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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历史与演义”
——读刘勃的《少年读三国》

□ 林 颐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说过：“罗
贯中本 《三国志演义》 ……凡首尾九十
七年 （184~280） 事实，皆排比陈寿《三
国志》 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小说，又
加推演而作之。”这段话是对 《三国演
义》成书过程的概括。

作为尽人皆知的经典名著，《三国演
义》 及其人物故事深入人心，但它毕竟
是“演义”，不能全然把里面的人物事迹
当作历史事实来看待。

刘勃编著《少年读三国》，以通俗易
懂的现代白话文重述《三国演义》，把复

杂的人物关系、激荡的历史风云、长达
近百年的事件进程，梳理得明明白白，
方便读者一目了然地获取基本认知。这
部作品很重要的一块内容，还在于每一
章叙事之后紧跟着的“历史与演义”，甚
至可以说，这短短数十字至两三百字的
阐析，才是这部作品的写作宗旨和精髓
所在。

刘勃区分 《三国志》 等史书与 《三
国演义》 情节的同异，分析 《三国演
义》“歪曲”历史的原因，配合正文故事
进一步解述蜀、魏、吴三方势力此消彼
长的博弈，刘勃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
也在解读过程里得到了传达。

比如，怎样评价历史人物呢？刘勃
说，《三国演义》把董卓塑造成残暴又愚
蠢的小丑，从历史角度，董卓虽然残
暴，但是很有能力，尤其是怎样在军队
里树立权威并赢得军心，他做得很好。
鲁肃不是 《三国演义》 里颟顸的“老好
人”，鲁肃在孙刘联盟中发挥了很大作
用，他先是主动请命去荆州试探，然后
根据情势变化及时调整路线和方案，他
的勇气、才智和谋略都是一流的。

刘表也不像 《三国演义》 里那么平
庸。刘表孤身到达荆州，迅速搭建行政
班子，维持地区稳定，在当时是很不容
易的，如果他不是坚持维稳，而是北上
争雄，荆州的本土士族和百姓都不会支

持他，荆州也不会形成相对平稳的局面。
《三国演义》为什么“乱写”呢？根

本原因，《三国演义》 的作者钟爱蜀汉。
为了维护蜀汉政权的正统性，他发扬

“正面人物”的光辉形象，贬低其他派系
的人物。

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不是我们现
在这么严格的学科要求，向来是有政治
意义的，更何况，罗贯中不是史家而是
文学家，《三国演义》是他在自己的政治
理念驱动下进行的文学创作。蜀国代表
了一个理想的政权，仁君忠臣，情同手
足，爱护百姓，体恤民生。蜀国没能统
一天下，刘氏没能兴复汉室，也是罗贯
中政治理想的破灭，他要赋予笔下的人
物优秀的品质和悲剧的精神。

于是，蜀汉一方的人物得到了光亮
加持，而反对阵营就被刻意地贬抑了。
刘勃还强调了“三国演义”创作中“杂
取种种人，合成这一个”的技巧，即把
戏份集中到重要人物身上。

比如，诸葛亮取武都、阴平，建功
的将领是陈式，而 《三国演义》 则归功
于姜维、王平，还设计了诸葛亮临终前
把平生所学传给姜维的情节，但实际
上，诸葛亮逝后，蒋琬、费祎才是蜀汉
的主事者。《三国演义》里的很多著名场
景，三冲当阳道、草船借箭、空城计，
等等，都是艺术的虚构。两军对阵的人

数，经常会夸大或缩小，也是为了艺术
效果。

刘勃还谈及了一些小说创作中容易
被忽视的历史材料。比如，《三国演义》
里，决定胜负的往往是大将的武勇，小
兵好像只会摇旗呐喊，但实际上，兵员
素质是至关重要的。董卓部队的盛衰，
蜀、魏、吴军队实力的增减，都是刘勃
叙述的重中之重。

董卓和袁绍的冲突，其实背后还有
西北的军人和东部的文化士族的长期积
怨，而文官的支持对于有效控制政权也
是很重要的，这些都是 《三国演义》 忽
略的。刘勃还解释了一些文学常识。比
如，“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挟”不
是“要挟”的意思，而是取“挟雷霆万
钧之势”之意，借着天子的权威发布的
号令更有威势，更能号令天下。

书名《少年读三国》，大约因为少年
人的历史观、价值观还没有成型，容易
被误导，所以要格外强调。其实，这本
书对于所有读者都是适用的，这些说不
尽的故事，在今天依然是我们所有人的
热爱，就此，《三国演义》功莫大焉。

努力打造充满烟火气的国产动画片
□ 涂启智

动画，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
的美好印记。翻开我国动画发展史，从
1922 年的 《舒振东华文打字机》 算起，
中国动画已经走过了百年。100年来，中
国动画从无到有、从短到长、从黑白到
彩色、从无声到有声、从二维手绘到数
字化设计，在继承传统和推陈出新中，
讲述着中国故事，传播着中国文化，弘
扬着中国精神。

相比由真人演员演绎实景实拍的电
影，动画片表现剧情主体及表现形式迥
然不同。其观赏体验也是独特的。

著名导演徐克曾说，“动画是一个电
影类型，不是儿童片”。这说明，动画片
不单是为儿童准备，它完全可以老少皆
宜。记得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和 《哪
吒之魔童降世》 动画片刚在影院上映
时，我随同一群儿童少年还有不少成年
人一起走进电影院，尽管这两部动画电
影放映时间较长，但我注意到，几乎没
有一个成年观众中途退场，大家都看得
如痴如醉，被剧情深深吸引打动。

或许儿童片可以内容浮浅不求内涵
高深，然而动画片不行。一批深受观众
喜爱影响深远的国产动画片，除了影片

制作精美之外，更是在于它们都具有思
想、精神、情怀等方面的丰富内涵。

经典动画片中，《大闹天宫》通过孙
悟空闹龙宫、反天庭的故事，集中而突
出地表现孙悟空大胆反抗天威神权的无
畏精神和斗争性格。同时也暴露和讽刺
玉帝、龙王、天神天将们的飞扬跋扈、
专横残暴和昏庸无能。《大闹天宫》扣准
时代脉搏，凸显时代精神。社会发展进
步无不建立于人们勇于变革基础之上，
要改革变革，首先是要破除迷信、解放
思想，要有打破阻碍社会发展的既定秩
序的强烈愿望。

《三个和尚》阐释团结才能做好一切
事情，如果一味索取要求，只能让事情
变得糟糕。单位、集体是这样，民族、
国家更是如此，“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需要每个人付出实际行动。这种超越一
己忧喜悲欢的感情即是家国情怀。

新时期以及近些年的动画片，《大圣
归来》 讲述大圣的法力远不敌妖王，在
经历艰苦的心理斗争后，大圣最终决定
去救“傻丫头”，这是勇气回归。此时大
圣令人崇敬。当大圣全身披挂上阵、法
力归来时，观众心潮澎湃。或许，观众

涌动强烈的角色代入感，希望自己就是
那个既有勇气又有本领的大圣。

《哪吒之魔童降世》以曲折的情节和
崭新的表达传达一个恒久的命题——自
己的人生由自己把握，每个人都可在一
番艰难历险的过程中找寻到更好的自己。

综观优秀国产动画片的成功之路，
它们都集中体现共同特质：契合时代精
神，蕴含家国情怀，引发观众共鸣；故
事情节扣人心弦，表现形式推陈出新。

在肯定国产动画片成绩的同时，我
们也要看到不足，明确未来方向。大部
分国产动画片，在制作上依然比较粗糙
和低龄，相比国外优秀动画的精良和原
创，国产动画片仍需奋力追赶。

国产动画片要创造新的辉煌，除了
坚持与发扬过去优秀动画片特质之外，
还应从以下三方面不懈努力。

首先，突破题材局限。优秀国产动
画片，比如《大闹天宫》《哪吒之魔童降
世》《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三个和尚》，
无不取材于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从这
方面寻找动画题材优势是有很大的想象
与发挥空间，但有明显短板，即距离尘
世烟火较远，题材内容不够“接地气”。

今后应将神话传说与现实生活兼顾，丰
富与拓展动画题材领域。

其次，主题开挖要有广度深度。国
外优秀动画片，比如《飞屋环球记》《寻
梦环球记》《心灵奇旅》等，在看似轻松
俏皮幽默的情节中，无不蕴含着对人
生、生命、生活的深刻认知与感悟。而
国产动画片，大多主题单一且陈旧，都
还热衷“逆天改命”主题。生活有着复
杂丰富多元的主题等待开挖。况且，即
便当今时代，“我命由我不由天”这话也
可辩证分析：个人奋斗固然需要，然而
没有社会环境甚至运气因素，单靠自身
奋斗取得成功并不容易。

再次，内容要增加原创成分。国产
动画片要从模仿与原创交织向更多原创
目标转变，打造一批具有中国文化特色
的国产动画片，使其不仅在国内有市
场，而且也能在国际动画片的舞台上展
示风采。

前不久，我接到山东卫视《国学小名
士》栏目组的邀请，参加今年的比赛。面
对来自全国各地“国学小名士”，我不仅有
幸取得了擂主，还在总决赛中取得了第三
名的成绩。但更让我感到开心的是，在比
赛中，我还将自己创作的《与诗词共成长》
一书，现场赠送给了我的偶像，也是我的
老乡——中国诗词大会评委郦波老师。

刚开始接到邀请时，我还有些顾虑，
感觉自己的国学储备不是那么丰富。和
导演组视频沟通后，我去了解了《国学小
名士》栏目，还看了一些之前的节目视频。

国学益智竞赛节目《国学小名士》，由
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
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主办。从 2017年
开始，到今年已经是第六季了，节目是为
了激励青少年学习国学的热情，弘扬优秀
的中国传统文化。比赛也不是单纯以答
题定胜负，而是通过将国学知识与竞技相
结合的方式让青少年对国学产生更大的
兴趣。

我觉得，去参加这样的节目对自己来
说，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挑战。而且，这
次《国学小名士》的主题是“中华家庭诗词
擂台赛”，以家庭为单位，“品诗词之美，传
诗礼家风”，展现诗人寻常百姓家的文化
氛围。

有了爸爸的陪同，我的信心就又增加
了一些。从小爸爸就陪伴我一起学习传
统文化，他讲述的诗词和故事，总是妙趣
横生，让我兴趣盎然。我们还经常利用上
学和放学的路上，学习诗词，练习对对联、
成语接龙、飞花令等，这些更让我觉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趣味无穷。

比赛在青岛举行，之前我还没有去过
这个城市。到了青岛，我觉得，这里既有
老旧的特色建筑，也有很多现代的高楼大
厦，尤其海风吹拂，让人感觉很舒服。

第一场比赛以“此心安处是吾乡”为

主题，这场比赛的三位评委是复旦大学中
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骆玉明，南京师范
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郦波，上海
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中国诗词大会》第四
季冠军陈更。

我与郦波老师初次相遇是在《中国诗
词大会》的舞台上，当时有一道诗词应用
题，我选择了“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这句作为答案。当时，不仅受到了郦波老
师三次肯定，还亲切地称我为“小老乡！”
这个故事也记录在了我 12岁出版的书籍

《与诗词共成长》中。
这场比赛的三个家庭都有各自标签，

来自山东淄博的“嘴强王者”，是名爱打竹
板的高三哥哥，来自四川成都的“节奏大
师”，是个喜欢跟着音乐的节奏背诵诗词
的小学生妹妹。而节目给我的标签就是

“郦波小老乡”。
于是，在开场的自我介绍环节，郦波

老师就笑着说，看到这个标签，开始以为
是节目组起的，看到我之后，才知道，原来
是他自己之前给起的。

在主持人介绍我坚持一年更新365期
诗词节目，创作365首诗词，出版四本书的
经历时，郦波老师表示，能做到这些事，非
常不容易。

现场，我把《与诗词共成长》一书赠送
给了郦波老师。这本书上，我还写下了

“赠郦波老师：感谢相遇，感恩鼓励”。郦
波老师对我的书进行了点评，觉得我这本
书的内容很用心，书中七绝对应五绝，五
绝对应七绝，并以刘禹锡的《秋词》为例，
认为我创作的“名篇有感”诗词“语感特别
好，赏析的文字语言很凝练，非常准确，对
于12岁的孩子来说，非常不容易……”

郦波老师还在诗词创作方面指导我：
“开卷有益，开笔就更有益了，要不断地提
升自己，掌握一些技术，技法训练之后，配
合你的热爱，你的语感，那就可以晴空一

鹤排云上了！”
应主持人的要求，我将创作的“国学

名士”藏头诗赠与节目组：国之词赋传千
载，学古联今聚笑谈。名动九州应趁小，
士游齐鲁俱欢颜。

比赛开始了，我先面对的是高三选
手，他之前就参加过《国学小名士》节目，
在“分进合击”的比拼中，我选择了“恬澹
随人心”路线，九道问答题，我以一题之差
输掉了第一轮。我感觉非常遗憾，这么一
来失去了先机。

好在第二轮是“成语化诗”，看着成语
说出相关的诗句，好在这个我和爸爸之前
也玩过，感觉难度不大，出现的成语我也
都知道出处。所以，在这个环节比分扳
平。来到“一锤定音”环节，我抢到答题
权，并给出正确答案，赢了下来。

当时，我感觉挺开心的，没有想到可
以赢下高年级选手，毕竟高三学生的知识
储备量是不能小看的。

第二轮进行比赛的选手虽然年纪小，
但会背的诗词超过1100首。我们在“觅迹
寻踪”的线索抢答题中和“争分夺秒”的诗
词数独游戏中，各赢一场，比分一比一。
在“一锤定音”环节，我再次抢到答题权，
并准确说出《琴台》这首诗中的历史人物，
再次获得胜利，成功夺得了擂主。

两次落后，两次逆转，让我觉得比赛
的过程真是既紧张又刺激呀！

第二场比赛就是总决赛了。在等候
的时候，我看到了其他决赛选手，第一个
引起我注意的就是来自云南山区的“放牛
娃”崔思敏。今年年初收看《2023中国诗
词大会》的时候，我就看到过他，他拿了两
枚金徽章。当时爸爸还跟我说：“这个孩
子很不容易，诗词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
走出了大山……”

第二个让我感到意外的选手是河南
选手邓雅文，记得我参加《中国诗词大会》

之前，看过一些相关书籍，她可是在第四
季的时候多次拿过擂主。我还特意去问
了工作人员，果然是她。爸爸拿手机查了
一下，邓雅文的头衔更是惊人：《中国诗词
大会》唯一四期擂主、“洛阳第一才女”、华
东师范大学学生……

分组抽签的时候，我心里想着：可千
万别和这两位高手分在一组啊！千万
别！可没想到，最后，竟然就是和他们一
组。我有些沮丧，小声对爸爸说：“唉，糟
了，这可是我最不想看到的局面了！”爸爸
却毫不在乎地鼓励我：“怕啥，都到了这个
时候，还能认输吗？不到最后一刻，谁输
谁赢还不一定呢！”

我觉得爸爸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打起
精神，积极应对。在这个环节里，我连赢
三题，成功晋级冠军直通赛。赢下比赛的
那一刻，我可太开心了！

尽管后来，我输给了擅长飞花令的高
中选手，只拿到了总决赛第三名。但我觉
得，这个结果也能让我满意了，与高手们
同台竞技，对我来说，是一种成长，也是一
种收获。

离场时，郦波老师又点评了我的创作
和书籍，说最欣慰的就是，觉得我找到了
适合自己的路，“这是从一个老师的角度
上来看，自我觉醒的一个最光芒的时刻。”
还祝福我继续走下去。

这次的比赛，让我明白了，不管遇到
多么强大的对手，都要用乐观的心态积极
去面对，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要放弃。

这次与郦波老师再次相遇，很高兴可
以把自己的书送给他，也很感谢郦波老师
对我的肯定与赞赏，让我觉得在创作和弘
扬传统文化的道路上，还要不断努力……

比赛现场赠书偶像
□ 谢金凌

一哭一笑知父亲
□ 王玉初

在喧嚣城市，一个人恬静地
品着茶，那叫禅茶一味；在宁静小
镇，一群人豪兴地饮着茶，那叫以
茶代酒。对我来说，在装修高档
的茶楼里有时已品不出茶香，而
透过袅袅茶烟，家乡小镇那沿河
而建的吊脚楼茶馆却“海市蜃楼”
般若隐若现且“粗茶”飘香……

家乡，是成都平原上的一个
小镇，虽经古老都江堰水系的泽
润，但却没有什么历史遗存的“流
长”，因而“古镇”旅游开发与它无
关。如果称得上小镇一景，怕是
只有那破旧的吊脚楼茶馆，木质
的青瓦房，一半倚在街边，一半置
身河中。

茶馆的临街面，是一条用火
砖和碎石铺就的长长巷道，弯弯
拐拐，曲径通幽。长巷和小河就
像小镇的两条血脉，夹在其间的
吊脚楼茶馆于是便生生不息了。
茶馆内，土漆的方茶桌早已被烟
熏火燎得乌黑发亮，几把竹靠椅，
几条长木凳，简陋、土气，但却很
实用。小镇人喝茶，就认准一个
理：品茶，要花茶，用盖碗。

盖碗茶，以茶具而得名，由三
部分构成：茶盖、茶碗、茶船。其
寓意为“天盖之，茶盖；地载之，茶
船；人育之，茶碗”，它体现了蜀人
朴素的人文思想。盖碗茶，碗上
加盖，可以保温，激发茶香，加浓
茶味；卸下茶盖，又可散热，使其
温凉适宜。茶水须趁热而饮，方
能沁脾、提神、清心。

品茶时左手用茶船托起茶
碗，右手用茶盖斜扣或半扣茶碗，
嘴就从茶碗与茶盖缝隙间细吮茶
水，不仅可以避免茶叶入口，又十
分优雅惬意。盖碗泡出精气神，
茶之品、茶之性、茶之韵，尽在这
盖碗茶之中。

小镇茶馆，大家都悠闲逍遥，
自取其乐。见有茶客落座，右手
提长嘴铜茶壶，左手卡住盖碗茶
具的掺茶师傅便走过来点头致

意，道声“给你泡碗三花”。
话音刚完，只见他左手一扬，

“哗”的一声，一个茶船脱手飞出，
刚在茶桌上停稳，又听“咔”的一
声，白瓷茶碗便放入了茶船；而右
手则高举茶壶，一股水柱临空而
降，水泻茶香，瞬间壶水又戛然而
止，茶水恰与碗口平齐，却无半点
溅出碗外；最后，将左手中还剩下
的茶盖轻盈地斜扣在茶碗上。这
种冲泡盖碗茶的绝技，往往使人
惊叹不已，成为一种爽目的视觉
享受。

清晨，小镇附近的老农挑着
一大早刚刚采摘的还带有露水的
鲜果佳蔬上街赶集。他们把竹筐
往茶馆门前一放，自个踱进茶铺，
在临街的茶桌旁坐定。边品茶、
边闲谈，若来了买家，老农便打住
话头，起身出门说价，成交后回到
座位，接着喝。一担水果或蔬菜
卖完，茶也喝得差不多了，耳朵里
灌满了小镇最新的市井新闻。于
是，老农心满意足地起身，一声

“收钱”之后，便挑空担而去……
小镇时不时会遇到一些装备

齐全的“驴友”。这些寻古探幽的
潮流青年，或许对这趟小镇之行
有点失望，然而身体与灵魂都在
路上，“返璞归真”就是旅行的全
部意义所在。走进茶馆，他们对
这里的一切都很新奇，人生至境
是逍遥，于是选一处临河的座位，
大呼小叫地享乐起来。

茶馆老板提起一壶凉茶走到
他们桌前，快速地往粗瓷碗中掺
入茶水，并端起一碗，吼道：“垒起
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
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
凭嘴一张。”青年们齐举茶碗，一
饮而尽。这哪里是茶，分明是酒，
茶原来还可以这样喝啊，喝得豪
情万丈。

小镇茶馆，摆的旧桌凳，用的
粗盖碗，饮的三花茶，但就是喝得
酣畅淋漓，平淡知真味。

小镇茶馆
□ 廖华玲

老舍说过，“人生就像一出
戏，且哭且笑且从容”。要读懂一
个人，往往就在一哭一笑之间。

我见过一个人哭，他是我的
父亲。那年，父亲出了车祸，丢掉
了两根手指头，紧接着下岗，他都
没有哭。看到家里的窘境，懂事
的二姐刚读完中学，毅然前往浙
江一家缫丝厂打工。送二姐出
门，父亲也没有哭。

一日，下着雨，我放学回家，
看到父亲坐在堂前的木凳上。我
跟父亲打招呼，看见他的眼睛有
些红。他说没事。可从声音中，
我听出他刚刚哭了。原来，二姐
来信了，说她发了第一个月工资，
除了吃饭的钱，都寄回家了。那
一刻，父亲或许是想念二女儿了，
又或许是他觉得自己亏欠了二女
儿，没能供她继续读书。

老家嫁娶有“哭嫁”的习俗。
在大姐“发轿”的那一刻，大姐哭
了，母亲哭了……父亲则离开现
场，坐在屋里的一个角落，流着
泪。后来才想明白——自己养大
的孩子，要离开自己，心中会有怎
样一种不舍与留恋。

父亲的孝顺也远近闻名。奶
奶九十二岁时，油尽灯枯，父亲哭
得极为伤心。他在哭声中诉说着
奶奶一生的不易，还诉说了一个
儿子对母亲的想念。母子情深，
在那一刻得到了深刻诠释，打动
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父亲本不苟言笑，脸上很难
挤出一丝笑容。所以，他偶尔一
笑，必定令我印象深刻。

一个冬日的正午，母亲用猪
头肉炖了一大铁锅萝卜。父亲把
桌子搬到室外，就着暖阳，全家人
一起吃着滚烫的萝卜炖肉，他还
喝了两杯糯米酒。当时家里新买
了一台凤舞牌的录音机，声音很
响。父亲把录音机搬到外面，连
接上麦克风。吃完饭，父亲唱了
一首歌《戴花就要戴大红花》。我
们热烈地鼓掌，他笑了，笑得很灿
烂。他的人生，就像唱的那首歌
一样，一直在追求戴红花，而且要
戴最大的那一朵。

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他
也笑了。“我家这个孬崽，不用像
我干杀猪卖肉的营生了。”在他心
里，儿子能考上大学，是儿子的成
功，也是他的成就。就像大仲马
被问到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什
么。大仲马说是他生了个小仲
马。孩子的成长，永远是父亲最
大的欣慰。他笑完之后，便想办
法给我筹学费去了。

他另一次笑出声，是我的小
儿子出生时。当时，我们一起在
医院的产房外焦急地等待。听见
一声婴儿哭，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
下来。医生出来报平安，告诉我们
是个男孩。父亲笑了，说：“我还
要多活几年，好看到孙儿上大学、
娶媳妇。”全家人跟着他笑了。

我成了父亲，慢慢地懂得了
父亲在那一哭一笑间的情感，也
开始真正懂得那个与我血脉相连
的男人，懂得了他那颗坚强又柔
软的心，以及始终背负起家庭责
任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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