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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承蒙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盛情，要我讲一讲中国的四大小说名著，已于2008年3月17—21日
播出，又蒙中华书局将这次小小讲座转成书面形式，以便让未及听到、看到此节目的各界人士了解其
梗概和建立相互间的交流，对此，我深表感谢。
乘此机会，我还想讲讲我自己的几点感想，记在这里。
    第一，荧屏播放的时间是有限的、是宝贵的。
古语有云：“寸金难买寸光阴。
”而在电视播放却是“千”金难买“分”光阴。
再加上这次讲演的主题是如此之巨大和重要，必须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说明源流始末、方方面面，这
真是太“紧张”了——这个“紧张”是指时间的限制，并非我在讲说时有什么紧张，我倒总是随随便
便、信口道来，说得好听点儿，就算是有些“从容不迫”吧。
话虽如此，我毕竟还是尽量把我想说的精简起来，因此在很多地方只能点到为止，许多细节或相关内
容不能展开就都从略了。
这也就是我写这个小序的原因，以补充若干应该说明的问题。
    第二，“百家讲坛”的讲座不是一般的致辞、讲话、谈话、采访等体例，而是一种讲课的形式，用
洋文说，前者是speech，后者是lecture，这是第一层分别。
然而电视上的lecture又不尽同于学校里的课堂教学。
在学校里，不管教室课堂多么宽敞，学生何等众多，他们的年龄、教育基础、知识文化水平等大致是
均衡的，所以讲起来是比较有一定标准和集中点的。
而电视讲座的对象则与学校里很不一样，是老少俱全，是妇孺皆有，是三教九流，是百行百业，他们
听起来和在校学生可就大不相同了。
怎样让这么多不同层次水平的收视者完全听懂你的讲座，而且觉得这样讲法是合适的，这个事情可就
太难了。
    我自己对于讲座的兴致和方法有一点儿经验和体会，讲座的目的不要摆在传达知识上——所谓“知
识”是包括大家已然共知共识的，字典词典、百科全书和有关参考书上记载明确的，这些你都不要在
讲座上重述。
就拿讲小说来作比方，不要像说评书那样讲故事情节，那样的做法实质上是把听众当作了纯属被动消
极的接受者，我觉得这是不恰当、不应该的。
我的主张是：讲座最主要的目的是必须把听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调动起来，和你一起动脑筋、想问题
，并引发出听众以前未曾想到的新的意义和体会。
所惜者，我因能力所限，没有做到这个地步，自觉惭愧。
    第三，不妨让我说得更絮烦一些：在今天的课堂里，起码有一块黑板，必要时还有录音、录像等辅
助设备。
这样，你在课堂讲授时并非全部必用语言，滔滔不绝地说话。
那么在讲座现场上，情况又很环相同。
这，还用我多说吗？
还不止于此，我在现场至少还有我创造的各种手势、姿态、语调、表情等来辅佐，可以使得我的教授
不太死板，甚至有时所言还认为活泼有趣，这是我的一个长处。
但是等到你看到这次讲座由声音转变为文字的文本时，那些声音、语式、手势、姿态、表情都已不复
存在了，甚至于我所喜欢的那种只说半截话，其余留与读者自行领会的办法，如果也照样变成文字后
，那就更莫名其妙了。
    这些困难如何解决，解决得是否得当？
这实在不是我个人所能办到的。
我只是在这里交代一下，对读者来说，还是必要的吧！
    上面说过，电视讲座是lecture，而不是Speech，既是lecture，其主题是小说，却又不是“说评书”；
如今人们所共识共赏的四大小说这个命题和概念是怎么发生和流传下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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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们中国的长篇章回小说是由明代才盛行起来的，明代的小说数量很大，而最著名的却是所谓
“四大奇书”。
“四大奇书”者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也。
其所以成为“奇书”者，大约是因为其情节内容、文笔手法都与以往的故事小说大有不同。
这种长篇章回小说的传统在清代又继续传承下来。
清代的章回小说长长短短，不计其数(有的只是十几回，便成了一部书)。
在百回或百回以上的大书中，忽然出现了一部《石头记》，这部书比起明代的那些书来更是奇上加奇
，真是异军突起、超迈等伦。
这部奇书一经问世，回过头来再看《金瓶梅》，那便令人感到真有天壤云泥之别。
于是人们渐渐地把《金瓶梅》剔出榜外，而以《石头记》取而代之。
草草说来，这条脉络的基本情况还是比较分明的。
    顺便提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浦安迪教授，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小说的学者。
近年来他提出一个主张：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有楚辞、汉赋、六朝骈体文、唐诗、宋词、元曲、明
清小说等，而明清小说是一个泛称，表达不出朝代、时代的个性特点，所以他建议把四大小说的这种
叙事文体就取名为“奇书”文体。
他的这种认识和建议是否完全精确，学术界是否已有认同，都不是我此刻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引来的用意是要表明中国的四大小说名著这一命题和概念已被西方的学者所注意和承认。
    我们要讲的四大奇书即长篇章回小说，总会要遇到一个问题，即文和史的异同分合的讨论，乃至争
论。
我本人因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研究《红楼梦》，强调这部小说表面上总说是荒唐无稽，而实质上是有
其真人真事作为素材的。
也许我当时强调得有点过分了吧，于是受到批评和批判，说我不懂得学术与历史的区分，把二者混淆
起来，把《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说成了是历史“实录”。
我想，这种批评对我是有教益的。
但我对文与史的关系问题的认识却并非那么简单肤浅。
让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的粗浅认识。
一、老子说：“美言不信，信言不美。
”二、孔子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请您注意我们的两大圣人实际上都在那里思考和讨论文与史的关系问题。
这话怎讲？
试想“美言”者就是后世所谓的文学艺术语言，“信”者就是指历史真实，所以我们早有“信实”、
“信史"等词语，这个“信”就是不虚不妄的意思。
这么一来，事情就很明白，原来老子这位圣人、大哲学家，他主张的是只该有事实，而不赞成文学创
作。
他把“美”、“信"两者完全割裂对立起来。
    然后再看孔圣是如何教示我们的，他所说的“文”’其实就是老子的“美言”，他所说的“质"其实
就是老子的“信”——至少可以这样理解，虽然粗略了一些，但离基本道理是不远的。
那么我们又可明白一点：孔子与老子不同，他并不把“文”和“质”、“美”和“信”对立起来。
相反，他以为二者是可以并存和融会的，只不过是两者的成分不可偏于一端，须要对等均衡。
他的主张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应该是：史以文传，文由史立。
回过头来，再用同样的道理来表示“美”和“信”的关系，也可以这样说：信以美传，美由信立。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总认为，要讲“文”与“史”的关系问题，应从老、孔二位大圣人那里来领会
真理。
我们自己说话时，有时为了某种特殊缘由和用意会强调双方的某一方面，可以理解，但注意不要走向
极端而引来无必要的纠缠。
这样来理解和讨论我们中国特色十分浓厚的四大小说名著问题，就会顺理成章，豁然开朗。
    我讲四大小说名著，至少有两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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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我是想先从中国文学史、小说史上来看，所谓的四大小说名著是怎样产生的？
为什么它们四部书联系在一起，而成为一个文学名著概念，它们四者既然可以连在一起，那么其外在
联系的脉络又是如何？
所以我想说明它们各自有其独立性，而且又有文学发展史上的内在涵蕴；其二，我也想说一下在我们
的民族文化、文学遗产上，这四部小说为什么特别地光辉、伟大而为全体人民所一致认同、引为骄傲
。
    好了，我的小引就到此打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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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九旬高龄的周汝昌先生登上电视讲坛，以富有特色的启发式、漫谈式语言，与我们一起重温了四大名
著的经典魅力，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本书即以作者在百家讲坛所作相关电视讲座为基础整理、补充、润色而成。
 　　仲春二月，作者特为本书撰写小引、讲后小记及讲后感言，将讲座的内容进一步引申、发挥，其
间于中华文化多有致意，广大读者或能领会作者的拳拳用心。
点击免费阅读更多章节：周汝昌评说四大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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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汝昌，字玉言，别署解味道人。
1918年生，天津人。
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毕业。
曾任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等。
资深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
著有《红楼梦新证》《书法艺术答问》《曹雪芹小传》《献芹集》《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
》《红楼小讲》等多部学术论著、随笔集，主编《红楼梦辞典》，并编注《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
选》等。
 
　　新世纪以来，周汝昌先生多次走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作为“百家讲坛”最年长的主
讲人，为广大观众带来了丰富的精神享受，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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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小引 第一讲 《三国演义》的内涵 　什么是小说 　《三国演义》的魅力 　《三国演义》的缺点 　讲后
小记 第二讲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与中华文化 　《水浒传》里的人物 　讲后小记 第三
讲 从《三国》到《水浒》 　从《三国》、《水浒》的语言说起 　“老不看三国，少不读水浒” 　再
说说《三国》与《水浒》的缺陷 　第四讲 《西游记》的真诚 　真实历史中的唐僧——玄奘 　《西游
记》与《红楼梦》有相通之处 　“金箍棒”的本义 　讲后小记 第五讲 红楼梦中情 　《红楼梦》有特
殊的表现手法 　情是《红楼梦》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再说说“四大小说” 　讲后小记 第六讲 我心目
中的《红楼梦》 　一条大脉络，两个水源头 　从“黛玉葬花”说起 　附说 莫把怡红认赤瑕 讲后感言 
附录一 《红楼梦》人物的内心世界 附录二 从中华文化看《红楼梦》 附录三 《红楼梦》的欣赏和续书
评价 ——在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演员学习班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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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国演义》的魅力 三国是历史，去看《汉书》、《三国志》，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要看《 三国演义》呢？
这里面就包含着我刚说的那些道理，《三国》不是正史，而 是野史，里边不仅有嘉言懿行、文治武功
，更为重要的是有了细节，人物活 灵活现起来了，而不是一堆死板的历史，某年他生，某年他做什么
，某年他 又怎么的，最后某年逝世，那叫死文章。
我们的文学为什么要叫文学？
特别 是我们的中华文学，诸位如果以前没有注意，请留神细细品味，一个大字， “活”。
读死文字、死文章，您一会儿就睡着了。
凡是您读着眉飞色舞，我 们今天谈起来还是如此，那就是活文章：这个“活”范围也很广，比如作者
的思维、看法，心灵的活动，笔的活，表现法的活⋯⋯这样才有魅力，才能 吸引你，甚至于百读不厌
。
 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是在正史的基础上，通过艺术加工将历史转化为文 学，从而达到深入普通
民众、普及历史与文化知识的目的。
它来源于历史， 却又区别于历史。
它有历史的影子，却更多地体现在文学创作上。
 另外一点，《三国演义》里边不是写什么武艺，那只是表面，深层里边 有什么？
斗智。
武艺是一回事，军事、策略、作战又是一个概念、一个范围 。
两位武士对打，或者打擂台，可能跟军事战斗有关联，但并不是军事作战 。
军事作战是要用策略，《孙子兵法》讲的就是斗智。
我不是军事家，但是 有一点，我知道这四个字，“兵不厌诈”。
诸位，这么寥寥四个大汉字，这 个兵代表什么？
当然既不是武器本身，也不是拿着武器的小兵卒，而是用兵 战斗的策略，对不对？
你的策略越机诈，没有一个实的，虚者实，实者虚， 你这里怕人攻，那里不怕人攻，完全把目标转移
了，迷惑敌方，弄得敌方不 明就里，这不就是诈吗？
诸葛亮也好，周郎也好，还有很多人物，每一个都 没法诚实。
当然，交朋友，在家里，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一坐在台上做元帅 ，指挥战斗，能够老老实实吗？
他得诈，就是勾心斗角。
假如您喜好下棋， 我要问您，您这叫干嘛呢？
您这一招一式，完全就是斗智、勾心斗角。
《三 国演义》演的是三方面的这个。
 《三国》，还有一个中华文化上无比重要的思想意识观念，是什么呢？
 好像谈的人不多，我多次把它揭起来，写过论文，参加过文艺、文化峰会， 我都用这个主题。
我今天提醒一下，不知你们诸位想过没有，叫“三才主义 ”。
主义是我加的，主义是从西方借过来的，我们中国人原来不知道有什么 主义，只讲“三才”。
 哪“三才”？
天，地，中间有人，这叫“三才”。
这个“才”不是吟诗 作赋，佳人才子，这个“才”是你的抱负，你的能量，你的才华表现，你的 志
向，也就是你要做一份什么事情，你能够做出什么事情，都在这个范围之 内。
 天有才。
天怎么还有才呢？
古人举的例子，风雷云雨，变化，那还不是 才？
空空无有，表现却是千变万化，给人也是千百种不同的影响。
影响你什 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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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了，比如农业，你要不要雨？
没有阳光，植物、动物能活吗？
今 天阴，我就害怕阴天，我的情绪非常低落，有没有影响？
打一个大暴雷，古 人认为打雷与妖魔鬼怪、邪物有关。
你看看，天对地上的、人间的生活影响 太大了，这是天的才，才华、才能、表现。
 天有天才，地有地才。
地有什么才呢？
山川、物产，那还数得尽吗？
光 是植物、动物，您能数得出有多少品种？
我们古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您看看那里边，光说可以入药的植物，您数得过来吗？
人家分科分目，有的 学者说我们中国人光会综合，不会分析，是这样吗？
不要歪曲我们祖宗，我 们祖宗的分析能力太强了。
我们中医一摸“虚实寒弱，表里升降”，好多对 称词，一清二楚，这不是分析？
所谓辨症下药，你不能一味阿司匹林，治一 万人都是阿司匹林，不分这个阿司匹林是热性是寒性，是
升是降，是补是泄 ，不知道这个，那叫会分析？
不能说外来的就是好，我们自己的就一钱不值 ，这是歪曲我们的祖宗，歪曲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
 你说地没有才吗？
这就是地的才。
 最后，落到天地之间有一个人，人为万物之灵，又说人是天地之心。
如 果光有天，光有地，榛榛莽莽，浑浑噩噩，再过上十亿年，一百亿年，一万 亿年，仍然是原始大
森林，里边有的是大怪物，它们有思想吗？
我不知道， 谁考证啊？
它们有文化吗？
更不知道。
它们将来假如有文化，怎么进化啊？
 怎么发展啊？
我也不知道。
问谁去？
问恐龙？
恐龙今天只有化石了。
可是， 你看看人留下了多少东西？
他会思考，他有感情，能说、能笑、能哭、能悲 ，还能表现、传达，这个是人的才。
 天、地、人“三才”，被《三国演义》的作者抓住了，这是体现了我们 中华文化内涵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哲学思想。
 所以，有这么样一个说法，曹操占了中原是占天时；孙权占了东吴，东 南六郡八十一州，他得地利
；刘备，什么都没有，被赶来赶去，挤到西南那 一角，就是入了川，才得以稍微地安定。
这样为什么能够鼎足而三？
你看人 家那个势力，那个条件，刘备什么都没有，就有个刘关张，就有个关张赵马 黄“五虎将”，
他得什么呢？
这就是小说家、一般中华人，已经种了这么一 个念头：刘备得人和。
 P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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