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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毛伦、毛宗岗父子在评点《三国演义 》的时候 ,非常重视叙事结构的对偶与对称结构。对偶对称

结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深厚的渊源。毛氏父子吸收借鉴中国对偶美学的精华应用于小说评点 ,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小说理论。从毛氏父子关于对偶对称的小说评点理论可透视出对偶美学背后的儒家文化渊博。

关键词 :毛伦 ;毛宗岗 ;评点 ;《三国演义 》;对偶 ;对称

中图分类号 : I 207. 413　　文献标识码 : A

　　对偶与对称结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深厚的渊

源 ,它渗透在哲学、文学、建筑、绘画、心理等学科中 ,

可以说无所不在。早在《道德经 》里老子就提出有

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多少、曲直、荣辱、轻重、

黑白等对偶的范畴 ,《周易 》也提出了阴阳、乾坤、刚

柔等许多二元对立的概念。在建筑学中 ,对称结构

也已成为集体无意识 ,积淀为人们的审美心理 ,如中

国建造厢房一般东西相对 ,门前放置的石狮子必定

一左一右。中国的园林和宫殿建筑都要围绕某个中

心点或某条中心线进行对称设置。中国特有的文化

习俗 ———对联更是对偶美学思想的典型表达。由此

可见 ,对偶结构的美学形式无所不在。

中国是诗的国度 ,在诗歌创作与批评实践中形

成了一套完美的结构技巧 ,对偶就是其中之一。诗

的上下句必须相对 ,如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等。

刘勰《文心雕龙 ·丽辞 》说 :“造化赋形 ,支体必双 ,

神理为用 ,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 ,运载百虑 ,高下

相倾 ,自然成对。”[ 1 ] ( P188)
不但指出了“对 ”而且还指

出了“对 ”的方式 :“故丽词之体 ,凡有四对 :言对为

易 ,事对为难 ,反对为优 ,正对为劣。言对者 ,双比空

辞者也 ;事对者 ,并举人验者也 ;反对者 ,理殊趣合者

也 ;正对者 ,事异义同者也。”[ 1 ] ( P189)
对称有优有劣 ,

因此人们在安排篇章结构时不但要“对 ”而且还要

注意“对 ”的优劣 ,以便能创造出更优美的形式。唐

代在中国的日本僧人弘法大师所撰《文镜秘府 》多

次论述对偶的内容 ,他说 :“文辞妍丽 ,良由对属之

能 ;笔札雄通 ,实安施之巧。若言不对 ,语比徒申 ;韵

而不切 ,烦词枉费。”[ 2 ] ( P222)在弘法大师看来 ,诗文的

华丽壮美要靠对偶词语的巧妙安排。他研究了沈

约、王昌龄、元兢、陆厥等诗人的诗格后总结了二十

九种对 :的名对、隔句对、双拟对、联绵对、互成对、赋

体对、双声对、平对、奇对、字对等 ,详细地总结了对

偶的方法、技巧和经验。

不仅古代的诗歌理论如此 ,关于“文 ”的构思谋

篇等形式理论也非常成熟 ,特别是到了明代 ,文章的

写作逐渐变成格式化、程式化的八股套路。八股文

是明清科举规定使用的样式 ,它束缚了士子文人思

想的发挥 ,但它那完美的形式对于后来的小说评点

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正如美国学者浦安迪以“旁观者 ”的眼光所

指出的那样 :“中国传统阴阳互补的‘二元 ’思维方

式的原型 ,渗透到文学创作的原理中 ,很早就形成了

源远流长的对偶美学。中国文学最明显的特色之

一 ,是迟早总不免表现出对偶结构的趋势 ;它不仅是

阅读和诠释古典诗文的关键 ,更是作者架构作品的

中心原则。对偶美学虽然以‘诗 ’为中心 ,但在结构

比较松散的小说和戏曲里 ,也有某种对偶的倾

向。”[ 3 ] ( P48)
八股文的起、承、转、合的大结构及其内

在文理 ———排比、对偶的形式 ,都给明清小说评点以

非常有益的借鉴 ,既影响了当时的小说创作 ,更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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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小说评点的发展。毛伦、毛宗岗父子评点小说时

就非常重视对偶对称的艺术形式。

毛氏父子深谙中国传统文化 ,他们删定、增改、

点评《三国演义 》时刻遵循着对偶的美学原则。毛

宗岗在凡例中指出 :“俗本题纲参差不对 ,杂乱无

章 ,又于一回之中 ,分上下两截。今悉体作者之意而

联贯之 ,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 ,多取精工 ,以快阅

者之目。”①毛评本问世以前的嘉靖本《三国演义 》是

单题回目 ,毛宗岗在修订时从回目着手 ,从中国传统

文化中吸收对偶艺术的精华 ,使回目严整对仗 ,使情

节的必然联系在回目上得以体现 ,使内容的分布在

回目上显示均衡。因此 ,修订后的《三国演义 》在艺

术形式上更加完美 ,更能达到“快阅者目 ”之功效 ,

突出地体现了毛宗岗对偶结构的美学追求。

毛宗岗不但能自觉应用对偶结构的美学原则 ,

而且还能在理论上给以总结。毛宗岗在《读法 》中

指出 :“《三国 》一书 ,有同树异枝 ,同枝异叶 ,同叶异

花 ,同花异果之妙。作文者以善避为能 ,又以善犯为

能。不犯之而求避之 ,无所见其避也。惟犯之而后

避之乃见其能避也。”他提出的同中有异的看法实

际上是广义上的对偶结构的具体应用。

第六十回中 ,庞统劝刘备取西川以成霸业 ,刘备

以自己与曹操对比 :“今与吾水火相敌者 ,曹操也 ,

操以急 ,吾以宽 ;操以暴 ,吾以仁 ;操以谲 ,吾以忠 ;每

与操相反 ,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 ,吾

不为也。”毛宗岗在第六十五回总评中说 :“子产之

言曰 :‘水懦弱 ,民狎而玩之 ,故多死焉 ;火烈 ,民望

而畏之 ,故鲜死焉。’凡子产之用猛 ,正其善于用宽

也。孔明之治蜀 ,其得此意乎 ? 法行而知恩 ,即猛以

济宽之道。玄德以孔明为水 ,而当其治蜀 ,则又不为

水而为火矣。曹操徙刘琮于青州 ,而杀其母子 ;刘备

迁刘璋于公安 ,而归其财物 ,则备于操异矣。刘备宽

以抚蜀 ,而收之以恩 ;诸葛严以治蜀 ,而绳之以法 ,则

亮又与备异矣。盖我与敌取其相反 :敌以暴 ,我以

仁 ;敌以急 ,我以缓 ,以相反为能者也。君与相取其

相济 :君以仁 ,相以义 ;君以柔 ,相以刚 ,以相济为用

者也。不相反无以相胜 ,不相济则亦无以相成。”通

过对比结构让读者更加清晰地看出刘备与曹操两个

人物仁与暴、缓与急、忠与奸相对的性格特征。正是

运用对比结构对人物性格进行呈现 ,使艺术形象在

读者的审美视野中走向张力的两极。

毛氏父子进一步指出 :“《三国 》一书 ,有奇峰对

插 ,锦屏对峙之妙。其对之法 ,有正对者 ,有反对者 ,

有一卷之中自为对者 ,有隔数十卷而遥为对者。”毛

氏父子指出“对 ”不但有“正对 ”、“反对 ”,还有“邻

对 ”、“遥对 ”。在他看来 ,对比贯穿于整部作品之

中 ,人物性格可以“对 ”,故事情节可以“对 ”,所用计

谋可以“对 ”,对比无处不在。如人物性格的对比 :

“昭烈则自幼便大 ,曹操则自幼便奸。张飞则一味

性急 ,何进则一味性慢。”故事情节的对比 :“议温明

是董卓无君 ,杀丁原是吕布无父。袁绍磐河之战胜

败无常 ,孙坚岘山之役生死不测。马腾勤王室而无

功不失为忠 ,曹操报父仇而不果不得为孝。袁绍起

马步三军而复回是立可战而不断 ,昭烈擒王、刘二将

而复纵是势不敌而从权。孔融荐弥衡是缁衣之好 ,

弥衡骂曹操是巷伯之心。昭烈遇德操是无意相遭 ,

单福过新野是有心来谒。曹丕苦逼生曹植是同气戈

矛 ,昭烈痛哭死关公是异姓骨肉。火熄上方谷是司

马之数当生 ,灯灭五丈原是诸葛之命当死。”这些故

事情节的对比 ,有的是“正对 ”,有的是“反对 ”,他们

都是在一回之中的“对 ”,也可以说是“邻对 ”。毛宗

岗还指出不在一回之中的“对 ”有的是“正对 ”,有的

是“反对 ”,有的隔数十卷而为对者称为“遥对 ”。

“如国戚害国戚 ,则有何进 ,以国戚荐国戚 ,则有伏

完。”何进谋害董国戚本在《三国 》一书的开端第二

回 ,伏完荐穆顺是在《三国 》一书的中间第六十六

回 ,其间已相隔了六十四回。“李肃说吕布 ,则以智

济其恶 ,王允说吕布 ,则以巧行其忠。”李肃说吕布

在第三回 ,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在第八回。同是饮酒 ,

“张飞失徐州 ,则以饮酒误事 ;吕布陷下邳 ,则以禁

酒受殃。关公饮鲁肃之酒是一片神威 ,羊祜饮陆抗

之酒是一团和气。”在第八十一回中 ,张飞因起兵伐

吴以雪关公之仇日夜饮酒 ,醉后鞭打士卒 ,结果被张

达范疆所害 ,毛评说 :“吕布以戒酒而为部将所害 ,

张飞以饮酒而为部将所害 ,前后相反而相对。”毛评

把这几个故事情节放在一起来比较 ,通过对比结构

使读者的情感空间分化 ,使其情感运动走向两极 ,即

“成于此较量而比观焉 ”,达到明了“是是非非 ”的目

的。

对偶结构的功能就是在形式上达到一种平衡。

毛氏父子非常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 ,指出妙文必

有“先声 ”和“余势 ”。毛宗岗说 :“《三国 》一书 ,有

将雪见霰 ,将雨问雷之妙。将有一段正文在后 ,必有

一段闲文为之引 ;将有一段大文在后 ,必先有一段小

文为之端。”“《三国 》一书 ,有浪后波纹 ,雨后霡霂之

妙。凡文之奇者 ,文前必有先声 ,文后必有余势。”

毛氏父子认为妙文必定有引文和余波在前后相对以

使结构达到平衡 ,使文章的开端和结尾不至于太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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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毛氏父子举出许多例子 :“如将叙曹操濮阳之

火 ,先糜竺家中之火一段闲文以启之。将叙孔融求

救于昭烈 ,先写孔融通刺于李恢一段以启之。将叙

赤壁纵火一段大文 ,先写博望、新野两段小文以启

之。将叙六出祁山一段大文 ,先写七擒孟获一段小

文以启之是也。”这种结构的安排才是“文章之妙 ”。

“董卓之后又有从贼以继之 ;黄巾之后又有余党以

衍之 ;昭烈三顾草庐之后 ,又有刘琦三请诸葛一段文

字以映带之。武侯出师一段大文之后 ,又有姜维伐

魏一段文以荡漾之是也。”此类奇文是他书中所没

有的 ,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独创之处。

首尾照应也是对偶结构的典型特征 ,毛宗岗对

此深有体会 ,他在评点《三国演义 》时对此做了一番

详细的论述。他说 :“《三国 》一书 ,有首尾大照应 ,

中间大关锁处。如首卷以十常侍为起 ,而末卷有刘

禅之宠中贵以结之 ,又有孙皓之宠中贵以双结之 ,此

一大照应也。又如首卷以黄巾妖术为起 ,而末卷有

刘禅之信术士以双结之 ,此又一大照应也。照应既

在首尾 ,而中间百余回之内若无有与前后相关合者 ,

则不成章法矣。于是有伏完之托黄门寄书 ,孙亮之

察黄门盗蜜以关合前后 ;又有李傕之喜女巫 ,张鲁之

用左道以关合前后。凡若此者 ,皆天造地设 ,以成全

篇之结构者也。”这种前后照应结构 ,是大结构的整

体性对应。

小说的作者、评点家都非常推崇这种对比结构

是有其文化心理渊源的。中国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

化 ,儒家所尊崇、信奉的伦理道德 ,其核心是仁、忠、

义、礼、智、信等观念。庸愚子 (蒋大器 )《三国志通

俗演义序 》说 :“予谓诵其诗 ,读其书 ,不识其人 ,可

乎 ? 读书例曰 :若读到古人忠处 ,便思自己忠与不

忠 ;孝处 ,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 ,皆当

如此。”[ 4 ] ( P270)
作诗书、读诗书的重要目的就是载道 ,

让人分辨忠奸、善恶、贤良。修髯子 (张尚德 )《三国

志通俗演义引 》说 :“⋯⋯欲天下之人 ,入耳而通其

事 ,因事而悟其义 ,因义而兴乎感 ,不得研精而覃思 ,

知正统必当扶 ,窃位必当诛 ,忠孝节义必当师 ,奸贪

谀佞必当去 ;是是非非 ,了然于心目之下。”[ 4 ] ( P271)
无

碍居士在《警世通言 ·序 》中说得更明白 :“《六经 》、

《语 》、《孟》,谈者纷如 ,归于令人为忠臣 ,为孝子 ,为

贤牧 ,为良友、为义夫 ,为节妇 ,为树德之士 ,为积善

之家 ,如是而已矣。⋯⋯而通俗演义一种 , ⋯⋯不害

于风化 ,不谬于圣贤不戾于史书经史 ,若此者其可废

乎 ? 里中儿 ,代癌而创其指 ,不呼痛。或怪之。曰 :

‘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 》来 ,关云长刮骨疗毒 ,且

谈笑自若 ,我何痛为 !’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骨疗毒

之勇 ,推此 ,说孝而孝。说忠而忠 ,说节义而节义 ,触

性性通 ,导情情出。”[ 5 ] ( P1)
蒋著超在《古今小说评

林 》中说 :“小说之主脑 ,在启发智识而维持风化。

启发智识犹易事也 ,维持风化则难乎其难 ,是非有确

切之伦理小说足以感动人心 ,而使愚夫愚妇皆激发

天良不可。⋯⋯而阅者亦无可注意 ,是标为伦理 ,

⋯⋯中国各古本中 ,无论何种小说 ,与伦理二字却都

有价值。《三国 》谭、尚相争 ,丕、植相逼 ,孙坚之谋

嫁妹 ,春香之告黄奎 ,是反写也 ;曹后责兄 ,枭姬哭

江 ,赵云拒赵范之嫂 ,桓侯堕麦城之血 ,是正写也。

⋯⋯正反两面 ,面面俱到 ,盖作小说者 ,其心中固有

一维持风化之成见在焉。”[ 4 ] ( P516)蒋著超指出作者非

常关注作品的伦理教化对读者的影响 ,正是作者通

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描写、刻画使得读者能够明伦

理遵教化 ,即清溪居士《重刊三国演义序 》所说的

“意主忠义 ,而旨规劝惩 ”。毛宗岗父子也非常重视

小说的伦理道德价值 ,在《读法 》中说 :“读《三国志 》

者 ,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 ? 蜀汉

是也。僭国者何 ? 吴魏是也。闰运者何 ? 晋是也。

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 ? 论地则以中原为主 ,论理

则以刘氏为主 ,论地不若论理 ,故以正统予魏者 ,司

马光《通鉴 》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 ,紫阳《纲目 》之

所以为正也。”明清文人在儒家伦理道德的熏陶下 ,

其创作、评点的目的就是要人明辨是非 ,忠奸分明 ,

维护封建的正统伦理道德。因此 ,从毛氏父子评点

《三国演义 》所使用的对偶对称理论可透视出对偶

美学背后的儒家文化渊博。

注释 :

①毛伦、毛宗岗批点原文皆出自全图绣像本《三国演

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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