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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有着无比丰富的文化。
这深厚的文化资源，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尤其是在当今这样的高科技、快信息时代，尤其是在各种文化艺术媒体十分发达的今天，像电视在中
国兴起只有短短的三十年时间，但现今中国的电视剧，却已经涉猎中国上下五千年几乎所有的历史题
材，有的甚至一版再版，一演再演。
这既说明了我们历史文化资源的厚重，也显示了我们对于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单一。
照这样发展下去，要不了多少年时间，我们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几乎就无路可走，再没什么可挖掘的了
。
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中国的、民族的文化资源，不仅仅要进行开发和
利用，而且要进行生产和加工，尤其是在重大的历史题材方面。
究竟什么是对于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什么又是对于文化资源的生产和加工？
我认为；那种根据历史小说、传说、故事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形式称之为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那种根据史料记载创作的戏曲、故事、小说称之为对文化资源的生产和加工。
试举一例：唐高僧玄奘法师至印度取经是史书明文有载的，明代作家吴承恩据此创作了《西游记》，
此即为生产和加工，而根据这一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即为开发和利用。
须知，在根据史料记载生产加工的文艺形式中，小说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艺术形式，它可以说是基础，
是根本，是诸多戏曲、电影、电视剧形成的源泉。
再举《西游记》的例子：一部《西游记》，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又被改编成新版电视连续剧，还
有《大话西游》、《齐天大圣》、《福星高照猪八戒》、《春光灿烂猪八戒》，以及各类适于少年儿
童观看的根据《西游记》改编的动画电视连续剧等。
而与《西游记》并列为中国四大名著的《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它们在中国文学宝
库中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们的生产加工和开发利用前景是无比广阔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后三国演义》，就是对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生产和加工，是经
过生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资源，也是一种已经成型的文化艺术产品。
其实，纵使四大名著也并不尽善尽美、完好无缺，像被誉为“中国第一才子书”的《三国演义》，它
也有一定的缺陷和疏漏，仍有补缺和拾遗的必要。
如《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中有这样的记载：“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
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
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
世祖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
所在绝远，猝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又载：“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睿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
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
”这里的二年，指的是吴黄龙二年，即为公元230年。
也就是说，公元230年春二月，刚当上皇帝还不到一年的吴大帝孙权，即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带领
穿着盔甲的战士一万人渡海，去寻找夷洲和亶洲。
夷洲即今日的台湾，蛊洲即现在的日本。
而那亶洲，正是传说中秦始皇派徐福带几千童男童女入海去寻找仙山神药的地方。
但是，徐福他们到了亶洲以后，并没有返回秦国，而是定居在了宣洲，并且世代繁衍，以至发展到了
几万户人家。
蛊洲的百姓，时常会到东吴会稽来交换布匹，而会稽郡东边县里的人出海时，有时会遭到暴风也漂流
到亶洲。
宣洲所在地极为遥远，卫温、诸葛直他们无法到达，只俘虏了夷洲的几千人回来。
正因为如此，他们违背了孙权的诏令，所以次年返吴后，即被关进了监狱，双双被予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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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资治通鉴·魏纪·烈祖明皇帝上之下》也载：“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春，吴主使将军卫
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欲俘其民以益众，陆逊、全琮皆谏，以为‘桓王创基，
兵不一旅。
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不当远涉不毛，万里袭人，风波难测。
又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损，欲利反害。
且其民犹禽兽，得之不足济事，无之不足亏众。
’吴主不听。
”《资治通鉴·魏纪·烈祖明皇帝中之上》又载：“太和五年(公元231年)春二月⋯⋯卫温、诸葛直军
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十之八九，蛊洲绝远，猝不可得至，得夷洲数千人还。
温、直坐无功，诛。
”据此看来，孙权遣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出航夷、亶，这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了。
但是，对于这一重大事件，《三国演义》中却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固然，些小的疏漏并不影响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的价值，因为它无论是对恢弘战争场面的
构思，对悬念丛生情节的安排，还是对数百个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的刻画，对人物个性及故事细节的
描写，无不令人折服。
但是，它极力宣扬封建正统观念以及天命论，敌视黄巾起义，带着浓厚的“拥刘反曹”政治倾向，而
且，它蜀亡之前所记述描写的故事情节还细，后则显粗。
尤其是对于蜀汉灭亡后魏晋与东吴抗衡十七年的历史，在《三国演义》末仅半章带过。
再譬如，由于作者受“汉统”思想的指导及中国的历史源于北地的实际情况，故下笔时侧重写蜀，注
意写魏，偏少写吴。
尽管，对于这些缺陷和疏漏，不少人尤其是一些文学高人都一清二楚，却从未有人去动笔弥补。
这大约是唯恐给这座已经定型的文学丰碑留下疤痕的缘故。
但是，越一千七百年后，中国的经济中心乃至政治、军事和文化重心，已经偏移到了昔日的吴地。
而昔日的中国夷洲，则愈来愈显示出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到了这个时候，一部侧重写吴、注意写蜀、兼而写魏、不忘写夷的“三国补”的诞生也许很有必要，
一部描写大陆与台湾渊源关系的文学作品的问世就更为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讲，袁银波撰写的《后三国演义》，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后三国演义》所描述的是这样一些故事：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起义，黄巾起义被镇压后，诸侯割
据，火并不断，袁绍在易京大破公孙瓒，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江东孙权开始崛起，新野刘备拥兵自
立⋯⋯曹操统一中原后，大军直逼荆州，荆州新主刘琮不战而降。
曹操既得荆州，又欲先灭刘备，再占孙权据有的江东。
面对来势汹汹的曹军，江东多数人主降，少数人主战。
这时，刘备喜得诸葛亮，诸葛亮受命来到江东，他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说服孙权，缔结了孙刘抗曹
联盟。
诸葛亮兄诸葛瑾建议孙权胜而固守江东，败而退至夷洲⋯⋯就在这时，发生了曹操父子三人共争袁绍
儿媳(袁熙妻甄小妹)的故事。
究其原因，此事源于曹操早先与袁绍所打的一个赌，但甄小妹最终还是为曹丕所得，曹植对此耿耿于
怀。
这一边，曹操父子争甄氏；那一边，诸葛亮忙于娶丑妻：诸葛亮其所以要娶黄承彦丑女黄硕，一是因
父辈曾指腹为婚，二是因他未曾见面先深慕黄硕才名，三是因黄硕女扮男装使他误触其身，四是因黄
硕能文能武他欲学其一身的本领⋯⋯还有原因种种、奇事桩桩，诸葛亮帅哥最终心甘情愿地娶丑女黄
硕为妻，他们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美满。
又由于岳父之促，爱妻所使，诸葛亮谋于仕途，终于成为刘备的军师。
一场赤壁鏖战，周瑜大破曹军，使曹操耗尽军力、无力南进，三国之势乃成。
又因有赤壁大胜，孙权有进无退，遂不提出航夷洲之事。
曹操向来“英雄爱美”，说不尽有多少风流韵事。
其子曹丕、曹植全是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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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败亡之人袁熙的妻子甄小妹，她原本已有身孕，但恐战乱不便，暗求得神医华佗的保胎之药，使
胎期得以延迟，但她无意成了曹丕之妃。
曹操虽重用崔琰和毛阶，但因二人得罪了曹丕，曹操最终护子诛臣，杀崔琰而贬毛玠，为曹丕的继位
排除了障碍。
崔、毛二人虽死，曹操仍三颁求贤令，不拘一格选用人才，为魏国的强盛打下了基础。
曹操逝，曹丕嗣魏王，不久代汉为魏文帝。
曹丕轻信妃子郭女王的谗言，逼死了貌美品贤的甄皇后，殓尸时将其以发覆面、以糖塞口，并恶作剧
地赐给曹植甄氏的金镂玉带，借以发泄对曹植与甄氏关系的不满。
甄皇后临逝，将爱子曹睿托付给李夫人。
曹植闻知甄皇后死讯，他悲痛无比，遂作得怀念甄氏的《洛神赋》，成为千古名篇。
曹丕逝，曹睿继位，母甄皇后以梦相托。
曹睿再向李夫人询问，才知道了母亲的真正死因，他便赐死郭女王，为母亲报了深仇大恨。
白帝城中，因彝陵兵败悔恨病危的刘备，临终前嘱咐诸葛亮：“马谡不可重用，魏延不可不用；曹魏
不可不伐，但却不可轻伐；东吴不可不联，但又不可不防。
”并再三强调太子刘禅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让诸葛亮自立为帝，以完成统一和兴汉大业。
但是，诸葛亮并未听取，他在刘备逝后，即扶后主刘禅即位，并与东吴和好。
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初即帝位，诸葛瑾上表，建议依托水师实施南下、北进、东扩的战略，
开拓东吴蓝色的疆土，可派兵出航夷洲，在那里筑城立郡。
陆逊、全琮等大臣极力反对。
孙权力排众议，决意出航夷、蛊二洲。
次年仲春的一天，孙权亲自在章安古港主持祭海仪式，卫温、诸葛直率万人船队浩浩荡荡直往夷洲而
去。
正撰写《临海水土异物志》的沈莹随行。
船队抵达夷洲，这里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最是这里民风民俗仍似江东远古之状。
沈莹感触最深，撰写了《夷洲》一文。
经奏报朝廷，孙权让卫温船队远上亶洲，俘其民并取其财后返回夷洲，由副将滕彪留守。
航亶期间，船队先见海上虹现之美景，又见海市蜃楼之奇情⋯⋯再往前行，一无宁日，或是大风，或
是暴雨，或是群鲨，或是巨浪⋯⋯突来的飓风几将卫温、诸葛直的船队毁之殆尽，将士们大半丧生。
周遗为解救被群鲨困于礁石之上的甲士，一连杀死百余条鲨鱼，以致失去一臂；诸葛直、葛玄和卫虹
被“龙卷风”刮于神仙岛上，有得种种奇遇；葛玄在神仙岛巧遇阿里道长，他竟是早年越国大夫范蠡
的后代范涛。
而夷洲历代诸王，亦是范蠡的后代。
葛玄遂留神仙岛上，一心修道求仙。
卫温和沈莹历经风险，方与诸葛直会合。
为避免全队覆没，他们不得已返夷。
这时，滕彪及部下在夷烧杀抢掠太甚，与夷民结怨很深，双方爆发了大战。
滕彪战败，率残部狼狈出逃。
一小岛上，卫温残部与滕彪败军相遇。
几经周折，卫温始与大夷王相见，恳提和解之望。
大夷王历数滕彪部驻夷期间烧杀抢掠之罪行，揭露其欲在夷地搞独立王国之阴谋，必欲先杀滕彪并惩
其部后方可和解。
孰料，滕彪闻风返吴，途中竞残杀同船军士并断臂自残，企图陷害卫温。
卫温严肃军纪，整顿军风，鼓励扶夷助夷之善事，始得大夷王和广大夷民之好感。
恰是这时，大夷王公主范华求婚于女扮男装的卫温女卫虹，卫虹则“以婿换婿”，促成沈莹与范华相
爱。
大夷王以德报怨，与卫温结成异姓兄弟，他还把卫虹认作义女，举行盛大婚礼，使诸葛直和卫虹、沈
莹和范华双双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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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未满，孙权因闻滕胤、滕彪谗言，诏令卫温、诸葛直速返吴地。
卫温上书，恳请延长回返日期，并让诸葛直回吴送书。
返吴海上，诸葛直被葛玄所唤的巨鹤叼走⋯⋯卫温奉诏，急率船队返吴。
回建业后，卫温因遭诬陷，被孙权处死。
沈莹被任命为丹阳太守，周遗、马茂被分派为丁奉部下。
诸葛亮虽为“千古一相”，但他有许多失误，诸如：误用关羽失荆州，误用马谡失街亭，不斩苟安反
遭陷，轻信李严失战机⋯⋯最是他不依魏延兵出子午谷的出奇制胜之计，坚持兵出祁山，以致伐魏连
连受挫，最终早逝于五丈原。
诸葛亮死后，仍遗计错杀魏延、误用杨仪，留下千古之憾。
辽东郡太守公孙渊生性多变，反复无常，先事魏次投吴，复转而降魏，并发出公开文告，把孙权骂了
个狗血淋头。
孙权因之大怒，欲统兵讨伐公孙渊，结果被群臣所拦。
公孙渊降魏不久，却又自立为燕王，不愿服从魏国的管辖。
魏明帝即遣司马懿予以讨伐，终杀公孙渊，平辽东郡。
孙权晚年生性多疑，轻信谗臣、迫害忠良，因“二宫之争”杀人无数，几换太子失误重大，为东吴覆
灭留下了隐患。
孙权逝，诸葛恪扶幼帝孙亮即位。
诸葛恪废除高压政策，改革东吴朝政，修筑东兴大堤，抵御魏军入侵，立下了不朽功勋。
当他再次出兵伐魏时，诸葛亮子诸葛瞻投书劝阻，诸葛恪不听，结果出兵受挫，回建业后即被奸臣孙
峻、滕胤所骗，赴宴时惨被杀害，并遭灭门之祸。
为报堂兄诸葛恪之仇，更为抵御曹魏大军的凌厉攻势，诸葛瞻问计于母亲黄硕，黄硕让诸葛瞻与在魏
担任征东大将军的诸葛诞(诸葛瞻的族叔)联系。
于是，诸葛瞻投书于诸葛诞，劝其联吴反魏。
诸葛诞据此而行，但最终兵败身亡。
魏景元五年(公元264)年夏，刘禅无能，宠用黄皓，畏敌如虎，仓促出降邓艾，致使蜀被魏灭。
蜀国灭亡，晋承魏统，晋、吴对峙。
面对故国之危，诸葛直毅然返吴，他向新帝孙皓上奏，请派遣船队再至夷洲，以作为退路。
但是，孙皓以阴谋手段登上帝位，先伪善而后凶残，先宽仁而后暴政，他沉溺酒色，荒淫无度，专宠
岑昏，滥杀忠臣，阻塞贤路。
诸葛直上书直谏，却被孙皓关入狱中，陪同前来的马茂也被杀害。
吴天纪三年(公元279)年十一月，晋军兵分五路攻吴。
晋军所到之处，吴军节节败退⋯⋯值此时刻，孙皓才思败退夷洲，遂释放诸葛直出狱。
但是，魏大军重重围困，他怎能出得建业？
危急时刻，沈莹率五千青巾军来救。
孙皓命丞相张悌并诸葛直、沈莹、周遗等人全力破敌。
众人领命，过江杀敌，人人奋勇，血战而死⋯⋯因再无退路，孙皓只好思降。
这日，王浚十几万军士，浮船百里，喧哗着直入建业石头城。
孙皓双手反绑，车载棺木，前来投降⋯⋯对于这一吴国临亡时十分悲壮的战役，在罗贯中的大手笔下
也未遗漏，《三国演义》的最后一回即作了描述，可以说是已载入史册的了。
吴大帝孙权堪称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
早在一千七百年前，他敢于果断地派遣大型船队出航夷洲，以国家的名义对夷洲行使主权，率先开拓
东吴蓝色的疆土，这不能不说明他富有远见卓识，有着政治家的气魄和战略家的目光。
尽管他后期昏聩，晚节不保，但他初航台湾的壮举，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三国演义》是一座艺术高峰。
它不像当前流行的《品三国》论坛，是用普及的眼光、用现代的语汇、用现代视听的手段，影响寻常
百姓。
《后三国演义》的作者仍以《三国演义》为基础，以信史为结构，以虚构为驰骋，进行了大胆而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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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尝试，这是一种好的创意。
至于成功与否，当然有待读者评价，有待历史评议。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后三国演义》的作者所采用的，也还是类似于《三国演义》的写法，出入经史
，融会传说，七分事实，三分虚构。
只是，它的故事性和艺术性更为增强，情节和细节描写更为丰富，其历史性、艺术性并重，真实性、
可读性共存。
其所以说它“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主要是因为小说所写的大的事件都是真实可信的，是正史上明
文有载的，准确地讲即东吴大型船队出航夷、蛊这一重大事件，也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
如果仔细翻阅《后三国演义》一书，我们还可以看出，它几乎是通过诸葛家族的兴衰史来写三国历史
的。
所谓“一出三国剧，两台诸葛戏”，诸葛亮家族的兴衰史伴随着蜀汉的兴衰史，而其兄诸葛瑾家族的
兴衰史则伴随着东吴的兴衰史。
后者除了曾被授将封侯的诸葛瑾本人外，更有身为大将军、太傅并主持朝政、立下不朽之功的长子诸
葛恪，以及身为远航夷、宣副帅的次子诸葛直。
他们家族的兴衰，伴随着东吴兴衰的始终。
其实，因有得诸葛瞻投书，诸葛诞也举兵反魏，这正使整个诸葛家族，在三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占
有了更加举足轻重的位置，具有了更加惨烈悲壮的色彩，也便成“一出三国剧，三台诸葛戏”了。
这里，我还想顺便提一下《后三国演义》的作者袁银波。
这位出生在渭北高原沛水河畔、成长在中原大地伞兵军营、成熟在西北首府长安古都的作家，尽管其
文化程度不高、没进过大学之门，但是他自学成才著作颇丰。
他先以其成名童话作《圆圆“国王”》活跃于中国儿童文学界；次以其第一部描写中国伞兵生活的长
篇小说《碧血鹰魂》而蜚声文坛(此书我曾为之作序)；又以其长篇历史小说《秦宫秘史》获得盛誉，
此书被改编成29集电视连续剧《乱世英雄吕不韦》，由影帝张铁林、影后宁静担纲主演，在全国上百
家电视台播出后反响强烈，曾被评为全国收视率最高的十大电视连续剧之一，这说明他在历史小说创
作方面的功力已比较深厚。
他至今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1600余万字，其中有长篇小说5部，儿童文学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20余
部。
近几年来，他先后五次长达一年多时间赴江浙沪深入生活，再在长安城里苦苦耕耘，遂才有了这部《
后三国演义》。
最重要的还是，他在长达50余万字的《后三国演义》第一稿正式出版之后，尽管中国新闻社、《人民
日报·海外版》、《西北航空》、《西安晚报》等数十家媒体进行了报道，《中国生产力报》、《文
化艺术报》、《风云人物》杂志均多期连载，影响很大，颇为轰动，但作者并不满足，他虚心听取各
方面的建议和意见，遂又大动干戈，重新修改充实，再行增文十余万字，又有了今天这既有章回题头
诗又有小标题的、更近似于《三国演义》的《后三国演义》修订稿，有了这一书稿的重新出版，这是
令人深以为感慨和振奋的。
也还有关于作者的一点新消息，那就是他的反映空降兵抗震救灾的长篇小说《鹰魂》，荣获中国作家
协会重点作品扶持，这是唯一一部获此扶持的全国各地作协推荐的反映抗击自然灾害的长篇小说(北京
中直系统推荐除外)。
现今，这部60余万字的重点作品行将完稿，并有望年内与广大读者见面。
知道了这一切后，我们便对于这部侧重写江南、写东吴的《后三国演义》，为什么能出自一位生在古
周原、长在黄土地的北国作家之手，也就不会深以为怪了。
而又有谁知道作者为写作此书所深受的困苦和曲解呢？
但是，正是在这样一种困顿和重压之下，他的这一重要著作终于问世了，这正是他的成功，是他独特
的倔犟禀性、惊人的恒心毅力、长期的生活积累和写作实践所驱使的必然结果。
最后，我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只有把《三国演义》和《后三国演义》结合起来看，才能真正了解三国
时期的全面历史，或至少可以补充这一时期的历史知识。
这就好像有《水浒传》也有《水浒后传》，有《西游记》也有《后西游记》一样，应当说，《后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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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弥补了《三国演义》的一些遗漏，这大约即为它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这里的意义，既包括历史意义，也包括现实意义。
比如说，和谐文化即为《后三国演义》的主旋律，而作者反复强调的则是，他的这部《后三国演义》
只是想在《三国演义》的基础上，给人们再补充一些笑谈三国的材料罢了，它至少应该起到这样一种
作用，当然远不止这些。
我近几年辗转病榻，很少动笔，是抱病断断续续看完了袁银波的《后三国演义》的，我深为他的艰辛
所感动，因此为之作序，以示对他的鞭策和鼓励。
现在他又殚精竭虑，对《后三国演义》的第一版作了修订，重新再版，想必有了新的思考，而这种精
神尤其使人感佩。
举世滔滔，多有浮躁之气，能这样苦学力行，能沉潜下来不断打磨作品，确也实实不易。
序中如有言不及义的疏放之言，还望读者见谅。
说明：本序文作者王愚原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曾任陕西省评论家协会主席、
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文艺学会顾问、《小说评论》主编。
他于2010年清明节去世，享年80岁。
2005年初夏第一稿2010年初春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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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后三国演义》告诉你一个别样的三国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主要讲述蜀、魏、吴
三国纷争的故事，展示了三国兴亡的历史画卷，但即便被誉为“中国第一才子书”，它也并不是尽善
尽美，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和疏漏。
袁银波的这本共六十九回的《后三国演义》正是以《三国演义》为基础，以信使为结构，以虚构为驰
骋，对《三国演义》进行了大胆有益的补缺和拾遗。
　　《后三国演义》作者所采用的仍然是类似于《三国演义》的写法，出入经史，融会传说，七分事
实，三分虚构。
但是，它的故事性和艺术性更为增强，情节和细节描写更为丰富，其历史性、艺术性并重，真实性、
可读性共存。
　　小说所写的大事件都是真实可信的，是正史上明文有载的，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对《三国志·吴书
·吴主权》记载的“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一事有详细地描述，而“夷
洲”正是今日的台湾。
对于这一重大事件，《三国演义》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同时，《三国演义》侧重写蜀，注意写魏，偏少写吴，而《后三国演义》侧重写东吴、注意写蜀、兼
而写魏、不忘写夷，由此就显得《后三国演义》的问世尤为重要。
　　仔细翻阅《后三国演义》，我们还可以看出，它几乎是通过诸葛家族的兴衰史来写三国史的。
所谓“一出三国剧，两台诸葛戏”，诸葛亮家族的兴衰史伴随着蜀汉的兴衰史，而其兄诸葛瑾家族的
兴衰史则伴随着东吴的兴衰史。
这种特殊的记叙方式也使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观看整个三国的历史。
　　《后三国演义》的出版以一种创新的方式对中国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加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文
化资源。
它使《三国演义》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为《三国演义》的开发利用展现了更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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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银波，1951年生于陕西扶风班家谷，汉族。
1969年入伍，在空降兵部队从事文学创作。
1976年起先后在《陕西日报》文艺副刊、《延河》编辑部工作。
1988年调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工作，系专业作家。
至今已发表16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寓言、中短篇童话、报告文学、长篇小说、中短篇小
说30余部。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碧血鹰魂》《秦宫秘史》《残秋》《媚蝶》《后三国演义》；散文集《袁银波
诗文选》；报告文学集《高山上的峰巅》：儿童文学丛书《圆圆“王国”神神秘秘的故事》(6册)；文
集《班马耿窦四大家族》等《秦宫秘史》被改编成29集电视连续剧《乱世英雄吕不韦》。
《后三国演义》被数十家媒体介绍。
新作电影《骊山枪声》已搬上荧屏，现为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文联少儿文艺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
艺术研究所文人书画研究中心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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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王愚)引子第一回  西凉董卓控皇宫  冀州袁绍拥重兵第二回  明智曹操依荀或  寡断袁绍拒田丰第三回
 袁军乌巢士气落  曹营官渡杀声高第四回  曹氏父子争美急  甄家小妹避难切第五回  诸葛叔侄苦发愁  黄
家父女巧用谋第六回  洞房花烛爱意浓  鸳鸯绣枕柔情深第七回  阿丑劝夫主意高  孔明统兵计谋妙第八
回  诸葛兄弟赴江东  孙刘联盟结吴郡第九回  君臣立誓结生死  权瑾共商航夷事第十回  孙权治所移京口 
周瑜赤壁恕程普第十一回  刘备招赘来江东  季圭举贤在邺城第十二回  崔琰不屈一命休  毛阶耿直满腹
忧第十三回  求贤若渴独曹操  不拘一格数孟德第十四回  孙权进兵占皖城  张辽勇胜江东军第十五回  孟
德风流喜群妾  卞氏柔情侍君侯第十六回  曹丕宠爱郭女王  刘备重用魏文长第十七回  关羽云长败麦城  
曹植子建贬鄄地第十八回  煮豆佳篇百代叹  洛神名赋千古传第十九回  蜀汉刘备登帝位  东吴孙权应危
机第二十回  兵来将挡御强敌  临危受命抵蜀兵第二十一回  刘备军强结连营  陆逊兵寡用火攻第二十二
回  刘备托孤白帝城  曹丕病逝洛阳都第二十三回  洛阳曹睿继皇位  东吴孙权成大帝第二十四回  吴蜀联
合几起落  孙震重缔少风波第二十五回  打赌输金高堂隆  造车指南马德衡第二十六回  航夷子瑜上奏表  
赴直孙权下旨令第二十七回  葛玄长啸唤巨鹤  元勇飞翔游赤壁第二十八回  仙翁远赴洛阳城  马钧相赠
指日针第二十九回  孔明祁山屡出兵  郝昭陈仓固守城第三十回  书信游说周鲂智  皖城中计曹休蠢第三
十一回  孙权祭海登楼船  卫温挥师航夷宜第三十二回  爱女卫虹巧化装  军帅严父怒违令第三十三回  曹
植奏章展奇才  卫虹月夜诉真爱第三十四回  船队登陆夷洲地  沈莹撰写异物志第三十五回  道长神测留
偈诗  滕彪必欲惹祸事第三十六回  海市蜃楼现奇观  龙卷狂风扫百船第三十七回  燕王反复埋隐患  滕彪
争功惹动乱第三十八回  卫温小岛会滕彪  葛玄高誓逢范涛第三十九回  卧薪尝胆谈勾践  急流勇退说范
蠡第四十回  夷洲范涛苦求仙  高誓葛玄静修道第四十一回  元勇斗胆闯夷宫  卫温冒险探虎穴第四十二
回  吴兵最是滕彪狠  巾帼还数卫虹精第四十三回  女扮男装巧演戏  以夫换婿假成真第四十四回  卫温负
荆难请罪  道长赐印轻化危第四十五回  卫温筑城苦心忙  孙权颁旨阴谋藏第四十六回  虞翻正直策马鞭  
滕彪阴险挥刀剑第四十七回  陷阱深深滕氏设  危机重重卫温来第四十八回  马茂随使回京去  元勇乘风
架鹤飞第四十九回  夷王苦喻说蒯通  卫温落难囚京城第五十回  吕壹酷刑逼卫温  孙权毒酒赐云飞第五
十一回  荒岛救得元勇回  祁山闻那战鼓催第五十二回  马德衡关洛阳监  诸葛亮逝五丈原第五十三回  马
岱暗算魏文长  明帝斩除公孙渊第五十四回  孙登太子得民心  吕壹酷吏丟性命第五十五回  仁和太子早
西归  独断父皇难释疑第五十六回  两宫争位吴大乱  二陈挥刀命归天第五十七回  英年早逝魏明帝  老谋
深算司马懿第五十八回  鲁王孙霸争嗣急  诸葛子瑜守操坚第五十九回  元逊鼎力扶孙亮  东兴齐心破司
马第六十回  思远有心送书信  元逊大意败新城第六十一回  元逊命丧在京城  公休身亡于寿春第六十二
回  诸葛父子尸高悬  孙亮幼帝命难全第六十三回  琅砑王休继大统  丁氏承渊除孙琳第六十四回  邓艾进
兵逼成都  刘禅降魏亡蜀汉第六十五回  乐不思蜀固显痴  功高震主却先逝第六十六回  孙皓伪装成皇帝  
薛莹拍马写颂诗第六十七回  晋国东吴互对抗  羊祜陆抗两相持第六十八回  元勇回吴救国难  沈莹练兵
忙备战第六十九回  晋军进攻石城破  吴兵退缩暴君降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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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汉延熹十年(公元167年)十二月，汉桓帝刘志逝。
次年正月，解渎亭侯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年仅十二岁。
灵帝登基时年幼，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掌权，他是窦太后之父。
同时辅政的太傅录尚书事陈蕃乃前朝元老。
窦武欲乘灵帝初立，力图整顿朝纲，改变以前宦官当政的局面，便与陈蕃商议，准备除掉宦官首领曹
节、王甫等人，罢免全部宦官。
为此，他们加紧布置，以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以窦武侄窦绍为步兵校尉
、窦靖为侍中监领御林骑军，控制了朝廷许多重要部门和军队。
但是，他们向窦太后请示时，窦太后却不忍对宦官们下手，她说：“汉元帝以来，哪代没有宦官？
要杀也要杀有罪的，要罢免也要罢免有错的，怎么可以把他们的首领全部杀掉，把他们都罢免呢？
”于是，窦武、陈蕃只好把一贯十分专横跋扈的十常侍中的管霸、苏康两人杀掉，而对宦官中为首的
曹节、王甫等人，只能先搁置下来。
为了争取主动，窦武还安排自己的亲信宦官山冰任黄门令，统管宫廷内务；逮捕了宦官郑飒，对其严
加看管；进一步搜集曹节、王甫等人的犯罪证据，以便伺机逮捕处置。
于是，由窦武、陈蕃参与策划，尚书令尹勋、黄门令山冰等联名上奏窦太后，请求逮捕曹节等人。
但是，当这份十分重要的奏章送到窦太后的永乐宫后，大将军窦武刚离宫回府，奏章还是落于宦官之
手。
掌管机要的宦官乘此机会，连忙与永乐宫的总管朱璃配合，盗走了这一请求诛灭宦官的奏章。
曹节、王甫一见形势紧急，便急忙将宦官们召集到一起，进行秘密商议，决定立即行动，先发制人。
他们先把汉灵帝劫持到德阳前殿，夺取了象征最高权力的御玺信节。
而后，他们紧关宫门，不许任何人外出，却以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连夜派人去抓窦武。
此时，窦武已经休息，但急促的敲门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
醒后的窦武一打听，才知道发生了宫廷政变，便急忙从后门逃出，跑人窦绍掌管的步兵校尉军营中，
以武力对抗宦官。
这时，宦官王甫率领御林军前来讨伐窦武，一时难以攻入窦绍的军营。
恰在这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刚刚统军从西北边界作战归来。
曹节、王甫便借皇帝的名义，假说窦武造反，哄骗张奂率部联合讨伐。
因有张奂部配合，宦官们率领的队伍士气大增，窦武的队伍锐气大减。
王甫又大声向窦武部喊话：“窦武他是反贼，我们奉皇帝的旨意前来逮捕他，你们不助我们反助逆贼
，这是要株连九族的啊！
你们现在反戈，均可以既往不咎，可如果谁再助窦武，定对你们株连剿灭！
”他这样一喊，窦武手下的军士十分害怕，纷纷投降王甫。
最终，窦武势孤奔逃，被王甫率军追上杀害。
王甫刚刚领兵追杀了窦武，又领剑士去捕杀了陈蕃。
其他与窦武、陈蕃同心的朝中官员诸如刘瑜、冯述、尹勋、山冰等均被灭族。
一时，宦官们得志，士大夫丧气，朝廷大权完全落在了宦官势力手中。
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张俭担任山阳郡的东部督邮，宦官侯览的家在他的辖境之内。
因侯览私造寿冢，规模宏大；夺人妻女，罪恶极深，张俭便上奏灵帝，请求严惩侯览。
结果，他的奏章落人侯览手里。
侯览遂生报复之心，他唆使一个与张俭有私怨的小人，上书诬告张俭与同郡的二十四个人结成同党，
互相褒崇，图谋危害国家。
灵帝一见这道奏章，竞先交给曹节阅处，曹节自然护着侯览。
在曹节、侯览等宦官的唆使下，灵帝下旨逮捕了张俭等。
一时间，被处死、流放、免官、禁锢的多达六七百人，仅太学生遭逮捕的就有一千多人，这就是历史
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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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后，汉灵帝整日纵情享乐，宦官们也投其所好，很得灵帝的欢心。
宦官权势熏天，连皇族也不放在眼里，桓帝弟勃海王刘悝就因不给王甫五千万钱，被王甫诬告而让灵
帝逼死。
灵帝甚至称张常侍似其父，赵常侍如其母，并任命曹节为尚书令，让他直接控制朝廷的中枢。
于是，便有了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常侍”集团，其余还有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
、高望、守典、韩惶等十二名宦官，统称“十常侍”。
十常侍把持朝政，贵盛无比，他们在皇家旗号下相济以恶，为非作歹，纵容皇帝，大量敛财。
这样，原来由大司农府掌管的地方赋税、各郡纳贡的土特产和丝绸缯帛，都改由皇帝西园的宦官掌管
。
原来由太仆管理的作战和交通运输的马匹，全都收入皇宫的中廊，以供灵帝和宦官们田猎游玩。
他们又大肆卖官，加速横征暴敛；大兴土木，滥造皇家林园；斗鸡弄鸟，把朝政事务扔在一边。
灵帝甚至经常给狗戴上朝官的进贤冠和标明官阶的绶带，并经常亲自赶大白驴拉的车子聊以自慰，借
以取乐⋯⋯宦官们纵容灵帝，更受他的宠幸；朝臣们伺机相劝，都被灵帝治罪。
皇帝昏庸，宦官专权，贪官污吏，民不聊生⋯⋯于是，汉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的爆发，惊醒了汉灵帝正在陶醉的迷梦，他被迫依北地郡太守皇甫嵩之计，解除党禁，赦免
党人，调重兵围攻黄巾军，终于把黄巾军镇压了下去。
与此同时，一大批参与镇压黄巾起义的地方武装，如董卓、曹操、袁绍、孙坚、公孙瓒等壮大了起来
，但宦官们仍掌握着朝廷大权。
灵帝命宦官赵忠主持封赏功臣。
皇甫嵩虽功劳卓著，但由于得罪了宦官张让，不仅没被封赏，反被罢官还乡。
张让等宦官无尺寸之功，反而加封侯位，并设置了西园八校尉，扩建了八支禁卫部队。
灵帝还任命赵忠为车骑将军，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兼元帅，总领诸军，连自统一军的校尉袁绍、曹操
甚至包括大将军何进也归他管辖。
立时，东汉王朝分崩离析，名存实亡。
在宦官们的纵容下，汉灵帝继续吃喝玩乐，荒淫无度，他虽然年纪轻轻，却患了不治之症，于汉中平
六年(公元189年)初病危待薨。
何皇后一见，急约其兄大将军何进到洛阳宫中，欲商议灵帝后事，想扶太子刘辩继位。
但是，灵帝母亲董太后这时正与蹇硕密谋，欲以陈留王刘协替代太子，立其为帝。
当年四月，在位二十二年年仅三十四岁的灵帝逝于洛阳嘉德殿，何太后、何进与董太后、蹇硕之间究
竟是扶立太子还是扶立陈留王为帝之争更趋白热化。
危急时刻，司隶校尉袁绍挺身而出，他带兵进驻洛阳，帮助何进扶太子刘辩即位，称少帝。
袁绍字本初，系汝南郡汝县人。
其高祖袁安曾担任汉朝的司徒。
自袁安起，袁氏一门四代连登三公高位，因此他们家族权势震动天下。
加之袁绍外貌英俊，仪容威严，心地宽厚，对人诚实，虽出身名门望族，却很尊重别人，所以很多人
都愿依附他。
袁绍帮何进扶立太子刘辩登上帝位后，再带兵进入后宫，诛杀了执掌兵权的宦官蹇硕，平息了一场动
乱。
虽然蹇硕被杀，但朝中的权力还是受宦官张让等人的控制。
这时，袁绍向何进建议，可以趁此机会，将宦官势力一网打尽。
何进却存有私心，他担心袁绍灭掉宦官势力后，其功劳太大，威信太高，恐怕会替代自己执掌朝政。
于是，他只是让袁绍从洛阳县衙调派了一些带有军士的检察官，让他们监视宦官们的行动。
他还同意让袁绍的弟弟虎贲中郎将袁术选拔二百名宫廷卫士进入宫中，取代了那些把守殿门的宦官。
作以上种种安排，何进一来是担心宦官势力会卷土重来，二来不愿让袁绍功劳独揽。
何进便又致信西凉太守董卓，密请他进京相助。
董卓素有野心，今接何进之信，正中下怀。
于是，他亲率西凉二十万人马，浩浩荡荡直奔洛阳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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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董卓大军逼近洛阳，张让和中常侍段圭等人抢先动手，假传太后的命令，说是召何进入宫议事。
何进信以为真，只身入宫，被张让、段圭率众刺死。
何进被杀，宫中大乱。
袁术闻讯，立即带领宫廷卫队赶来平叛。
段圭一见，急忙让关上宫门，阻止袁术军进宫。
袁术让军士放火烧着南宫嘉德殿的青锁门，想以此逼迫段圭等人出降。
虽是大火熊熊，燃烧不断，段圭等却拒不出降，反而劫持少帝刘辩和他的弟弟陈留王刘协，出宫逃向
黄河的小平津渡口。
这时，袁绍也带兵冲进城中，先杀了宦官任命的司隶校尉樊陵、河南尹许相，然后指挥士兵搜捕宦官
，对宦官不分年纪大小一律斩首。
当时，有人不是宦官，只因为没长胡子，也被当成宦官杀掉。
以至于有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宦官，只好脱衣露体让士兵们检查，这才得以幸免。
宦官当中，有些行善守法者也被杀害，可谓走向了极端。
这场屠杀，被杀者多达两千余人。
镇压完毕，袁绍才发现宦官们劫持皇帝逃走，便急忙率兵追赶。
张让眼见追兵将至，自思难逃一命，便投河自尽了。
张让死后，汉少帝和陈留王落荒而走，巧被董卓军碰上，俱被押见董卓。
董卓认出了汉少帝和陈留王后，不由喜出望外，他即率众拥汉少帝和陈留王进入洛阳宫中。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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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袁银波以异常的刻苦、努力和好学，完成了《后三国演义》的创作，实属创举。
它填补了《三国演义》对东吴的描绘过于简约和缺失，尤其是记述了东吴大型船队出航夷(台湾)、直(
日本)这样的重大事件，这在史学、文学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贡献。
　　——著名作家赵熙《三国演义》是一座艺术高峰。
《后三国演义》的作者仍以《三国演义》为基础，博考史书，以信史为结构，以虚构为驰骋，进行了
大胆而有益的尝试。
作者采用了类似于《三国演义》的写法，出入经史，融会传说，七分事实，三分虚构。
只是，它的故事性和艺术性更为增强，情节和细节描写更为丰富，其历史性、艺术性并重，真实性、
可读性共存。
　　——著名评论家王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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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国演义》是一座艺术高峰。
它不像当前流行的《品三国》论坛，是用普及的眼光、用现代的语汇、用现代视听的手段，影响寻常
百姓。
《后三国演义》的作者袁银波仍以《三国演义》为基础，以信史为结构，以虚构为驰骋，进行了大胆
而有益的尝试，这是一种好的创意。
至于成功与否，当然有待读者评价，有待历史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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