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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经典战役研究

之二——赤壁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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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赤壁之战是三国鼎立形成的决定性战役，也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之一。战争以弱小

的孙刘联盟奇胜了强大的曹操集团而宣告结束。对此，《三国演义》用了大量篇章进行渲染，其军事、政治、文学等价值确实

值得今人学习和研究。然而，这场战役在正史《三国志》中却记录得非常粗略。本文以《三国演义》为基础对赤壁之战进行

研究，仅对史实适当点评或简析，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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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研究推测发生时间为公元208年7月至12月

7日)是三国鼎立形成的决定性战役，也是我国历史上以少

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之一。战争以弱小的孙刘联盟

奇胜了强大的曹操集团而宣告结束。

一、历史背景

公元207年，曹操经过8年抗战，终于击败了当时雄踞

河北的袁绍集团，统一了祖国的北方。孙权刚刚从其父兄

手中接过政权，还算太平稳固。刘焉刘璋父子、张鲁张卫

兄弟皆“自守之贼”，马超韩遂因马腾在京城为官不敢轻

举妄动。于是,刘表的荆襄九郡成了众矢之的，必争之地。

郭嘉、诸葛亮、鲁肃等为其主的战略决策中，早已把荆襄之

地进行了规划。同时，诸葛亮、甘宁还断言刘表父子守不

住荆州。于是，赤壁之战就是在荆襄争夺战之后发生的一

场著名战役。

刘表,用易中天教授之言就是“漂亮的草包”，字景升，

“帝室之胄”，鲁恭王之后，当时的“江南八顾”之一。“身长

八尺余，姿貌温伟”，是东汉末年“党锢中人”（受迫害的正

派人士），曾被宦官集团追捕。因此，刘表与袁绍一样，均

是“四有”之人，即“有仪表，有风度，有名气，有成就”。

但是，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不能用，闻善

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另外，“自知才不足以

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用郭嘉之

言:“座谈客耳！”晚年，还搅得二子并残，不得已长子刘

琦“抽梯问计”于诸葛亮，因亮言“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

重耳在外而安”而出任江夏太守。最后，表死时竟受蔡氏

家族左右，立幼子刘琮接班……

二、战前准备

208年正月，曹操在邺城造玄武池练水军作出了军事

上的准备；6月罢免三公，重设丞相和御史大夫职务，自任

丞相独揽大权，杀政敌孔融立威作出了政治上的准备；推

荐马腾带家属来邺城作卫尉，以示安抚作出了外交上的准

备；张辽屯兵长社（今河南长葛），于禁屯兵颖阴（今河南许

昌），乐进屯兵阳翟（今河南禹县），以保证许都安全作出了

战略上的准备。

当曹操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战略上分别精心部

署后，毅然以先灭刘备、刘表夺荆襄为前奏，顺势“饮马长

江”，“会猎于吴”，而发动了“扫平江南”的战争。赤壁之

战就是这场战争中最具代表、最被人们广为流传的经典战

役。

三、战役分析

（一）军事力量

曹军号称83万人马。《三国演义》中记载：许昌带50

万部队发动夺取荆襄九郡战役。其中：曹仁、曹洪为第一

队，张辽、张郃为第二队，夏侯惇、夏侯渊为第三队，于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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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典为第四队，操自领许褚为第五队，各统兵10万欲“扫平

江南”。随后，刘琮不战而降时荆州军有28万归曹指挥（其

中：马军5万，步军15万，水军8万），另大小战船7千余只。

随后，第一队10万人马经过火烧新野、白河水淹、追击当阳

等战役损失最多5万。故演义中赤壁之战的实际部队约73

万。《三国志》中准确记载：曹军参战部队为“十五六万人”。

也就是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周瑜分析的数据曹军不

过“十五六万人”与《三国志》中的记载完全一致。

孙刘联盟部队至少有5万人马。具体组成：一是刘琦

江夏驻军约1万人。二是关羽来汉津登陆接应刘备所带水

军1万人。对此，《三国志·诸葛亮传》有记载：“今战士还者

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三

是孙权派周瑜为大都督，程普为副都督领兵3万人马先行

拒敌。《三国志》中也记载：“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

因此，孙刘联军至少为5万人马。就此，《三国演义》与《三

国志》中的记载基本吻合。

（二）文武配置

类别 孙刘联军 曹操集团

主要文臣 共18人

孙权军
（13人）

鲁肃、顾雍、庞统、诸葛
瑾、虞翻、吕范、步騭、薛
综、陆绩、程秉、张昭、严
畯、阚泽 共20人

自带
（12人）

荀彧、程昱、贾诩、刘晔、徐庶、荀攸、
孔融、蒋干、刘馥、陈矫、郗虑、脂习

刘备军
（5人）

诸葛亮、简雍、孙乾、糜
竺、伊籍

投降
（7人）

刘琮、蒯越、傅巽（xun）、王粲、韩嵩、
邓义、刘先

主要武将 共26人

孙权军
（19人）

周瑜、程普、朱治、黄盖、
凌统、孙匡、甘宁、吕蒙、
董袭、韩当、周泰、陆逊、
潘璋、太史慈、蒋钦、陈
武、
徐盛、丁奉、程咨

共36人

自带
（30人）

曹仁、曹洪、曹纯、乐进、徐晃、满庞、
夏侯惇、夏侯渊、许褚、赵俨、于禁、李
典、张辽、张郃、毛玠、牛金、朱灵、路
昭、吕虔、吕通、冯楷、晏明、淳于导、
臧霸、钟缙、钟绅、马延、张凯、焦触、
张南

刘备军
（7人）

关羽、张飞、赵云、魏延、
刘琦、刘封、糜芳

投降
（6人）

文聘、蔡瑁、张允、蔡（王熏xún）、蔡
中、蔡和

（三）臣僚观点

曹操欲平江南时孔融谏言：刘表、刘备皆汉室宗亲，又

不曾反背朝廷。孙权虎踞江东，更有大江之险，攻取不易。

“今若兴无义之师，损兵折民，大失天下之望。”当曹叱之后

又仰天叹曰：“以不仁征至仁，安有不败乎！”官渡之战他

反对，扫平江南他抵制，加上郗虑乱汇报，曹操则以“不孝”

等莫须有之罪杀其家小立威。

荆州被攻下时，贾诩曾提议：“荆州既得，宜休养生息，

稳定政局，待时机成熟，再战不迟。”

张昭曰：“曹操拥百万之众，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

之不顺。以愚之计，不如纳降为万安之策。”顾雍曰：“刘备

数败，与曹公有仇，权相伐之。江东自来无冤，安有吞并之

意乎？休信孔明之言，免生国家之患。”当时，东吴众谋士

皆同意他们主降之观点。

鲁肃与诸葛亮交谈：“孙将军虎踞江东六郡，兵精粮

足，江东英雄，多归附之。为君计，莫若遣心腹往结东吴，

以图大事”。肃谏权言：“如肃等降累官不失州郡。如将军

降操，位不过诸侯，车不过一乘，骑不过一匹，从不过数人，

岂得南面称孤哉！”

周瑜分析：“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为操之后患，一

也。操舍鞍马，仗舟船，与吴越争衡，二也。又遇隆冬盛寒，

马无料草，三也。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

疾病，四也。”陈“四患”后言：“请得精兵数万人，保为将军

破之。”东吴众武将皆同意肃、瑜主战之观点。

孔明答虞翻：“曹操收袁绍蚁聚之兵，劫刘表乌合之

众，军无纪律，将无谋略，虽数百万，不足惧也。”叱薛综：

“曹操叨食汉禄四百年，不思报本，久有篡逆之心，天下共

恶之”与孙权交流：“曹操之众，远来疲惫；闻近豫州，轻骑

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正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

也。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固兵势

逼耳，非本心也。今将军诚能用武将统兵数万，与刘豫州

同力，破曹军必矣。曹军破，必北还，如此荆州可得，吴地

无患，鼎足之势成矣。”诸葛亮的剖析是孙权决心一战的基

础。

（四）主帅心态

曹赍檄文于东吴：“孤近承帝命，奉词伐罪。旌麾南指，

刘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风归顺。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

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大地，永结盟好。幸

勿观望，速赐回音。”显然，曹操降刘琮占荆襄后十分骄狂

轻敌。

孙权曰：“今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

此天以君授孤也。”遂拔佩剑砍面前奏案一角曰：“如诸将

官吏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并付剑授瑜，“先军三万，卿

与子敬、程普先发。”还言：“卿前军稍不如意，孤当亲与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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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共决胜负。”显然，面对强敌孙权析态势凝人心斗志昂

扬。

刘备派孔明“受命于危难之间”到东吴一去杳无音信

时，便派糜竺去探听虚实，回后说周瑜邀刘备“枉驾来临，

涂慰所望”时，玄德言：“我今结托于东吴，共破曹操，他欲

见吾，吾若不往，非同盟之意也。”显然，刘备与东吴结盟有

远见示诚心同仇敌忾。

四、战役过程

（一）序幕阶段——刘琮请降，当阳鏖战

1.挥鞭南征，刘琮请降。公元208年7月，曹操采纳首

席战略顾问尚书令、侍中荀彧谋士“显出宛、叶而间行轻

进，以掩其不意”的建议，派10大名将50万部队分5路出击，

且自领中路欲“夺取荆襄、扫平江南”。8月，荆州牧刘表病

死（又说被曹操大军来征吓死），次子刘琮在蔡氏家族的支

持下继位（长子刘琦出任江夏太守避祸）。

公元208年9月，曹军先锋曹洪陆续在舞阴、博望等地

大破荆州军，先头部队已达新野（刘备驻地）。在曹军右路

人马攻下章陵郡后，命赵俨为太守，并都督护军，总领张

辽、于禁、张郃、朱灵、李典、冯楷、路昭等7路人马，直逼荆

襄，进占东吴。刘琮接受蒯越、王粲、傅巽、蔡瑁等人建议，

令宋忠潜地主动请降（返回襄阳时碰见关羽）。

2.当阳鏖战，饮马长江。曹军直逼宛城时，刘备才知

道刘琮已降，又惊又气的刘备为避免孤军作战，仅在新野

与曹军先锋部队简单交锋后，弃樊城南逃。至襄阳时，伊

籍、诸葛亮谏以吊表为名夺取襄阳，然备不忍心继续南走，

且派关羽、孙乾率1万水军先行，欲取粮草要地江陵。此时，

荆州士民多投归备，行军速度才日行十几里。简雍劝弃百

姓而走，备以“相随至此，安忍弃之”而未纳，便在当阳县

景山驻扎。夜半曹精兵掩至，与备鏖战。

曹星夜提兵袭江陵时，荆州官员已知襄阳兵败，只得

出城投降。此时，刘备因关羽、刘琦接应投奔夏口（今鄂州

市）。曹还商议恐刘备、孙权联合抵抗，荀攸进言：“可差使

持檄文，请孙权会猎江夏，共擒刘备，合分荆州。”曹纳一

面谴使，一面点马、水军83万，水陆并进，沿江而来，西连荆

陕，东接蕲黄，欲饮马长江，吞刘备，并孙权。

（二）结盟阶段——舌战群儒，智结唇齿

1.鲁肃吊表，舌战群儒。孙权通过三击黄祖，终于报

了杀父之仇，离母之恨，占领了江夏数县，打开了西入荆州

的门户，也伺机吞并荆襄。当听闻曹操南下灭刘备，“吓”

死刘表，夺取荆襄后，及时接受鲁肃的建议以吊表为名，

派鲁肃出使荆州，以探听战争情况。当刘琮投降、刘备南

逃的消息传来后，鲁肃于是北走在江夏与刘备会晤（一说

在当阳），提出了“自结于东吴，以共济世业”的建议。“事

急矣，请奉命而行”，鲁肃的建议与诸葛亮不谋而合。当诸

葛亮在鲁肃的带引下来到柴桑时，权曰：“先教见俺江东英

俊”。于是，就有了精彩绝伦的“舌战群儒”之故事演义。

先后与江东智谋之士张昭、顾雍、虞翻、步骘、薛琮、陆绩、

严畯、程秉等斗智斗法，舌战如流，“滔然如决长河之水”，

让江东俊杰“默然无语，众皆失色”。

2.激说权瑜，智结唇齿。黄盖厉言“汝等以唇舌相难，

非敬客之礼也”而中断了群儒舌战，引见孙权。亮以“曹

破了吕布，灭了袁绍，平了袁术，收了北番，定了辽东，又降

了刘琮，马步军百万余”，“曹手下战将一二千”，“如亮之

辈，车载斗量”等激将孙权。当权问“战与不战”时，亮竟

说“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权垂首不语良久怒曰：“诚如

君之言，刘豫州何不降之耶？”勃然变色而入后堂。当周

瑜星夜从鄱阳湖归到柴桑后，竟以诵背操命三子植所作的

《铜雀台赋》中“誓要二乔”而激将周瑜，瑜听罢“踊跃离坐，

指北而骂：老贼欺吾太甚。”

正是诸葛亮巧妙地激说了孙权、周瑜，才促使在东吴

次日的军政大会上，有周瑜“操名汉相，实为汉贼。将军以

神武之才，兼仗父兄余业，据江东之地，方数千余里，兵精

粮足，英雄云集，当横行天下，为国家除贼去秽”的愤怒；有

孙权拨佩剑砍面前奏案一角斥言：“如诸将官吏再言降曹

者，与此案同！”的雷霆之吼。于是，孙、刘两家才终于结

下了唇齿之盟。

（三）交锋阶段—— 刘备赴约，挫曹对峙

1.截粮不成，刘备赴约。周瑜、程普、鲁肃、诸葛亮引

兵望夏口而进，离三江口五六十里下寨。聚文武中军帐议

事时，瑜言“曹官渡先断乌巢之粮而一战成功”，欲遣诸葛

亮率军昼夜前往聚铁山断曹粮道，实欲借曹杀孔明。被

孔明笑以江南小儿有言：“伏路把关饶子敬，临江水战有周

郎。”激怒周瑜而放弃了此次军事行动。

当刘备焦虑地等待诸葛亮出使东吴消息时，便派糜竺

带羊酒礼物慰劳东吴将士，周瑜便提出“豫州枉驾来临，深

慰仰望”而欲除刘备。当竺回樊口寨中向备汇报此事后，

备欣然教收拾快船即刻前往赴约，唯云长疑“其中必诈”

而同去。宴会上，周瑜把盏叙酒之时，猛见云长立玄德背

后，言及“斩颜良，诛文丑之云长时”，汗流满臂竟不敢妄

动。

2.初战告捷，挫曹对峙。孙刘联盟确立后，周瑜点将

兵分五路直赴三江口。操遣使呈“汉大丞相书付周都督开

拆”，瑜扯碎掷地喝斩来使，以激曹操兴兵。瑜命甘宁为先

锋，韩当为左翼，蒋钦为右翼备战。曹见斩了使者，毁了他

书，心中大怒，便命蔡瑁、张允等降将为前部，于208年11月

初一直进三江口开战。甘宁大呼，蔡瑁弟蔡（王熏xún）迎

战，被宁执箭扣弦而倒。于是，宁驱船猛冲，万弩齐发，三

路战船，似横江水至，掩杀北军，初战告捷。

三江口一战，曹操后军船只尽是青、徐之兵，素不习水

战，荆州降兵又初附人心不稳，“安能奋战扬威？”北军只

得败退尽回。曹传蔡瑁，张允责之，二人皆言，“荆州水军

久不操练，奈有多半水军不识水利......每日练习水军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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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方可用之。”于是，曹命退兵拒守北岸，沿江分二十四座

水门，大船居于外，以为城廓；小船居于内，可通往来。日

夜训练，喊声震天，烟火不绝，与周瑜南岸之兵截然对峙。

（四）相持阶段——蒋干盗书，阚泽献降

1.蒋干盗书，计斩蔡张。三江口初战挫动曹军锐气后，

周瑜又于正午乘楼子船鼓乐齐奏暗窥曹军水寨，惊云：“蔡

瑁、张允深得水军之妙也！”于是，就有欲胜曹必除蔡、张

之意。当初战后曹踌躇之时，谋士蒋干言与周瑜有昆仲之

亲，自荐“凭三寸不烂之舌，往江左说此人来降”。瑜得知

干来访即晓其为说客，并上演了“群英会瑜智蒋干”的戏

剧，封了蒋干说降之口，导了一场“醉酒同床眠卧、江北来

人送书”，引诱蒋干盗书将功赎罪、献媚曹操的离间计。

五更时分，瑜、干互相试探熟睡状况，干唤瑜，瑜却装

熟睡不理，干则潜步出帐，径出辕门，飞槕回见曹操，呈上

所盗书信，遂说劝降过程，还将获取的蔡瑁、张允勾结东吴

之机密作为功劳汇报。如此，奸诈的曹操竟然就中了“离

间之计”，立即斩杀了蔡、张后，须臾方省：“吾中计矣！”但

就是始终不肯认错。

2.黄盖苦肉，阚泽献降。战役过程中，周瑜始终对诸

葛亮、刘备存有戒备之心、诛杀之意。也有“草船借箭、孔

明智伏周瑜”等脍炙人口的演义故事。但最有代表性的，

应该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即黄盖愿

作“苦肉计”之身。也就是当荀攸谏曹操派蔡中、蔡和诈

降东吴，以通消息之计被周瑜识破后，瑜欲将计就计。正

在瑜计较之间，盖潜入中军与瑜谏“火攻”曹之时，二人便

密谋了“苦肉计”。

于是，在军事大会上，老将黄盖认为周瑜令诸将领三

个月粮草御敌不济事，还言:“这月破曹无望，当弃甲倒

戈”。 瑜大怒喝斩盖，众将跪求后“打一百脊杖”，打至

五十时诸官失色，瑜指骂盖曰：“汝敢小觑我耶？且寄下

五十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罚”，恨声不绝入帐。周瑜导演

这场戏非常成功，竟只有诸葛亮、徐庶两人识破。随后，参

军阚泽特问黄盖府上，与盖交换意见后，又愿只身深夜往

北岸向曹献诈降书。曹翻覆看书十余次，拍案怒斩阚，而

阚不改容仰面大笑，智勇之下才令曹相信。

（五）转折阶段——庞统献计，孔明祭风

1.庞统献计，徐庶脱身。黄盖投降，曹未深信时，蒋

干进曰“今舍一命再往！”对此，周瑜先是不使人迎接，以

示上次不辞而别之责，诈恐其泄露重要机密而“送子翼往

西山寨中歇息”，造成与“僻静独守”的庞统相遇。当统假

意忿忿不平而愿降曹时，干又以为可将功赎罪。当曹带统

看陆军，观水军时，统褒曹“孙、吴再生”。共研兵法、诸家

陈图、三略六滔对答如流。以致曹认为统是个奇才，统进

而敬献了“连环计”。即“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答，首尾用

铁环连锁，上铺阔板......则军士无疾病”，操即信即令执

行。

当统拜别时，道袍竹冠之人吼道：“你好大胆！黄盖用

苦肉计，阚泽下诈降书，你来献连环计。只恐烧不尽绝！”

吓得统魂飞魄散急问何人？才知道是誓不为曹终身设一

谋的徐庶徐元直。庶曰：“但请先生指点,缄口远避矣。”于

是，统在庶耳边略说数句，庶大笑而别。次日，曹便有人报

知“西凉韩遂、马超谋反”，庶便趁此机会主动请战，与先锋

臧霸带三千马步军望北脱身而去。

2.孟德赋诗，孔明祭风。徐庶走后，曹心稍安，巡视旱

寨、水寨，环察军队之雄烈，文武之壮多，不禁慷慨激昂，指

点江山。还言“今得江南，定娶二乔置于铜雀台。”当曹大

笑不止见乌鸦月明飞鸿之晕时，歌出了名篇《短歌行》：“对

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山不厌高，水

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众和之时，扬州刺史，沛国

相刘馥竟言不吉利，被曹怒杀之。

随后，曹周在三江口再次水战，曹将焦触被韩当枪刺

而亡；张南被周泰刀砍而死。欢战间，忽狂风大作，瑜猛想

隆冬季节何有东南风？于是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倒地。当

鲁肃与诸葛亮谈及时，亮笑言：“公谨之病，手到安全也。”

探治对话间索笔书：“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

东风。”瑜闻惊思：“孔明神人也！”亮便主动请设神坛祭东

风。于是，在南屏山筑七星坛，言祭三日三夜东南大风，瑜

大喜曰：“只得一夜大风可战矣。”

（六）决战阶段——火烧赤壁，败释华容

1.瑜亮用兵，火烧赤壁。诈降书已献，连环计已纳，东

南风已祭，赤壁决战态势业已形成。瑜出六路奇兵：一路

甘宁带蔡和取乌林（曹屯粮之所）；二路太史慈奔守黄州断

合淝救兵；三路吕蒙往乌林接应甘宁；四路凌统截夷陵；五

路董袭出汉川取汉阳；六路潘璋从取汉阳接应董袭。同时，

派韩当、周泰、蒋钦、陈武四队兼应黄盖诈降。自己则与程

普在大朦艟上调兵。亮祭得东南风，便回调兵三路设伏：

一是赵云渡江乌林处设伏；二是张飞去夷陵葫芦谷设伏；

三是关羽立军令状到华容道设伏。另外，糜竺、糜芳、刘封

绕江剿掳败军，夺取器械；刘琦守武昌擒聚逃兵。

从周瑜、诸葛亮用兵布阵的全局看，可以说精妙恰当，

周密细微，为火烧赤壁打败曹操从战略和战术上作出了充

分准备。当黄盖手举投降青龙牙旗，引船点火靠近曹军水

寨时，就是曹军谋士程昱看出“来船轻且浮必诈”时已来

不及了。火趁风威，风趁火势，船如箭发，烟火涨天。三江

面上，火逐风飞，一派通红，映天彻地。赤壁岸边，烟火遍

处，势漫弥天，北军溃散，火焚水溺，塞江而滞……

军溃三笑，败释华容。火须兵应，兵仗火威。左韩当、

蒋钦，右周泰、陈武，中周瑜、程普直冲曹军水寨。“曹贼休

走！”喊杀声一片，曹肝胆势裂，兵败山倒。张辽、徐晃护

曹望夷陵而走，遇张郃令其断后。退到乌林之西、宜都之

北，曹见山川险峻乃于马上第一声大笑曰：“周瑜无谋，诸

葛少智。”话犹未了，赵子龙拦住去路。徐晃、张郃双敌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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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曹才逃离。退行至葫芦口，曹坐于疏林之下第二声大

笑曰“诸葛亮、周瑜毕竟智谋不足”正说笑间，张翼德横矛

立马大叫 ：“曹贼哪里去！”许褚、张辽、徐晃夹攻张飞，操

才拨马走脱。

南郡、荆州两条逃跑路线选择时，曹操以“虚则实之，

实则虚之”选择了华容大道逃往南郡江陵。当人皆饿倒，

马尽走乏，三停人马仅一停跟操，哭号之声不绝，行至数

里时，忽在马上第三声大笑曰：“吾笑诸葛、周瑜毕竟无能

矣！”言未毕，一声炮响，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

去路。众将失魂丧胆皆言：“战则必死。”程昱谏言“云长

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难，必救之。丞相旧

日有恩于他，亲自告之，必脱此难。”于是曹欠身问安，求告

曰：“望将军以昔日之言，五关斩将之恩为重。”加上曹军皆

惶惶垂泪，云长义重之人，勒回马头：“四散摆开”，义释曹

操。

（七）尾声阶段——抢占地盘，三国鼎立

1.巧夺南郡，抢占地盘。火烧赤壁后，曹仅带二十七

骑落荒而逃。瑜则收功点将，进攻南郡（即江陵）。恰逢刘

备派孔乾来东吴军营作贺，瑜才知备屯兵油江口（即江陵

辖地公安县），悟出备有取南郡之意，并达成了“待吾取不

得南郡，从公取之”的口头协议。蒋钦领兵取南郡时，曹仁

二进吴军重围救出牛金等。此后，瑜派甘宁进攻与江陵成

犄角之势的夷陵守将曹洪，结果中计被围，不得已瑜暂将

大都督之职十日为期付凌统，亲自带周泰、吕蒙等破夷陵

救出甘宁。

曹仁在犄角已破的情况下，打开曹操留下的锦囊妙

计，依计城上遍插旌旗，虚张声势，令军马分三路浩荡出

城，与周瑜大战后，败而不进城，以诱瑜攻入瓮城时，长史

陈矫乱箭射中瑜左肋。随后，瑜坠马诈死，诱仁尽取兵夜

袭吴营，结果中计大败走襄阳。正当仁、瑜大战之时，诸葛

亮乘机突袭了空虚的南郡，取兵符诈调荆州、襄阳之兵救

江陵，遂顺势派张飞取了荆州，关羽取了襄阳，三处地盘从

容抢占，这就是三国演义中描述的“一气周瑜”。

2.傍略四郡，三国鼎立。周瑜用计谋，损兵马，费钱粮

取南郡眼看成功，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被刘备趁虚

而取。正欲起兵再夺南郡之时，鲁肃来到前线，言及孙权

合淝之战未下，不宜两家相并，恐曹兵乘虚而入。或逼刘

备太紧至其投曹一同攻东吴则危等局势分析，故只得以理

说之。结果被诸葛亮以刘表之长子刘琦“物见主”病躯之

正为由暂居荆襄，实际上就是刘备占有了荆襄之地。

此时，伊籍荐言：“求贤士以问荆州久安之计。”便有

“马氏五常，白眉最良”的马良谏言：“南征四郡，积收钱粮，

以为根本”。于是，诸葛亮计略零陵郡（今属永州），赵云枪

刺邢道荣，刘度刘延父子归降。子龙智取桂阳郡（今郴州），

不娶兄嫂真丈夫，陈应鲍隆诈降反捉赵范。猛张飞威震

武陵（今鼎洲），声如巨雷退金旋，巩志献城举义旗。关羽

五百校刀手取长沙（今潭州），一合取杨龄三战黄汉升，魏

延刀砍韩玄险杀身。至此，三国鼎立之势已现雏形。

 五、战役结果

（一）伤亡数量

曹军“伤之过半”，多为荆州刘表部降卒。也就是按照

《三国演义》中83万部队战赤壁的记载，除了镇守襄阳、樊

城、当阳、江陵、章陵、南郡等地及运粮的部队外，至少伤亡

四十万人。因为，曹操败走华容道时，“令张辽、许褚、徐晃

引百骑执刀在手，但迟慢者便斩之......一停落后，一停

跟随曹操”。最后，“止二十七骑”逃回南郡。按照《三国志》

记载参战部队“十五六万人”，史学家的分析，也至少伤亡

有5万人以上。

至于孙刘盟军伤亡数量则史书、《三国演义》中无明

确记载。但根据战争情势，估计不会超过万人。因为联军

真正短兵相接只有三江口初战挫曹，火烧赤壁曹军兵败如

山倒，周瑜南郡战曹仁等三次大型战役，且胜多败少，没有

伤亡记载，故可以推测联军伤亡很少。另外，刘备的关羽

水军，刘琦、张飞、赵云守军均未直接参战，只是曹军败退

之时拦截和抢夺军需物资，故几无伤亡。

（二）国土变迁

东汉末年的“荆襄九郡”是指：南阳郡、南郡、江夏郡、

零陵郡、桂阳郡、武陵郡、长沙郡、襄阳郡、章陵郡（其中：襄

阳、章陵郡是从南阳郡、南郡中分县另治），所辖县117个。

原荆州治所在汉寿（今湖南汉寿县北），汉末移治襄阳（今

湖北襄阳）。公元209年，刘备领荆州牧，移治公安（今湖北

公安西北）。“借荆州”后，移治江陵。“荆襄九郡”相当于

现在的湖北、湖南大部；及河南、贵州、广东、广西等省的一

部分地区。

赤壁之战后，曹操占据了南阳郡、南郡、襄阳郡及江夏

郡部分等；刘备抢占了零陵郡、桂阳郡、武陵郡、长沙郡等；

孙权仅夺占了江夏郡部分等。章陵郡最终归谁占领稽考

不明，但作者认为是曹操、刘备各占了部分。公元210年，

周瑜死后，孙权纳鲁肃之言，把仅占有的一块地盘又“借”

给了刘备。因此，赤壁之战最后最大的胜利者是刘备，占

据了绝大部分的荆襄地区。

六、战役分析

（一）历史分析

《三国志·曹操传》中涉及赤壁之战的历史记载仅199

个字，直接记载是：“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

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三国志·刘备传》涉及赤壁之战的历史记载有415个

字（含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等过程）。直接记载

是：“先生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

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生

与吴军水陆并进，追至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

归。”

《三国志·孙权传》涉及赤壁之战的历史记载仅245个

字。直接记载是“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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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

大半，曹公遂北还”。

《三国志·周瑜传》记载赤壁之战的具体历史过程要详

实些，主要有：一是“遇赤壁”前“已有疾疫”。二是黄盖提

出“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及诈降等具体方略。

鉴此，正史记载的赤壁之战仅仅是因为曹军有疾疫，

“自烧其船”退兵，联军才“烧其余船”的一场简单战斗。

那么，舌战群儒、草船借箭、阚泽献书、庞统献计、苦肉计、

祭东风、义释曹操等都是演义中的故事。

（二）演义分析

赤壁之战中，曹操因灭袁绍统一北方，征刘表不战而

降，而自负轻敌，指挥严重失误；加之后方不宁，北方之士

劳师远征，且不习水土而生疾疫；初降之兵未附，毫无战斗

力；入冬后，马无草料，兵无寒衣等，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然而，孙刘盟军面对强敌，冷静分析形势，善于抓住天

时、地利、人和，深刻领悟唇亡齿寒的道理，两个弱者结盟

同心抗战，扬江上水战之长，不断使计，诱对方就范，巧用

火攻，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神奇战例。也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大规模作战的经典战役。

舌战群儒，智激权瑜，草船借箭，巧祭东风等演义张扬

了诸葛亮的“智”与“神”；蒋干中计，阚泽献书、庞统献计、

苦肉计等故事展示了周瑜的“聪”与“精”。追击当阳、闪

战江陵、误杀蔡张，江船连锁等经典再现了曹操的“雄”与

“奸”。赤壁之战是罗贯中前辈浓墨重彩的重要篇章，但在

《三国志》中，仅记载为一场5000人左右的遭遇战。作为演

义，赤壁之战确实是一场群英荟萃斗智勇、奇谋妙计错跌

宕的战争，是三国鼎立的历史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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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vening of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nd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18th CPC centre 
committee, a scheme is put forward on the comprehensive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t the same time, legal 
education is also faced with new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But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s a result of reduced hours and lacking of 
qualified teachers, legal education is seriously affected. So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its goal. The reasons for this situation are in 
many ways, including the orien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little emphasis that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put on the leg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evaluate the significance of leg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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