删枝去蔓的工作，也必须为事件的发生梳理时间顺序，并找出逻辑关
系。　　　　 《三国演义》里“马孟起兴兵雪恨”一段，马超讨伐曹操为父亲马腾报仇的故事，便不
仅颠倒了时间上的前后，也颠倒了逻辑上的因果。在历史里，马超兴兵在前，其父恰恰是因为儿子叛
逆才丢了命。可小说讲的是历史，又不完全是。在金文京看来，小说中的马超是蜀国的五虎上将，是
忠义之将。陷父亲于危难而不顾的事情，会将英雄的面目变得模糊，人们的情感也会游移难定，所以
只好倒置了前因后果，让曹操继续唱一出白脸，也顺带引出了双方交战时“曹阿瞒割须弃袍”的故事
。这种颠倒因果的叙述，是小说家的伎俩，虽然委屈了历史，却给了人们一个精彩的故事。　　　　 
相比而言，小说家对于历史的另一种处理，如移花接木、添油加醋乃至凭空捏造，大概可算作是一种
加法式处理了。这种手法，多见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成就的是所谓“典型性”。《三国演义》中，
由于作者“拥蜀贬魏”的立场，类似的虚构手法便多用于关羽、张飞、诸葛亮等蜀国人物。历史中，
怒鞭督邮的是刘备而非张飞，草船借箭的是孙权而非诸葛亮，至于《三国演义》中“特多好语”加诸
一身的关羽，与其相关的各种经典故事，如“温酒斩华雄”、“斩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斩
蔡阳”、“华容道义释曹操”等也都是“假语村言”。这些虚构的情节，在故事中被不断夸饰放大，
相关人物也因此赢得了“勇猛”、“智慧”、“忠义”的标签，成为一代“传奇”。故事虽系子虚乌
有，人物却是栩栩如真，而听故事的人只管津津乐道，口耳相传。　　　　 三国故事的如是面貌，自
非横空出世，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国人拿历史说事的爱好，可谓自古而今。三国一段，除
了作为正史的《三国志》与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外，历朝历代还有诗歌、戏曲、连环画、杂剧等
诸多体裁。有意思的是每种体裁都基于自身特质对三国故事进行了各具特色的艺术处理，不仅丰富了
其表现形式，也为其加入了新的内容。比如，三国时期用以鼓舞士气、娱乐军中的鼓吹曲，便记录了

Page 8



《三国演义的世界》

大量战争的场景，后世三国故事中，此类情节最为出彩正得益于此。又比如，宋代平话、元代杂剧由
于篇幅精短，不宜于长篇故事的完整演出，一般都只聚焦一个事件、一个人物，并极力将之戏剧化。
三国群英个个的面目峥嵘，便与杂剧的类似演绎有关。杂剧最喜爱张飞题材，这一人物的性格便极为
丰富而有层次感，不仅有长坂坡的英雄豪迈，也有鲁莽暴躁等小人物的毛病，让人觉得可气可笑之余
也多了几分亲近。　　　　 这种叙事层面的修改，多完成于民间，也行诸于人们最喜闻乐见的形式。
但作为一段可借以阐明春秋大义的绝佳历史素材，关于三国的叙述在思想层面完成的是一个堪称偷天
换日的颠覆——从以魏为正统的《三国志》转换到了以蜀为正统的《三国演义》。金文京以正统论为
核心，梳理了各部史书所采取的叙述立场：晋继承的是魏，所以西晋人陈寿所著《三国志》以魏为正
统；东晋偏安一隅，《汉晋春秋》便与同病相怜的刘备取同样的立场；北宋时期，欧阳修、苏轼等人
皆支持魏正统说，《资治通鉴》也消极地使用了魏国纪年；但至南宋，经靖康之耻南迁后，收复中原
为第一目标，与近千年前刘备的心愿相同，所以采用的是蜀正统说，其中代表就是朱熹的《通鉴纲目
》，影响也最为深远。所以在金文京看来，“三国故事中正统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命题，而是
一个与时事相关的重大课题。”而这些都慢慢影响了三国故事的讲述，并成为其最主流的“义”。如
此说来，三国故事的改编，不仅融汇了平头百姓、白衣卿相的智慧，也可看作是庙堂与江湖的一次合
作。　　　　 这些发生于《三国演义》成书之前的加工，于元末明初之际，经罗贯中去芜存菁之后，
或多或少得到了保留。小说《三国演义》的创作，在三国故事的流传中，可视作一个最为重要的节点
。其向前承续了来自庙堂与民间对于三国古史的诸多改编，大致明确了三国故事的立场、框架与细节
；其向后又作为传播的母本，规范了人们关于三国故事的讲述，成为了一种具有准历史身份的读物。
　　　　 不过，从来不乏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人民大众，对三国故事的改造并不会止步于此。自从话剧
、广播、电影、电视等现代传播形式兴起后，三国故事也有了新媒介、新思想、新情节。且拿近事来
说，以枪战片起家、并爱宣扬江湖义气的吴宇森，在其电影《赤壁》中，便让小乔豪气干云地勇闯曹
军军营，面斥“曹贼”的无道；又如以家庭情感剧见长的高希希，在其执导的电视剧《三国》中，不
仅让貂蝉爱上了吕布，还以此段感情戏作为前一部分的主线。自然，这些改编必然难逃“歪曲历史”
之类的责难。不过须知类似“关云长大破蚩尤”、“关云长三捉红衣怪”等光怪陆离的题目，却是元
代三国剧常演常新的本子，两厢对照，今日之改编也实在只能算是小小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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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世界》

章节试读

1、《三国演义的世界》的笔记-第145页

        “亚瑟王身边的玛林”——通俗译法应当是“梅林”吧。

2、《三国演义的世界》的笔记-第142页

        对领袖的女性化追求似乎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西方的中世纪骑士为自己所爱的女人而战，而
自古以来军人团体也多崇奉女神。《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基本讲的是男性战斗集
团的故事，所以要求领袖具有女性特点，以代替西方的女神。纵然有如刘关张结义般同性恋式结合，
居上位者还是非女性化人物莫属。

3、《三国演义的世界》的笔记-第70页

        《三国志平话》其中一页里“三战吕布”图占了三分之一版面，而直接描写的文字只有一两行，
作者据此认为《平话》以插图为主，文字为辅，文字为插图的解说，《平话》实为连环画的雏形。这
一论断其实太过偏颇，由书中所附书影我们可以看到，“三战吕布”图下的文字占了三分之二的版面
，其中所蕴含的信息量要比图多出十数倍，读者在翻览《平话》时必定以阅读文字为主，而其上的插
图只不过是帮助他们进行想象的工具，增加形象生动感而已。由于其时印刷技术与成本的限制，插图
绝对不可能超越文字而带给读者充足的信息量，因此《平话》与后世的连环画相去甚远。

4、《三国演义的世界》的笔记-第141页

        “刘备的眼泪”一节：然则缘何在小说中他被描写得如此柔弱、动辄泪下呢？理由很简单，倘若
刘备也英雄豪爽，无所不能，则其他人的英雄豪爽与聪明才智便难得显现。他手下有关羽、有张飞，
还有赵云与孔明。要让这些英雄的才智得到充分的表现，他就只好受点委屈，端坐高位默然不语，时
或落些眼泪，好歹表现一下他的可爱。结拜兄弟多少都带点同性恋的成分，也许，刘备就于中扮演了
女性的角色吧。作者于本书〈中译本序〉中提及：“日本‘歌舞伎’名伶市川猿之助先生演出的《新
三国志》参考过我这本书。市川先生一向致力于‘歌舞伎’的推陈出新，尝试过多种‘超歌舞伎’。
其中最成功、最卖座的作品就是《新三国志》。这部戏有一个奇特的人物安排，就是戏中刘备原来是
个女人，而且与诸葛亮有爱情关系！而这个异想天开的设定竟然是从我这本书中得到的启发！我当然
没有说过刘备是个女人，只不过说刘备具有女性气质而已。”

5、《三国演义的世界》的笔记-第15页

        作者对于《三国演义》各项虚构模式的划分似可商榷，类与类之间的界限稍显模糊，类别总数也
太过繁复。行文略显枝蔓，有些文字无甚意义。

6、《三国演义的世界》的笔记-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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