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三國演義》原名《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中國古代長篇章回小說的鼻祖，同時，也是中國

歷史小說的楷模。這類歷史演義小說，在撰寫過程中有一個不可迴避的關鍵問題：歷史真實與

藝術虛構的關係。同時，還必須面對塑造歷史人物成為藝術形象的過程中深厚的文化積澱在其

中所起的作用。此外，還有最後寫定者羅貫中和評點者毛宗岡等人在小說作品寫作和批評過程

中滲入的個人情感寄託和道德價值取向。本冊所收的二十多篇論文，就是從歷史、文化、文學、

作者、批評等不同角度切入的對《三國演義》小說的整體性與個別性相結合的研究。此外，還

涉及對署名羅貫中其他作品如《殘唐五代史演義傳》若干問題的評價。對於《三國演義》研究

的另一重要領域──實用研究，本冊也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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