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不是演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三国不是演义》

13位ISBN编号：9787560539386

10位ISBN编号：7560539386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社：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者：沈忱

页数：25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三国不是演义》

前言

　　我与沈忱兄合著《告诉你一个真三国》（2010年9月，新华出版社出版）时，他常常感叹篇幅的限
制。在他看来，世人对三国的误读，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矫正的。 沈兄家学渊源，其父沈家仁先生是老
一辈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研究学者。沈兄耳濡目染，二十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三国历史的
研究。近年来，他的研究重点在于如何将人们对于三国历史的文学解读矫正过来。 三国，不到一百年
的历史，却是一段最震撼最给力的历史。人们一直在很用力地解读着这段历史。西晋历史学家陈寿，
将其解读成帝王将相的发家史；元末明初小说学家罗贯中，将其解读成刘、关、张三兄弟和诸葛亮的
创业史；导演高希希将其解读成台词穿越的煽情剧⋯⋯这中间，以《三国演义》的影响最大，小说《
三国演义》的读者群规模，远远超过正史作品《三国志》。一般接触三国历史的人，是从《三国演义
》开始的，甚至很多人就把《三国演义》当成了三国历史。 随处可见的关羽像，表明关羽在民间有着
无数粉丝。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义释曹孟德⋯⋯关羽的神勇故事彪炳千秋，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后人的炒作而已。草船借箭，巧借东风，三气周瑜，锦囊妙计⋯⋯诸葛
亮的智慧故事家喻户晓，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些不过是文学的创造而已。 人们为何喜欢为神像镀金
？就是为了让自己拜的神有一圈神圣的光环。千百年以来，人们在喜欢的三国英雄身上敷上智慧、神
勇、忠义的金粉，这样跪拜在偶像脚下时，会觉得踏实一些。 修复三国历史，其实是对盲目崇拜心理
的矫正。这是需要学识，也需要勇气的。我与沈兄合著的《告诉你一个真三国》，按照历史真实，写
出了张飞强抢民女、关羽霸占女战俘（未遂）、刘备欺诈夺取益州等事实，对此，有的读者直接在网
上质疑甚至辱骂。这是因为该书挑战了传统观念，刺激了某些人的偶像情结。 并非所有的读者都能接
受真实，可是，沈兄一直以冷峻的笔锋解构历史真实。沈兄一直走在探寻历史真相的道路上。早
在2006年，沈兄就出版了《煮酒品三国》，揭开了热品三国的序幕。2010年，高希希的《三国》电视
剧上映，各种戏说三国的作品纷纷推出，沈兄却坚持“历史不能戏说”的原则，推出了两卷本《三国
，不能戏说的历史》。在与我合著了《告诉你一个真三国》之后，他意犹未了，又独立创作了这本书
。沈兄的探寻历史真相之路还在延伸，他目前正计划一部鸿篇巨制——七卷本系列作品。他的想法，
是将人们对三国历史的误读来个大清算。 沈兄探寻真相，不迷信权威。自从易中天先生在百家讲坛品
三国推出后，风靡全国。但易先生智者干虑，将吕蒙“白衣渡江”解读成 “穿着白衣服渡江”，沈兄
在《白衣渡江的误读》一章，直接指出了易中天先生的疏忽，告诉读者“白衣渡江”其实是便装渡江
。《三国演义》里，刘琰妻子胡氏涉嫌与刘禅通奸，刘琰聚集五百个士兵殴打她。 《三国志》里有“
呼卒五百挝胡”的记载，我曾经就“卒五百”的解释请教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秘书长沈伯俊先生，
沈老将我们的讨论发布在他的博客上，很多人参与了这个探讨，大都是赞同沈老提出的观点，即“五
百”就是“伍伯”（五人为一“伍”，“伯”，头儿），系侍从小吏。沈兄不满足于找到答案，他更
进而找出证据，指出按照韦昭的《辩释名》，“五百”其实就是引路的役卒（详见本书《五百个士兵
打女人》一章），为这个观点夯实了一块坚实的基石。先不管沈兄说得对与错，他那探寻真相的姿态
，就足以彰显对真理的追求。 沈兄就是这样，除了真相，什么也不相信。 曾在自己的书里写过这么
一句话：“历史的价值在于还原真相，历史的魅力在于没有真相。”这话至今还在我的博客上挂着。
沈兄的写作，最大的价值不是还原真实的三国，而是那种探寻真相的写作态度。 读这本书，你会更能
领悟一个词语：真相。 我说的全是真相。 　　陈瓷 2011年夏，　　于青云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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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不是演义》

内容概要

《三国不是演义》内容简介：关羽真的“面如重枣”？孙夫人果真是叫孙尚香？杨修之死真如课本所
言？刘备称帝时的那段隐情；若隐若现的绝世美女；割须弃袍究竟为哪般？《三国不是演义》和您一
起逐字逐句读《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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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不是演义》

作者简介

　　沈忱（灿烂海滩），江西南昌人，文史研究学者。1983年开始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历史学、古典
文学文章近百篇，并开设三国、水浒专栏。 《煮酒品三国》 （2006年广西人民出版社） 《煮酒说水
浒》 （2007年中国工人出版社） 《三国，不能戏说的历史·诸侯》 （201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三
国，不能戏说的历史·英雄》 （201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告诉你一个真三国》 （2010年新华出版社
） 《三国拍案惊奇》 （2011年上海复旦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智者千虑——诸葛亮》 （2011年湖
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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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不是演义》

书籍目录

品事篇关羽的长相关刀之下的冤魂们刘备样貌趣谈何来的十八路诸侯徐庶何曾走马荐诸葛三顾茅庐漫
谈单骑救主的真真假假东风不是借来的子虚乌有的周瑜打黄盖既生瑜，何生亮锦囊妙计全虚构割须弃
袍为哪般张松献图的疑问张冠李戴单刀会杨修因何而死白衣渡江的误读吕蒙的最后结局神医华佗因何
而死刘备称帝时的一段隐情孟达事件的背后故事姜维降蜀始末千年演变空城计五百个士兵打女人八阵
图的千年演变刘琮母子及其最后结局吕布弑主的改编品人录若隐若现的绝世美女陈宫不成功悲惨的末
代皇帝刘协韩馥与让冀州完美的赵云黄忠形象的演变法正的真面目真假难辨的刘封故事一代名将的冤
屈经天纬地之才——张纮一代名将张辽可以大书一笔的王平小乔之谜扑朔迷离孙夫人命运多舛的马超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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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不是演义》

章节摘录

　　关羽的长相 演义品读——三国曾被演义 关羽是怎么个长相，这个问题在《三国演义》第一回中
便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描述。小说中是这么写的： 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
，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从写法上看，从关羽这个人物一出场，作者罗贯中就有点迫不及待
地把关羽塑造成了一个绝对的正面人物。身高、髯长、五官、面色都交代的清清楚楚。这已经足以吸
引读者的眼球，同样使得读者也变得迫不及待地想了解关羽接下来的英雄事迹。当然，在小说中关羽
的形象是崇高的，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义释曹操、水淹七军，这一桩桩一件
件都体现了关羽这个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可以这么说，小说中关羽长相的描述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
特点。 长相的其他方面都比较容易理解，不过这个“面如重枣”就有点不明就里了。所谓的“重”，
按字典的解释是：程度深，这个“枣” 比喻的是红色，也就是说关羽的脸是暗红色的。这个样子在古
代好看吗？站在今人的角度上，不怎么样。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咱们中国人还是东亚的其他民族，基
本都是黄色肌肤。放眼当今世界，除了黄色、白色、黑色这几种肤色之外，比较少见的也就是北美地
区的棕色，而关羽这种暗红色的肤色可谓绝无仅有。因此，很多读者阅读至此不免留下了一个疑问：
关羽的这张脸是原本历史记载如此，还是小说家的发明创造呢？ 还原历史——三国不是演义 首先来
解答第一个问题，关羽的长相。这一点在史书中还是留下了一点记载的，不过并没有说到关羽的身长
、肤色五官，只谈到了一个地方：胡子。这个记载见于《三国志·关羽传》。该传中提到：刘备占据
益州之后，汉末时期另外的一位虎将马超也成为了刘备军中的一员，并受到刘备的重用。远在荆州镇
守的关羽闻讯，立即写信给诸葛亮，询问是马超厉害还是自己武勇。诸葛亮知道关羽的脾气，特地给
关羽回了一封信，把关羽狠狠地夸了一番。这封信是这么写的： 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
，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 在信中，诸葛亮所说的“髯”，指的就
是关羽的胡子。这就说明在历史上，关羽的胡子的确漂亮。看来诸葛亮对于关羽的性格的确摸得很透
，接到诸葛亮的回信后，关羽果然是得意洋洋，还把这封信拿着到处作宣传。 虽说胡子漂亮和脸没有
什么关系，但是仔细想来还是有一点联系的。汉代有个流行的风气，时兴留须。而关羽被称为“美须
髯”，说明他对这胡子是经常打理的，这当然需要一点时间了，要不然这胡子就会乱糟糟的。《三国
志》中蜀汉大臣里面还有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仁兄，他叫做张裕，他虽然也是个大胡子，但是却被刘备
当成了笑柄，说张裕是“诸毛绕涿郡”。可见同样是大胡子，打理的好坏直接影响观瞻。而关羽对胡
子都如此的精心打理，自然对自己的脸也不会过于马虎。因此，弄成个“面如重枣”的大红脸是不太
可能的。他的脸色应该也就一普通的黄脸，说不定还稍带点黑色。不过，陈寿毕竟没有见过关羽，加
上关羽又死的早，也没留下关羽脸色的什么故事，陈寿的《三国志》里也就没有做过多的介绍了。 不
过，如果说“面如重枣”是罗贯中的发明创造，这也是冤枉罗贯中了。关羽的大红脸其实在宋代就已
经成型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丘振声先生曾经在《三国演义纵横谈》一书中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详细
的研究和分析。丘先生认为： 宋元时期的民间艺人，已经使用彩墨化妆，以寓褒贬。南宋灌圃翁《都
城纪胜》说：“其话本与讲史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盖亦寓褒贬
于世俗之眼戏也。”“红脸关公”是“正貌”，以表彰他的“公忠”！由此看来，关羽的红脸当在宋
代涂成。 这个观点在学界已经得到肯定。很多人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都采用此说。按照这个说
法，关羽“面如重枣”的形象最早应该出现在戏剧舞台上。而戏剧舞台上的作品大都出自于民间故事
。有这样的民间故事吗？还真有。清代学者梁章巨的《归田琐记》中，就介绍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故
事的大意是这样： 关羽小的时候力气很大，经常惹祸，父母把他关在后花园之中。 一天晚上关羽开
窗而出，听到有老者哭泣。仔细询问才得知：本县舅爷强抢老者已有婚约的女儿。关羽闻之大怒，拔
剑冲入县署，把县令和其舅爷都杀了，然后亡命涿郡。途中在河边洗脸的时候，发现脸变成了枣红色
，所谓的重枣脸也就是这么来的。 还有一个民间故事说的就更加神奇，不但将关羽重枣脸的由来解释
了一番，附带连丹凤眼、卧蚕眉的来历都做了一个民间的诠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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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不是演义》

编辑推荐

　　《三国演义》里读不到的事实真像，《品三国》里看不透的人物玄机，读沈忱所著的这本《三国
不是演义》，你会更能领悟一个词语：真相！！ “历史的价值在于还原真相，历史的魅力在于没有真
相”，三国还有多少你误以为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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