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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周瑜这个历史人物进入 小 说 家 的 构 思 和 创 作 中，被 重 新 塑 造 后 人 物 形 象 发 生 了 变 异。这 种“变

异”是艺术创作的需要，“变异”后的周瑜形象相当成功：一是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的典型人物，二是《三国

演义》中的周瑜形象在民俗文化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是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富有深刻人文意蕴的内涵。可

以说，没有《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形象，历史人物周瑜也不会产生如此广泛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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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中 的 周 瑜 形 象 源 于 历 史 人 物，但 同 历

史人物相同的 成 分 有 之，相 异 的 成 分 也 有 之。这 是 人

所共知现象，原因是 周 瑜 这 个 历 史 人 物 进 入 小 说 家 的

构思和创作中，被 重 新 塑 造 后，人 物 形 象 发 生 了 变 异。

这种“变异”是 艺 术 创 作 的 需 要，而 且 相 当 成 功。其 标

志：一是成为中 国 古 典 小 说 名 著 中 的 典 型 人 物。二 是

《三国演义》的周瑜形象在民俗文化中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三是在传 统 文 化 中 富 有 深 刻 的 内 蕴。可 以 说，没

有《三国演义》中的 周 瑜 形 象，历 史 人 物 周 瑜 也 不 会 在

历代产生如此广泛的深远影响。
一、历史人物周 瑜 在《三 国 演 义》中 的 形 象 为 何 发

生了“变异”
历史人物周瑜进入《三国演义》以后，受到《三国演

义》整体叙事框架、叙事单元、叙事线索的规定，人物形

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可 以 说《三 国 演 义》人 物 中 有 百

分之九十都是史传 中 记 载 的 历 史 人 物，大 体 与 历 史 相

去不远。而变异最大的莫不过周瑜了。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现象，众说纷纭，究竟如何理解？

（一）历史上的周瑜是一位影响深远的英雄少帅

周瑜早在《三国 志》中，已 被 历 史 学 家 陈 寿 盖 棺 定

论“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受到历代的褒奖，鹰扬天

下。历史人物周瑜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创造

了以少胜多的战争范例。周瑜故里的学者李卫生概括

“周瑜的一生，虽然只有短暂的３６年，但却是辉煌的一

生。他的英名盖世，智慧超群；雄才大略，胆识过人；风

流倜傥，英 俊 潇 洒；胸 怀 宽 广，忠 君 荐 贤；佳 偶 绝 配，千

古美谈，是历代人们所钦佩、羡慕和吟诵的一代英雄人

物！”［１］历代歌颂其的诗词之多，举不胜数，其中流播千

古、最富代表性的就是苏东坡的豪放词《念奴娇·赤壁

怀古》，对周瑜形象的刻画了。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

边，人道是、三 国 周 郎 赤 壁。乱 石 崩 云，惊 涛 裂

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

想公瑾 当 年，小 乔 初 嫁 了，雄 姿 英 发。羽 扇 纶

巾，谈笑间、樯 橹 灰 飞 烟 灭。故 国 神 游，多 情 应

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是苏东坡 在 宋 神 宗 元 丰 五 年（１０８２）七 月，游 赏

黄冈城外的赤 壁 矶 时 写 下 的。他 兀 立 长 江 岸 边，触 景

生情，看到大江的汹涌奔腾，联想起曾指挥赤壁大战的

周瑜的非凡气概，随 即 用“浪 淘 尽”三 个 字 把 大 江 与 千

古人物联系起来，创 造 了 一 个 极 为 广 阔 而 悠 久 的 时 空

背景，把时空焦距拉近了８００多年，定格在周瑜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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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周瑜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印象之深。

赤壁战场究 竟 在 哪 儿，向 来 众 说 纷 纭。苏 东 坡 用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点出这是传说，诗人在此不过

是借景怀古抒怀 而 已。以 下“乱 石”三 句，集 中 写 赤 壁

景物：陡峭的山崖 高 插 云 霄，汹 涌 的 骇 浪 搏 击 着 江 岸，
滚滚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浓墨健笔的生动

描写，一扫平庸萎靡的气氛，把读者顿时带进一个奔马

轰雷、惊心动魄的 奇 险 境 界，使 人 心 胸 为 之 开 阔，精 神

为之振奋！三国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横槊赋诗的曹操，
驰马射虎的孙权，隆中定策的诸葛亮，足智多谋的周公

谨……真是“一时多少豪杰”！但在如此众多 的 英 雄 人

物中，诗人尤其向往 那 智 破 强 敌 的 周 瑜，所 以 下 片“遥

想公瑾当年”六句就 集 中 腕 力 塑 造 青 年 将 领 周 瑜 的 形

象。苏东坡选择了最能表现周瑜英雄业绩的闪光点进

行刻划，几笔就把周瑜写得挺拔超群、靓丽生辉。
据史载，建 安 三 年 东 吴 孙 策 亲 自 迎 请２４岁 的 周

瑜，授予他“建威 中 郎 将”的 职 衔，并 戮 力 攻 取 了 皖 城。
得江南美女二人，孙策娶大乔，周瑜娶小乔。而后十年

周瑜才指挥了赤壁之战。此处把十年间的事集中到一

起，插入“小乔初嫁了”一句，既从生活细事上烘托周瑜

的年轻得意，同时也是在向人们暗示：赢得这次抗曹战

争的胜利，方能使东吴保有江东。否则，杜牧《赤壁》诗

所假设的“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后果难免出现。大战之

前的紧张时刻，周瑜谈定自若，“雄姿英发，羽扇纶巾”，

描写周瑜装束儒 雅，风 度 翩 翩，表 现 出 了 他 成 竹 在 胸，
稳操胜券。“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抓住了火攻水战

的特点，集中概括了周瑜指挥吴军用轻便的战舰，装满

燥荻 枯 柴，诈 称 请 降，驶 向 曹 军，一 时 间 火 烈 风 猛，“灰

飞烟灭”。试想，在 滚 滚 奔 流 的 大 江 之 上，一 位 卓 异 不

凡的青年将军周瑜，谈笑自若地指挥水军，抗御横江而

来不可一世 的 强 敌，使 对 方 的 万 艘 舻 船，顿 时 化 为 灰

烬，这是何等的气势！

英雄 少 帅 事 业、美 女 都 集 中 于 一 身，令 多 少 人 钦

慕，千古传诵。
（二）《三国演义》整体叙事框架：蜀汉是重心，其次

是曹魏，再次是孙吴

小说家主体意 识 的 介 入 和 渗 透，是 其 对 历 史 生 活

的艺术感知。他对 历 史 生 活 进 行 反 映 时，所 把 握 的 不

是现实时空的全部，而 是 其 心 理 结 构 所 选 择 和 接 纳 的

那一部分，即审 美 创 造 需 要 的 那 一 部 分。在 情 感 意 志

和价值观念的驱使下，对现实时空关系进行错位、变形

和强化等艺术处理，这 些 都 是 小 说 家 艺 术 创 造 过 程 中

留存在其心理空间的审美意象。如何将它纳入叙事结

构形式之中，使“象”与“形”有机统一并定型化，这就不

得不借助现实 时 空 予 以 表 现。因 此，小 说 家 又 得 受 社

会历史生活的制约，这 二 者 是 在 一 个 相 互 选 择 与 同 化

的过程中完成的。可以说小说家一方面受制约于对社

会历史生活的认知，另 一 方 面 受 驾 驭 于 审 美 创 造 的 需

求。《三国演义》的 叙 事 框 架 就 这 样 形 成 的，最 终 落 脚

点是小说家对历史生活的艺术穿透力和表现力。

罗贯中对三国历史的再现总是与他的视野焦点联

系在一起的，这既是他认识问题的出发点，又是其构建

叙事框架时的制高点。视野焦点是把在叙事框架中再

现的社会生活作为一个整体，选择一个最佳的透视点，

作为固定的叙事视 角，去 透 视 一 切 历 史 事 件 的 因 果 和

历史人物的关系。因而，才能把三国历史尽收眼底，哪

一段历史时空为 重 心，魏、蜀、吴 三 国 的 人 物 哪 些 应 在

焦距的中心，波澜壮 阔 的 战 争 又 应 该 以 哪 些 画 面 为 最

清晰和突出，于是一 切 都 是 以 离 焦 距 的 高 低 远 近 程 度

而确定，来 显 示《三 国 演 义》的 时 空 关 系 和 人 物 关 系。

从《三国演义》叙事 结 构 中，不 难 洞 悉 到 罗 贯 中 把 对 三

国历史的认识凝聚到“隆中决策”，作为一个视野焦点，

去构建小说的整体叙事框架。《隆中对》概括历史生活

的基本思想有三点：

１．天下大势 分 析。在 官 渡 之 战 后，诸 豪 强 经 过 混

战和吞并，只剩下 曹 操、孙 权、刘 表 和 刘 璋 几 个 主 要 的

割据势力。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挟天子以令诸

侯”的曹操，占据全国十三州中冀、幽、并、青、兖、徐、豫

等州，基本上统一了黄河流域，成为当时北方最强大的

势力，“此不可与 争 锋”；第 二 种 是 孙 权 称 霸 江 东，又 有

长江天险作为屏障，国 势 巩 固，“此 可 以 为 援 而 不 可 图

也”；第三种是 荆 州 的 刘 表 和 益 州 的 刘 璋。荆、益 二 州

虽民殷国富，地理重要，但其主刘表、刘璋“暗弱”，守境

自保，无所作为而“不 能 守”，正 可 取 而 代 之，作 为 建 立

霸业的基地。

２．刘蜀建立霸业的蓝图。即先“跨有荆、益”二州，

有自己的基地之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稳固后方。
同时要“结好孙权”，获得可靠的同盟者，从而形成鼎足

之势，三分天下。

３．刘蜀复兴 汉 室 的 政 治 目 标。一 旦 时 机 成 熟，则

出师荆益，收复中原，完成复兴汉室的大业。
历史的合力决定了历史的进程。历史虽然没有完

全按照《隆中对》的蓝图实现，但却成为罗贯中构建《三

国演义》叙事框 架 的 视 野 焦 点。必 然 以 此 作 为 审 美 创

造需要的准则，倾注着创造者的情感，灌注着创造者的

历史积淀 和 文 化 意 识，体 现 着 创 造 者 赋 予 的“意 义”。

也就是以再现刘蜀建立霸业的过程为《三国演义》叙事

的重心，这 正 是 三 国 鼎 足 的 确 立 和 形 成 的 历 史 时 期。

其视野即所感知的 时 空 关 系，瞬 间 的 历 史 可 以 铺 张 在

广阔的艺术空间，数 年 历 史 跨 度 也 可 以 在 一 个 瞬 间 的

叙事中完成，完全打破客观历史时间的均匀性，而不必

拘泥于历史的现实时空。历史的现实时空虽然为叙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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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提供了创造的 基 础，但 审 美 创 造 的 需 要 却 发 挥 着

叙事主体作 用，直 接 地 改 变 着 历 史 的 现 实 时 空。第１
回桃园结义至第１０４回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共计５１年

历史，竟用了１０４个 章 回。诸 葛 亮 死 后 的４６年 历 史，

则只有１６个 章 回。如 果 以 诸 葛 亮 在 三 国 政 治、军 事、
外交斗争中生 活 的２７年 为 限，即 第３７—１０４回，那 么

小说就描写了６８个章回，占全书一半以上。以刘蜀集

团的典型 人 物 和 历 史 事 件 为 绾 结 全 书 的 叙 事 单 元 就

有：三顾 茅 庐、刘 备 转 战、赤 壁 大 战、三 气 周 瑜、刘 备 取

川、争夺 汉 中、关 羽 之 死、夷 陵 之 战、七 擒 孟 获、六 出 祁

山、九伐中 原，几 乎 涵 盖 了《三 国 演 义》的 绝 大 部 分 内

容。其实，历史上的魏、蜀、吴三国之中，蜀国是最弱的

一个。据《三 国 志》对 三 国 史 事 的 记 载，《魏 志》５０卷，
《吴志》２０卷，《蜀 志》只 有１５卷，不 及《魏 志》三 分 之

一。而在《三国演 义》的 叙 事 结 构 的 时 空 关 系 中，蜀 汉

则占据了中心地 位，是 被 强 化 了 的 对 象，其 次 是 曹 魏，

再次是孙吴。可见，小 说 家 在《三 国 演 义》叙 事 结 构 时

空关系的强化上，主 要 是 体 现 在 三 足 鼎 立 的 形 成 和 发

展这一历史进程和与其同步形成的曹、刘、孙三个高能

政治军事集团 上，而 且 特 别 是 以 刘 蜀 集 团 为 重 心。从

这个视角审视，无疑 周 瑜 这 个 历 史 人 物 必 然 受 到 整 部

《三国演义》叙事结 构 的 制 约，从 宏 观 上 就 表 现 出 来 叙

事的时空差。赤壁 之 战 前，重 心 是 描 写 从 董 卓 之 乱 到

官渡之战形成三足鼎立的前提，因此，鼎足之一的孙吴

扩展、巩固、占 据 江 东 是 略 写，当 然 周 瑜 也 是 略 写。赤

壁之战是三国鼎足 过 程 的 艺 术 特 写，周 瑜 作 为 指 挥 赤

壁之战的统帅，虽然是重点刻画对象，但为了烘托诸葛

亮，对周瑜也作了相应的“变异”，使得周瑜形象和历史

原貌不尽相同。
（三）《三国演义》叙事框架下赤壁之战前的周瑜形象

罗贯中用简略 的 笔 墨 记 述 孙 吴 已 历 三 世，周 瑜 追

随孙策，视同兄弟，为 开 创 江 东 立 下 了 汗 马 功 劳；辅 佐

孙权，成为肱股之臣，扼守军事。周瑜受到东吴君主如

此赤诚相待，并 为 他 提 供 了 叱 咤 风 云 的 广 阔 天 地。可

以说，《三国演义》赤 壁 之 战 前 的 周 瑜 的 形 象 与 历 史 人

物切近。

１．周瑜追随孙策

《三国演义》描写公元１９５年孙策召周瑜共创江东

大业，破横江、进 曲 阿、守 丹 阳、占 皖 城，当 时 才２４岁，
人皆呼周郎。这段历史记述周瑜与孙吴事业的起因和

过程，比较简略，也与史册记载基本相吻合。第十五回

描写：“行至 历 阳，正 行 之 次，见 一 彪 军 到。当 先 一 人，

见策下马。策视 之，其 人 面 如 美 玉，唇 如 点 朱，姿 质 风

流，仪容秀 丽。胸 藏 纬 地 经 天 之 术，腹 隐 安 邦 定 国 之

谋，乃庐江舒城人，姓周，名瑜，字公瑾。汉太尉周景之

孙，洛阳令周异之子。初，孙坚讨董卓之时，移家舒城，

瑜与孙策同年，结为昆仲。瑜小策两月，以兄事之。策

住瑜道南大宅，策 与 瑜 升 堂 拜 母，有 通 家 之 好，如 此 至

交甚厚。瑜叔周尚为丹阳太守，因往省亲，到此与策相

见，以诉衷情。瑜曰：‘某愿施犬马之力，共图大事。’策

曰：‘吾得公瑾，大事谐矣！’”
这段历史取自《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人也。从祖父景，景子

忠，皆 为 汉 太 尉。父 异，洛 阳 令。瑜 长 壮 有 姿

貌。初，孙坚兴义兵讨董卓，徙家于舒。坚子策

与瑜同年，独 相 友 善，瑜 推 道 南 大 宅 以 舍 策，升

堂拜母，有无通共。瑜从父尚为丹杨太守，瑜往

省之。会策将东 渡，到 历 阳，驰 书 报 瑜，瑜 将 兵

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谐也。”

２．周瑜辅佐孙权

在《三国演 义》中 有 详 尽 的 叙 事。孙 策 刚 刚 死 去，
孙权继兄业掌 大 权，便 想 大 有 作 为。虽 因 得 天 独 厚 地

占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但如何策守父兄之业，
孙权向周 瑜 请 教。周 瑜 说：“自 古‘得 人 者 昌，失 人 者

亡’。为今之计，须 求 高 明 远 见 之 人 为 辅，然 后 江 东 可

定也。”周瑜向孙权推荐了鲁肃，鲁肃向孙 权 推 荐 诸 葛

谨，张紘又推 荐 了 顾 雍。以 后“连 年 以 来，你 我 相 荐”，
文得阚泽、严峻、薛琮、程秉、朱桓、张温、骆统、吾粲等；

武得吕蒙、陆 逊、徐 盛、潘 璋、丁 奉 等。早 在 其 父 孙 坚

时，就有 程 普、黄 盖、韩 当、祖 茂 四 将 英 名 令 人 瞩 目；到

了孙策时，有周瑜、张 昭 的 辅 佐，又 添 了 一 批 虎 将 如 蒋

钦、周泰、陈武、太 史 慈、凌 统 等。孙 权 招 揽 贤 才，知 人

善任，深得 民 心。一 时 人 才 荟 萃，文 武 咸 集，“共 相 辅

佐，由此江东称得人之盛”。

第二十九回：“时孙权既掌江东大事，尚恍惚未安。
人报中护军 周 瑜 自 己 提 兵 回 吴。权 曰：‘公 瑾 已 回，吾

无忧矣。’却说 周 瑜 守 御 巴 丘。听 知 孙 策 中 箭，因 此 回

来。将至吴郡，听得策亡，星夜来奔丧。哭拜于灵柩之

前。吴太夫人出，以遗嘱之言尽告周瑜，瑜曰：‘瑜岂敢

当托付之重任哉！’吴太夫人曰：‘江东之事，全仗公瑾，

愿无忘伯符之言，则 孙 氏 举 族 荷 载 矣！’周 瑜 拜 伏 于 地

曰：‘敢不效犬马之力，继之以死乎！’权入，拜谢曰：‘权

愿不 忘 先 兄 之 言，明 公 训 诲。’瑜 顿 首 曰：‘某 以 肝 脑 涂

地，以报相知之恩。’权曰：‘今承父兄之业，将何策以守

之？’瑜曰：‘方今英雄并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须得

高明远见之士，以佐将军，江东自定也。’权曰：‘先兄有

言：内事委托子布，外事皆赖公瑾为之。’瑜曰：‘子布贤

达之士，将军当以师礼待之。瑜驽钝不才，恐负倚托之

重，愿荐一人以辅将军。’权问是谁，瑜曰：‘此人胸怀韬

略，腹隐机谋。生 而 丧 父，奉 母 至 孝。其 家 极 富，大 散

资财，以济贫 乏。瑜 为 居 巢 长 之 时，将 数 百 人 经 过，因

无粮食，往求 稍 助。其 家 有 两 囷 谷 米，各 三 千 斛，见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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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即指一囷与 之。平 生 好 击 剑、骑 射，寓 居 曲 阿。祖

母亡，还葬东城。其友刘子扬数次请往巢湖就郑宝处，

此人未去。将军 可 速 召 之。’乃 淮 东 城 人 也。姓 鲁，名

肃，字子敬。权遂教周瑜请之。

瑜奉命亲往，肃接着共坐。肃问其故，瑜将孙权相

待之意 白 之。肃 曰：‘刘 子 扬 曾 召 吾 往 巢 湖，某 欲 就

之。’瑜曰：‘昔马 援 对 光 武 云：当 今 之 世，非 但 君 择 臣，
臣亦择君。今 吾 主 人 孙 将 军 亲 贤 贵 士，纳 奇 录 异。且

吾闻先哲秘论，承天运代刘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
当其历数，终成帝 基，以 协 天 时，是 烈 士 攀 龙 附 凤 驰 骛

之秋。吾方达此，足 下 不 须 以 子 扬 之 言 介 意 也。’肃 从

其言，遂同周瑜来见孙权。”

这段历史散见在诸多史书上，如《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周瑜自巴丘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

张昭共掌众事。时 策 虽 有 会 稽、吴 郡、丹 杨、豫

章、庐江、庐陵，然 深 险 之 地，犹 未 尽 从，流 寓 之

士，皆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张昭、
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遂委心而服事焉。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

初，瑜 见 友 于 孙 策，太 夫 人 又 使 权 以 兄 奉

之。是时权位为 将 军，诸 将、宾 客 为 礼 尚 简，而

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

３．拒曹送质子

《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描写，建安七年，曹操趁灭

掉袁绍之声威，下 令 孙 权 送 质 子 到 许 昌。孙 权 既 慑 于

曹操的兵势，又怕 受 到 曹 操 的 挟 制，犹 豫 不 决，于 是 请

张昭、周瑜面议。张昭拿不定主意，而周瑜以过人的胆

识，斩 钉 截 铁 地 回 答：“将 军 承 父 兄 遗 业，兼 六 郡 之 众，

兵精粮足，将 士 用 命，有 何 逼 迫 而 欲 送 质 于 人？ 质 一

入，不得 不 与 曹 氏 连 和；彼 有 命 召，不 得 不 往；如 此，则

见制于人也。不如勿遣，徐观其变，别以良策御之。”周

瑜从战略的角度分 析 了 送 质 子 的 利 弊，从 而 保 持 了 东

吴在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地位。
《三国志·周瑜》注引《江表传》曰：

曹公新破袁绍，兵 威 日 盛，建 安 七 年，下 书

责权质任子。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

不能决，权意 不 欲 遣 质，乃 独 将 瑜 诣 母 前 定 议，
瑜曰：“昔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不满百里之地，

继嗣贤能，广土开境，立基于郢，遂据荆扬，至于

南海，传 业 延 祚，九 百 余 年。今 将 军 承 父 兄 余

资，兼六郡 之 众，兵 精 粮 多，将 士 用 命，铸 山 为

铜，煮海为盐，境 内 富 饶，人 不 思 乱，泛 舟 举 帆，

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

送质？质 一 人，不 得 不 与 曹 氏 相 首 尾，与 相 首

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

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

孤同哉？不如 勿 遣，徐 观 其 变。若 曹 氏 能 率 义

以正天下，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兵犹火

也，不戢将自 焚。将 军 韬 勇 抗 威，以 待 天 命，何

送质之有！”权母曰：“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

同年，小一月 耳，我 视 之 如 子 也，汝 其 兄 事 之。”
遂不送质。

以上选择以赤壁之战前的典型史实，对照了《三国

演义》和史书的记载，可以说周瑜的形象与历史人物切

近。
二、历史人 物 周 瑜 形 象 在《三 国 演 义》中 发 生“变

异”始自赤壁大战

“赤壁大 战”（４３—５０回）用 最 详 尽 的 笔 墨 刻 画 了

周瑜的战略意识、统 帅 才 能、军 事 指 挥，也 暴 露 了 狭 隘

的心理因素。历史人物周瑜形象在《三国演义》中发生

“变异”始自赤壁大战。
（一）历史人物周瑜的形象在《三国演义》的“变形”，

是从描写周瑜心胸狭窄、意气用事开始表现出来的

《三国演义》根据《三国志》《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的叙事结构线索，虚 构 出 了 重 要 的 情 节：舌 战 群 儒，智

激周瑜，劝说孙 权。这 些 在 历 史 框 架 基 础 上 的 情 节 的

一个重大重构，就是 把 诸 葛 亮 放 到 了 历 史 大 变 革 的 舞

台的中心位置，塑造 了 一 位 封 建 地 主 阶 级 超 群 的 政 治

家。诸葛亮以高屋建瓴的气魄，洞悉一切的远见卓识，
谙熟斗争艺术的 才 能，机 敏 多 变 的 智 力，去 扭 转 危 局，

实现孙刘联合，与 曹 操 决 一 雌 雄。围 绕 着 战 还 是 降 这

场争论的展开，诸葛亮不仅善于捕捉主要矛盾，打开缺

口，而且善 于 具 体 人 具 体 对 待，促 其 向 有 利 的 一 方 转

化。孙权能否下定 决 心，很 大 程 度 上 还 取 决 于 周 瑜 的

态度。因而，诸葛亮抓住周瑜性格素质的弱点，不善自

制，容易冲 动，意 气 用 事，演 化 出 一 场“诸 葛 亮 智 激 周

瑜”的喜剧。毛 宗 岗 在 第５７回 批 道：“周 瑜 年 少，经 怒

不起，盖其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明耳。”诸葛亮只是利

用了周瑜这一 弱 点，并 没 有 加 害 他。倘 若 有 人 蓄 意 谋

害，不难想象，轻则被贬，重则连脑袋也保不住。

从“赤壁大战”至“争夺汉中”是《三国演义》叙事艺

术的高峰，描写 了 三 足 鼎 立 的 历 史 形 成 过 程。赤 壁 大

战，孙刘联盟，共 抗 曹 操，这 是 当 时 的 主 要 矛 盾。从 孙

吴一方来说鼎力维 护 孙 刘 联 盟，共 抗 曹 操 这 一 决 策 的

代表性人物只有两人，一是鲁肃，一是周瑜。而且作为

军事统帅的周瑜 对 孙 权 的 决 策 影 响 更 大。对 此《三 国

演义》描写了一系 列 脍 炙 人 口 的 故 事，如 周 瑜 主 战，劝

说孙权，团 结 老 将，蒋 干 盗 书，草 船 借 箭，苦 肉 计，连 环

计等。从而塑造了一位青年统帅的形象，刚毅果断，明

智审慎，气度博大；运筹帷幄，雄才大略，但在对待同盟

军的军师诸葛亮的才高于己时，又表现出心胸狭小，嫉

能害才。如 周 瑜 与 诸 葛 亮 智 斗，虚 构 出 一 场“草 船 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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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
《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蒋干中计后，周瑜心中十

分得意，便派鲁肃去诸葛亮处，“试以言挑之，看他知也

不知”。诸葛亮没等鲁肃发话试探，先以贺喜为由说破

此事，弄得鲁肃“开口不得，把些言语支吾了半晌”。鲁

肃回去以后，实说了此事，周瑜大惊，决意杀掉诸葛亮。

鲁肃劝说：“‘若杀孔明，却被曹操笑也。’瑜曰：‘吾自有

公道斩之，教 他 死 而 无 怨。’肃 曰：‘何 以 公 道 斩 之？’瑜

曰：‘子敬休问，来 日 便 见。’”这 里 描 写 的 鲁 肃，确 实 有

点“愚”，他不但把握不了周瑜的巧妙算机，也测不透诸

葛亮的高深城 府。等 到 鲁 肃 私 自 调 拨 船 只、士 兵 与 诸

葛亮后，“至 第 三 日 四 更 时 分，孔 明 密 请 鲁 肃 到 船 中。

肃问曰：‘公召我何意？’孔明曰：‘特请子敬同往取箭。’
肃曰：‘何处去取？’孔明曰：‘子敬休问，前去便见。’”周

瑜一个“休问”，诸 葛 亮 一 个“休 问”，却 都 瞒 着 鲁 肃，等

到这些机谋被说破，“肃方才省悟”。鲁肃忠心事吴，但

卓识远见，弘毅宽厚，忍辱负重，不忍周瑜加害诸葛亮，
常常在关键时刻暗 中 保 护 诸 葛 亮，使 得 周 瑜 杀 害 诸 葛

亮的阴谋未能得逞。由 于 鲁 肃 有 宽 宏 的 风 度 和 气 量，
往往起到人际关系调节的作用，避免了周瑜急功近利，

从根本上讲，是有利 于 孙 吴 政 权 的 巩 固，真 可 谓“大 智

若愚”。孙刘联盟的成功，赤壁大战，曹操惨败，孙刘的

势力增强，出现了天下三分的雏形和趋势。
（二）周瑜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始终与维护孙吴的

基业连在一起，成为其性格之中的个性特征

曹操统一北方，虎 视 江 南，而 孙 权、刘 备 的 人 才 实

力虽然都无法单独 和 曹 操 相 匹 敌，但 他 们 各 自 也 已 形

成一个引人注 目 的 势 力。孙、刘 在 赤 壁 之 战 虽 然 联 合

起来了，但之间的 矛 盾 时 而 急 剧，时 而 缓 和，构 成 了 荆

州之争，可以说是三国时代最大的历史事件，也是三国

鼎立的形成 和 发 展 的 核 心。谋 取 荆 州，“思 有 桓、文 之

功”是孙吴集团的既定方针。孙权继位，便“思为恒、文

之事”，鲁肃对策：
为将军计，惟 有 鼎 足 江 东，以 观 天 下 之 衅。

今乘北方多 务，剿 除 黄 祖，进 伐 刘 表，竟 长 江 所

极而据守之；然 后 建 号 帝 王，以 图 天 下：此 高 祖

之业也。
鲁肃向孙权提出了《吴 中 对 策》，分 为 近 期 和 远 期

目标。近期 所 谓“剿 除 黄 祖，进 伐 刘 表，”便 是 谋 取 荆

州。后来甘宁为孙 权 献 策，将 近 期 目 标 作 了 更 具 体 的

分析：
今汉祚日危，曹操终必篡窃。南荆之地，操

所必争也。刘表无远虑，其子又愚劣，不能承业

传基，明公宜 早 图 之；若 迟，则 操 先 图 之 矣。今

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迈，务于货利；侵求吏

民，人心皆怨；战 具 不 修，军 无 法 律。明 公 若 往

攻之，其势必 破。既 破 祖 军，鼓 行 而 西，据 楚 关

而图巴、蜀，霸业可定也。

孙权高兴地称道：“此金石之论也！”
三国时期的荆 州，北 部 抵 南 阳 郡，南 部 跨 广 东，中

部包括湖北、湖 南 省 的 大 部。辖 长 江，贯 湘 水，资 源 丰

富，人口密 集，经 济 发 达，是 兵 源 和 粮 源 的 重 要 地 区。

地理位置决定其为 三 国 争 雄 的 战 略 要 地，对 于 刘 备 来

说，“隆中决策”战略目标：“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益州

建基业，以 成 鼎 足 之 势，然 后 可 图 中 原 也。”对 孙 权 来

说，先据荆 州，后 图 巴 蜀，才 能 划 江 而 治，然 后 霸 业 可

成。对曹操来说，进占荆州，方可一统天下。荆州在三

方力量的作用下，相动相克，所有的“人谋”都在相动相

克上用尽心机。荆州之争《三国演义》是一个中心历史

事件，整整五十个章回，都运行在“荆州之争”这条结构

线索上，三国最杰出的人才都主动地或被动地卷入“荆

州之争”的历史旋涡中，他们或制造、或引发、或推动而

产生的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都是“荆州之争”相动相克

的具体体现。赤 壁 之 战 后，曹、刘、孙 三 家 共 同 分 战 荆

州，曹操占据襄阳以北的南郡、江夏郡的一部分和南阳

郡；孙权占领南郡和江夏郡的另一部分；刘备占据长江

以南的武陵、长沙、零陵和桂阳。荆州三分是三国鼎立

的局面形成的缩影，从 第 三 十 五 回 至 第 五 十 三 回 的 情

节都是这一时期形象的写照。但共同分占荆州的局面

只是暂时的，各方都处心积虑地想独霸，因而争夺是不

可避免的。从赤壁 大 战 之 初，诸 葛 亮 看 清 了 周 瑜 心 胸

狭窄这一弱点，采取“智激周瑜”的方法，就是罗贯中塑

造周瑜性格 变 形 的 开 始，随 着 情 节 的 渐 进，曹 操 败 北

后，孙、刘争夺荆州的拉锯战开始了。孙权对于荆州是

朝思暮想，势 在 必 夺；刘 备 以 柔 克 刚，赖 着 不 还。孙 刘

之间，明争暗 斗，时 紧 时 松。周 瑜 为 夺 取 荆 州，处 心 积

虑地施展计谋，急 功 近 利，气 急 败 坏，而 使 他 的 性 格 弱

点越来越突出。周瑜的智谋，总能让诸葛亮看透；他的

计谋，又总能被 诸 葛 亮 化 解。周 瑜 与 诸 葛 亮 两 个 杰 出

的人才，在对比中不仅展示各自的风采，而且衬托诸葛

亮是一位更加智慧的典型。如果说在“赤壁大战”那个

结构单元中，这种对比还是点缀或侧面烘托的话，那么

在“三气周瑜”这一结构单元中，则完全是正面对比。
（三）“三气周 瑜”是 小 说 的 典 型 化，也 是 历 史 人 物

周瑜“变异”的定型

《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写“一气周瑜”。

当曹操赤壁败 北 的 尘 埃 未 落，刘 备 就 顾 不 得 孙 刘

联盟的大局，与 东 吴 抢 夺 南 郡。周 瑜 和 鲁 肃 一 道 来 告

之刘备，东吴取南郡“已 在 掌 中”。刘 备 笑 曰：“胜 负 不

可预定。曹操临 归，令 曹 仁 守 南 郡 等 处，必 有 奇 计；更

兼曹仁勇不可当；但 恐 都 督 不 能 取 耳。”俨 然 以 一 副 霸

主的姿态告诫 周 瑜，微 笑 中 含 有 不 以 为 然 的 神 色。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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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心骄气盛，被刘备略微一激，马上就回答：“吾若取不

得，那时任从公取。”刘备抓住周瑜一时语失，立即认真

敲定说：“子敬、孔明在此为证，都督休悔。”诸葛亮又附

和着应付了 周 瑜。待 周 瑜、鲁 肃 走 后，刘 备 问 诸 葛 亮：
“却才先生教备如此回答，虽一时说了，展转寻思，于理

未然。我今孤穷 一 身，无 置 足 之 地，欲 得 南 郡，权 且 容

身；若先教周瑜 取 了，城 池 已 属 东 吴 矣，却 如 何 得 住？”
一语泄露天机。刘 备 一 心 想 得 南 郡，而 表 面 上 却 做 出

宽容大度的样子。“一 气 周 瑜”，周 瑜 万 万 没 有 料 到 他

好不容易打败 曹 仁，满 以 为 南 郡 到 手 了。想 不 到 诸 葛

亮派赵云捷足先登，夺得城池。
“二气周瑜”是在周 瑜 出 谋，让 孙 权 的 妹 子 嫁 给 刘

备，借机扣住 人 质，交 换 荆 州，结 果 弄 假 成 真。俗 话 说

得好：“周 瑜 妙 计 安 天 下，赔 了 夫 人 又 折 兵。”孙 权 嫁 妹

弄巧成拙后，又一 反 常 态，表 奏 刘 备 为 荆 州 牧，妄 想 挑

起曹操与刘备的矛盾，渔人得利。孙权的这套把戏，被

曹操识破，并把这个“球”又踢了回来，借表奏周瑜为南

郡太守，引起孙权和刘备的厮杀。周瑜战略眼光浅近，

只顾孙吴利益，发兵“假途伐虢”，欲取荆州。在周瑜一

心想索取荆州，步 步 紧 逼 的 情 况 下，诸 葛 亮 施 计，使 周

瑜的举措每每落 空。不 料，“三 气 周 瑜”的 结 果，周 瑜

竟被气死。小 说 描 写 周 瑜 病 重 在 巴 丘，做 临 终 遗 嘱，
“言讫，昏绝。徐 徐 又 醒，仰 天 长 叹 曰：‘既 生 瑜，何 生

亮！’连叫数声而亡”。有诗曰：“卧龙南阳睡未醒，又添

列曜下舒城。苍天既已生公瑾，尘世何须出孔明！”“既

生瑜，还生亮。”都是小说家虚构的，虽然给人气量狭小

的印象，但毕竟还没 有“把 这 位 出 则 随‘大 帝 誓 师 江 水

绿，’入则有‘小乔卸甲脱妆红’的人物丑化。……这个

人，对孙氏忠，对朋友直、谅，划策有艳招，风头足，名声

好，立动太骤，加上人漂亮，夫人更是美人……，那些碌

碌之辈，自惭形秽之流，难免不生嫉妒心。就是当时的

友方刘备，敌人如曹操，也说过中伤周瑜的话”［２］。
“三气周瑜”，即《三国演义》第五十一—五十七回，

这一叙事单元完全 是 陪 衬 诸 葛 亮 的 雄 才 大 略，而 且 同

历史人物形象发生了变异也主要在这个时空阶段。刘

备趁着曹操赤壁败北，便抢占了荆州，作为自己安身立

命的基业，与孙 权 集 团 产 生 一 系 列 冲 突。小 说 情 节 集

中为“抢荆州”、“借 荆 州”、“讨 荆 州”，以 及 孙 刘 交 恶 以

后发生的“失荆州”几 个 过 程，围 绕 荆 州 的 争 夺 而 牵 涉

着曹、刘、孙三方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典型人物周瑜

和诸葛亮在荆州之争上，表现出他们之间智慧、胸怀和

目光的高低深浅，但周瑜个人气质不是孤立的出现，而

一直裹挟 在 孙 刘 争 夺 这 条 叙 事 线 索 上。对 于 刘 蜀 来

说，在荆州问题上扯皮，是刘蜀集团的利益和智慧的结

晶，外交的成功。对于孙吴来说，周瑜在荆州问题上维

护了孙权集团的利 益 的 狭 隘 做 法，客 观 上 有 损 孙 刘 联

盟的大局。

周瑜之死引起东吴将领对诸葛亮的仇视。为了维

护孙刘联盟的大局，诸葛亮冒杀身之险，亲自到东吴吊

孝。悼词中颂扬 了 周 瑜 的 人 品、才 干、风 度 和 功 业，悲

痛“从此天下，更无知音”。祭毕“伏地大哭，泪如涌泉，
哀恸不已。众将 相 谓 曰：‘人 尽 道 公 瑾 与 孔 明 不 睦，今

观其祭奠之情，人皆虚言也。’鲁肃见孔明如此悲切，亦

为感 伤，自 思 曰：‘孔 明 自 是 多 情，乃 公 瑾 量 窄，自 取 死

耳。’”（第５７回）孔 明 吊 孝，避 免 了 因 周 瑜 之 死 而 导 致

孙刘联盟破裂的 危 险。这“三 气”一 次 比 一 次 递 进，一

次又一次 失 败，总 是 着 鞭 在 后，弄 巧 成 拙，形 成 对 比。
用他 切 身 的 体 会 则 是：“既 生 瑜，何 生 亮！”把 两 位 杰 出

的人才放在沧海横流的时代，用对比的方式，显示出周

瑜的弱点：器量狭小，容易冲动，感情用事，衬托出诸葛

亮的大气大度，稳健谨慎，不动声色。既联合又斗争的

艺术，就是力求以外交的手段来谋取有利的转机，避免

孙权和刘备两大集团大 规 模 的 军 事 冲 突。自 公 元２１０
年周瑜死后，孙刘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稳定，这是三足鼎

立能够向前发展的关键。
无论周瑜，还是诸葛亮哪一个天才，都不能改变历

史的进程。从小说 描 写 来 分 析，周 瑜 之 死 在 客 观 上 对

孙刘联盟还带来好处。假如周瑜不死，孙、刘两家过早

地火并，必然造成曹 操 的 卷 土 重 来，那 么“铜 雀 春 深 锁

二乔”也未可知。周瑜死后，在鲁肃与诸葛亮的共同努

力下，孙、刘联盟出 现 了 稳 定 的 局 面，这 是 三 足 鼎 立 的

局面向前发展 的 平 稳 时 期。至 于 周 瑜 为 东 吴 着 想，想

方设法为东吴 讨 回 荆 州，实 现 一 统 江 南 的 大 业。诸 葛

亮为刘蜀尽力，千 方 百 计 保 住 荆 州，借 此 为 基 本，发 展

西川，实践“隆中 路 线”。这 些 不 同 政 治 集 团 的 代 表 人

物的思想和行动，都 是 每 一 个 政 治 势 力 各 自 的 战 略 意

图，各自的意志。但 历 史 的 进 程 却 不 是 以 某 个 领 袖 或

阶级代表的意志为 转 移 的，由 于 不 同 政 治 势 力 的 意 志

之间的相互 制 约，都 对 历 史 的 进 程 有 所 牵 制，有 所 贡

献，从而形成一个历史合力，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三气周瑜”“整个单元着重表现智者之间的较量，

这是盟友之间在一 定 限 度 内 的 矛 盾，与 誓 不 两 立 的 敌

对双方血腥厮杀大 不 相 同，所 以 作 者 在 多 数 场 合 都 以

轻松的笔调展开描写。如 写 鲁 肃 几 度 与 诸 葛 亮 交 涉，

颇有令人捧卷欲笑之妙……‘二气’时诸葛亮命军士高

喊‘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三气’时刘备

军大叫‘活捉周瑜’，也都带有调侃的意味。这种格调，
不仅与这一单元的 内 容 合 拍，而 且 夹 在 赤 壁 之 战 与 渭

南之战之间，也使全书的风格富有变化。”［３－４］

三、《三国演义》周瑜 形 象 塑 造 的 成 功 折 射 出 传 统

文化的巨大内蕴

历史上的周瑜在《三 国 演 义》“变 异”中，塑 造 成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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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典型。

文学经典理论告诉我们：能够成为典型，必须准确

寻找所谓对人物个 性、对 事 件 本 质 起 界 定 作 用 的 历 史

事实，这就是“历史 真 实”与“艺 术 真 实”的 切 点。只 有

把握这个 切 点，才 能 为 艺 术 真 实 的 核 心 问 题“艺 术 虚

构”定位。虚构的性质和功能是多层面的，而历史题材

的作品的“艺 术 虚 构”永 远 不 能 离 开“艺 术 真 实”的 磁

场，由此规定了 它 的 性 质。它 一 头 牵 着 历 史 人 物 鲜 明

的个性，一头又蕴含着社会的普遍性。是人物性格、典

型的社会 环 境 和 真 实 的 细 节 相 融 合 所 塑 造 的 艺 术 形

象。周瑜的心胸狭窄、嫉贤妒能这一个性特征，始终与

维护孙吴的大业连 在 一 起，与 孙 吴 夺 取 战 略 要 地 荆 州

裹挟在一起。这是《三 国 演 义》中 周 瑜 形 象 虚 构 的“历

史真实”的基点。围绕这个基点所折射历史意蕴，凝缩

了千百年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内 涵。正 是 如 此，《三 国 演

义》里的周瑜才流芳千古，家喻户晓，脍炙人口。

我们知道，中国 古 代 文 化 的 总 体 流 向 决 定 了 封 建

知识分子精神上 热 衷 政 治，以 见 遇 于 君、见 荣 于 世，为

终身追求之鹄的。他们往往本着“士为知己者而死”的

信念，效命于英主，正如晋朝李兴在《祭诸葛丞相文》中

所说：“夫有知己之主，则有竭命之良。”因此，人主和智

囊人物的关系，就决定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

君与臣之间的 关 系 一 直 是 封 建 政 治 的 重 要 内 容。
君主对权臣的依重，往 往 取 决 于 权 臣 是 否 能 代 表 君 主

的意志，是否是 君 主 意 志 的 执 行 者。周 瑜 和 张 昭 都 是

顾命大臣，为什么张昭逐渐在孙权的心目中失重，而周

瑜愈加得到孙权的 依 重，其 根 本 原 因 是 周 瑜 体 现 了 孙

权的君主意志，对孙 吴 政 权 的 稳 固 和 发 展 发 挥 了 不 可

替代的作用。如 为 孙 策 复 仇，征 伐 黄 祖，孙 权“命 周 瑜

为大都督，总 水 陆 军 兵”。这 次 战 役 大 获 全 胜，击 杀 黄

祖，夺得江夏，为图 谋 荆 州 打 开 了 道 路，从 此 使 孙 权 独

霸江东，威振天下。战赤壁，三分天下是周瑜最光辉的

业绩，也是他指挥的著名的一次大战，从此使气焰嚣张

的曹操再也不敢窥视长江以南。这年周瑜才３３岁，却

已充分显示了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军事上的雄才大略。
如果进一步分析《三国演义》中周瑜性格素质的弱

点，心胸 狭 窄，不 善 自 制，容 易 冲 动，意 气 用 事，那 么 我

们就会发现这些弱 点 在 复 杂 的 社 会 人 际 关 系 中，易 被

他人所利用、所谋算。诸葛亮就看清了周瑜这一弱点，
遂利用了，于是智激周瑜、三气周瑜。所以毛宗岗在第

５７回批道：“周瑜年少，经 怒 不 起，盖 其 读 书、养 气 之 学

不及孔明 耳。”倘 若 有 人 蓄 意 谋 害，不 难 想 象，轻 则 被

贬，重则连脑袋 也 保 不 住。这 也 说 明 青 年 时 代 的 孙 权

知人善任有过人之处，在三国英主之中实无出其右者。
孙权与周瑜相 识 到 周 瑜 英 年 而 逝，相 交 整 整 十 年

（２００—２１０）。孙 权 是１９岁 至２９岁，周 瑜２５岁 至３５

岁。此时正是 孙 权 继 承 父 兄 基 业，锐 意 进 取，开 疆 拓

土；政治开明，善于听取各种意见；重视人才，敢于破格

擢用人才之时。也就是说东吴君主与周瑜建立起肝胆

相照、生死不移的关系都处于青年时代，无论当时历史

客观条件，还是年轻 人 的 性 格 特 点 都 有 利 于 这 种 关 系

的维护。正是由于周瑜 受 到 东 吴 君 主 如 此 赤 诚 相 待，

并为他提供了叱咤 风 云 的 广 阔 天 地，所 以 他 才 能 在 短

暂的一生中，为东 吴 建 树 丰 功 伟 绩，辅 佐 孙 权，独 立 江

东。正如周瑜在群英会上起舞作歌：“丈夫处世兮立功

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

吟！”表达了封建知识分子热衷政治、渴慕明君、建功立

业，以见遇于君、见荣于世为终身追求之鹄的。与这首

歌相映成辉的是周瑜对蒋干表明心迹的一段对话：“大

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

言必行，计必 从，祸 福 共 之。假 使 苏 秦、张 仪、陆 贾、郦

生复生，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闻其声，

听其言，一位年轻 有 为、志 满 意 得 的 统 帅，活 生 生 地 站

在我们面前，心忠志坚、意气风发，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周瑜和司马懿 都 是 第 一 流 的 智 囊 人 物，而 且 两 人

年龄相仿。周瑜死时年仅３６岁，而司马懿得到曹魏君

主的重用，已进入不惑之年了。早在建安元年（１９６）司

马懿１８岁时，便 随 其 父 兄 投 靠 了 曹 操。他 的 官 职，虽

然也不断迁升，但并未受到重用，可他的谋略和才干却

已显露出超人 之 处。刘 备 进 位 汉 中 王 后，曹 操 十 分 震

怒，发誓要消灭刘备，于是当即传令，尽起倾国之兵，赴

两川与刘备决一 雌 雄。这 时“一 人 出 班 谏 曰：‘大 王 不

可因一时之怒，亲劳车驾远征。臣有一计，不须张弓只

箭，令刘备在蜀自 受 其 祸；待 其 兵 衰 力 尽，只 须 一 将 往

征之，便可成功。’操 视 其 人，乃 司 马 懿 也。操 喜 问 曰：
‘仲达有何高 见？’懿 曰：‘江 东 孙 权，以 妹 嫁 刘 备，而 又

乘间窃取回 去；刘 备 又 据 荆 州 不 还：彼 此 俱 有 切 齿 之

恨。今可差一 舌 辩 之 士，赍 书 往 说 孙 权，使 兴 兵 取 荆

州；刘备必发两 川 之 兵 以 救 荆 州。那 时 大 王 兴 兵 去 取

汉川，令刘备 首 尾 不 能 相 救，势 必 危 矣。”（第７３回）司

马懿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计谋，实质是联吴击蜀，以此

与诸葛亮的联 吴 抗 曹 的 方 针 相 抗 衡。利 用 矛 盾，拉 住

一方，打击一方，保存自己。不然，曹操以倾国之兵，深

入蜀地，后方空虚，若孙刘联合，乘虚而入，曹操也会首

尾难顾，处于两面受敌。所以，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建

议。后来关羽 之 死，蜀 汉 失 荆 州。这 与 司 马 懿 联 吴 击

蜀方针不无关系。此后，司马懿几次进谏奇谋，都被曹

操采纳，实践证明 都 是 正 确 的，但 曹 操 活 着 的 时 候，司

马懿一直没有受到重用。

为什么他 俩 同 时 生 活 在 一 个 沧 海 横 流 的 竞 争 时

代，周瑜年轻 得 志，３０多 岁 已 是 举 世 瞩 目 的 杰 出 的 统

帅，而司马懿却在后 半 生 才 进 入 大 建 功 业 的 黄 金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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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周瑜和司马懿 除 了 各 自 性 格 素 质 不 同 而 外，一 个

重要的原 因 是 人 主 为 他 们 提 供 的 发 挥 才 智 的 机 遇 不

同，施展抱负的 环 境 也 不 同。东 吴 君 主 对 周 瑜 相 知 之

深，倚重之切，在三国智囊人物中是不多见的。周瑜一

投身天下豪强的竞 争 中，就 受 到 真 正 开 创 东 吴 基 业 的

君主孙策的倚重。二人倾心，结为昆仲，孙策喜不自禁

地说：“吾得公 谨，大 事 谐 矣！”可 惜 孙 策 年 仅２６岁，壮

志未酬竟夭 折。他 临 终 嘱 托 孙 权：“倘 内 事 不 决，可 问

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从“临终遗大事，专意嘱周

郎”一事看，周瑜不 但 在 孙 策 的 心 目 中，就 是 在 东 吴 政

治集团中的地 位，也 是 屈 指 可 数 的。孙 权 一 登 上 吴 主

的宝座，便召见周瑜，求教大事。

苏东坡为什么如此艳羡周瑜？还特别点出江南美

女“小乔”嫁给 了 周 瑜。中 国 士 大 夫 的 生 活 情 趣、人 性

欲望往往被建功立 业 所 掩 盖，其 实 在 心 灵 深 处 莫 不 体

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 深 邃 底 蕴。他 们 除 了 热 衷 政 治，

以见遇于君、见荣于世为终身追求之鹄，而外还流露出

人性的欲求，往 往 以 有 娇 妻 美 妾 为 最 大 的 满 足。中 国

的士大夫一向认为：一、年轻有为；二、建功立业；三、娇

妻美妾。这是人生最得意的事情。历史上多少人为此

付出了一生 的 心 血 和 代 价，只 得 其 一 二，很 难 三 全 其

美。周瑜不仅做到了，而且是在短暂的一生中做到了，

如此完美，令多少人可望不可即。

苏词结尾调子转入低沉，“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人 生 如 梦，一 尊 还 酹 江 月”。苏 东 坡 回 到 眼

前的政治现实，被贬黄州的坎坷处境，回想当年他振兴

王朝的祈望和 有 志 报 国 的 壮 怀，感 到 大 相 抵 牾。一 旦

从“故国神游”跌入现实，就不免自笑多情善感，慨叹光

阴虚度，而无奈地归结为以酒浇愁了。苏东坡的感叹，

更反衬周瑜是千古难寻的一个典型。从一般社会现实

而论，韩愈所 说 的“千 里 马 常 有，而 伯 乐 不 常 有。故 虽

有名马，祇辱于奴 隶 人 之 手，骈 死 于 槽 枥 之 间，不 以 千

里称也”，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民谣所揭示的“狡兔死，

走狗烹；飞 鸟 尽，良 弓 藏；敌 国 破，谋 臣 亡”也 是 带 有 普

遍性的历史现 象。因 此，理 想 与 现 实 尖 锐 的 冲 突 在 不

同阶层不同地位人的心理上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

更能引起人们的思考。

周瑜文学形象 的 成 功，靠 的 不 仅 仅 是 流 播 广 泛 的

三国故事、三国戏 剧、三 国 说 唱，更 重 要 的 是 周 瑜 现 象

凝缩了千百年中国 传 统 文 化 的 内 涵，即 官 本 位 的 封 建

社会里人性的欲求 总 是 被 社 会 现 实 所 挤 压，良 臣 贤 将

永远是君权下的统御的工具。这一直是封建社会和政

治的重要内容，乃至 在 现 代 社 会 仍 具 有 不 可 忽 视 的 意

义。人们从政治 学、社 会 学、人 才 学 等 各 个 角 度，都 可

以从周瑜身上读出 有 意 味 的 东 西，正 因 如 此，《三 国 演

义》里的周瑜才流芳千古，家喻户晓，脍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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