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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乱世中的枭雄曹操　　曹操不仅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家，还是首先推出屯田制稳定国家政权
基础的杰出政治家。
此外，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为中国诗歌史上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痛改前非步入仕途　　曹操的父亲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
曹操小时候十分聪明，据说他过目不忘，无师自通，但学习却不刻苦，经常趁学堂先生不备，私自溜
出去和其他孩子一起习武练箭。
一次，曹操又带着几个小伙伴外出打猎，途中他被人骂作“宦门遗丑”，这一骂使他的自尊心受挫，
从此，他再也不去驾鹰牵犬，而是关起房门来博览群书。
　　在众多书籍中，曹操喜欢读《诗经》《离骚》，但最爱读的却是兵法。
他对诸家兵法，特别是《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不仅熟知能背，而且摘录了其中大量的神策妙计
，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汇集成册，题名为《兵法书要》。
　　曹操19岁时，被家乡人推举为孝廉；20岁时，任洛阳北部尉，负责京城治安。
曹操到任后，就有不凡之举。
他叫人造了十余根五色棒，有犯令者，皆用五色棒打死。
一次，他依法打死了大宦官蹇硕的叔父，在京城引起轰动。
无奈官场黑暗，他被当权者从京师挤走。
不久，曹操又入征为议郎，当了参议一类的冗官。
　　黄巾起义爆发后，东汉朝廷急忙调集大军镇压。
曹操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积极参与，被任命为骑都尉，在颍川与起义军交战。
因为镇压起义军有功，被提拔为济南相（相当于郡太守）。
后来汉灵帝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当了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成为皇帝核心武装的将校之一。
　　雄才大略统一北方　　189年，汉灵帝去世，东汉政局更加混乱。
这时，割据凉州的军阀董卓趁乱带兵入京，以武力废少帝，立9岁的皇子刘协做了皇帝，即汉献帝。
他又自封为相国，将权臣袁绍逼出洛阳，独自把持朝政，并纵容官兵洗劫洛阳。
　　曹操亲历变乱，目睹董卓之害，十分不满。
他逃出洛阳，东走陈留，散家财，招兵将，积极参加了当时关东各地军阀联合反董的斗争。
191年，曹操因镇压河北农民起义军有功，被袁绍推举为东郡太守，取得了一块地盘。
第二年，青州黄巾军攻入兖州，刺史刘岱战败被杀，兖州官员忙迎曹操领兖州牧。
曹操用残酷手段，逼降黄巾军三十余万人，并从男女百姓百余万人中挑选精壮者组成“青州兵”。
自此，曹操既据有兖州，又有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遂大施智谋，与群雄角逐。
　　曹操是一位很有才干的政治家。
他占据兖州时，由于长期战乱严重破坏了这里的农业生产，人民不死即逃，造成粮食紧缺，军队给养
困难。
曹操总结了秦汉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屯田，既解决了军粮问题，也安定了社会。
此外，曹操唯才是举，善于用人，对于文人谋士能够以礼相待，量才而用。
他的重要谋士苟或、许攸、郭嘉等都是慕名而来的。
　　在军事上，曹操很讲究策略。
起初，他拉拢北方最大的军阀袁绍，避免与之过早交锋，而先攻击其他较弱的势力。
196年，汉献帝东逃洛阳，曹操接受谋士的建议，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
政治上得势使曹操更加雄心勃勃，他相继击败盘踞南阳的张绣、占据徐州的吕布后，于200年在官渡大
败袁绍。
此后，曹操继续南征北战，终于在207年平定了关中，进入陇右，完全统一了北方。
　　平定北方是曹操事业发展的顶点，但这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的雄心是乘胜进军南方，统一全
中国。
208年，曹操率数十万大军南下，直指荆州，结果在赤壁一战中大败，他统一中国的希望成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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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懈创作文采飞扬　　曹操在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
他在“外定武功”的同时，还在不懈地进行文学创作。
他特别爱好文学，在率军征战的三十余年里，手不释卷，登高必赋，创作出《观沧海》《蒿里行》等
许多优秀诗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局面，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
　　开创“贞观之治”的英主李世民　　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他缔造了一个当时世界
上最强盛的帝国，开创了一个黄金时代——“贞观之治”，成为后世封建社会治国的理想和标准。
　　苦练本领助父建唐　　李世民出身于陕西的一个贵族家庭，李氏家族是当地的贵族集团之一，其
父李渊历任刺史、太守以及殿内少监、卫尉少卿等重要职务。
　　李世民从小就开始习艺练武。
他善于骑马，喜欢射箭，且机智果敢，胆识过人。
李世民还熟读兵书，经常引用《孙子兵法》里的话和父亲讨论排兵布阵的策略。
由于李世民年轻有谋，所以结交和网罗了不少英雄豪杰。
　　李渊对这个出色的儿子非常喜爱。
615年，隋炀帝巡查北方要塞时，遭突厥始毕可汗几十万骑兵袭击，被围困在雁门，18岁的李世民就在
这时应募入伍。
在这次解围战中，李世民初露过人的军事才华。
617年，李渊父子在晋阳发动兵变，公开举起了反隋的旗帜。
兵变胜利后，李渊即封李世民为“敦煌公”。
同年11月，李世民南下霍邑，围困河东，攻克了长安。
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改国号为唐，定年号为武德，建立了唐王朝，李建成被封为太子，李世民被
封为秦王。
　　赫赫战功夺得帝位　　唐朝的建立并不等于全国的统一，事实上当时正是各派军事势力分裂与混
战的高峰期。
李渊在称帝之后就不便于亲征了，而太子李建成也要在长安辅佐父亲处理政务，这样，平定各方势力
、统一全国便成了李世民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十来岁的李世民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前后用了十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项艰巨的统一任务。
李世民的统一战争包括三部分，一是平定薛举父子，二是击溃刘武周，三是打败王世充和窦建德。
　　李世民指挥作战有一套谋略，后人对此进行了总结：坚壁挫锐；准确利用骑兵，在敌后反击；勇
追穷寇；亲自侦察，部署作战计划等。
另外，李世民作战时身先士卒，休战时与将士同吃同住，同甘共苦，他的这一举动起到了鼓舞士气的
作用，这对于取得战役的胜利至关重要。
　　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为他以后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626年4月，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了帝位。
执政以后，他很快调整了中央集团和政府机构的用人制度，组成了以自己为首的最高决策集团，开始
了对唐朝为时23年的统治。
　　文治武功贞观之治　　李世民即位后，对太子李建成的僚属采取了宽大的政策，一些重要谋臣如
魏徵、王硅等还得到了重用，这样就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为他下一步政策的实施营造出一个
安定团结的局面。
　　李世民对官僚机构进行改革，注重选拔人才，知人善用，任人唯贤，这使得他的周围人才辈出，
为唐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李世民善于听取下臣的不同意见，从谏如流。
谏臣中最突出的是魏徵，他常常与李世民当面争执，李世民也能耐心接受。
魏徵死后，李世民十分悲痛，说自己失去了一面镜子。
　　李世民吸取隋灭亡的教训，以民为本，采取轻徭薄赋、去奢省费的政策，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压迫
，让大家衣食有余。
他继续推行均田制、租庸调法，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收入。
贞观年间，经济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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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主张以宽仁治天下，要谨慎地执法，并减轻了刑律。
　　为了唐朝江山稳固，李世民不但自己手不释卷地读书学习，而且要求官吏也要认真读书，讨论研
究治国的学问。
为此他开设了弘文馆，要求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和皇亲国戚等高层贵族子弟入弘文馆接受教育。
他发展科举制度，削弱旧时门阀的影响。
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最终缔造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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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喜儒先生在中国作协外事部门工作了二十八年，其专长于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对亚洲非洲各国的作
家，也多有接触，结交了许多真诚的朋友。
他是有心人，注意观察和资料积累，也很勤奋，本书的写作，直接来自他与外国作家接触的感受。
喜儒又是个性独特、妙趣横生的学者。
因此本书无论对外国作家作品的研究者，还是对普通的、爱好文学的读者，都会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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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喜儒，1946年生于吉林省乾安县，1968年毕业于大连外语学院日语专业。
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业余创作、研究译介日本当代文学作品。
创作有散文集《异国家书》、《心灵的桥梁》、《东走西看》、《关东杂煮》、《樱花点缀的记忆》
等。
翻译日本长篇小说、传记、散文《花葬》、《泥流地带》、《流浪王妃》、《雪娘》、《皇后泪》、
《李香兰之谜》、《千曲川速写》等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散文二百余篇，主编《世界侦探推理小
说名著精选》五卷、《立松和平文集》三卷、《日中战后关系史》、闲趣丛书《烟酒瘾》等。
1984年加入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翻译，亚非处副处长、处长、副主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
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
现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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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也许与阿里先生夫妇有缘。
　　1983年他们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时，我就接待过他们，去年秋天，他们第四次来访，我又是全程陪
同。
更巧的是，这次贸然借的阿文翻译与十九年前竟然是同一个人——外国语大学的齐明敏女士，当年的
研究生，现今的博士、教授。
邂逅和巧遇，使我喜出望外。
　　匆匆岁月，在他们身上似乎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阿里先生还是那样健谈幽默，风度翩翩。
夫人还是那样高贵典雅，光彩照人。
阿里先生是剧作家，夫人娜兹米是儿童文学家，她的代表作是《牧羊人和毒蛇》。
他们是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也是肝胆相照的朋友，经常探讨或争论一些问题。
阿里先生这次闪电般来访，是为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而补充一些材料，同时与有关出版社商谈，计划
在中国翻译出版一百部阿拉伯优秀文学作品，扩大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文学交流。
　　一路上，阿里先生不断慨叹中国的巨大变化，他说：“我第一次来时，作家们说得最多的是对文
革的批判，伤痕文学。
那时很少看到情侣，人们穿的衣服基本上是一个颜色，汽车还很少，满街是自行车。
第二次来时，作家们开始谈中国的新时期，思想很活跃，外国汽车多起来，人们的表情更加明朗。
⋯⋯这次来，北京、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已经不认识了，简直是一个个全新的城市。
人们的表情自信而安详，服装五彩缤纷，尤其是年轻人的装饰，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一样。
高楼大厦，密如树林。
商店里琳琅满目，丰富多彩。
手机、电脑、网吧、外国广告随处可见。
北京、上海的变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预示着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十年来，阿里
先生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变化，而且身体力行，积极开展中叙作家的交流和合作，多次在叙利亚
作协的季刊《外国文学》上推出中国文学专辑。
前几年我到叙利亚访问时，在中叙作家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叙利亚作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主
持会议的阿里先生笑着说，这个问题不用问中国朋友，我可以代替回答。
他言简意赅，准确而生动，赢得了中国作家热烈的笑声和掌声。
　　在这次旅行中，他随身带着笔记本、照相机、摄像机，轮番使用，晚上则把所见所闻所想输入电
脑。
不管在飞机上、汽车里、餐桌上，还是游览中，他随时随地都在工作。
他不像一位功成名就的大作家，而像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对一切事物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
他的勤奋和认真，使我感动，赞叹，钦佩，自叹弗如。
难怪他这样精力充沛，创作力旺盛，因为他有一颗孩子般天真的心。
　　餐桌上，他们用起手中的筷子来娴熟灵巧，几乎与中国人一样，可以轻松地挟起花生米和青豆。
他们不仅喜欢中餐，而且有很高的欣赏水平，有独特的感受。
阿里先生说：“来到中国，我没有任何距离感和陌生感，所以我拒绝刀叉，坚持用筷子。
我热爱中国，觉得到中国来，只有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用筷子，吃中餐，沉浸在中国氛围中，才能吃
出中餐的底蕴，更好地了解中国。
当然用惯了刀又，拿筷子是一种挑战，一种体验，但也是我们对中国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筷子比刀叉历史悠久，科学，卫生方便，不怕酸碱，是一大发明⋯⋯”　　不熟悉他的人，听到他对
筷子对中餐的议论，可能会把他当作研究中国烹调的学者、美食家，很难想到他是叙利亚作家协会主
席，著名的戏剧家、评论家。
　　远在中学时代，他就喜爱文学，迷恋戏剧，用诗歌和散文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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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大学时，他被大马士革大学理科录取，但他想学戏剧，于是转到开罗戏剧学院。
1964年，他二十四岁，发表了第一个话剧《夜里来客》，在全国巡演，后又被拍成电影。
剧中描写一个小伙子，爱上了一个姑娘，姑娘怀孕后事情败露，小伙子却不能娶她，姑娘死于非命，
后来小伙子与亲戚家的姑娘结婚，但这个姑娘有自己的情人，并不爱他。
他感到对不起死去的姑娘，也对不起妻子，在双重痛苦中，他叫妻子去找她心上人，而他在自责中过
着痛苦孤独的生活。
这部戏深受欢迎，反响热烈，奠定了他戏剧家的地位。
他二十六岁时，到法国巴黎戏剧研究院留学，回国后，当导演、叙利亚剧院经理、戏剧家协会主席、
文化部长助理，从1977年开始任叙利亚作家协会主席。
他已出版戏剧集、诗集、戏剧评论集、小说集、游记集、阿拉伯文化评论集、时政评论集等二十五本
书，在叙利亚及阿拉伯世界有广泛影响。
　　他说：“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是我对现实的挑战，也是我改变命运、解放自己、表达爱国感情
的手段。
作家应该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关注人们的幸福、痛苦、前途和命运，激发人们的生活热情，培养人们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是
作家的责任和义务。
历史和现实都在呼唤我拿起笔，我必须义无反顾地写下去，必须向人民表明我的立场、观点和感情，
否则我会爆炸，我的灵魂无法得到安宁⋯⋯”　　2003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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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魅力：外国作家在中国》编选了八十余位外国或海外华人作家的印象记。
有的写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的写于近几年，时间跨度近三十年。
每篇文章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有的写作家的性格、为人，有的写作家的文学成就、对中国的感情。
　　作者陈喜儒先生在中国作协外事部门工作了二十八年，其专长于中日文化交流方面，《中国魅力
：外国作家在中国》的写作，直接来自他与外国作家接触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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