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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文新    《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作品。
罗贯中（约1330—1400年），名本，号湖海散人，贯中是其字。
太原（今属山西）人，籍贯又有钱塘（今浙江杭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东原（今山东东平一带
）诸说。
与《录鬼簿续编》的作者贾仲明为忘年交。
生当元末动乱之际，据说曾“有志图王”，做过张士诚幕客。
所作历史小说颇丰，计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义
》等“十七史”演义，上四种现存。
但除《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遂平妖传》尚存原作基本面貌外，其他多经后人增删，与原本面目相
去甚远。
所作杂剧今存《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最早也最卓越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所表现的题材在陈寿的《三国志》
和裴松之《三国志注》中有相当完整和详细的记载。
由于历史材料完备而且富于传奇色彩，三国故事很早即在民间流传，并形成了长篇规模。
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骄儿》诗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从张飞到邓艾，差不多已包括了三国鼎立的全过程。
当北宋说话产生长篇的“讲史”时，“说三分”便是其中特别受欢迎的节目，因其地位显赫，以至于
独立出来列为专科。
元代刊印的《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就是依据民间艺人的口头讲述而整理出来的。
戏剧舞台上也大量搬演三国故事。
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假”，可见作者兼采史实与传说的写作方式。
    嘉靖元年（1522年）刊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是
《三国演义》现存最早刊本。
它在形式上的特征是：全书分为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单句标题，与通行本《三国演义》分为一百二
十回、回目对仗明显不同。
它在内容上也与通行本存在若干差异。
    《三国志通俗演义》在章回小说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其前身是宋元讲史话本。
讲史话本以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为题材，往往篇幅较长，如《五代史平话》讲述梁、唐、
晋、汉、周五个朝代的兴衰，十余万字，《三国志平话》讲述魏、蜀、吴三国鼎立的过程，八万余字
，已初步具备长篇规模。
但讲史话本毕竟还不是长篇小说，原因有二：从创作目的看，我们所说的章回小说，主要是供阅读的
书面文学，而讲史话本却主要是口头文学的简要底本；从标题形式来看，宋元讲史话本的标题放在全
书之前，是提纲而不是回目。
《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长篇章回小说才获得了成熟形态。
拿《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对比，可以看出三个区别：就创作目的而言，《三国志通俗
演义》不再是口头文学的简要底本，而主要是供阅读的书面文学；就篇幅而言，《三国志通俗演义》
约75万字，《三国志平话》才八万余字；就形式而言，《三国志通俗演义》改变了讲史平话那种提纲
式的标目方式，它明确地分为二十四卷，每卷十节，总计为二百四十节，每节均以七字标目。
在章回小说的发展史上，《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座巍然高耸的里程碑。
    毛本《三国演义》在清初的问世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
毛宗岗，字序始，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生卒年不详。
其父毛纶，字德音。
据传毛纶曾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过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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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宗岗在参考他父亲意见的基础上，对《三国志通俗演义》加以修订，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根
据正史和其他文献穿插若干事件，如管宁割席分坐、邓艾口吃、曹操分香卖履等；删掉正史中所没有
的若干情节，如诸葛亮欲在上方谷火烧魏延之类；将回目的形式改为对偶；削除托名历史人物所作的
七言律诗（因三国时没有七律）。
经毛宗岗修订过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即三百多年来的通行本，其情节更加合理，其文字更加
精粹，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新评点三国演义》即以毛本为底本。
所作评点，亦就毛本而言，仅在必要时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略加比照。
    就毛本《三国演义》而言，作为一部累积型的创作，它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分别受到历史家、
民间艺人和小说家的强有力影响，因而，其文体不仅不是严格统一的，并且，多种文体之间的衔接也
不尽水到渠成，小说中的价值体系随着文体的更替递嬗也在变化之中。
《三国演义》由此获得了博大深厚的品格，当然也潜伏着比某些小说更容易被误解的可能性。
概括说来，其文体可分为三种：与史书编纂相近的准纪事本末体；侧重于讲故事、与宋元白话小说相
近的准话本体；以片断缀合为特征的准笔记体。
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就一般情形而言，记叙曹操与董卓、袁绍、袁术等的纠葛，偏重准纪事
本末体，如官渡之战等；而在描写刘备集团时，则较多采用准话本体，如赤壁之战、七擒孟获等；准
笔记体通常属于局部的点缀，如管宁割席分坐、杜预《左传》之癖等。
这三种文体，处理题材的方式相异，传达出的意蕴也各有侧重。
这里试略加说明。
一、准纪事本末体    历史著作的编纂在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
其基本原则是：第一，处理题材的方式应有助于给人“实录”之感；第二，通过对事实的安排揭示出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因果关系，从而为后世提供借鉴。
    史家既以“实录”为秉笔原则，也就不能不遵守相应的规范，即作者只能报告人物的行动和语言，
因为这是可闻可见的，而不应该直接叙述人物的所思所想，因为这是无法观察到的。
这当然会带来遗憾：比如，读者对于某些人物所采取的行动背后的真正动机因此不甚了然。
可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史家仍然谨守不作直接心理描写的规范，宁愿有所遗憾也不以牺牲实录原则
为代价。
《三国演义》中也不乏这种情形。
比如，曹操在打败袁绍后，曾为之设祭，流涕不已，并“以金帛粮米赐绍妻刘氏”。
曹操的这些举动，是装腔作势，还是真心诚意？
读者的意见向来是不统一的。
之所以会产生分歧，就在于作者没有也不愿意揭示出曹操行动后面的心理原因。
    和正史一样，准纪事本末体的人物语言侧重于表现历史人物的识见，以“论”为中心，是高度理性
化的，个性化的程度相对较低。
“郭嘉遗计定辽东”是个恰当的例证。
曹操平定并州后，郭嘉极力主张西击乌桓，他阐述理由说：“主公虽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边远，
必不设备；乘其无备，卒然击之，必可破也⋯⋯”郭嘉的这段分析，曹操赞之为“极是”。
所谓“是”，乃就其真知灼见而言。
确实，郭嘉的语言以理性色彩见长，体现了这一历史人物洞察事件的深邃的目光。
如果以个性化标准来衡量，便算不得上乘了。
其他谋略型人物，如荀彧、贾诩，其语言风格也大体如此。
    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可说是准纪事本末体价值体系的核心所在。
在涉及历史人物时，道德评价相应地减弱了其重要性：对一个成功的统治者，即使其心地不纯，也并
不一概抹倒，倒是不乏欣赏之意。
关于曹操的描写即非常典型：肯定甚至赞赏他的“术”（解决政治、军事问题的技巧）构成相关情节
的真正意蕴。
    二、准话本体    《三国演义》的准话本体部分是从宋元说话与戏曲发展来的，主要用于表现刘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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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其题材处理方式至少有四点值得注意：    1.重视装饰性描写。
所谓装饰性描写，即作者虚构的一些情节，并不影响基本的历史进程，却主导着作品的爱憎倾向。
如赤壁之战，周瑜作为前线总指挥的事实依然得到承认，但作者经由一系列装饰性描写（如舌战群儒
、草船借箭、祭东风），却成功地表达了对刘备集团尤其是对诸葛亮的敬慕，并通过对周瑜的漫画式
嘲笑消解了这一人物的重要性。
    2.经常使用悬念，以造成神秘感和传奇色彩。
小说中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写曹操、郭嘉、荀彧、贾诩、陆逊、周瑜诸人用计，大都事先交待清
楚。
由于读者对事件的过程自始至终了如指掌，便不再感到神秘、神奇、不可测度。
但写诸葛亮用计，则往往采用悬念的手段。
其方式有二：一为锦囊妙计；二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目的都是将读者蒙在鼓里，使他们对于事件的变化产生应接不暇的惊奇感，从而对诸葛亮的“神机妙
算”留下格外深刻的印象。
《三国演义》的悬念常是诸葛亮的专利。
    3.较多运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
这有助于作品的戏剧性、情节的连贯性和结构上的严密，还有助于将对象保持在神秘状态。
“刘玄德三顾草庐”是个精彩的例子。
由于采用了这种叙述方式，诸葛亮的亮相精彩纷呈。
其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4.努力追求诙谐的效果，若干庄重严肃的历史人物因而被喜剧化。
如以鲁肃的绝顶老实反衬孔明的绝顶聪明，以张飞的直率鲁莽反衬刘备的虚饰谨慎，目的都在于获致
“排调”风味。
小说中的鲁肃、张飞，其言论、风采已与历史人物迥然不同。
    就内在价值体系而言，准话本体表现出两种迥异于准纪事本末体的倾向。
    1.崇拜完美的英雄，乐于将伟人神化。
其中最为作者所钟情的是诸葛亮和关羽。
历史上的诸葛亮，本来就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和卓越才能为士大夫文人所推崇，准话本
体在这基础之上，还着力赋予他“超人”色彩，加强了另外几个侧面：强调孔明是刘备之师；过分渲
染其名士风度；致力于把“人谋”写成“神机”。
关羽在历史上只是一个勇猛的武将，《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勇武仍是重点描绘的性格侧面。
“温酒斩华雄”、“斩颜良、文丑”、“单刀赴会”、“刮骨疗毒”等情节向来脍炙人口。
但以超群轶伦的面目出现在读者之前的关羽，准话本体所增饰的人格及性格素质所占的比重无疑大得
多。
其中三个方面格外引人注目：充满人情味的义气；光明磊落的大丈夫气概；儒雅的风度。
    2.准话本体价值体系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追求道德化的情感满足。
扶正祛邪，惩恶扬善，明明白白地是是非非，鲜明强烈的道德倾向，这类描写能较好地满足普通民众
的审美需要。
这一追求主要是通过尊刘抑曹表达出来的。
曹操性格的核心被设定为利己主义处世哲学；刘备则被视为仁厚慈善的有德之君（虽然作品的描写缺
少真实感）。
    三、准笔记体    中国的笔记体小说，旨在娱情怡性，与实用性的史家文体有别：史家专注于与历史
进程密切相关的人事，笔记小说则注重事件本身的趣味。
清初毛宗岗修订《三国演义》，他有意在小说中增加了准笔记体的分量，其《凡例》说：“事有不可
阙者，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庙见画，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
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钟会不汗之答，杜预《左传》之癖⋯⋯”这些例证几乎全出自《世说新语》
这一类笔记小说，其魅力在于那种陈年老酒般的掌故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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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对掌故的爱好基于一种饱经沧桑后的平易闲适的处世态度：人生的最高境界并不在于功成名就
，而在于悠然品味看似寻常的生活片断。
闲淡的掌故是比热烈的争斗更能提高人的尊严和生命意识的。
    《三国演义》中的准纪事本末体、准话本体和准笔记体，虽各具规模，各具旨趣，但它们在《三国
演义》中的共存却并非不协调，其原因在于：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其心理结构都不是单一的，而
是多侧面的：他可以兼容儒、释、道三家，亦可以在不同阶段分别站在史家、俗文学家以及笔记作家
的角度审视对象。
这样，不同文体便适应和满足了不同的心理需求。
《三国演义》由此获得了博大深厚的品格，当然也潜伏着比某些小说更容易被误解的可能性。
    2008年9月23日    于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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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与北大出版社特请温儒敏教授策划主持，专为在校中小学生及中等文化程度
的读者设计了这套“古典文学名著新点评丛书”。
点评随文编排，紧抓作品内容及艺术之精要，探微入妙，会心独得，既切合阅读感受，又常有理性层
面的阐说，将传统的点评方式与现代批评完美结合。

罗贯中编著的《三国演义》，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它所拥有的读者量，在四大古典名
著中一直高居榜首。
其魅力何以如此巨大、经久不衰？
武汉大学文学院陈文新教授致力于阐幽发微、释疑解惑，其丰富的阅历、深厚的积累，在《三国演义
》的评点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三国演义》仍然以其复杂性和丰富性不断向读者的解读能力挑战，而陈文新教授的解读也因此更
见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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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文新，男，1957年8月生，湖北公安人。
武汉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哲学博士。
现为武汉大学教授、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
主任。
主要研究中国小说史和明代诗学。
学术专著主要有“古典文学论著四种”：《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明
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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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
 第一回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第二回 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竖
 第三回 议温明董卓叱丁原 馈金珠李肃说吕布
 第四回 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贼孟德献刀
 第五回 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
 第六回 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
 第七回 袁绍磐河战公孙 孙坚跨江击刘表
 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董太师大闹凤仪亭
 第九回 除暴凶吕布助司徒 犯长安李催听贾诩
 第十回 勤王室马腾举义 报父仇曹操兴师
 第十一回 刘皇叔北海救孔融 吕温侯濮阳破曹操
 第十二回 陶恭祖三让徐州 曹孟德大战吕布
 第十三回 李全社会傕郭汜大交兵 杨奉董承双救驾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吕奉先乘夜袭徐郡
 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斗小霸王 孙伯符大战严白虎
 第十六回 吕奉先射戟辕门 曹孟德败师洧水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军 曹孟德会合三将
 第十八回 贾文和料敌决胜 夏侯悖拔矢啖睛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门楼吕布殒命
 第二十回 曹阿瞒许田打围 董国舅内阁受诏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马步三军 关张共擒王刘二将
 第二十三回 祢正平裸衣骂贼 吉太医下毒遭刑
 第二十四回 国贼行凶杀贵妃 皇叔败走投袁绍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救白马曹操解重围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败兵折将 关云长挂印封金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
 第二十八回 斩蔡阳兄弟释疑 会古城主臣聚义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
 第三十回 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
 第三十一回 曹操仓亭破本初 玄德荆州依刘表
 第三十二回 夺冀州袁尚争锋 决漳河许攸献计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乱纳甄氏 郭嘉遗计定辽东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听密语 刘皇叔跃马过檀溪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隐沦 单福新野遇英主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计袭樊城 元直走马荐诸葛
 第三十七回 司马徽再荐名士 刘玄德三顾草庐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决策 战长江孙氏报仇
 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计 博望坡军师初用兵
 第四十回 蔡夫人议献荆州 诸葛亮火烧新野
 第四十一回 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
 第四十二回 张翼德大闹长坂桥 刘豫州败走汉津口
 第四十三回 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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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会蒋干中计
 第四十六回 用奇谋孔明借箭 献密计黄盖受刑
 第四十七回 阚泽密献诈降书 庞统巧授连环计
 第四十八回 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用武
 第四十九回 七星坛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纵火
 第五十回 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战东吴兵 孔明一气周公瑾
 第五十二回 诸葛亮智辞鲁肃 赵子龙计取桂阳
 第五十三回 关云长义释黄汉升 孙仲谋大战张文远
 第五十四回 吴国太佛寺看新郎 刘皇叔洞房续佳偶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孙夫人 孔明二气周公瑾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铜雀台 孔明三气周公瑾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卧龙吊丧 耒阳县凤雏理事
 第五十八回 马孟起兴兵雪恨 曹阿瞒割须弃袍
 第五十九回 许褚裸衣斗马超 曹操抹书间韩遂
 第六十回 张永年反难杨修 庞士元议取西蜀
下卷
 第六十一回 赵云截江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老瞒
 第六十二回 取培关杨高授首 攻雒城黄魏立功
 第六十三回 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计捉张任 杨阜借兵破马超
 第六十五回 马超大战葭萌关 刘备自领益州牧
 第六十六回 关云长单刀赴会 伏皇后为国捐生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汉中地 张辽威震逍遥津
 第六十八回 甘宁百骑劫魏营 左慈掷杯戏曹操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辂知机 讨汉贼五臣死节
 第七十回 猛张飞智取瓦口隘 老黄忠计夺天荡山
 第七十一回 占对山黄忠逸待劳 据汉水赵云寡胜少
 第七十二回 诸葛亮智取汉中 曹阿瞒兵退斜谷
 第七十三回 玄德进位汉中王 云长攻拔襄阳郡
 第七十四回 庞令明抬榇决死战 关云长放水淹七军
 第七十五回 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渡江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战沔水 关云长败走麦城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
 第七十八回 治风疾神医身死 传遗命奸雄数终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赋诗 侄陷叔刘封伏法
 第八十回 曹丕废帝篡炎刘 汉王正位继大统
 第八十一回 急兄仇张飞遇害 雪弟恨先主兴兵
 第八十二回 孙权降魏受九锡 先主征吴赏六军
 第八十三回 战骁亭先主得仇人 守江口书生拜大将
 第八十四回 陆逊营烧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阵图
 第八十五回 刘先主遗诏托孤儿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第八十六回 难张温秦宓逞天辩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兴师 抗天兵蛮王初受执
 第八十八回 渡泸水再缚番王 识诈降三擒孟获
 第八十九回 武乡侯四番用计 南蛮王五次遭擒
 第九十回 驱巨兽六破蛮兵 烧藤甲七擒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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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一回 祭泸水汉相班师 伐中原武侯上表
 第九十二回 赵子龙力斩五将 诸葛亮智取三城
 第九十三回 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
 第九十四回 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马懿克日擒孟达
 第九十五回 马谡拒谏失街亭 武侯弹琴退仲达
 第九十六回 孔明挥泪斩马谡 周鲂断发赚曹休
 第九十七回 讨魏国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维诈献书
 第九十八回 追汉军王双受诛 袭陈仓武侯取胜
 第九十九回 诸葛亮大破魏兵 司马懿入寇西蜀
 第一百回 汉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斗阵辱仲达
 第一百一回 出陇上诸葛妆神 奔剑阁张合中计
 第一百二回 司马懿占北原渭桥 诸葛亮造木牛流马
 第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马受困 五丈原诸葛禳星
 第一百四回 陨大星汉丞相归天 见木像魏都督丧胆
 第一百五回 武侯预伏锦囊计 魏主拆取承露盘
 第一百六回 公孙渊兵败死襄平 司马懿诈病赚曹爽
 第一百七回 魏主归政司马氏 姜维兵败牛头山
 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奋短兵 孙峻席间施密计
 第一百九回 困司马汉将奇谋 废曹芳魏家果报
 第一百十回 文鸯单骑退雄兵 姜维背水破大敌
 第一百十一回 邓士载智取姜伯约 诸葛诞义讨司马昭
 第一百十二回 救寿春于诠死节 取长城伯约鏖兵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计斩孙琳 姜维斗阵破邓艾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驱车死南阙 姜维弃粮胜魏兵
 第一百十五回 诏班师后主信谗 托屯田姜维避祸
 第一百十六回 钟会分兵汉中道 武侯显圣定军山
 第一百十七回 邓士载偷度阴平 诸葛瞻战死绵竹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庙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争功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计成虚话 再受禅依样画葫芦
 第一百二十回 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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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孔融迎接玄德人城，叙礼毕，大设筵宴庆贺。
又引糜竺来见玄德，具言张闽杀曹嵩之事：“今曹操纵兵大掠，围住徐州，特来求救。
”玄德日：“陶恭祖乃仁人君子，不意受此无辜之冤。
”孑L融日：“公乃汉室宗亲。
今曹操残害百姓，倚强欺弱，何不与融同往救之？
”玄德日：“备非敢推辞，奈兵微将寡，恐难轻动。
”孔融日：“融之欲救陶恭祖，虽因旧谊，亦为大义。
公岂独无仗义之心耶？
”玄德日：“既如此，请文举先行，容备去公孙瓒处，借三五千人马，随后便来。
”融日；“公切勿失信。
”玄德日：“公以备为何如人也？
圣人云：'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
'刘备借得军或借不得军，必然亲至。
”孔融应允，教糜竺先回徐州去报，融便收拾起程。
太史慈拜谢日：“慈奉母命前来相助，今幸无虞。
有扬州刺史刘繇，与慈同郡，有书来唤，不敢不去。
容图再见。
”融以金帛相酬，慈不肯受而归。
其母见之，喜日：“我喜汝有以报北海也！
”遂遣慈往扬州去了。
不说孔融起兵，且说玄德离北海来见公孙瓒，具说欲救徐州之事。
瓒日：“曹操与君无仇，何苦替人出力？
”玄德日：“备已许人，不敢失信。
”瓒日：“我借与君马步军二千。
”玄德日：“更望借赵子龙一行。
”瓒许之。
玄德遂与关、张引本部三千人为前部，子龙引二千人随后，往徐州来。
却说糜竺回报陶谦，言北海又请得刘玄德来助，陈元龙也回报青州田楷欣然领兵来救，陶谦心安。
原来孔融、田楷两路军马，惧怕曹兵势猛，远远依山下寨，未敢轻进。
曹操见两路军到，亦分了军势，不敢向前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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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主持这套新点评丛书的都是身兼学者和教师的古典文学专家．他们充当了青少年读者进入古典文学辉
煌殿堂的引领者。
相信他们的渊博学养和精彩评点，一定会带给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
　　——谢冕四大名著的版本很多，北大版的特色是专为青少年读者量身定制有新注解扫除阅读障碍
．新评点引导欣赏精华，拉近与经典的距离，读来更有兴味。
　　——温儒敏北大版“新点评丛书”为古典名著注入了新的活力，专家的点评既照顾到知识性，也
富含独特趣味，最能培养青少年读者对经典的体悟、分析能力。
　　——曹文轩本套丛书为中学生课外阅读提供了一套标准的“营养配餐”，同时也为中学语文教师
提供了一套高质量的教学参考资料。
　　——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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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国演义(套装上下册)》权威版本，精妙评注，北大诗歌研究院院长、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教育
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召集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著名作家，北京大学中文
系教授曹文轩，北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程翔，联合推荐。
北大版《三国演义》专为普通读者包括中小学生设计，考证缜密，注释说尽，少阅读障碍，多精彩点
评。
新注解，新点评，为青少年读者量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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