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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岀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
—以三国演义的章回为线索，以三国人物的活动为中心，从被人忽略的角度（凡已被人大量提及或已
成共识的即便再著名再精彩的故事，作者也坚决舍弃，为独创性及新颖性让路）全面剖析书中各色人
等的心理活动及三国故事的内情内幕。
《&lt;三国演义&gt;的“内情内幕”》按三国演义的章回自然分为120个故事，每个故事里围绕人物的
活动和合理的推断揭示人物性格及历史的真实面目。
采用草根读史的方式，依照《三国演义》的章节顺序，对《三国演义》的人物、故事、历史事实等进
行个性化的点评，逻辑推理性强，读来饶有趣味。
本书对了解三国、了解三国时代的历史都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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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卫国，江苏常熟人，因常熟有山日虞，故取名虞人，也有以愚人自居的意思。
卫国毕业于东南大学电子工程系，读的本是工科，但毕业后“不务正业”，，长期从事与他所攻专业
全然不搭界的律师职业，在并非专业的专业领域里驰骋，颇有口碑，深得当事人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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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读第十一回大义的标准《三国演义》第十一回《刘皇叔北海救孔融吕温侯濮阳破曹操》，一正一
反，正说的是刘备这个皇叔为大义而救人，所救之人还是我们大家尊崇的孔子后人。
我们传统中的正面形象、文化标杆。
反说的是曹操一己之私攻打徐州，徐州陶谦请求孔融救难，让刘备做成了一个“仁义素著，救人危难
”案例。
　　原来是曹操攻打他人，却变成曹操被人攻打。
　　变幻多姿。
　　然刘备救人，是出于公义，形象正面，曹操攻人是出于私利，是反面角色，两相对照，寓意显明
。
　　刘备由于无尺寸之地，所以作为一个未来的集团领袖，在总结了公孙瓒、袁绍等人经验教训后，
得出一个结论，草民（刘备虽名为皇叔，其实早已是草民大大的了）要得天下只能先赢得知名度，要
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和口碑。
　　但当时的刘备是年轻毛躁的，当孔融想到他并请太史慈前去求救时，刘备猛一下脱口而出，说了
句千载之下令创业者热血沸腾又热泪盈眶的话：“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耶？
”激动之余，刘备就准备为他人的事去和强敌曹操拼命了。
　　刘备该不该出兵，该不该去参与抗曹救陶的军事活动，刘备为孔融去助陶谦的性质是什么？
古往今来，肯定甚少有人质疑。
　　虽然孔融说了冠冕堂皇的话：“融之欲救陶恭祖，虽因旧谊，亦为大义。
　　公岂独无仗义之心耶？
”但刘备内心好像在激动之后是明白了的，所以当他去向公孙瓒借兵时，公孙瓒责之曰：“曹操与君
无仇，何苦替人出力？
”刘备就根本没用大义之类冠冕堂皇的话来应对，而只是实话实说：“备已许人，不敢失信。
”刘备用的是一个江湖上通行本——信义交上的作文。
这表明刘备对敢问路在何方这个问题还是非常迷茫的。
　　但刘备不失为刘备，在干这件寻常活时，不忘他的枭志，顺口向公孙瓒要求：“更望借赵子龙一
行。
”于轻描淡写中大大挖了公孙瓒的墙脚。
公孙瓒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
　　刘备这一行，竟意外退操（得吕布之力），更意外得了徐州（陶恭祖三让），这是天意了，非人
力也。
　　从此，刘备作为一镇诸侯，身价水涨船高起来。
　　非但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耶！
世间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注意和关注起这位新任徐州市市长，诸葛亮可能也在此时昕说了刘备，并留意
起来的。
　　读第十二回战乱下的富户豪门战争，固然赤地千里，百姓饿殍。
　　但富户豪门也不是受益者，由于财产多目标大，战争往往对他们伤害更深，打击更大。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关注战争对贫民的灾难，其实作为平民的一部分，那些无法逃离战场的富户
豪门同样蒙受着巨大的战之殇，往往不仅要献其财还要献其命。
像当年董卓劫驾迁长安时，就：“遍行捉拿洛阳富户，共数干家，插旗头上，大书反臣逆党，尽斩于
城外，取其金赀。
”洛阳富户为之灭绝。
　　而《三国演义》第十二回曹孟德大战吕布中有一富户的经历则颇为奇特，因其总是和胜利者站在
一起令人啼笑皆非，但财富与战争的关系也可管窥见豹。
　　话说陈宫对据守濮阳的吕布献上一计：“濮阳城中有富户田氏，家僮千百，为一郡之巨室；可令
彼密使人往操寨中下书，言吕布残暴不仁，民心大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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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连夜进兵，我为内应。
”吕布从其计，密谕田氏使人径致操寨⋯⋯操得书，大喜曰：“天使吾得濮阳也！
”重赏来人，一面收拾进兵。
　　一向多疑的曹操为何对一富户之书如此深信而身蹈大祸，个中缘由书中虽未交代，但我们可以推
测一番：曹氏军兴，粮草为第一要务，吕布所占地盘，系从曹操手中夺得，曹操与田氏应该早就相识
，交往颇多。
　　田氏作为乱世中生存的富户，自然要找个靠山巴结上一两个军头，曹氏文武双全又胆识谈吐过人
，田氏理应也受过良好教育，所以双方共同语言较多。
　　田氏或许还是曹操树立的拥军爱民模范，所以田氏能作书曹操，而操能深信而不疑。
　　曹操冒烟突火，手臂须发，尽被烧伤，杀开血路狼狈逃回自己营寨后的第一句话：“误中匹夫之
计，吾必当报之！
”这个匹夫，是指田氏呢，还是吕布，抑或陈宫呢？
事情的后续发展表明，这个匹夫肯定不是田氏，因为曹操受此一役打击，立即醒悟，马上又拿起将计
就计的专业功底，不光以诈使诈，立即让军士挂孝发丧，诈言自己被火烧伤到寨身死，诱杀吕布好些
人马，而且必定痛定思痛，重新派人联络田氏重修旧好，这真是曹氏用{甩人过人之处，在人最想不到
的地方下手，出其不意取得大胜。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就在同一回中，吕布出城战曹操不胜败回时，城上田氏，见布败回，急令人
拽起吊桥。
布大叫：“开门！
”田氏曰：“吾已降曹将军矣。
”布大骂，引军奔定陶而去。
弄得足智多谋的陈宫也手忙脚乱，急开东门，保护吕布老小回城。
操遂得濮阳，恕田氏旧日之罪。
　　在此，我们可以推测，田氏与曹氏其实早巳约好，田氏献城不可能是，田氏临时起意；忽然喜欢
上曹操，冒着灭族之危险在吕布军队及陈宫还盘踞城内、吕布只是小败的情况下就轻易献城。
　　曹氏与田氏其实早就勾结在一起了。
　　而且周氏必然以上次之功骗取吕布信任，伪装积极，因此守城军务也几乎唯他马首是瞻了，才给
他这个机缘。
　　此可见曹操用人攻心之深，也可说田氏识人，资本总是要托付给能提供最大保护的权力的。
权利权利，权和利就一定要结合会结合，套用一句那个年代的话：田氏之举，再次给我们上了生动的
一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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