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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五十篇三国人物的文字，先是写了魏、蜀、吴三大阵营的主要人物。
广西师大历史系钟文典教授叮嘱我，不要只顾了大人物而忽略了小人物。
三国里的许多小人物，如蒋干、杨修等，是很值得写一写的。
史志上也有关于他们的记载。
于是，文章中有整段涉及的人物就远不止五十个了。
　　看了不少书，调动了我记忆中的一切与三国人物有关的资讯。
单从涉及的内容看，便驳杂得可以。
一是名著《三国演义》；二是史籍《三国志》、《后汉书》、《晋书》、《资治通鉴》等；三是有关
三国的民间话本与野史，如《三国志评话》、《世说新语》、《搜神记》等；四是三国戏曲，包括元
杂剧、京剧和地方戏；五是历代关于三国的诗文；六是三国内容的连环画；七是古今中外世情百态。
　　在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我最喜欢也最看重的是《三国演义》。
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它场面宏阔，文笔练达，人物众多，性格鲜明。
揭示人性的复杂，铺陈谋略的精到，无有出其右者。
　　《三国志》是一部良史。
作者陈寿，曾在蜀汉为官，后为西晋著作郎、治书侍御史。
其选材严谨，芟夷繁缛，简约精当。
后有南朝刘宋时裴松之作注。
裴注广征博引，补缺纠谬，注文篇幅竟多于原志三倍。
史家将《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
有趣的是，《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其中《魏书》篇幅占了全志一半，对曹操是褒多贬少。
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却是以蜀汉为正统，尊刘抑曹。
毛伦、毛宗岗父子的改评本作了优劣互见的增删，总体上更强化了这一倾向。
名著与良史对比阅读，奥妙无穷。
　　我念初中时就读过《三国志评话》，这部以民间传说为依据的话本，虽然文字粗疏，但叙述有趣
，角度多端。
三国戏则是中国戏曲的大宗，据《京剧剧目初探》一书披露，以三国为内容的剧目多达一百三十八出
。
其流布之广，影响之大，无可比拟。
自晋以降，以三国人事为题的诗文日盛，陆机、谢灵运、李白、杜甫、杜牧、李商隐、王安石、苏东
坡、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都有脍炙人口之诗词传世。
不少诗词我都能背。
至于看三国连环画，从小就是我的爱好。
入迷之时，何止“欣然忘食”。
至今我仍藏有上海人美的全套《三国演义》连环画珍藏版。
这些包罗万象的东西，按照我本人的解读，融入自己的观点，便写成了这五十篇关于三国的文化随笔
。
　　我发表第一篇三国人物文章，是在十三年前，写的是吕布。
此后陆续写了诸葛亮、曹操、杨修、孔融、祢衡、刘备、关羽、张飞等人物，分别收入我早些年出版
的随笔集《向往和谐》及《会心一笑》中。
易先生品三国，倒是引发了我决定集中一段时间写完这五十篇文章。
我和易先生曾经同在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做过《纵横中国》栏目的特邀嘉宾，当时各说各话，未尝交
往。
　　真正从骨子里影响了我的，确有一人，那就是我的父亲，一个精力过剩并充满浪漫情怀的商人。
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超级三国粉丝。
上世纪初，我祖父从江西吉安来到桂林平乐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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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三兄弟，他是老大。
祖父决定，老大继承祖业，做生意；两个弟弟上学念书。
于是我两个叔叔都大学毕业，我父亲一天学也没上过。
祖父也挺务实，他先教父亲识文断句，然后买了一楼的书，说，自己看。
我父亲把那一楼的书看完，最后遴选出两套最爱。
一是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另一就是《三国演义》。
这一楼的书，传到我手上，只剩下一部《（详注集部精粹》了。
　　父亲记性极好，闲暇无事，常以背书为乐。
我听他背诵过的就有李斯谏逐客书》、《史记·滑稽列传》、诸葛亮《出师表》、梁任公《欧游心影
录》等。
此外还经常听见他对某些文章作鉴赏性评点，头头是道，时有妙语。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未上过一天学的父亲，凭着他的自学功底，竟在桂林市文山中学（江西会馆学校
）做了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教的便是历史。
　　一九九二年我在漓江出版社任社长时，曾与总编辑聂震宁陪同作家王蒙到平乐参加李商隐学术研
讨会（李商隐曾在平乐做过幕僚，有过诗作）。
会余到我家小坐，年近八旬的父亲竟然给客人背起了诸葛亮的《出师表》。
由于口音和口齿问题，王蒙听不太懂，我只好在一旁充当翻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们去看三国戏。
我的记忆中，他曾干过一件轰动县城的事，省桂剧团来演《三气周瑜》和《辕门射戟》，他竟把前面
十五排门票包了，分送亲朋好友及生意场上的关系户。
开台之时，命我二哥大放鞭炮助威。
时至今日，周都督那挥洒自如的唱腔仍在我耳畔回响：“文要降武要战纷纷议论，有本都带人马扭转
乾坤。
庞士元献连环曹兵倒运，祭东风还仗那诸葛孔明。
”有一次，父亲同我谈论杨修的死因，他说了三条，我补充了两条，他眼中放出的对我充满赞许和鼓
励的异样光彩，我至今未能忘怀。
如今关于三国人物的五十篇文章终于写完，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父亲如泉下有知，当笑慰矣。
　　每篇文章均配有一幅妙趣横生的漫画。
漫画家崔注中先生是我在出版社工作时的同事兼朋友。
老崔的漫画人像，乃是一绝。
我曾看过他给装帧界著名人士曹辛之、张守义、张慈中等人画的漫画头像，十分传神。
社里常有女编辑也嚷嚷着要他动笔，老崔警告，脸上某一部位须得夸张丑化，休要怪我。
女孩齐声：“不怪！
”于是便画。
画毕，她们竟将作品贴于工作间墙壁上，进门先来一通“哈哈哈”，气氛好极。
老崔对三国内容亦稔熟，画来无论人物表情、内心、服饰、器具、背景，均很传神到位。
　　总之，借此《三国那些人儿》出版之际，对所有鼎力相助的朋友，尤其是《南国早抛）、漓江出
版社的老总和编辑们，我深表谢忱。
　　彭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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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国那些人儿》点击了诸葛亮、曹操、吕布、杨修、孔融、祢衡、刘备、关羽、张飞等50多个
三国风云人物，书中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三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杰枭雄，再现了那段历史中最为精
彩的事件和场面，以故事状人物，以人物话历史，以历史说文化。

　　《当皇帝不好玩》、《诸葛大名垂宇宙》、《董卓死状》、《时髦青年吕布》、《曹营特警》、
《袁氏兄弟的考核鉴定》、《荆州这块大奶酪》、《皇叔名片大派用场》、《玄德公的眼泪在飞》、
《甄洛与貂蝉孰美》、《为张飞讨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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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匈，著名散文作家，中国作家协地会员。
祖籍江西吉安，生于广西平乐，毕业于广西师大中文系。

　　已出版五部文化随笔集：《向往和谐》、《云卷云舒》、《会心一笑》、《极品男人》、《一事
能狂》。
作品入选多种版本“中国年度散文”。
获第一，第四届铜鼓奖，第三届汪曾祺文学奖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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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吕蒙
少帅陆逊
老资格张昭
名嘴与臭嘴
少爷不如老爷
三国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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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封建社会，地位最高的人物就是皇帝。
南面称孤，一言九鼎，何等威风。
翻阅中外史书，在此高位上坐得很郁闷，甚至整日形如惊弓之鸟者，不在少数。
汉献帝刘协算一个。
　　刘协打从九岁坐上龙位，几乎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
他的高处严寒，别有一番滋味。
　　先是董卓擅权，带剑入朝，动辄呵叱。
迁都大事，无须奏请，火焚宗庙宫阙，劫天子并后妃西去。
一国之君，只有战战兢兢的份。
　　董卓身亡，来不及喘上一口气，雪上加霜，又遭李、郭之乱。
《三国志·魏书六》裴松之注引《献帝纪》载，李劫持帝后，一路之上，仓皇凄惨，饮食不继。
“诸侍臣皆有饥色，时盛暑热，人尽寒心。
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赐左右。
”遭李催呵叱：“乃以腐牛骨，皆臭不可食。
”帝坐牛车至大阳，断炊，晚宿于瓦屋中。
“野老进粟饭，粗粝不能下咽。
”这就是他皇室生活之一斑。
整个少年时代，他的记忆，唯有惊恐二字。
好不容易回到洛阳，却是满目断壁残垣，“宫室烧尽，街陌荒芜”，只得临时住在老太监旧宅中，其
余百官皆搭简易救灾棚栖身。
尚书郎以下者，每日都得自己打樵采薇以疗饥，饿死者不计其数。
此等生活，并非一天两天，而是经年累月。
　　曹操迎天子驾幸许都后，献帝物质生活得到较大改善，但精神生活却每况愈下。
应该说，他最害怕的，还是曹操。
演义写国舅董承衣带诏泄败，曹操人宫寻仇，来弑董贵妃。
当着献帝的面，命武士将怀孕五个月的董妃勒死于宫门之外。
后人有诗日：“堂堂帝主难相救，掩面徒看泪涌泉。
”更为惨烈的事还在后头，建安十九年十一月，裴注引《曹瞒传》叙述曹操派华歆带人捕杀伏皇后，
伏后躲于房内夹壁，被华歆破壁搜出，揪伏后头髻拖出（歆坏户发壁，牵后出），经过献帝面前，伏
后大声呼救，献帝有何表现呢，唯有捶胸大恸，哭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也。
”曹操命左右将伏皇后乱棒打死，并将伏后所生二子鸩杀，诛伏氏族人数百。
　　贵为天子，一辈子都脱不开失魂落魄。
后世李商隐诗“何如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说的虽为唐明皇，却也很容易让人想到汉献帝
的。
　　明冯梦龙以佛家因果报应之说，虚构了这命运轮回之事。
《喻世明言》第三十一卷《闹阴司司马貌断狱》说，书生司马貌贫寒不得志，写诗骂天骂地，惊动玉
帝，玉帝准他代理阎王六个时辰，审理数百年地狱积案。
第一桩便是韩信、彭越、英布状告刘邦、吕后合谋残害忠臣。
听罢各方陈述，便一个个发落了断：“韩信，你尽忠报国，替汉家夺下大半江山，可惜衔冤而死。
发你在樵乡曹嵩家托生，姓曹，名操，表字孟德。
先为汉相，后为魏王，坐镇许都，享有汉家山河之半。
那时威权盖世，任从你谋报前世之仇。
当身不得称帝，明你无叛汉之心。
子受汉禅，追尊你为武帝，偿十大功劳也。
”　　接下来发落被吕后剁成肉酱的大梁王彭越做了蜀主刘备，九江王英布做了东吴主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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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三位被冤杀的功臣把汉家的天下瓜分了。
　　又唤过汉高祖刘邦发落：“你来生仍投入汉家，立为献帝，一生被曹操欺侮，胆战魂惊，坐卧不
安，度日如年。
因前世君负其臣，来生臣欺其君以相报。
”　　唤吕后发落：“你在伏家投胎，后日仍做献帝之后，被曹操千磨百难，将红罗勒死宫中，以报
长乐宫杀信之仇。
”　　更为荒诞的，是让项羽投胎为关羽。
当年分了项羽尸体前去领功的王翳、吕马童、杨喜、吕胜、杨武等人，全部成了后来关羽过五关斩六
将的刀下之鬼。
　　“三言二拍”的这个故事来自《三国志平话》。
这是一部成书于宋末元初的话本，民间传说加主观想象居多，文字也粗糙，连野史都算不得的。
不过它所表达的老百姓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信念，给人留下的印象倒是很深。
　　其实从性格才干上看，献帝刘协也并非窝囊之辈，演义描绘他的言行举止，活脱脱一个冰雪聪明
的阳光少年形象。
当初董卓废少帝，立他为献帝，也是经过一番观察思考的。
裴注引《献帝纪》中记载，卓于混乱之中寻得少帝刘辩与陈留王刘协，卓问少帝缘由，少帝答得磕磕
巴巴，不知所云。
“乃更与陈留王语，问祸由乱起；王答，自初至终，无所遗失。
卓大喜，乃有废立意。
”　　汉自刘邦立业，光武中兴，至此已是末世。
汉祚已竭，天下三分，历史自有它的发展规律。
且不说刘协有多大本事，就是枭雄如刘备者，加上睿智如诸葛亮者，“匡复汉室”，也只能是一个幌
子罢了。
　　建安二十五年十月，曹丕使群臣逼宫，令献帝禅位，自称魏文帝，废献帝为山阳公。
不过，表面文章倒也做到了家，让献帝自己表态，虚心向先贤学习，“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
命禹，天命不常，唯归有德”。
而曹丕呢，假装谦虚，作《上二书三让禅）），推来让去，实在硬要我当，我也只好“肃承天命”了
。
于是设坛于繁阳，升坛受玺绶，即皇帝位。
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大赦天下。
　　不过话又说回来，相比历史上的宫廷政变，这似乎也不失为一种权力的和平更替，献帝既避免了
血光之灾，生活上还得到了“给予出路”的政策，食邑万户，保留了一个“山阳公”的名号，在礼仪
待遇等其他方面还享受到许多优惠，四子均封列侯。
刘协本人活到五十四岁，比曹丕还长寿。
死时曹丕儿子魏明帝曹睿“素服发哀”，后追谥他为“汉孝献皇帝，葬以汉礼”。
　　相比诸多别的人物来，刘协算是得了一个善终，应了那句“好死不如赖活”的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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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国那些人儿》援引大量史料，文笔练达，平和通达，言简意赅，亦庄亦谐，令读者了解历史
真相，悟出其中道理。
　　《三国那些人儿》附漫画家崔注中先生50幅精彩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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