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 渡 之 战 与 袁 曹 争 霸

一一《三国演义 》战例分析之一

李 老 堂

官渡之战 是袁
、

曹争霸的关键一战
,

曹操 以少量兵力用计战胜了兵力远远超过自己 的袁

绍
,

为后来彻底消灭袁氏集团
,

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

官渡之战 是我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

战役
。

毛主席在 《论持久战 》中把它列入
“以少击众

,

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
”
的典范

。

《三

国演义 》的作者主要以 《三 国志
·

魏书
·

武帝纪 》及 《三国志
·

魏书
·

袁绍传 》等 文 为 依

据
,

经过 艺术加工
,

艺术再创造
,

用典型化的手法
,

再现了官渡之战的概貌
,

塑造了不同的

人物形象
;
官渡之战是 ((三 国演义 》写得成功的战例之一

。

下边
,

我们便对 哎三 国演义 》宫

渡之战的描写作一初步分析
; 同时

,

勾勒一下袁
、

曹争霸的始末
。

东汉末年
,

社会阶级矛盾尖锐
,

朝廷政洽极端黑暗
,

桓
、

灵二帝重用宦官
,

更使朝纲 日

坏
,

民不聊生
,

从 而激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一黄巾起义
。

在镇压黄巾起义 的 过 程

中
,

形成了无数各霸一方的军阀
,

其中在北中国力量最大 的是黄河以北冀州的袁绍和黄河 以

南许昌的曹操
。

曹操起兵于东郡
,

发起并参加了讨伐董卓的战争
。

后来
,

他迎献帝到许昌
,

把天子掌握在 自己手中
。

他先后灭袁术
,

擒 吕布
,

把刘备打得东奔西逃
,

占据了北中国黄河

以南大片的上地
。

他本人善于用兵
,

手下文 巨武将极多
。

他挟天子 以令诸侯
,

在政治上 占了优

势
。

可是
,

从实力上讲
,

他远不如黄河以北的袁绍
。

袁氏家族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大家族
,

其

门下故吏极多
,

势力很大
。

这一点在袁绍早期发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

在十八路诸侯讨伐董

卓的时候
,

震绍被推为盟主
,

从这 里也能看出袁绍在当时的社会地位
。

后来
,

他从刘馥手里

轻易得了冀州
,

又消灭 了公孙攒
,

得了燕
、

代之地
,

统一了黄河以北
,

统有冀州
、

青州
、

幽

州
、

并州之地
。

他带甲百万
、

广有钱粮
,

声威大振
。

但是
,

在他势力发展的过程中
,

其弱点也

逐渐暴露出来
。

开始
,

《三国演义 》写大将军何进要尽诛宦官
,

太后不允
,

当时身为司隶佼

尉的袁绍便 向何进进言
: “可召四方英雄之士

,

勒兵来京
,

尽诛阉竖
。

⋯ ⋯ ”
这一招外兵的

建 议被何进采纳
,

结果招来了董卓
,

虽然诛了宦官
,

却引来了董 卓专权乱国
。

而典军校尉曹操

则反对招外兵
,

可惜何进不听
。

在这里
,

袁
、

曹的优劣已初见端倪
。

后来
,

在讨伐董卓时
,

衰绍身为盟主
,

去口胸无大志
,

不思进兵 ; 又办事不公
,

有功不赏
,

有过不罚
,

偏袒自己弟弟

袁术
; 为一传国玉玺

,

与盟军先锋孙坚闹翻
,

几乎火并
,

终使各路诸侯各怀异心
,

作鸟兽散

了事
。

而 曹操在讨伐董卓时则与袁绍大不相同
,

他勇于进取
,

对部下赏罚分明
,

是各路诸侯

中的一 位佼佼者
。

而当袁绍成了冀州之主
,

跨有冀
、

青
、

幽
、

并四州之后
,

他身上的缺点所

造成 的心菩就更严重了
。

那么
,

他身上有哪些缺点呢 ? 首先
,

他任人为亲
。

他自己 坐 镇 冀

州
,

让 长子袁谭出守青州
,

次子袁熙出守幽州
,

外甥高干出守并州
; 而袁谭

、

袁熙
、

高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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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都是无能之辈
,

不堪其任
。

他又爱后妻刘氏所生的幼子袁尚
,

并听刘氏所请
,

立袁尚为

嗣
,

导致袁绍死后兄弟兵戎相见
,

自相残杀
,

从而加速了袁氏集团的崩溃和灭亡
。

其次
,

他外

宽内忌
,

听信谗
一

言
,

迷惑错乱
,

是非混淆
,

正如曹操在
“
煮酒论英雄

” 时所说
“
袁绍色厉胆

薄
,

好谋无断
; 干大事而惜身

,

见小利而忘命
” 。

他的这些缺点在袁
、

曹斗争 中表现得相 当

充分
。

书中写道
,

曹操灭了袁术
、

吕布
,

势力 日盛
,

欺凌献帝也 日甚
。

献帝不堪其欺凌
,

密修

诏书
,

藏 犷衣带之内
,

赠与国舅董承
,

令其联络同志
,

除i
一

草曹操
。

董承联络了刘备
、

马腾
、

王子服
、

吉平等人
。

后来
,

事被发觉
,

曹操搜出衣带诏
,

杀了董承
、

王子服
、

吉平等人
,

又

起 二十万大军
,

攻徐州浅刘备
。

此时
,

刘备刚得徐州
,

立足未稳
,

力量不大
。

他派孙乾到河

北 向袁绍求救
,

要求袁绍南攻许昌
,

以救徐州之危
。

对袁绍来讲
,

这是发展 自己的 极 好 机

会
。

袁绍却因小儿患癣疥之疾
,

拒不 发兵
,

坐失 良机
。

接着
,

曹操占徐州
,

收关羽
,

刘备末

路途穷
,

投奔袁绍
。

此时
,

哀绍却硬要起兵攻许昌了
。

他不 听田丰之谏
,

并因田丰言辞急切

而把他囚于狱中
。

他兵进黎阳
,

在白马和延津失 了大将颜 良
、

文丑
,

只好退守武阳
,

按兵不

动
。

而曹操则只留下夏侯悖须兵守住官渡隘口
,

自己班师回许昌
,

大宴群臣祝捷贺功去了
。

接

着
,

袁绍 一反常态
.

异常积极
,

他不听田丰
、

沮授等人
“
待时 而动

” 的建议
,

听了刘备为脱身

而进的说辞
,

派刘备去荆州联络刘表
,

要南北夹击曹操
,

结果是刘备一去不 回
。

他又听了谋

士郭图之计
,

派陈震为使
,

去江东联络孙策
,

共攻曹操
,

适值孙策新亡
,

孙策之弟孙权坐镇

江东
。

孙权为割据江南
,

与曹操联合
,

被曹操封为将军
。

于是
,

袁绍大怒
,

起冀
、

青
、

幽
、

并 四州等处人马七十余万
,

来攻许昌 ;
曹操统兵七万前来迎敌

,

拉开了官渡之战的序幕
。

通过 以上 的分析
,

我们可以说
,

官渡之战是袁绍一手挑起的
。

他不看主客观条件是否允

许
,

不顾
飞

少操刚刚败刘备 占徐州
,

又在黎阳战胜自己
,

锐气正盛
,

而 自己则刚刚在黎阳吃了

败仗
,

需要时间养息
;
也不顾曹操刚刚与孙权联合

,

力量正强
,

而 自己一方则友军丧尽
,

成

了孤家寡人
。

他不听人劝
,

一意孤行
,

硬要攻曹
。

实际上
,

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
,

进行了

一场错误的战争
。

正因为如此
,

虽然袁绍开始进兵时气势汹汹
, “族旗遍地

,

刀剑如林
” ,

但是很快就败下阵来
,

狼狈逃回冀州
。

作者写官渡之战所用的篇幅也 比较短
,

正面描写官渡

之战的仅一 回书
,

即第三
一

卜回 “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
” 。

下边
,

我们对此加以

介绍乡力斤
。

官渡之战的描写是从写袁绍拒谏害忠 良开始的
;
袁绍的军队出发前

,

谋士田丰
,

从

狱 中上书
,

劝袁绍
“宜静守以待天时

,

不可妄兴大兵
,

恐有不利” 。

谋士逢纪进谗言
,

说这

是
“不祥之语

” 。

袁绍要斩田丰
,

被众官劝 住
。

袁绍大军行至阳武
,

谋士沮授建议
: “

我军

虽众
,

而勇猛不及彼军
; 彼军虽精

,

而粮草不如我军
。

彼军无粮
,

利在急战
; 我军有粮

,

宜

且缓守
。

若能旷 以日月
,

则彼军不战自败矣
。 ” 袁绍说沮授与田丰一样

,

是 ,’. 漫我军心
” ,

把沮授禁在军中
。

双方的军队还没有接触
,

袁绍就把对自己忠心不二又极有韬略的两位重要

谋士田丰与沮授
, 一 个关在冀州监狱

, 一 个禁在军中
。

真是自找自残
,

自损栋梁
。

可早
,

袁

绍的人才业没有
“
股

” 尽
,

军 中的审配便是一位将才
。

袁
、

曹大军第一次交锋
,

审配预先调

拨一万五千名弓弩手埋伏在两翼和正面
,

待曹军冲自己军阵之时
,

万弩齐发
,

射退曹军
,

袁

军随后掩杀
,

大获全胜
,

曹军退至官渡
。

接着
,

他又为袁绍出计
,

令袁军在曹军寨边堆筑五

十余座土山
,

在山上布置 弓弩手
,

向曹寨射箭
。

这一办法开始收到成效
,

书中写道
: “

曹军

大惧
,

皆顶着遮箭牌守御
。

土山上一声梆子响处
,

箭如雨下
。

曹军皆蒙盾伏地
,

袁军呐喊而

笑
。 ” 当然

,

你有制我的办法
,

我也有御你的对策
。

不久
,

曹操谋士刘哗制造发石 车
,

发石



射土山云梯
; 当土山上放箭之时

,

发石击 弓箭手
,

破 了审配之计
。

接着
,

审配又为袁绍设计
,

令袁军挖地道直通曹军营内
,

被曹军
“
绕营掘长堑

”
破之

。

以上是官渡之战的第一部分
,

写

袁军
.

进攻及其被制止
。

官渡之战的第二部分写曹军劫粮成功
。

曹军与袁军在官渡相持
,

从八

月初到九月末
,

曹操军力渐乏
,

粮草不继
,

曹操有心弃官渡退守许昌
,

被荀或劝止
。

后来
,

曹操抓获袁军细作
,

得知袁将韩猛抑运粮草将至
,

于是派徐晃
、

张辽
、

许褚打败韩猛
,

烧了

粮车梢重
。

曹操这一次劫秩成功是下文乌巢烧粮的引线
。

哀军运粒车社劫厂
,

审 配 建 议
:

“
行军以粗食为重

,

不可不用心提防
。

乌巢乃屯粮之处
,

必得重兵守之
。 ” 于是袁绍派大将

淳于琼引兵二万去守乌巢
。

而俘于功
,

他 “性刚女J性把
,

军士续畏之
; 既互乌萦

,

终 口与诸将

聚饮? 而善于用兵的穿配
,

却被表绍抓回邺郡
,

么监替粗草
,

从前红调走丁一 位有用的人
。

官渡之战的第三部分写许侬降曹
。

许 故少时 曾与曹操为友
,

现在是哀绍的谋士
。

袁军抓到了

曹军送信的使者
,

筋到谋士许位处
。

许枚从曹军身上搜出书信
,

原米是曹耸
一

军 粮 已 尽
,

写

信催促许昌调运粮草
。

寸是许枚拿着此书信来见袁绍
,

提出轻骑偷袭许昌她计策
。

袁绍不能

判断书信的真伪
,

犹豫不决
。

事有凑巧
, ‘

洽逢审配从邺郡来仃
,

信中先说运粗之事
,

后说许

枚在冀州时
,

尝滥收民间财物
,

又纵令了侄们滥收捐税
,

多饱私囊
。

戏在
,

已将许枚的子侄

下狱
。

袁绍见信大怒
,

骂许枚为
“滥行匹夫

” ,

并说许枚
“

与曹操有 旧
,

想今亦受他
.

财贴
,

为他作奸细
,

⋯⋯
。

本当斩首
,

今权且寄头在项
” 。

可是
,

又。他的行为却不加限制
,

只是令

他
“

可速退出
,

今后不许相见
” 。

许枚不堪其辱
,

欲 自杀
,

被别人扰醒
,

弃袁归 曹
.

受到曹操的

厚遇
。

许枚建议曹操火烧乌巢之粮
,

官渡之战便过渡到第四部分一一
“劫乌菜盂德烧粮

” 。

乌巢烧粮是官渡之战的关键
,

这一部分是全章的高潮
。

曹操采纳许枚之计
,

亲 自挑选五千精

兵
,

率领张辽
、

许褚
、

徐晃
、

于禁诸将
,

打着袁军的旗号
,

乘夜间
,

军士束草负薪
,

人衔枚
,

马勒口
,

前往乌巢烧粮
。

当曹兵到了乌巢
,

众士兵束草周围举火之时
,

淳示琼
“

方 与 众 将

饮了酒
,

醉卧帐甲 ” ,

被曹军活捉
。

一 霎间
,

火焰四起
,

烟迷天空
,

哀军粮草尽被烧绝
。

浮

于琼被曹操割 云耳鼻手指
,

缚于马上
,

放 回袁营
,

以羞辱袁绍
,

被袁绍所斩
。

与此 同时
,

曹

令荀枚
、

贾诩
、

曹洪等人守大寨 ; 他们空出大寨
,

理伏于左右
,

准备打击劫营之兵
。

果然
,

袁绍见乌巢火起
,

知是曹军前米烧粮
,

他听信谋士郭图的建议
,

派大将张都
、

高览引军去劫

曹军营寨
,

结果大败亏输
。

郭图又从 中挑拨
,

逼 得张都
、

高览二人投降曹操
。

官渡之战的第

五部分写袁绍败 回冀州
。

这一部分写了两次战斗
:

先写曹操劫营成功
,

再写袁绍败回冀州
。

袁绍去 了许饮
,

又去了张都
、

高览
,

又失了乌巢之粗
,

人心惶惶
。

曹操火速进兵
,

用张部
、

高览为先锋
,

夜劫袁营
,

大败袁军
。

接着
,

曹用荀枚之士}
·

,

扬言要分兵去取邺郡和黎阳
,

哀

绍分兵去救
。

曹趁袁绍兵动
,

兵分八路
,

直冲绍营
。

袁军俱无斗志
,

四散奔走
,

于是大败
。

“袁绍披 甲不迭
,

单衣幅巾上马
; 幼子哀尚后随

。

张辽
、

许褚
、

徐晃
、

J
一

几

禁四员将
,

引军追

赶袁绍
。

绍急渡河
,

尽弃图书车仗金 帛
,

止引随行八百余骑而去
。

曹军追之不及
,

尽获遗下

之物
。

所杀八万余人
,

血流盈沟
,

溺水死者不计其数
” 。

这就是著名的官渡之战
。

下边
,

谈谈官渡之战的人物描写
。

与我国许 多古典小说一样
,

《三国演义 》在刻划人物

时
,

主要是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
,

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展示人物性格
。

官渡之战

也是如此
。

参加官渡之战的主要人物
,

各有各的性格
,

作者通过典型 化的手法
,

使这些人物

活生生地 出现在读者面前
,

使读者如闻其声
,

如见其人
。

曹操是官渡之战得胜一方的主帅
,

他阴险狡诈
,

善于用兵用人
。

书中写道
,

曹操方解衣歇息
,

听说许枚来访
,

他
“

大喜
,

不及



穿履
,

跳足出迎
。

遥见许放
,

抚掌欢笑
,

携手共入
,

操先拜于地
” 。

求贤之心
,

可谓至诚 ,

待贤之礼
,

无 以复加
。

可是
,

其 中总 使人感到有些做作
,

有点虚伪
。

接着
,

许枚问曹操军粮

还有多少
,

曹操回答
“可支一年

” ,

后被逼不过
,

由一年减为半年
,

由半年减为三月
,

由三

月减为一月
,

最后承 认了实情一一粮 已尽矣
。

曹操的这些表演
,

完全可 以用曹操 自己的话加

以解释
,

即
“

兵不厌 许
” 。

不是吗
,

许吹虽然是曹操的故友
,

但长期在袁绍手下作谋士
,

这

次来没
,

又没 汀时问和机会考验其其 伪
,

曹操怎么能轻易信人呢 ? 曹操的奸诈主要表现在他

后 来灼 灼为一一池 采纳了许改之计
,

要亲 自去
一

乌染火烧军粮
,

张辽提醒他
“恐许枚有诈

” ,

他说
: “

⋯ ⋯故若有诈
,

安 肯留我寨中 ? ⋯ ⋯
”

在 自己领兵 去烧粮时
,

便留许收在营中
,

与苟

枚
、

贾诩
、

曹洪羊 人共守大寨
,

实际是对 L下故加以软禁和监视
。

为突出曹操 用兵为才能
,

书

中具体拭
:写了曹操领兵火烧鸟巢军粮的

‘

晴形
。

当曹兵到了乌染
,

刚刚举火烧粮
,

又用挠钩把

淳 于琼拖翻
,

得 知衷将 北元进
、

赵睿运粮而回
,

前来救应
,

有人建议
“
贼兵在后

,

请分兵拒

之 ” ,

曹操大喝
: “

诸将只顾奋力向前
,

待贼至背后
,

方可回战 ! ” 于是
,

众军士无不争先

掩杀
,

消灭 了守卫粮草的袁军
,

烧尽了袁绍的军粮
; 之后

,

回头斩了二袁将
。

在这里
,

曹操

表现出一 位军事指挥家临危不乱
、

遇变不惊的素质和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
。

为表现曹操善于

用人
,

书中写了这样一件事
:

曹操火烧乌巢军粮之后
,

分八路直冲袁绍大营
,

袁绍 败 得 极

惨
,

尽弃图书车仗
,

曹操
“于图书中检出书信一束

,

皆许都及军 中诸人 与绍暗通之书
。

左右

日
: ‘

可逐一点对性名
,

收 而杀之
。 ’

操曰
: ‘

当绍之强
,

孤亦不能自保
,

况他人乎? ’
遂

命尽焚之
,

更不再问
” 。

这大概是最好的办法了
,

这样既可 以稳定人心
,

得人死力
; 又可以

巩固队伍
,

使通敌者放心
。

此时
,

袁绍的灭 亡 己指日可待
,

这些曾经对自己产生过二心的人

还有什么条件再产生二心呢 ? 他们不为自己服务
,

还能为谁服务呢 ? 用火把这些东西烧掉
,

使这些人放心
,

使这些人解除顾虑
,

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吗
。

从这里
,

我们可 以看出曹操处理

事情的艺术和才能
。

这当然不是袁绍所能 比得了的
。

袁绍的性格特点
,

上文我们 已 经 谈 过

了
,

即外宽内忌
,

好谋无断
,

是非混淆
,

听信谗 言
; 干大事而惜身

,

见小利而忘命
。

小说的

作者为突出他这些特 汽
,

在拭
l

写官渡之战时
,

写了两个细节
。

其一
,

曹操领兵去乌巢烧粮
,

这一计没有瞒过袁绍的谋士沮授
。

其时
,

沮授被袁绍拘禁在军中
,

他夜观天象
,

料到贼兵定

会前来劫掠
,

他连戊求见正在醉卧的袁绍
,

告诉他乌巢乃是屯粮之所
,

不可不提防
,

并且提

出具体措施
,

即派精兵猛将
,

于小道山路巡哨
。

可是
,

袁绍却说他是
“
妄言惑众

” ,

并责怪

监者
,

说监者私 自放 出了沮授
,

将监者斩首
。

真是昏馈 已极
,

倒行逆施
,

残暴透顶
。

其二
,

上文 已经交待
,

上次为谏阻袁绍伐曹
,

田丰被关进冀州监狱
。

这次伐曹
。

田丰又在 狱 中 上

书
,

劝袁绍待时而动
,

说若
“
妄兴大兵

,

恐有不利
妙 。

田丰的话
,

不幸而言中
,

袁绍在官渡

吃了败仗
,

大败而归
。

一狱吏向田丰贺喜
,

说袁绍大败而归
,

一定会重用田丰
,
田丰 却笑着

回答
: “吾今死矣 ! ”

狱吏询问其中的缘故
,

田丰解释说
: “

袁将军外宽而内 忌
,

不 念 忠

诚
。

若胜而喜
,

犹能赦我
;
今战败则羞

,

吾不望生矣
。 ” 田丰的话

,

又不幸而言中
。

东君在

败回冀州的途中
,

窃闻士兵互相哭诉丧兄失弟弃伴亡亲之苦
,

士兵们说
: “

若听田丰之言
,

我 等怎遭此祸 ! ”
袁绍非常懊悔

。

次 日,
在路上

,

遇见逢纪来接
,

他对逢纪说
: “

吾不听田

丰 之言
,

致有此败
; 吾今归去

,

羞见此人 ! ”
逢纪乘机挑拨

,

无 中生有
,

编造谎言说
: “

丰

在狱中闻主公兵败
,

抚掌大笑曰
: ‘

果不出吾之料 ! 夕 ” 于是袁绍派使者先 往 冀 州
,

责 宝

剑
,

迫令田丰 自杀
。

在这里
,

袁绍的
“
内忌

” 已经发展到听谗信谱
,

残害忠 良
,

暴虐无道的



程度
。

此时的袁绍
,

已经完全不能与曹操相提并论了
,

他根本不是一位奸雄
; 他只 奸 而 不

雄
,

属董卓
、

袁术一流的人物 ; 自毁栋梁
,

自己把 自己逐渐推向灭亡
。

写到这里
,

作者引用

后人的诗句表示 自己对田丰的惋惜与对袁绍的痛恨
: “

昨朝沮授军中失
,

今 日田丰狱内亡
。

河北栋梁皆折断
,

本初焉不丧家邦 ! ” 沮授料人料事的能力及对袁绍的忠诚上文 已经引用实

例说明过了
,

这里再补充一点
:

沮授因被拘于军中
,

袁绍大败时没能走脱
,

被曹军俘获
。

他

虽然平素与曹操相识
,

曹操又百般劝 降
,

但他拒不投降
,

曹操
“厚待之

,

留于军中
” ,

他又

盗 马
,

要归袁氏
,

被曹操所杀
,

至死神色不变
。

作者引用后人诗句说他
“至死心如铁

,

临危

气如云
” 。

同时
,

官渡之战其他人物也各有各的特点
,

如苟或
、

荀饮有谋 善断
,

刘哗机智聪

敏
,

张辽
、

许褚
、

徐晃忠贞勇武
,

郭图
、

逢纪奸 反进谗
,

许枚有谋略而又善于择主而事
,

淳于

琼有勇无谋而又贪杯误事
,

等等
,

这些都写得形象而逼真
,

这里就不一一 论述了
。

另外
,

官

渡之战在表现人物方面
,

与后边的一些战役
,

如赤壁之战
、

彝陵之战
、

七擒孟获
、

一出祁山

等相比
,

有自己的特点
,

那就是客观性较强
。

我们知道
,

后边的一些战役
,

女仁赤壁之战
、

彝

陵之战
、

七擒孟获
、

一出祁山
,

等等
,

都有蜀汉少
、

物
,

特别是诸葛亮参加
,

作者为歌颂蜀汉

人物
,

特别是诸葛亮
,

往往采取虚构
、

夸张等艺术手段
,

对诸葛亮的智慧加 以渲染
,

有时还

要通过想象
,

虚构一些情节
,

甚至把诸葛亮加以神化
。

而对其他方面的人物
,

则往往贬低排

斥
,

加 以丑化
。

就是说
,

作者在描写人物时
,

往往有较强的倾向性
。

而官渡之战则不然
。

参

加官渡之战的双方
,

都是作者批判的对象
,

不管是袁绍还是曹操
,

《三国演义 》的作者都把

他们当作乱 臣贼子而加 以鞭挞
。

可是
,

在官渡之战中
,

他们却一胜一 负 ; 那么
,

作者是怎样

解释池们的胜负呢 ? 原来
,

作者采取 了较为客观的描写方法
。

我们如果 把 《三国演义 》的描

写 与 《三国志 》的记载加 以比较
,

我们会发现
,

《三国演义 》的描写与 《三 国志 》的记载大

体相同
。

《三国演义 》的许多细节描写
,

如 田丰被囚及在狱 中上书
,

以及他后来被迫自杀
,

沮授献计被拘禁于军中
,

曹操劫粮及火烧乌巢之粮
,

等等
,

均与 《三 国志 》的记伐 大 体 相

同
。

而许枚降曹一事
,

两书则出入较大
,

一一 《三国志
·

魏书
·

袁绍传 》没有记述此事
,

而

《三国志
·

魏 书
·

武帝纪 》只记了十九个字
: “

绍谋臣许饮贪财
,

绍不能足
,

米奔
,

因说公

击琼等
。 ” 《三国志 》没有记袁军截获曹操书信 的事

,

也没有记许枚献轻骑袭许之 计 而 被

袁绍污辱痛骂的事
。

而 《三国志
·

魏书
·

武帝纪 》却有这样的记载
: “孙策闻公 ( 曹操 ) 与

绍相持
,

乃谋袭许
,

未发
,

为刺客所杀
。

汝南降贼刘辟等叛应绍
,

略许下
。

绍使刘备助辟
,

公使曹仁击破 之
。

备走
,

遂破辟屯
。 ” 原来

,

袁绍有扰乱袭击许昌的计划
,

并施之于行动
,

只是没有成功而 已
。

《三 国演义 》将此移花接木
,

安在许彼身上
,

又说袁绍不 听
,

并对许枚

滥加污辱
,

对其行动还不加限制
,

致使他弃袁归曹
,

导致曹胜袁败
。

很明显
,

袁绍在这里被

贬低了
。

其实
,

这是一种既贬低袁绍
,

又贬低曹操的手法一一曹操所以取得胜利
,

不是 因为

曹操如何如何高明
,

只是因为他遇见了一个智能实在低下
,

义专门会 自栽自残的对手
。

这种

描写人物的方法
,

有对比与衬托的因素
。

这是我国古典小说常用
.

的方 法
。

总之
,

官渡之战采

用 了较为客观的描写方法
,

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展示人物的性格
,

突出了人物的个性
,

使

人物有血有 肉
,

栩栩如生
。

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消灭 了袁军的主力
,

使袁绍元气大伤
。

之后
,

曹操乘胜追击
,

又在仓亭重创袁军
,

袁绍急得吐血
,

不久身亡
。

曹操大军 长驱直

入
,

直捣冀州
。

袁尚
、

袁谭兄弟二人不和
,

互相残杀
。

冀州落入曹操之手
。

后来
,

袁谭
、

袁

尚先后被曹操消灭
,

袁氏灭亡
,

曹操统一了北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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