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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闲话三分》是一本关于《三国演义》的小说情节与三国时代历史事实的略带考证性质的随笔。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故事经由这本小说的渲染已深入国人的心中，很多人都把小
说情节等同于历史事实。
然则，小说与历史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章学诚评论《三国演义》是“七实三虚”，这样的比例对不对？
作者在构思小说时为什么要“虚”？
又究竟是“虚“ 在何处？
哪些地方“虚”得好？
好在何处？
哪些地方“虚”得不好，为何不好？
在“虚”之外，又有哪些地方是“实”的，是从陈志和裴注中取材的？
这些材料又有哪些张冠李戴了？
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在《闲话三分》中得到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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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迩冬，著名学者，古典文学评论家。
一九五四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苏轼诗选》、《苏轼词选》和普及读物《苏东坡诗词选
》等，另有《闲话三分》、《九纹龙》等论著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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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看完《闲话三分》的闲话外行话《三分》闲话开头“桃园结义”与“怒鞭督邮”蔡邕与董卓苏东坡和
曹雪芹的观点“发矫诏诸镇应曹公”董昭教打“皇帝牌”“衣带诏”之疑小霸王孙策再谈孙策建业与
武昌孙权与台湾为周郎叫屈隆中对与出师表初出茅庐第一计“诸葛亮舌战群儒”“周瑜打黄盖”及其
他铜雀春深何关二乔赤壁之战的尾声刘备与孙夫人曹操的女婿曹娥碑·曹操·杨修关于《杨修之死》
关羽爱戴高帽子张飞妻女与夏侯渊父子替赵子龙抱不平魏王杀识魏王者及假魏王曹丕的武术再谈曹丕
蒲留仙笔下的《甄后》“先帝虑汉贼不两立”质疑从马谡说到王平司马懿装病托孤比较篇吴蜀相互叽
嘲由魏延说到子午谷杨仪魏延的冲突魏延的冤案姜维“九伐中原”前后刘禅与孙皓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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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闲话开头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说《三国志》者，在宋已甚盛，盖当时多英雄，武
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讲说。
⋯⋯‘说三分’为说话之一专科，与‘讲《五代史》’并列。
金元杂剧亦常用三国时事，⋯⋯而今日搬演为戏文者尤多，则为世之所乐道可知也。
其在小说，乃因有罗贯中本而名益显。
”　　罗贯中是元、明间人，在他以前，已有《三国志平话》，有金、元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杂剧，
他又“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
齿、孙盛语，且更盛引‘史官’及‘后人’诗。
然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故明谢肇涮既以为‘太实则近腐’，清章学诚又病其‘七
实三虚惑乱观者’也。
”（《中国小说史略》）　　在下闲话三分，原是袭用宋人“说三分”之名，想循“虚”人“实”，
化“腐”为新，庶几不“惑乱观者”。
此即闲话之动机。
若谓一家之言，则吾岂敢！
　　先从书名说起：《三国志演义》今本作《三国演义》，不知为何去掉“志”字?罗贯中的“演义”
，是演陈寿《三国志》之义，非演“三国”之义。
演义为小说之一种体裁，根据史志，敷演其义。
原是作家虑及古史旧志，非一般读者所能涉猎，遂以较通俗的文字演其义，使之家喻户晓，经过作家
的艺术加工，读者的心赏神会，数百年的流传，这种“故事新编”，已成不朽的名著，其魅人之力，
远远超过了其所依据的古史旧志。
文胜于史，这是小说家的本领。
但是那个“志”字，似可不必去掉的。
否则，依约定俗成之例，如《水浒全传》只名《水浒》，则此书径名《三国》，亦无不可。
　　《三国志演义》是历史小说，也可以说是政治小说。
说它是历史小说，是它基本上按照《三国志》改编的。
是小说就不妨有实有虚——不管是几实几虚，真人真事之中和之外加以虚构，减或增，取或舍，夸大
或缩小，剪接或移挪⋯⋯都由它。
但从这棵树的枝叶花果上可以看出历史的面貌，锯断树的主干可以细数历史的年轮。
说它是政治小说，是它揭示了当时统治阶级怎样镇压人民，怎样内部斗争，怎样割据，合纵连横，彼
起此伏，尔诈我虞，互相吞并，抢夺地盘，称王称帝⋯⋯由“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
这些政治把戏，只有通过演义才为人民所知。
可以说《三国志演义》是比《三国志》更能教会读者识别那时的历史事件、政治得失，乃至三国以前
和三国以后的封建社会，治乱兴亡，改朝换代，莫不如此，可以类推。
　　这是《三国志演义》的最大功绩。
　　《三国志演义》久流传，而《三国志平话》已渐不为人所知，今日京剧和地方剧中的“三国戏”
，也绝大多数是由《三国志演义》出，而很少承继金元杂剧如《赴襄阳会》、《复夺受禅台》⋯⋯以
至于较后的《关公月下斩貂蝉》之类，其原因亦在此。
　　“桃园结义”与“怒鞭督邮”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是《三国志演义》的开端，这一开端，
颇为后来的人所乐道，更为小说家所沿袭，如《水浒传》与一百零八人“大聚义”，《七侠五义》写
“五鼠”结拜⋯⋯以至于旧社会的帮会、堂口、北洋军阀、国民党⋯⋯都有“拜把”的风气，如蒋介
石和冯玉祥拜了把，称冯为大哥，又早和李宗仁拜了把，称李为弟，互换“兰谱”，上写誓约：“谊
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但是“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老蒋雄猜阴狠，何尝有丝毫“义气”在?这当然与“桃园结义
”相距天渊，不足道了。
　　其实东汉桓、灵之世，只有“朋党”——朝野的一些“清流”，如周福、房植、窦武、陈蕃、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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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张俭、杜密⋯⋯以至出现于演义中的一个次要人物刘表，就是与张隐等同为“八顾”，又与张俭
等同称“八及”。
这些“朋党”只是名士间的交结，都不是拜把的结义。
这且不说，只说桃园结义这回事，是演义的作者受元明间的“江湖”风气影响，而且早于他的《平话
》已定型了，遂沿袭并加深渲染。
　　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好交结豪侠，
年少争附之。
”这位没落王孙刘备，尽管他是汉末大儒卢植的学生，却不肯读书，倒有几分像他的老祖宗刘邦。
关、张只是“争附”他的“豪侠”。
不过他们之间关系密切，用今天的话说，是“最亲密的战友”。
他们确是与别人不同，同书《关羽传》：“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
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
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
”《张飞传》：“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
”这就是编造桃园结义的所本。
自始至终，刘备之于关、张，是领导与干部的关系，君臣关系。
其中刘、关似乎更密切些，同书《魏书·刘晔传》刘哗说：“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
”至于旧戏还把赵云加入，称为“四弟”，那不仅在陈寿的《志》中找不到一点影子，赵云的地位还
在马超、黄忠之下；就是在罗贯中的《演义》中，也没有说过他是“四将军”。
　　“张翼德鞭打督邮”这件事是刘备亲手干的，演义却把这事写在张飞身上。
据《先主传》：当时刘备以地方势力参加镇压农民起义，讨黄巾有军功，做了安喜县尉。
“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印绶系其颈，着马枊（捆在马桩上）
，弃官亡命。
”裴松之注引《典略》：“其后（平黄巾之后）州郡被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
备疑在遣中。
督邮称疾，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
闻督邮在传舍，备欲求见督邮，督邮称疾不肯见备，备恨之。
因还治，将吏卒更诣传舍，突入门，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邮’，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印
绶系督邮颈，缚之著树，鞭杖数百余下，欲杀之，督邮求哀，乃释去之。
”原来刘备是在被“沙汰”、“遣”（就是淘汰、遣散）之列，那位间接代表中央、直接代表郡守来
的督邮老爷又摆架子，刘备恼上加怒，就做出这桩事来。
演义为了要把刘备写得“仁厚”，就移植到“鲁莽”的张飞身上。
这一嫁接，故事就活了，人物也活了。
　　就本人本事看，刘备未尝不有乃祖刘邦那种流氓英雄气质。
刘邦看见秦始皇的车驾，就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刘备小时与群儿戏于树下，也说“吾当乘此羽葆
”。
如果不是史家造谣——我想陈寿不会因为司马迁那样写了他就这样写，看汉朝第一个皇帝和最末一个
三分之一的皇帝，多少贯串着一点“家风”。
　　蔡邕与董卓　　蔡邕是好人，是著名的经师、史家、文学家、书法家。
董卓是坏人，是土豪、恶霸、军阀、奸臣、屠伯和政治野心家。
可是历史太无情，竞把他们拴在同一条死亡线上。
蔡邕也算是不忠了。
　　斜阳古道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陆游有名的诗篇，可见宋代民间说唱文学已将蔡邕其人其事为题材了。
元末明初，高则诚写《琵琶记》，更把蔡邕编作不孝不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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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明末的妓女李香君（《桃花扇》里的女主角），当她在南京桃叶渡送别侯方域公子时，也唱《琵琶
记》中曲，并对侯说：“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
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所传词固妄，然尝昵于董卓，不可掩也。
⋯⋯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妾亦无复歌矣！
”（见侯方域《壮悔堂文集·李姬传》）　　《三国志演义》说“董卓暴尸于市，忽有一人伏其尸而
大哭”，这个人就是蔡邕，王允“命将蔡邕下狱中缢死”云云。
这“哭尸”和“缢死”都非史实，是小说家夸张了。
据《后汉书。
董卓传》，吕布刺董卓后，陈尸于市，有“主簿田仪，及卓苍头（老仆人）前赴其尸，布又杀之”。
《三国志》田仪作田景，并说吕布“凡所杀三人”。
另一个是谁呢?也不是蔡邕。
这时蔡邕还是王允的座上客，《后汉书·蔡邕传》：“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座，殊不意言之而叹
，有动于色。
王允勃然叱之⋯⋯即收付廷尉治罪。
”王允叱之这一段话，和马日碑劝说王允那些话，演义写的基本上与正史相符。
但《蔡邕传》“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可信未必是王允叫人缢死他的。
　　蔡邕在汉灵帝光和年间，被阉宦的党羽迫害，受了“髡”刑。
灵帝死，少帝立，董卓废少帝，另立献帝（刘协），他起用蔡邕，蔡邕是被董卓强逼出来做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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