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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六大名著的现代阅读（上下篇）》是一部全方位解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
记》、《红楼梦》、《金瓶梅》和《儒林外史》的通俗化、欣赏性著作，分为文化阅读与艺术阅读两
部分，各部分又分为五论。
《中国六大名著的现代阅读（上下篇）》的独特立意在于，以历史大文化作为观察视角，以现实生活
中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作为切入点，从中找出最基本的10个话题，深入挖掘、条分缕析，真正让六大名
著成为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不但看&ldquo;镜中景&rdquo;，而且看&ldquo;镜中人&rdquo;。
《中国六大名著的现代阅读（上下篇）》注重比较，不但作纵向比较&mdash;&mdash;以古喻今、以古
鉴今；而且作横向比较&mdash;&mdash;比较六大名著各自的特色，比结构、比立意、比人物、比场景
、比文字、比风格、比情致、比理念，使读者更易生动理解这些名著的博大精深。
为增强《中国六大名著的现代阅读（上下篇）》的可读性与欣赏性，作者在文字与叙事方面，力求做
到美文必引、精论必收、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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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仲文，1951年4月2日出生，现供职于北方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著有：《泡沫经济：透视中国的第三只眼》、《大唐诗史》、《欲望启示录》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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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章  官 论     一、怎一个皇权了得        万千世态，缘何自皇权说起     皇权之重，重过泰山    皇权独
尊，百官依附    皇命迷信，万民崇拜二、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新王朝的创业者    一个好的战略定位
，胜过千军万马    得才者胜，失才者败    妙算者胜，失算者败    得人心者得天下    决定战争的是人心，
决定人心的是经济三、无可奈何花落去——亡国之君与改革者    改朝换代的四大原因    乱自上作，话
说亡国之君    无官不贪，天下怎能不乱    管理与改革为什么不济事四、皇权文化批判    权制批判——
从权力在天到权力在民    人才观念批判——从伯乐相马到赛场赛马    腐败批判——从无官不贪到制衡
廉政    人身依附批判——从甘心为奴到自立为人    决策批判——从一人智慧到科学程序    战争观念批
判——从惟胜是举到生命大干战争第二章 儒论一、儒学的反思    儒学成官学，满足了历史的要求    历
史经验证明：没有儒学，难以长治久安    儒学特有的二元性品质    儒学的涵容性和承纳性    小农经济
与历史的选择二、六大名著与儒学    六大名著难离偶学    明君贤相话三国    江湖大儒束公明    亦佛亦儒
《西游记》    叛悔之作《金瓶梅》    堪笑儒林众生相    衰亡绝唱《红楼梦》三、 儒学文化批判    儒学
价值观念批判    儒学伦理观念批判    儒学礼制批判    儒学义利观念批判    儒学认知观念批判    儒学修养
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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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西游记》也有写战事写得很精彩的章节。
大闹天空而外，大约三借芭蕉扇，是写得最好最成功的战例。
这就不仅是神了，而且神外有智，神外有勇，神外有情。
三借芭蕉扇，不是一味苦打，但也要奋力拼杀。
虽奋力拼杀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还要动脑筋，斗智慧。
仅仅有智慧不行，还要出奇制胜，打破常规行事。
而且双方的矛盾形态复杂，在孙悟空这一面，既与牛魔王有亲，又与红孩妖有仇。
亲者乃是自己的义兄，仇者又是铁扇公主的儿子，亲仇之间，好难处理。
加上对手强大，仅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成功，于是需要有猪八戒的帮助，但这猪八戒偏偏只擅帮倒忙，
结果不免越帮越忙。
而且自己既然能变成牛魔王去骗铁扇公主，那牛魔王又要照方抓药，变成猪八戒来骗自己。
从牛魔王这一面看，铁扇公主对于孙悟空，既有失子之恨，和牛魔王又有分居之怨，单靠她本人的力
量固然不是孙悟空的对手，她的本钱是据有宝扇。
偏这孙悟空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定风珠，使她的扇子由威力无比到无所作为，于是只好败归洞中。
败回洞中，已是饮恨，又着了那孙猴子的手段，被他钻进肚子里，弄得心疼腹疼，好不痛苦。
失子已是伤心，失败又要蒙辱。
但她的性格特点在于，虽然肚子疼得要死要活，她还就是不肯屈服，终于用假扇子把孙悟空骗了一个
不亦乐乎。
这故事，就这样七错八差，精彩纷呈。
到后来，牛魔王有了生命之忧，铁扇公主便把扇子双手献出，表现了她对丈夫的一片真情。
只是故事写来写去终于没能由孙悟空自己了结这段公案，不免有些虎头熊腰蛇尾之嫌。
    《水浒传》也写战争，但它最大的长处却在于个人问的打斗，而且打斗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有代表善与恶的拼命争斗，也有英雄好汉之间的误打误斗，有极为激烈的生拼死打，也有带有浓郁喜
剧色彩的相生相克，还有写得美轮美奂的比武较量。
但说到真正的战场厮杀，组织大规模战役，则并非《水浒传》的长处。
纵观全书，大约只有三打祝家庄写得最为成功，只有东昌府收张清写得最为眼花缭乱。
其余战事，如方腊、曾头市、大名府、三山聚义。
虽有拼命厮杀，但缺少典型战役风范。
不过是复杂化的个人拼杀或概念化模式化的战争场面而已。
就是东昌府与张清的较量，依然不脱武术较量的旧套。
虽有些智慧在内，也不过是老套翻新罢了。
    三打祝家庄写得好。
虽然这战役的规模实在也算不得什么，但它妙就妙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种战争要素，可说无一
不备。
而且各种军事要素运用得当，支杈很多，但又主脉分明，双方优劣向着不同的方向转化，各种因素在
这种转化中顺时顺势而叉屡起波澜。
从梁山这个角度理解，首先是正义之师，师出有名；其次是同仇敌忾，斗志旺盛；再次是有勇有谋，
进退有矩；又次是先有挫折，但能总结经验，逐步转劣势为优势。
加上分化敌人，内应外合等等。
分化敌人，则使己方更强而对手更弱；内应外合，则使对方首尾难顾，应对不暇，真如孙大圣钻进铁
扇公主肚子里一般。
而且一打、二打、三打，不但节奏分明，而且脚踏实地。
这一场战役，委实让人信服。
而吴用的智慧，宋江的机谋，也唯在这场战役中来得最有内容也最具风采。
    真正写战争写得好，写成经典水平的，还是《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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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完全可以称之为古代战事小说的集大成者。
举凡战事的方方面面，没有不涉及，也没有不精彩的。
上到战略，下到战术，前有军事，后有供给，大到数十万军队的调度，小到一弦弓、一枝箭。
可以说，凡战争应有者，其必有之，凡战争可能者，其必能之。
    。
    单从战争的层次考虑，由战略开始，尔后战役，尔后战术，尔后战斗，四个层面，各个层次都有丰
富的内容，生动的描写，出乎意料又合情合理的阐释，以及令人信服的实现过程。
    战略、战役、战术、战斗，四个层面的精彩，全赖乎各有英雄人物驻足其间矣。
实际上，战争的主导力量，还是人，冷兵器时代，人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更直接，也更全面。
    虽然说战略、战役、战术、战斗，四个层面，全赖各种人才的支撑，但层面不同。
人才的能级和能量也不同。
主导战略的是战略军事家，主导战役的是战役指挥员，主导战斗的是战术组织者，主导战斗的，则是
那些武艺高强有勇有谋有识有胆又有术的英雄将士。
    《三国演义》对四个层面都有精心的安排与描写。
但给人的印象，还是精彩的战斗场面最为动人。
对这些战斗，或明写，或暗写，或明中有暗，或前勾后连，或用曲笔，或用直笔，或突发骤降，取雄
鹰搏兔之势，或鲜明对照，使其黑白愈显分明。
    《三国演义》中的精彩战斗场面，始于关云长温酒斩华雄，采用的却是暗写与对比的手段，真的面
对面的厮杀，则从三英战吕布始。
以后又有小霸王孙策神亭岭大战太史慈；猛典韦死命救曹操；夏侯悖拔矢啖睛；关云长斩颜良诛文丑
；长坂坡赵子龙单骑救主；战长沙关黄对刀；孙仲谋大战张文远；许楮裸衣战码超；张翼德夜战马超
；甘兴霸百骑劫营等等。
这精彩激烈的英雄搏杀场面．大都发生在水淹七军之前。
《三国演义》的后半段。
虽然也有不少精彩的搏杀场面，也有一些驰骋疆场的战将，如姜维、邓艾、文鸯、傅愈等人，但总的
气象已大不如前，其在读者中的影响也减色不少。
    这里且引一事例，以显其效。
事见《三周演义》第五十三同“关云长义释黄汉升，孙仲谋大战张文远”．说的是张辽与孙权的一场
恶杀。
文字无多，但十分精彩。
只说曹、吴两军布成阵势——    孙权金盔金甲，披挂出马。
左宋谦，右贾华，二将使方天画戟，两边护卫。
三通鼓罢，曹军阵中，门旗两开，三员将全装盘带，立于阵前：中央张辽，左边李典，右边乐进。
张辽纵马当先。
专搦孙权决战。
权绰枪欲自战，阵门中一将挺枪骤马早出，乃太史慈也。
张辽挥刀来迎。
两将战有七八十合，不分胜负。
曹阵上李典谓乐进日：“对面金盔者，孙权也。
若捉得孙权，足可与八十三万大军报仇。
”说犹未了，乐进一骑马，一口刀，从剌斜里径取孙权，如一道电光，飞至面前，手起刀落，宋谦、
贾华急将画戟遮架。
刀到处，两枝戟齐断，只将戟干望马头上打。
乐进回马，宋谦绰军士手中枪赶来。
李典搭上箭，望宋谦心窝里便射，应弦落马。
太史慈见背后有人堕马，弃却张辽，望本阵便回。
张辽乘势掩杀过来，吴兵大乱，四散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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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辽望见孙权，骤马赶来。
看着赶上，刺斜里撞出一军，为首大将，乃程普也。
截杀一阵，救了孙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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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六大名著的价值，用一句话表现，即这是六部永生永世也读不完的经典之作。
只要有读书人，就会永远有人读六大名著；只要有人类，就会永远有人关心六大名著，品味六大名著
，改写六大名著，发展六大名著。
六大名著自问世以来，它究竟有过多少读者已无从知晓，但我可以说，凡优秀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
或者不受它们的影响的；凡优秀的又有读书能力的中国人，没有不阅读这六大名著的。
不但优秀的人读六大名著，普通的人同样也读六大名著。
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实在这些伟大作品永世长存的根据，不在庙堂之上，而在民野之间。
    六大名著是永世也读不完的，人物读不完，风格读不完，语言读不完，叙事结构读不完，艺术内涵
读不完，文化龙其读不完。
本书用近100万字的篇幅分两篇写了十论，然而“两篇”何足道哉，“十论”又何足道哉!那也不过是
九牛一毛罢了。
六大名著不但读不完。
而且写不完。
这不是说六大名著皆为未完成的作品，而是说它们感人至深。
自它们问世之后，不知有多少人要改编它们，又有多少人要续写它们。
《红楼梦》没有写完，续书和计划写续书的不知几许，写翻案文章的人还要更多。
《三国演又》、《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虽然完整无缺，却又有数不清的改鳊作品
出现。
“五四”运动以后。
还有人使用现代白话小说形式，重写六大名著中的某些情节。
进入20世纪下半叶，更有电影、电视剧参与其中。
20世纪末期，又有《大话西游》等戏说性作品风行中国大陆，加上网络作品推波助澜，更使那场面热
闹非凡。
如《悟空传》、《天蓬传》、《宋江娘子》、《卢太太》，更有影响很大的《流氓的舞蹈》种种。
    我们看这些改编，有些与原著太像了，有些则与原著太不像了。
不管像与不像，没有六大名著这个母体，则没有这些后来者，所谓“龙生九种，种种各别”，在这个
多元化的文化时代，六大名著能够派生出如此多的“个别”与“另类”，既是六大名著的光荣，也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幸事。
然而，对读不完的六大名著，还有许多新的读法，换句话说，现代人不可能全然同意六大名著的观点
，不但对《三国演义》的观点不能全然同意，对《水浒传》的观点不能全然同意，就是对《红楼梦》
、《儒林外史》的观点也不能全然同意。
不但不能全然同意，甚至还会全然不同意。
虽然对于历史不能离开它的特定背景去理解和考察它。
但哲人又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既然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那么现代人就有权以现代的文明尺度去衡量它、选择它、扬弃它。
    我们看这些改编，有些与原著太像了，有些则与原著太不像了。
不管像与不像，没有六大名著这个母体，则没有这些后来者，所谓“龙生九种，种种各别”，在这个
多元化的文化时代，六大名著能够派生出如此多的“个别”与“另类”，既是六大名著的光荣，也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幸事。
然而，对读不完的六大名著，还有许多新的读法，换句话说．现代人不可能全然同意六大名著的观点
，不但对《三国演义》的观点不能全然同意．对《水浒传》的观点不能全然同意，就是对《红楼梦》
、《儒林外史》的观点也不能全然同意。
不但不能全然同意，甚至还会全然不同意。
虽然对于历史不能离开它的特定背景去理解和考察它，但哲人又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既然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那么现代人就有权以现代的文明尺度去衡量它、选择它、扬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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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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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部全方位解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和《儒林
外史》的通俗化、欣赏性著作。
作者深入挖掘10大几本话题，条分缕析，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是一本值得广大文学爱好者收藏的经
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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