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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举世公认是我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祖，历史演义的压卷之作。
而在本人看来，它还是我国文人个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并第一个受到学者、评点家的关注。
　　近世颇有学者以《三国志通俗演义》等明代“四大奇书”为“世代累积型”成书的作品，诚有一
定道理。
但那基本上是从考据出发得出的观点，不是对小说从艺术上的鉴赏与评判。
从艺术的观点看，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首的明代“四大奇书”，的确无不有因于前人之作的一面
，但那基本上属于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
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一切已死的前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的表现，而不能因此否认其为“创
造”。
这正如黄庭坚的诗，纵然“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但诗界仍以其与东坡并称“苏黄”；王实甫
《西厢记》故事大略全用《莺莺传》与《董西厢》，乃至有“实甫之传，本于解元”（徐复祚《曲律
》），“王实甫全依董解元”（焦循《剧说》）之说，但《录鬼簿》仍盛称其“《西厢记》，天下夺
魁”，是应当从全篇看，不可仅以细节论。
纵然文学创作也是“细节决定成败”，但是除了“四大奇书”的“细节”其实也以创新为多之外，更
重要是我以为主旨决定面貌，构思决定属性。
在这个意义上，“四大奇书”各以其主旨的新颖与构思的独特而自成佳创。
何况《三国志通俗演义》本为历史小说，岂可以离开历史上传下来的资料而凭空捏造！
所以，“四大奇书”都是富于个性的文人创作，而《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
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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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宗岗生于明崇祯五年，为一介寒儒，卒年自当清康熙48年以后。
中国清初文学批评家。
曾仿效金圣叹删改《水浒传》的作法，假托得《三国演义》古本，对罗贯中原著进行删改，并在章回
之间夹写批语，题为“圣叹外书”、“声山别集”，又伪作金圣叹序冠于卷首，名为第一才子书。
《毛宗岗小说批评研究》作者对毛宗岗小说批评的研究，供相关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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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正学，1971年生，山东莱芜人。
现为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发表红学论文有《鸳鸯拒婚的人类学意义》、《“一从二令三人木”——周策纵先生妙解质疑》等，
另有其他学术论文及诗歌、散文等多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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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说评点，指评点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每有所感兴触发，便在卷、回、行、眉等空白地处，
加以圈点、评论，写出心得体会。
圈点，是阅读过程中的技术手段，属形式层面。
评论是批评意识的流露和显现，属意义层面。
在漫长的发展史中，经过众多评点者的努力，小说评点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学术传统，成为具有独特风
格的小说评点学。
　　小说评点的学术传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评体例的建立。
刘辰翁《世说新语》评点，主要以眉批出现，形式较为简单。
容与堂与袁无涯《水浒》批本，体例开始趋于复杂，除眉批、行间夹批外，还附有回末总评。
而且容本（“容与堂本”简称，下同）卷首有怀林《批评水浒传述语》、《文字优劣》；袁本（“袁
无涯本”简称，下同）卷首有李卓吾《读（忠义水浒全传）序》、杨定见《小引》、《（出像评点忠
义水浒全传）发凡》等。
卷首的这些述语、序、发凡以及回末总评大大扩展了评点的文本容量，从而提高了批评的功能，增强
了评点的理论色彩。
这样，容本和袁本便确立了小说评点体例的三级组合方式，即卷首评、回评和夹评。
不同方式因位置不同，功能和意义也不趋一。
其中，夹评是文字细读，属微观层面，夹杂在小说正文行文之中，往往寥寥数字或几行；回评是章回
批评，可称中观层面，置于章回之末，由一段或几大段组成；卷首评是全书总评，属宏观层面，位于
小说正文之前，多为长篇大论。
这三种方式并非相互排斥，而是渗透交织，互相参证，构成小说评点通透圆脱、立体交叉的批评体例
。
　　金圣叹对评点体例又有所改进。
他在卷首开创了“读法”，并将回末总评移至回前，成为回前总评。
“读法”和回前总评，进一步突出了小说评点的理论性质，而且使其位置醒目夺目，容易给人造成深
刻印象。
毛宗岗对金圣叹有所袭取。
毛批《三国演义》，卷首有序、读法和凡例，章回下有回前总评，回内文字有夹批、眉批。
金批《水浒》没有“凡例”，其“凡例”的功能分担在“序”与“读法”中了。
毛批《三国》设置“凡例”，当是继承袁本之“发凡”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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