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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对应用文的吸收及其文学特点

谭真明
（长沙学院 影视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２２）

摘　要：在中外文学史上，罗贯中是第一个将书信等应用文体引入作品之中的作家。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使用
了书信等１９种共计３３４道应用文。这类文体的艺术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连织情节和人物，二是作为政治、军事和
外交斗争的工具，三是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其文学特点有三：一是体制短小，言简意赅；二是散韵兼行，以韵文为主；

三是情感丰富。《三国演义》中之所以存在大量应用文体，一是与作品的文体特色有关，二是与作品所叙写的内容有关。

罗贯中在不违背艺术真实的前提下，对《三国志》中的书信等应用文作了符合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原则的加工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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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是一部文学色彩很浓的历史演
义，而书信、表奏、诏敕之类是纯粹的应用文体，二

者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但罗贯中却在我国古代

小说史上第一次将书信等应用文体大量、频繁地

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书中的许多重要关目和重

大事件如桃园结义、董卓之乱、帝王废立、孙坚阵

亡、徐州解围、官渡之战、蒋干中计、东吴招亲、曹

操平西凉、孙权遗书退老瞒等，都与书信等应用文

体的使用效应有关。据统计，全书除了第 ８、１２、
２５、２７、３４、３８、３９、４１、４２、４４、４６、４８、５０、５１、６８、６９、
７０、７８、８８、８９、９０、９５共２２回之外，其他每回都运
用或提到了应用文体，有的章回运用了多种应用

文体。作品中共有包括书信在内的各类应用文

３３４道（含作品中提到而未见其原文者），其中榜
文７道；诏书 ５２道；檄文 ９道；表 ５４道；策文 ２
道；盟誓１道；书信１７２道；奏章９道；诰２道；谕２
道；世谱１道；借条１道；祭文４道；军令状５道；
对联 １道；敕文 ５道；疏 ４道；碑文 １道；遗书 ４
道。这是中外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而迄今

学界对此一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并没有引起足够

的重视。这类文体在作品中具有怎样的艺术功

能？体现出哪些主要的文学特点？在中国古代数

以百计的长篇小说中，为什么只有在《三国演义》

中才出现如此数量众多的应用文体？以及作者是

如何利用和改造《三国志》中的应用文的，这些问

题就是本文试图分析、解决的。

一　《三国演义》中书信等应用文体的
艺术功能

我国应用文体的出现和使用具有悠久的历

史。殷墟甲骨刻辞是我国最早的应用文。《尚

书》是我国最早的应用文集。《文心雕龙·书记》

中说：“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

盛。”说明从春秋时期起各类事务文书已广为流

行，但直到清代刘熙载才第一次明确提出“应用

文”这一概念。他在《艺概·文概》中云：“辞命

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应用文有上行，有

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应用文

的范围极其广泛，包括一切事务文书和政务文书，

但无论哪一类，基本功能是“工具”作用。鉴于书

信、诏书、表奏在《三国演义》中不仅数量多，而且

对情节发展和塑造人物形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因此，本文以它们为代表，重点分析其在作品

中独特的艺术功能。

（一）连织情节和人物、决定故事情节发展的

工具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三国》叙

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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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

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同，殆

合本纪、世家、列传于一体。分则文短而易工，合

则文长而难好也。”《三国演义》叙写了从汉灵帝

建宁二年（１６９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２８０年）一
百余年间重要的社会历史事件，再现了魏蜀吴三

个集团的兴衰过程，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之纷纭

复杂，人物之多，空间之广，头绪之乱，创中国古代

文学作品之最。罗贯中解决“合而难好”的难题

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借助于书信等应用文

体，把不同的人物和事件联系起来，使头绪纷繁的

故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如

第１回写张角犯境，幽州太守放榜招募义兵，通过
一道榜文，很快就将刘备、关羽和张飞这三个本来

素不相识的人联系在一起“桃园三结义”。第 ３
回写何进矫诏各路诸侯进京“清君侧”，久怀不轨

之心的董卓得书后“大喜”，立即亲率二十五万西

凉大军杀奔长安，从此故事情节变得极其复杂惊

险。正是何进的一封矫诏，不仅将自己送上了断

头台，也开启了短命然而祸国殃民的“董卓时

代”。曹操行刺董卓不成，被董卓“遍行文书”缉

拿，似乎曹操从此淡出了政治军事斗争的舞台，但

第五回曹操凭借一道矫诏和一道檄文，将十七路

诸侯集结成讨伐董卓的联盟，后来魏蜀吴三个集

团就是脱胎于此。第２９回，盘踞江东的孙策求为
大司马而曹操不许，孙策便有袭许都之意，于是吴

郡太守许贡上书给曹操，建议曹操诏孙策还京师以

便控制孙策，不料密书为孙策部将截获，许贡被杀。

后来孙策在丹徒之西山打猎时，又遭到许贡的三个

家客的伏击，孙策身受重伤而亡，孙权开始掌江东

之事。第６５回写刘备入主益州后评定五虎上将，
远在荆州的关羽耻于与马超同列而写信给刘备，要

入蜀与马超比武，情急之下诸葛亮马上修书一封给

关羽，晓以利害，成功地阻止了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的结局。类似于这样的因为一封书信而引起曲折、

重大的情节、人事变化的例子在作品中俯拾皆是。

（二）政治和军事、外交斗争的工具

传统的书信之文作为一种应用文体，其内容

主要用于抒写个人情怀，交流沟通信息，或者劝诫

应酬，而《三国演义》的每一封书信几乎都被赋予

了重大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内涵。《文心

雕龙·书记》中虽然认为书信等应用文体是“艺

文之末品”，但同时肯定其为“政事之先务”，《三

国演义》中的书信等文体就发挥了“先务”的重要

作用。如第４回李儒不宣读完策文，董卓废少帝
而立献帝的程序就不算完成；第５回，袁绍不宣读
盟誓，建立讨伐董卓的联盟的程序就不算完成；第

８０回僬周不朗读完祭文，废除汉献帝的程序也不
算完成。第９回吕布不发矫诏，董卓就不会放心
大胆从坞回到长安，董卓回来后，吕布不宣读矫

诏就不会理直气壮地动手搠死董卓。第１１回写
曹操为报父仇而欲血洗徐州，刘备修书望其“先

朝廷之急而后私仇”，曹操得书后乃撤兵。第 ３４
回当官渡之战处于相持阶段时，曹操怯于袁绍势

大力壮，是进是退举棋不定，便写信向远在许昌的

谋士荀咨询。荀在回信中仔细分析了双方的

形势，力劝曹操在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建议

曹操“画地而守，扼其咽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

竭，必将有变”，要曹耐心等待机会。曹“得书大

喜，令将士效力死守”，后来曹操果真出奇制胜，

消灭劲敌袁绍，为统一北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毛宗岗在夹批中说：“文若一书，关系非小。”第６０
回“孙权遗书退老瞒”也是书信运用于军事和外

交斗争的一个范例———孙权和曹操在濡须坞对峙

数月，双方各有损益。孙权致信曹操：“即日春水

方生，公当速去。如其不然，复有赤壁之祸矣。”

曹操阅信后“重赏来使，遂下令班师”。第 ４５回
赤壁大战前夕，一封由周瑜杜撰、并故意让蒋干偷

窥并带回江北的所谓蔡瑁、张允的通敌文书，使得

本来不习水战的曹军损失了两名训练有方的水师

都督，从而去掉了周瑜的一块心病，双方力量对比

瞬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第５９回写曹操与马
超旷日持久的战斗中，采用“抹书”的方式，轻易

地离间了韩遂和马超的关系。曾经感叹“超儿不

死，吾无葬身之地”的曹操，仅凭几封故意涂抹的

书信，即取得战场上几十万大军不能取得的辉煌

战果。诸如此类的利用书信作为政治和军事、外

交斗争的工具的例子，在作品中同样不胜枚举。

（三）表现人物思想和性格的工具

《文心雕龙·书记》中说：“书者，舒也。”与其

他文体相比，书信等应用文体更容易自由地抒发、

展现人物的思想、情怀和风姿。刘勰就曾高度评

价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志高而文伟”、杨恽

的《报会宗书》“志气盘桓，各含珠采”。《三国演

义》中的书信也表现了不同人物的品质和性格特

点。如第四回袁绍给王允的信表现了他对董卓侮

辱自己的“恨”，第２６回关羽作书辞别曹操突出他
不忘故主之“义”，信末“其有余恩未报，愿俟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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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日”又为华容道义释曹操伏线；第３０回荀给曹
操的复信表现了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

外”之“谋”；第４５回由周瑜伪造二蔡给自己的通
敌文书表现了他的“智”；第５４回周瑜向孙权献真
假美人计的两封信又表现了周瑜殚精竭虑为东吴

效力的“忠”；第５９回曹操抹书间韩遂表现了他的
“奸”；第 ６０回“孙权遗书退老瞒”表现了他的
“诚”，第６５回关羽要与马超比武的信表现了他的
“傲”；第６７回汉献帝册立曹操为魏王，曹操三次上
书拒绝；第８０回汉献帝降诏让位于曹丕，曹丕三次
上书不受，表现了曹氏父子的“伪”；第１０３回诸葛
亮的给曹真和司马懿的挑战书表现了他的“计”，

等等。特别是第３３回写袁熙、袁尚在曹操的追击
下往投辽东太守公孙康，夏侯等劝曹操乘胜追

击。但曹操读了郭嘉给自己的遗书后笑曰：“不劳

诸公虎威，数日之后，公孙康自送二袁首级至矣。”

诸将皆不信。不久，公孙康果然遣人送来二袁首

级，原来郭嘉在遗书中分析说，公孙康久畏二袁吞

并自己，二袁往投必遭其疑忌而相互残杀。若曹操

以兵力击之，他们必合力拒曹。若缓图之，公孙康

必与二袁不容。这封遗书表现了郭嘉的“识”。

二　《三国演义》中书信等应用文体的
文学特点

陈独秀在为汪原放标点本《三国演义》作序

时曾经指出，广大失学者、青年学徒和店员们都可

以从《三国演义》中学习写作应用文。这实际上

肯定了作品中应用文的文学价值、审美价值。笔

者认为，《三国演义》的应用文具有以下三个

特点。

（一）体制短小，言简意赅

作品中各类应用文无论所涉何事，大多短小

精悍，以几十上百字为主。如第２６回关羽写给刘
备用以消除误会的复信不超过一百五十字；第

１０２回写魏主曹睿在司马懿出兵前手诏韬略曰：
“卿到渭滨，宜坚壁固守，勿与交锋。蜀兵不得

志，必诈退诱敌，卿慎勿追。待彼粮尽，必将自走，

然后乘虚攻之，则取胜不难，亦免军马疲劳之苦：

计莫善于此也。”寥寥六十余字表达了丰富而深

刻的战略战术思想。

（二）语言通俗，散韵兼行，而以韵言为主

明代中叶的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

序》中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文不甚深，言不甚

俗”的巨著。应该指出的是，所谓的“文”，主要是

指行文的艺术表现技巧，而“言”主要是指语言风

格。总的来说，《三国演义》中的书信等应用文在

总体上体现了这种基本特点。所不同的是，这类

应用文体大多以韵言为主。如第２６回关羽给曹
操的辞别信、第３７回刘备给诸葛亮的留言等等。
曹道衡先生曾经在《中古文学史论集·关于魏晋

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一文中指出：“到了汉

代……当时同一作者所写的学术和历史著作，句

子的长短还比较参差，而书信等应用文字，排句就

多些。”①其实，不唯汉代，我国自古以来的书信等

礼仪文书基本上都是采用韵语。究其原因，笔者

以为，韵语在书面交际活动中的广泛运用应该与

我国古人重视礼仪的文化传统有关。我国是文明

礼仪之邦，在表情达意方面，古人无论是口头交往

还是书面交往，都特别讲求礼仪。而在书信、奏

章、诏敕等书面文体中使用韵语，往往显得庄重、

高雅、严谨且富有气势，更有利于表达作者的思想

和情感。这样就不难理解，我国古代发展得最好

的文体还是以诗词（特别是诗）为代表的韵文。

由此我们也基本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罗贯中无论是

采用史料中的应用文还是其自创的，都体现了当

时书信文体的语言风格。

（三）情感色彩浓厚

无论是臣子的表奏、帝王的诏敕，还是集团内

部之间的通联文书，字里行间洋溢着丰富的情感。

如第１０４回诸葛亮的临终遗表，第５７回周瑜给孙
权的遗书，都写得情深意切，感人肺腑。特别是第

２０回汉献帝给董国舅的血字诏书，更是沉痛至
极，愤懑至极，渴盼至极。作品中的书信等应用文

体之所以具有情感丰富的特点，与前文所述这类

文体往往事关重大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有关，

并不是一般的传达信息、交流感情。

三　《三国演义》应用文体多样的原因
及对《三国志》中应用文体的利用和改造

《三国演义》中应用文体之多，居中国古代小

说之冠。其所以如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与作品的文体特色有关。作品的性质是

历史演义。历史演义重在再现历史人物的活动，

这些人物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中本来就离不开

２０１
①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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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文书的充分运用；又因为是演义而不是历史，

故在演绎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历史人物的活动时，

可以对包括应用文体在内的史料进行加工改造和

适当的虚构。如官渡之战时，曹操与袁绍旷日持

久而不能取胜，因军粮日短而欲退兵，乃写信给远

在许昌的荀。荀回信道：“今军食虽少，未若

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

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

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

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荀给曹操的复信与

《三国志·荀传》中的复信的内容大体相同，但

在语气与词采方面有很大区别。又如《三国志·

关羽传》中写关羽辞别曹操时只用了“羽尽封其

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绍”几句，但罗贯

中却在作品中煞有介事地使用了辞别文书。《三

国志·周瑜传》中周瑜并没有书信活动，但《三国

演义》中的周瑜却有他伪造二蔡给自己的通敌文

书和向孙权献真假美人计的两封书信，从而使故

事情节变得跌宕起伏、妙趣横生。应该注意的是，

作者在改造和杜撰书信时，能够虚拟悬想当时人

物的内心世界，使这些书信遵循了人物性格决定

情节发展的逻辑，因而符合艺术真实的原则。如

第６０回孙权遗书退老瞒一节，正如毛宗岗所评：
“操以权为英雄，权亦以操为英雄”，“操畏权，权

亦畏操”，孙权作书于操、操自退兵也就在情理之

中；又如关羽自视甚傲，他写信给刘备要与马超比

武也是性情使然，而诸葛亮知道其好胜心强，故回

信中以武艺“超群绝伦”的美词慰勉之，知其责任

心强，又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的严词警戒其

不可擅离职守。这些书信骈散结合，文质兼备，集

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于一体，从另一个方面体现

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水准。

二是与作品叙写的内容有关。一般的历史演

义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再现一个王朝的兴亡史，

并且故事的发生地主要在宫廷，头绪相对简单，而

《三国演义》描述了一个王朝实质上的覆灭以及

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极其复杂的较量，时间跨

度百余年，人物众多，头绪纷繁，故事的发生地广

布于海内。作为形式上的汉帝在很长时间内依然

是名义上的指挥者，所以作品中君臣之间的诏敕

和表奏就多达一百余封。即使是一个集团之间，

政务和军务活动也很频繁。在通信技术不发达的

古代，书信是对内对外沟通和联系的主要手段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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