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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三国演义》作为明清小说在越南整体传播链上的重要一环 , 对越南的文学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

影响。本文着重考查《三国演义》对越南汉文历史小说在艺术形式 、思想内容以及历史观上的影响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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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中国古典小说在越南的影响 ,学界最为熟

悉的便是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与越南经

典杰作《翘传》之间的血肉联系。事实上 ,中国古典

小说远不止一部传入越南 ,大量的小说在几个世纪

里一直在越南传播并几度形成高潮 ,对越南的文学

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国演义》正是这样

一部有着深远影响的小说 。早在越南汉喃文字兼用

的阶段 ,越南人在直接阅读欣赏汉文原著的同时 ,或

将之被改编为喃传和戏剧 ,或模仿之进行汉文小说

创作
①
。20世纪初 ,越南文字拉丁化进程中 , 《三国

演义》又是越南第一部用新文字翻译的外国古典小

说 ,而且译本及译者数量众多 。几百年来 , 《三国演

义》的故事内容 、人物情节乃至其中的语言进入了越

南的文学作品 、文化生活 、宗教信仰 、语言文字等各

个方面。本文仅以越南汉文历史小说为主要考察对

象来揭示《三国演义》在越南的巨大影响之一斑。

一 、越南历史小说的诞生与《三国演义》

的影响

《三国演义》作为首创的演义体小说 , 不仅在中

国广受欢迎 ,为后世历史小说家所效仿 ,而且对周边

国家的影响也很大 ,尤其是成为越南汉文历史小说

家遵循效法的典范 ,帮助开启和发展了越南的历史

小说。

我们知道越南的书面文学是以汉文学为开端

的 ,早期汉文学的体裁主要为诗歌 , 其后出现了神

话 、志怪、传奇等汉文散文作品。总体而言 , 大多篇

幅短小。受中国影响 , 古代越南统治者也十分注重

修史 , 《大越史记全书》 、《大南实录》 、《大越通史》等

等史书流传至今 , 成为世人了解越南古代历史的重

要依据。不过 ,在越南文学发展的过程中 ,并未出现

象中国宋元时期的讲史风气 ,因此 ,越南最初的历史

小说并不像《三国演义》那样是建立在说书的基础上

的世代积累型小说 ,而是文人独立创作的作品。越

南历史小说比较晚出 , 其产生和发展自然受到本国

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制约和影响 , 但《三国演义》

等中国历史小说对越南历史小说的生成则有重要的

示范作用。

从体裁来讲 ,目前所见越南汉文历史小说基本

都采用了章回体结构形式 ,这种形式越南作家是从

《三国演义》学习而来。越南学者认为:“我国章回

体小说(这里其实就是历史小说)的产生是对我国社

会中的新内容的反映。这种现象的连续出现有它自

身的发展规律 ,但与中国小说尤其是《三国演义》的

影响分不开” [1] 。目前已知的越南的第一部章回小

说是十七世纪的《欢州记》 ,从中可感受到 《三国演

义》的影响。越南学者提到它时 ,常将之与《三国演

义》并举 ,认为“中国的首部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是

将《三国志》小说化 ,而越南 ,首部章回小说《鹳州记》

是将一个族谱小说化” [ 2] 599 。《欢州记》与《南朝功业

演志》(18世纪初 , 后更名为《越南开国志传》)以及

《皇黎一统志》(18世纪末至 19世纪初)被称为越南

章回小说的三大代表。另外一部重要历史小说《越

南开国志传》虽未明确标出各章回名目 ,但它卷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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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场诗 ,文中有“话说”“却说”“且说”等套语 , 卷末常

见“未知虚实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未知后事如何 ,

且听下回分解”一类关于章回的提示。这些表明越

南的历史小说是以中国章回小说渊源的。

在越南所有的历史小说中 , 《皇黎一统志》成就

最高 ,影响最大 ,也被称为越南中世纪文学的杰出代

表;而其所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早已为学界公认 , 越

南学者表示越南“这一时期(18 世纪末至 19世纪

初)汉字艺术形式最成功的是章回小说……最有代

表性的是《皇黎一统志》” [ 2] 143 。“吴时志的《安南一

统志》或曰《皇黎一统志》不是地方志 ,而是模仿中国

《三国演义》写成的历史小说” [ 3]291 。它是“仿照中国

的章回小说尤其是明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写成

的。在《皇黎一统志》之前 , 我国已经出现了这一文

体 , ……只有《皇黎一统志》问世以后 ,成为众多人模

仿对象 ,如吴甲豆的《皇越龙兴志》和武春梅的《皇越

春秋》等等” [ 2] 596 。

陆凌宵在《越南汉文历史小说》一书中更持有这

样的观点:“由于《三国演义》的传入 ,越南国内士人

开始用历史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来思考和反映后黎朝

的历史 , 由此开始了越南汉文历史小说创作的进

程。” [ 4] 1

二 、越南历史小说艺术手法对《三国演

义》的借鉴

在谈越南汉文小说对《三国演义》的借鉴之前 ,

我们先简要介绍越南汉文小说的概况。由于天气炎

热、战争频仍及文字改革等原因 ,越南现存的汉文历

史小说数量很少。1986年、1991年台湾学生书局出

版了《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二辑 ,里面共收

录了越南 6部汉文历史小说 , 尽管数量不多 , 但它们

基本次第反映了越南从黎朝开国到灭亡四百年间的

历史。法国学者陈庆浩先生在该丛书第二辑序言中

对这六部小说的内容有如下评述:

本辑刊出三种历史演义小说:《黄越龙兴志》是

王朝历史 ,《欢州记》是家族史 ,而《后陈逸史》则是地

区性的个人历史。后两者是王朝历史的部分放大 ,

而又可以作为王朝史的补充。《越南汉文小说丛刊》

第一辑中 ,我们刊出的散步历史演义是王朝史。《皇

越春秋》记天圣元年(1400)至顺天元年(1428)史事 ,

《越南开国志传》叙述黎英宗正治十一年(1568)至黎

熙宗正和十年(1689)间阮氏崛起经过 , 《皇黎一统

志》(又称《安南一统志》)述黎朝景兴三十八年

(1777)至阮朝嘉隆三年(1804)间史事 , 重点在叙写

黎朝覆灭的经过。本辑的《皇越龙兴志》为景兴三十

四年(1773)至明命元年(1820)史事 ,重点在阮朝兴

起的历程。这四部王朝历史演义 ,几乎将越南自 15

世纪至 18世纪的历史 ,用小说的形式展示出来了。

封建王朝由盛而衰 ,给封建士人以刺激和反思 ,

小说家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提取历代兴亡的教训 ,

诉之于文字。越南作家在小说中既注重对历史现实

的描写 ,也重视对历史的反思 ,贯穿着对兴衰治乱的

思考。这与《三国演义》的创作动机十分相似。纵观

越南的汉文历史小说 , 从其诞生到发展 ,几乎每一部

都存在对《三国演义》的模仿与借鉴之处。而其中最

为突出的是《皇越春秋》与《皇黎一统志》 。下面我们

以此两部小说为重点分析其艺术手法与《三国演义》

的关联。

《皇越春秋》是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全

书共 60 回 , 作者武春梅 , 创作年代无考。主要演述

陈朝末年的一系列动人心魄的历史事件。陈朝末

年 ,朝政腐败 ,民不聊生 ,外戚胡季S 乘机篡位 , 陈朝

后裔请求中国明朝出兵 ,明成祖派张辅入越平胡 ,将

胡氏父子俘至中国 ,深得越南人支持。但后来在张

辅奏请下 ,明朝在越南设郡县 , 重新纳入版图统治 ,

引发了独立近五百年的越南与明朝的矛盾。在明朝

越南统治二十年间 , 黎利兄弟及阮廌等人在蓝山一

带组织多次起义 ,进行反明斗争 ,最终于 1427年建

立了黎朝 ,全书也就在此结束。

《皇黎一统志》又名《安南一统志》 , 大约写于18

世纪末 19世纪初。全书分为17回 , 约12 万字。其

作者及编者 , 为越南汉文作家“吴家文派”吴氏三兄

弟。从内容上看 , 这部著作反映的是十八世纪后半

期西山起义等巨大历史事件。越南封建社会从十六

世纪起进入衰落阶段 , 中央集权严重削弱 ,国家陷入

南北分裂局面 , 即历史上的郑阮纷争时期。这种分

裂局面一直延续了近三百年 ,直至 1802年阮福映统

一全国。几位作者和编者生活在国家分裂阶段 , 用

小说的笔调描述了当时的历史。虽然越南国内有关

《皇黎一统志》的研究存在不少分歧意见 , 但其所受

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尤其是《三国演义》之影响则成公

论。

两书描写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都颇类似东汉末

年天下大乱 , 群雄逐鹿 , 而最后实行了大一统的情

形。也许是这种相似的历史 ,使得作家很自然地学

习和模仿早已在越南流传深广的《三国演义》 。

《皇黎一统志》和《皇越春秋》等越南历史小说在

结构上多模仿《三国演义》 , 例如二书的开头与《三国

演义》开头相同 ,都以说书人的身份来交代故事背景

并拉开序幕。《三国演义》一开始就揭示“分久必合 ,

合久必分”的历史发展规律 , 为全书定下基调 , 同

时揭示三国纷争的起因 , 引起读者的关注。《皇黎

一统志》开头也以说书人的身份概述了郑氏的兴盛

与黎氏的衰微 , 揭开了郑黎矛盾斗争的序幕 , 引发

读者对黎郑两家未来命运的关注;《皇越春秋》的开

头概述陈初布德行仁、国泰民安而陈末政烦赋重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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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聊生的情形 , 道出“有德则治 , 邦乃其昌。无德则

乱 ,天促其亡”的德治观 、天命观。三书在各章回的

开头和结尾也有共同之处。每一回的开头 , 都以说

书人的身份进行叙述 , 如“话说……” 、“且说……” 、

“却说……”等等 , 大同小异。每一回的结尾处都在

紧要关头突然中止 , 并作几句口头交代 ,以引起读者

兴趣。越南的小说基本没有经过话本阶段 , 而且几

乎没有职业说书人 ,这种叙事方式显然是模仿中国

文学。

从历史来看 , 阮朝(1802-1945)的建立是越南

“三国”时代的结束。西山起义(1773年)打败阮主 、

消灭郑主之后 , 阮岳、阮惠兄弟割据一方 , 与阮主余

孽阮福映(阮朝开国皇帝)所占据的嘉定 , 形成三足

鼎立的局面。阮朝史学家邓春榜在其所编《越史纲

目节要》一书中 ,把这个时代称为`三国时代' 。比邓

春榜更早 ,于明命十七年(1837)遭台风漂泊到越南

中部并陆行回国的中国文人蔡廷兰 ,在其所著作《海

南杂著》一书中说:“据留寓越南者言:黎氏末季多

乱 ,国分为三:嘉隆(阮福映)据陇奈(今嘉定), 泰德

(阮岳)据新州(今平定), 光中(阮惠)据顺化(即富

春), 各王一方……” 。《皇黎一统志》正反映越南三

国时代的史实 , 而《皇越春秋》描写的陈、胡、明之间

的斗争以黎朝统一越南为结束的历史史实也有接近

三国的地方 ,越南作家在安排篇章小说结构线索时

很自然地模仿他们十分熟悉的《三国演义》 。

三书作者都站在他们所维护的那个正统皇权的

立场上来进行小说的谋篇布局 , 因而结构的主线也

类似。《三国演义》以魏、蜀、吴三国的矛盾斗争为基

本线索 ,主线是维护汉室 , 反对谋逆。而《皇黎一统

志》先是围绕着黎、郑两家的矛盾 , 灭郑之后则围绕

着北黎南阮军事集团的矛盾来展开叙述。《皇越春

秋》则紧紧抓住陈氏为正统 ,胡前期以胡陈矛盾为重

点 , 后期以黎利主张扶陈独立为重点。总之 , 两书

都是围绕着国家政权即皇权斗争这一线索展开的 ,

不过 ,越南的小说中还包括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从写作艺术上讲 , “二皇”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

造方面都有诸多模仿《三国演义》之处。《三国演义》

的艺术成就特别体现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官

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精彩夺目 , 为小说带

来一次又一次的高潮 ,在高潮中写出各种复杂关系 ,

突出人物性格 , 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

变化 ,在写战争的同时 ,兼写其他活动 , 使紧张激烈 、

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 , 疾缓相间。除了

大场面的战争描写 ,还十分突出英雄个人的战斗行

为 ,例如关羽“温酒斩华雄” 、“过五关斩六将” 、张飞

“威震长坂桥” 、赵云“单骑救幼主” 、诸葛亮“七擒孟

获”等都是流传极广的篇章。“二皇”中也以描写战

争为主 ,在其战争描写上 ,有关调兵遣将 、运谋设计 、

布阵斗法、军前厮杀等多方面都可见模仿《三国演

义》的痕迹 , 如《皇越春秋》中有诈降计 、诱敌计、假死

计 、火攻计、水攻计、草人计以及各种各样的战略战

术的描写都类似《三国演义》 。

人物描写上 , “二皇”也有明显模仿《三国演义》

之处。《三国演义》人物描写的最大特点是“略貌取

神” ,不单纯追求细节的逼真。它往往借人物自身的

言语行动或通过周围环境来把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

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渲染。《皇黎一统志》在人物描

写上也吸取《三国演义》的方法 , 例如写昭统帝黎维

祁 ,说他生得“龙颜凤眼 , 声如洪钟” , 这与《三国演

义》中对刘备描写类似 ,也都是一种类型化的写法。

《皇黎一统志》还模仿《三国演义》描写了英雄与奸

雄 ,不过它的英雄是农民起义的阮惠 ,奸雄是封建官

吏阮整。阮整是小说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 他与《三

国演义》中的曹操类似 ,其特征是善于权谋 、狠毒 、贪

婪 ,并且颇为自负 , 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

《皇越春秋》的人物塑造模仿《三国演义》之处亦

不胜枚举。如对黎利的描写 , 说他“将印敕封粘 , 悬

于梁上”之举 ,这很似关云长挂印封金;而他“当食忽

失一箸” ,有如刘备的闻雷失箸。再如黎善 、阮廌的

足智多谋、神机妙算有如诸葛亮 ,书中多处明确将他

们与“汉之武侯” 、“孔明”等相比;而书中明将张辅的

狡诈性格 ,则与曹操类似 ,还有张辅因爱惜潘抵英勇

而“令军中不可放箭 , 生擒而用”与长坂坡曹操爱惜

赵云的描写类似。作者也善于用对比衬托等艺术方

法来表现人物性格。如黎利与黎善 , 一文一武 , 性格

有别。同是智慧过人的阮廌 、黎善、段发也在对比中

见出不同层次。阮廌战略战术兼长 , 有如孔明;黎擅

长于战术 ,战略次之 ,有如庞统;段发又次之 ,类似周

瑜。不过 ,由于越南历史小说未经过讲史阶段而由

官吏和文人直接创作 , 偏于记录史实 , 其艺术性与

《三国演义》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三 、《三国演义》对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的

历史观的影响及其变异

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的创作主要集中在 18世纪

末至 19世纪初 , 与《三国演义》的时空距离十分遥

远 ,然而 ,越南文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模仿《三国演

义》来进行创作 ,个中原因 , 值得探讨。

从思想渊源来看 , 越南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

很易接受《三国演义》中反映出来的正统观 ,《皇黎一

统志》在创作思想上明显宣扬正统观。小说中以黎

氏嫡长子承嗣为正统 , 其他皆为篡逆。黎家虽不掌

大权 , 却是国家的象征 , 人心所向系于黎家。黎氏

传位 , 仿照中国制度 , 以嫡长子继承帝位。故太子

被盛王森逼死之后 , 朝廷即以其子黎维祁为嗣孙。

后来黎维祁在西山兵再次入侵后过着流亡生活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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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黎家仍得人心 , 他仍能以天子的名义招集各地义

军 ,以抗击西山军 , 并且以安南国的名义 , 向清政

府求援 ,搬来了清廷救兵 , 一度收复升龙城。这都

是因为他代表了安南的正统皇权。后来北平王破清

师 , 即位于寿春 , 派吴任修书与清廷议和 , 清廷封

北平王为安南国王。后其子阮光缵继立 , 第十六回

末却称其为“本国西伪王光缵” , 则明言北平王虽得

清廷册封 , 而实为非正统之国君 , 再次表达了作者

的正统观念。这与《三国演义》中曹魏政权是北方的

实际统治者却始终被视为篡逆 , 蜀汉偏居巴蜀却因

刘备为东汉中山靖王之后而被视为正统的情形一

样 , 都同出于中国传统的史家正统观念。

尽管有这样的强烈的正统观 , 但小说中却有体

现出类似《三国演义》中“择主而事”的思想。《三国

演义》所叙写的时代 ,是天下大乱、群雄逐鹿、风云聚

会的时代。其间 ,众多军阀集团与傀儡汉帝之间的

君臣关系 ,各个集团中的文武臣僚与其首领之间的

主臣关系 ,都集中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一个基本的政

治伦理观念———“忠”的问题。书中虽然歌颂了一些

忠君死节的正统思想 ,但也出现了很多与正统的、传

统的君臣关系迥异、甚至相抵触的新的伦理观点 , 比

如“贤臣择主而事”的臣道观。

臣对于君是绝对“从一而终” ,还是允许自由选

择、弃暗投明呢? 《三国演义》的主要倾向是后者 , 书

中多次宣言“良禽择木而栖 ,贤臣择主而事” 这一观

点。如李肃劝吕布弃丁原投董卓 ,满宠劝徐晃弃杨

奉、韩暹投曹操 ,李恢弃刘璋而投刘备 , 都曾说过这

两句话 ,而且不见于正史记载 ,显然更能说明作者的

主体意识。宣扬“贤臣择主而事” , 首先是对“忠臣不

事二主” 、“从一而终”的正统思想的反动。既可“择

主” , 必有多主并存 ,这就承认了皇帝可由诸多贤者

竞争的合理性 , 也否定了一家一姓的万世一统论 , 承

认了改朝换代的合理性。“贤臣择主而事”也有利于

人才流通 ,便于人尽其才 ,材尽其用。在天下大乱之

际 ,正如孔明所说:“四方才德之士 ,舍死忘生而事其

上者 ,皆欲攀龙附凤 ,建立功名也。”

“良禽择木而栖 ,贤臣择主而事”的思想来源于

孔子。《左传·哀公十一年》载:“鸟能择木 , 木岂能

择鸟乎?”孔孟等人周游列国 , 其实也是为了“择主而

事” 。《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初见光武帝 , 帝问

他为何不留在蜀帝公孙述处 , 马援说:“当今之世 , 非

但君择臣 , 臣亦择君。” 唐李贤注:“《家语》曰:君择

臣而事之 , 臣亦择君而事之。”可见 , “择木” , “择主”

均出自孔子 ,但《三国演义》产生于元末明初 , 显然这

种思想是对程朱理学“从一而终”的一种批评。

受《三国演义》影响 , 《皇黎一统志》也出现了“择

主而事”的思想 ,这种思想在这之前的越南文学作品

中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越南历史上的社会结构与

中国不同在于村社起很大的作用。人民是在村社的

基础上自愿组成国家 , 而不是依靠战争来统一②。

越南在黎朝以前 , 内战很少 ,而儒家思想中对越南影

响最深的是宋明理学 , 因而忠君思想尤为突出。这

种状况持续到了后黎末年 , 1592年 , 权臣郑讼控制

朝廷 ,形成“黎皇郑主”局面后 , 盘踞顺化的阮氏不

服 ,以灵江为界 ,形成郑阮对峙的态势。越南历史上

首次出现了表面上共侍黎皇而实际上南北两主纷争

的局面。这种历史现状也为“良禽择木而栖 ,贤臣择

主而事”的意识的产生打下了社会基础。于是 , 阮有

整选择了西山朝 , 邓陈常选择了嘉隆 ,等等。在亡国

的危机面前 ,《皇黎一统志》的作者也不再宣言愚忠 ,

而转向赞成“贤臣择主而事”的臣道观。

《皇越春秋》的正统观也始终贯穿在全书中。例

如在描写黎利与明朝联军同黎季 S的矛盾斗争中非

常鲜明地表现了正统观。作者起初对明朝是持肯定

赞赏态度的 ,这种肯定是以明王朝除篡贼 、立陈氏的

出兵宗旨为前提的。黎善说得明白:“今明朝大举兵

来问胡氏罪 , ……我今兴兵协力殄灭胡氏 , 立陈氏

后 ,抚治一方 , 以求斯民于荼毒。”在越南人的支持

下 ,明朝军队才迅速擒获胡氏父子。在维护正统这

点上 ,明人与越人达成了共识 ,矛头同指乱臣贼子。

此外 ,从中越两国小说传统看 ,小说家的创作都

有补史之余的心态 ,作为历史小说的创作者 ,更是有

着这样的创作动机。不过 ,由于越南历史小说生乎

《三国演义》之后 , 其历史小说还受到英雄传奇的影

响 ,同时也受到明代后期时事小说的影响。比如《皇

黎一统志》又类似《水浒传》这样的英雄传奇小说。

结合了现实与英雄传奇 ,既帮助人们了解了历史 ,又

引导人们关心国家前途 、民族命运 ,颂扬历史英雄人

物 ,批判奸贼逆党。这样 ,就使得《皇黎一统志》的体

裁有些复杂 , 充满意见分歧。首先从题名来看 , 《皇

黎一统志》包括一个带有体裁标记的“志” ,自然向读

者表明这是一部历史小说。吴氏文派的作者们也的

确描述了作者当时的历史事件。这样一部描写现实

的作品要称之为历史小说是不太确切的。越南当代

文艺学家阮禄详细地分析了《皇黎一统志》的体裁问

题。他建议称为“历史的特写” 。俄罗斯李福清先生

认为是纪事长篇小说。还要指出的是 , 《皇黎一统

志》不仅受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 ,也受越南本国

汉文文学传统 , 尤其是历史散文和随笔的影响。如

15世纪的阮廌(1380-1442)的《蓝山实录》就是一

部历史史实与艺术虚构相结合的作品。 18世纪的

越南 ,许多文学家以随笔来表达他们对具体事实和

当前事件的关注。比如 , 当时卓越的思想家和作家

黎贵惇(1726-1784)或著名医学家黎有琢(1720-

1791)的学术著作中 ,都有对当前事件广泛而独特的

艺术性随笔。“这种对当前问题的兴趣 ,加之周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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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由于西欧文明不断撞击而出现

的对非传统现象的渴求理解 , 对于越南这种编年史

的长篇小说的产生不能不产生影响” [ 5] 324 。

四 、结　语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 , 《三国演义》帮助越南开创

了自己的历史小说传统 , 对越南叙事文学产生了深

远影响。不仅如此 ,越南人还将这种演义体借鉴到

他们用喃文诗歌形式改编的历史题材的诗歌中 , 从

17世纪起 ,越南就出现了《天南语录》这样长达八千

多句的叙事诗 , 到 18世纪末 20世纪初 ,与汉文历史

小说的发展相匹配 , 越南出现了《大南国史演歌》 、

《大南史记国语》 、《南史演歌》 、《南天国语实录》 、《南

史演音》 、《南史国音》 、《南史演歌》 、《莫史演音》 、《越

史国音》 、《越南史要演音》 、《史歌》等大量用喃字演

义的叙事诗。从某种程度上说 , 这些长篇叙事诗也

具有小说的功能。

越南接受并模仿《三国演义》不是偶然的 , 是深

受中越两国的历史文化关系影响的 ,这种血肉相连

的关系是其他国家难以匹敌。除了以上谈到的正统

观、择主而事及两国小说的传统之外 ,中国悠久的史

学传统对越南的影响也是造成历史小说影响的重要

是因素。越南立国后 ,模仿中国建立封建集权制度 ,

也实行三省六部制 , 历代都有史官修史 , 13 世纪时

就出现了第一部正史《大越史记》 ,其后越南历代都

治史 ,出现了《蓝山实录》 、《大越史记全书》 、《黎朝通

史》 、《越史通鉴纲目》 、《大南实录》 、《大南一统志》 、

《国朝通史》等近百部史学著作。在这样的背景下 ,

他们自然也容易接受《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并

将之运用到本国的历史小说的创作中。

[ 注　释 ]

①　喃字是越南人借用中国汉字的六书形式 , 在汉字基础上

创造出来的一种方块字 , 大约 13 世纪形成系统 , 20 世

纪初 , 随着越南文字拉丁化而逐渐消失 , 现在越南汉喃

研究院等机构还保留有相当数量的喃文文献。而越南

从 10世纪建国到 1919 年取消科举制度以前 , 官方文字

以汉字为主。喃传是越南文人用喃字创作的诗体小说

(通常是六八体形式)。

②　历史上有过十二使君之乱 ,那只是一时的现象 , 最后被

丁部领镇压 , 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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