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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元200年，在群雄割据的三国初期，袁绍、曹操、刘表、孙策、刘焉、马（腾）韩（遂）、张鲁等均称霸一方。其中，

袁绍、曹操是两支劲敌。袁绍雄踞北方军事力量最强，号称“带甲百万”，而曹操已将天子汉献帝刘协迎奉到了许都，完成了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目的。于是，袁曹之争不可避免。官渡之战就是记载这两大军事集团胜衰的经典战役，并以强大

的袁败弱小的曹胜而告终。本文通过战争背景、战前准备、战役过程及其结果等几个方面的比较与论述，进一步阐明了曹

必胜、袁必败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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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奇谋妙

计跌趣横生，斗智比勇层出不穷的经典战役。它既是三国

时期三大战役之一也是曹操集团与袁绍集团的一场生死

之战 ；不仅是决定当时中国社会命运走向之战，而且是曹

操与袁绍个人综合素质的较量之战，最终，以曹胜袁败而

告终。纵观历史，官渡之战的军事、政治、文学等价值确实

值得今人学习与研究。

一、历史背景

公元200年前后，在群雄割据的三国初期，袁绍、曹操、

刘表、孙策、刘焉、马（腾）韩（遂）、张鲁等均称霸一方。其

中，袁绍、曹操是两支劲敌。袁绍雄踞北方军事力量最强，

号称“带甲百万”，而曹操已将天子汉献帝刘协迎奉到了许

都，完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目的。于是，袁曹之

争不可避免。

公元196年，刘备谋杀杨奉，曹操消灭吕布；199年，袁

术当了2年多仲氏大皇帝，在盛暑退军致江亭时，欲喝一口

“蜜浆解渴”未遂而呕血斗余归西；张绣在贾诩的操作下投

降了曹操⋯⋯也就是说：杨奉已灭，韩暹成了流寇；吕布已

亡，张辽成了降将；袁术已死，袁绍成了孤掌；张绣已屈，贾

诩成了曹臣。最具威胁的刘表也被曹操第一谋士郭嘉看

“死”为“座谈客”，果然在袁曹官渡相距之时公开宣布“中

立”。剩下隔得较远的马韩、张鲁、刘焉暂时不足为惧，只

有孙策欲图许都前却又遇刺身亡。就在此时，暂居徐州的

刘备串通、怂恿袁绍调兵遣将，悍然发动了三国时期第一

场规模最大的著名战役——官渡之战。

（一）主动进攻的袁方情况

袁绍出身豪门，四世三公。讨伐董卓时是18路诸侯的

“联军总司令”。公元199年前后，袁绍哄骗韩馥霸占了冀

州，设计战胜了公孙瓒，盘踞幽、冀、青、并四州，拥有了近

三分之一的中国地盘，河北之地尽归其所有，拥军号称“带

甲百万”，经济基础好，用兵次数少，政局很稳定，“天下畏

其强”，是当时的第一大军事集团，欲向南以争天下。

（二）被动应战的曹方情况

公元196年，曹操采纳谋臣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的

政治纲领，迎奉汉献帝刘协，并在董昭的精心运作下成功

迁都许县。自此，开始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奉天子而

征四方”（曹魏之言）的政治生涯，废“三公”（三公为丞相、

太尉、御史大夫）而逐渐集中央政权于一身，威震天下，先

后杀吕布、败袁术，连年用兵。当时，曹操仅占据了衮州、

徐州全部、豫州部分及司洲等中部地区，可以说四面受敌。

而在此之前，主要是靠收降黄巾兵改编为“青州兵”约30

万，由夏侯惇统领。

二、战役分析

（一）军事力量

袁绍据四州而带甲百万，参战部队民间传说为“号称

80万”。实际上，《三国演义》的记载是：先黎阳相拒，“马

军15万，步兵15万”；后聚冀、幽、青、并四州70多万兵力进

军官渡战仓亭。正史《三国志》、《资治通鉴》明确记载：“参

战部队十余万、战马万匹”。

曹操据三州带甲不过40万，参战部队《三国演义》中

具体记载是：先黎阳相拒，“曹自引大军20万”；后是“夏侯

惇官渡告急，起军7万相拒”。正史《三国志》中仅简要记

载：“曹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笔者分析，应是曹操从

许都带约1万人的中央精锐部队应战，主要将领是徐晃、张

辽、许褚、关羽等。

（二）文臣配置

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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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将配置

序号
袁绍集团文臣谋士

序号
曹操集团文臣谋士

姓名 主要记载 姓名 主要记载

1 田丰 宜静守以待天时；下狱后言“绍胜赦，败则死” 1 程昱
仓亭献“十面埋伏”之计；袁谭降曹时仍主张进攻刘表
（曹未采纳）

2 泪授

旷以日月，彼军粮少不战自败；见丰下狱，会其宗
族，尽散家财；锁禁军中观天象谏提防乌巢；劝文
丑不渡黄河，绍不纳；后执意不降曹，盗马急逃被
射杀

2 郭嘉
袁氏废长立幼，急则相救，缓则相争，举兵向南，待兄弟
争变击之而定；刘表，座谈客耳；孙策，匹夫之勇，一刺
客致其亡

3 郭图 献计“围魏救赵”攻曹营，陷害张郃、高览二将 3 荀彧 公画地而守，扼喉止进，待变用奇，力劝官渡拒袁

4 辛评 （参与了战争，但无详细记载） 4 刘晔
谏造发石车（霹雳车），轰击袁营；挖长堑，破袁绍地道
之谋

5 审配
筑土山射箭，暗修地道；乌巢重兵守之，筹措粮草；
书言许攸子侄科税下狱；守冀州城破不降，叱刑者
跪北就刃

5 荀攸
扬言分兵取酸枣攻邺郡，实取黎阳，袁绍中“声东击西”
计；官渡献“八路冲袁营”之计致袁绍大败；袁谭降曹
时主张返攻河北（曹纳而胜）

6 逢纪
谮（zèn）田丰“狱中抚掌大笑”，致袁绍赍剑冀州
狱中杀之

6 贾诩 攻占黎阳后任太守

7 许攸
谏袁绍分军星夜掩袭许昌（不纳）。审配告发家人
贪污后降曹

7 许攸（降）
降后献计：诈称蒋奇领兵护粮，火烧乌巢；速进兵；决漳
河水淹冀州；冀州耀功被许褚所杀

8 陈震
出使东吴欲求外应，诸葛瑾劝勿通绍且顺曹；为刘
备、关羽在袁、曹间传书

8 吕虔 袁谭降曹时主张继续攻刘表（曹未采纳）

9 辛毗 辛评之弟，平原县令，替袁谭送降书予曹时就降 9 满宠 袁谭降曹时主张继续进攻刘表（曹未采纳）

10 审荣 审配之侄，献冀州城门 10 辛毗（降）攻冀州枪挑袁尚印绶招降，审配杀其宗族80余人

11 陈琳 写檄文讨伐曹操 11 曹丕 冀州纳甄氏(袁熙之妻)

12 荀谌 与许攸同时主战

序号
袁绍集团武将

序号
曹操集团武将

姓名 主要记载 姓名 主要记载

1 颜良 作先锋领精兵10万攻白马；斩宋宪，劈魏续；
20 回合败徐晃 1 张辽 战张郃四五十合不分胜负，烧乌巢，斩蒋奇；

仓亭“十面埋伏”左 2队

2 文丑 自荐领兵 10万渡黄河，报颜良之仇，杀曹贼，
自领 7万为前部 2 许褚 战高览，十面埋伏先锋，力斩 10 数将，1 合

斩尹楷

3 张郃
与高览谏救乌巢，却被派与高领 5000 兵击曹
营久攻不下，被郭图陷害，降曹，封偏将军，
都亭侯

3 关羽
河北军如波开浪裂，刀砍颜良；马快三合斩文
丑，封汉寿亭侯；与于禁、乐进领兵 5 万战汝
南，黄巾刘辟、龚都佯败

4 高览 与张郃击曹营，斩袁绍使者，降曹，封偏将军，
东莱侯 4 夏侯惇 火烧乌巢时守营左路战张高；仓亭“十面埋伏”

左 1队

5 淳于琼 醉卧失乌巢，被割耳鼻手指败回，袁绍即斩 5 徐晃 截击韩猛运粮；仓亭“十面埋伏”右 3队

6 韩猛 运粮被徐晃所截 6 曹洪 火烧乌巢时守营中路战张高；“十面埋伏”右
1队

7 蒋奇 1万兵巡救乌巢，被张辽所杀 7 史涣 徐晃部将，缴获韩猛运粮情报

8 睦元进 同淳于琼领兵 2 万守乌巢；运粮方回见乌巢
起火来救被杀 8 夏侯渊 仓亭“十面埋伏”左 5队；汝南杀龚都

9 赵睿 运粮方回，见乌巢起火来救被杀 9 曹仁 火烧乌巢时守官渡大本营右路战张高

10 韩莒子 同淳于琼领兵 2万守乌巢 10 于禁 领 4 千兵守延津拒文丑；仓亭“十面埋伏”右
4队

11 吕威璜 同淳于琼领兵 2万守乌巢 11 张郃（降） 降请为先锋劫绍寨大胜；仓亭“十面埋伏”右
2队

12 刘备 对袁绍说：“曹欺君之贼，不讨恐失大义于
天下。”与文丑领兵 10 万，自领 3万为后部 12 高览（降） 降请为先锋劫绍寨大胜；仓亭“十面埋伏”右

5队

13 蒋义渠 黎阳北岸迎袁绍，谏绍谕散之众   13 李典 仓亭“十面埋伏”左 3队

14 袁谭 绍长子，从青州提兵5万会冀州再战曹于仓亭；
与袁尚冀州争锋；后向曹操诈降 14 刘延 领 1千兵守白马拒颜良

15 袁熙 绍次子，从幽州提兵 6 万会冀州再战曹于仓
亭 15 乐进 领 4 千兵守延津拒文丑；仓亭“十面埋伏”左

4队

16 高干 绍外甥，从并州提兵 5 万会冀州，再战曹于
仓亭 16 吕旷（降）

袁尚之将，二袁争冀州时降谭，后降曹招安张
觊（jì）、马延

17 袁尚 绍三子，仓亭搭箭射徐晃部将史涣左目坠马
而亡 17 吕翔（降）

18 泪鹄 泪授之子，守邯郸，被张辽所杀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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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袁臣观点

田丰：“兵战连年，百姓疲惫，仓栗无积，不可复兴大

军。宜先遣人献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称曹操隔我王路。

然后提兵屯黎阳；更于河内增益舟揖，缮置军器，分遣精

兵，屯扎边鄙。三年之中，大事可定也。”主张先礼而后兵，

以守为攻，分兵侵袭曹操至其疲惫后，再战即定。也就是

采取骚扰战术，打“运动战”，打“游击战”。

泪授 ：“制胜之策，不在强盛。曹兵法令既行，士卒精

炼，比公孙瓒坐受困者不同。今弃献捷良策，而兴无名之

兵，窃为明公不取”。认为兴兵时机尚不成熟，曹操是令行

禁止的精明之人，曹军是法度严明的精锐之师，且兴师理

由不充分，建议等待时机再发动战争。

审配：“以明公神武，抚河朔之强盛，兴兵讨曹贼，易如

反掌，何必迁延日月？”阿谀奉承袁绍，过高估计自身实

力，明显的主战派，且认为可速战速决。

郭图：“与刘备共仗大义，剿灭曹贼，上合天意，下合民

情。”认为发动这场战争有条件，有理由，主张同暂住徐州

的刘备夹击曹操。

许攸、荀谌齐声曰：“明公以众克寡，以强攻弱，讨汉贼

以扶王室，起兵是也。”涵盖了审配、郭图之意，认为综合实

力足够强大，甚至还是为正义而战，可以发动战争，主战且

必胜。

袁绍的六个主要谋臣看法分歧较大，不宜发动战争的

力量显然要比发动这场战争的力量小得多。而且，袁绍集

团内部讨论问题就观点不一，争执不休 ；开会时常常互相

诋毁，不欢而散。总之，分析问题都不够全面，没有前瞻性，

没有斗争性，更没有鼓舞性。

（五）曹僚看法

孔融闻袁绍进兵犯境，来见曹操曰：“袁绍势大，不可

与战，只可与和。”又言：“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

士；田丰、沮授皆忠臣；颜良、文丑勇冠三军；高览、张郃、淳

于琼皆世之名将。”意思是袁绍太厉害了，文臣武将均堪称

一流，曹操你是很难取胜的。对此，曹操笑而不答。

荀彧曰 ：“袁绍无用，兵多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

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言曹“气度、谋

略、英武、仁德”四胜于袁绍。

郭嘉又一口气说出了曹操“十胜”，袁绍“十败”为其

主曹操打气。“十胜”即“道胜、义胜、治胜、度胜、谋胜、德

胜、仁胜、明胜、文胜、武胜”。对此，裴松之老先生的剖析

值得我们学习。

荀彧的“四胜”、郭嘉的“十胜”，既把袁绍分析得淋漓

尽致，又把曹操鼓励得意气风发，可谓“知己知彼，百战不

殆”。虽然有孔融的“一盆冷水”，只会让曹操更加清醒、更

加全面细致地思考和周密谨慎地部署这场生死存亡之战。

（六）主帅言行

袁绍据黎阳，深沟高垒，相持不战。缘于许攸不乐审

配领兵，沮授恨绍不用其谋，各人不和，不图进取。另外，

袁绍心怀疑惑，不思进兵。

曹操东征刘备，许都空虚时，田丰谏乘虚而入，机会不

易。然而，袁绍被幼子生病折腾得形容憔悴、衣冠不整，竟

以“幼子生疥疮命垂绝而心中恍惚，恐有不利，不肯发兵。”

以致田丰以仗击地，跣足长叹 ：“遭此难遇之时，乃以婴儿

之病，失此机会！大事去矣，可痛惜哉！”当然，许攸已曾

在官渡相距之时，称曹许都空虚建议袁绍派一支轻骑绕袭

之，绍也未纳谏。

袁绍用人的标准很奇怪，对“马屁精”言听计从，对“提

意见”的置之不理，如：刚直的田丰收监下狱，忠正的沮授

“坐冷板凳”等等。

曹操的表现与言行则与袁绍截然不同。当袁绍的书

记陈琳草檄传至许都，时值曹操方患头风卧床不起，览毕

出了一身大汗，头风顿愈，顾谓曹洪曰：“陈琳文事虽佳，而

袁绍武略不足。”遂聚众议迎敌。显然，曹操的表现是坦然

对待，从容应对。

此外，曹操议事对谋士则是言听计从，且能很好判断

并坚定实施；曹操战争多亲自冲锋陷阵，且所得金宝绸缎，

均奖赏军士。黎阳之战捡出书信一束多是军中诸人暗通

袁绍之行，有人谏“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却言，“绍

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而命尽焚之。这就是曹操

的智慧及笼络人心的手段高明之处。如此，那些暗通袁绍

的人，还有什么不佩服他，不忠心他，不为他卖命的呢？ !

三、战役过程

任何一场战争一旦发动后，一般有交锋、相持、转折、

决战等几个阶段，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中也明确地

论述了我国抗日战争的几个阶段，大有相似之处。笔者尝

试着把官渡之战进行了研究分解，具体如下：

（一）交锋阶段——曹露锋芒袁骄狂

公元200年2月，袁绍在主战派审配、郭图、许攸、荀谌

的支持下，起兵30万以黎阳为大本营，派大将颜良重点进

攻白马，曹操守将刘延带1千兵拒之告急。派大将文丑进

攻延津与带4千兵的于禁、乐进对峙。

然而，曹军的右路臧霸自琅玶，占齐、北海等地；中路

则曹操亲自领兵据黎阳，会于禁所率步骑2千守黄河南岸

的延津渡口，协助扼守白马的东郡太守刘延阻挡袁绍进

攻；左路则派人抚关中，拢凉州以稳定政局。

面对袁军的强大进攻，曹操第一仗采取了谋士荀攸的

“声东击西”之计，佯装增兵延津渡河攻袁绍后方，待袁军

回救时，遣轻骑奇袭白马。在颜良3合斩宋宪，1合劈魏续

的严峻形势下，关羽领诺斩颜良而解白马之围。文丑为报

杀义兄颜良之仇，与刘备领兵10万据延津，被曹操的“粮草

在先皆弃，军兵在后，解甲少歇，弃尽放其马”之计，阜击文

丑之军，张辽、徐晃合战文丑后，骑赤兔马的关羽冲上前来

即诛杀了文丑。而此时，看到将死兵散的刘备则喊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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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逃之夭夭了。

曹操初战虽露锋芒，但他深知实力远不如袁绍，于是，

果敢地采取了放弃白马、延津，退守官渡，收缩兵力。一则

使曹方供给简便，节约财力。相反，袁方则供给线拉长，粮

草转运困难。二则曹方诱袁军深入，可在自己地盘内寻机

歼灭敌人，即“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军事策略。在这个

阶段，曹操践行了他“不慕虚名而处实祸”的做人精髓，没

有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而袁绍则喜好虚名，爱听吹捧，

如“势不可挡，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大话。

于是，冒然骄狂地挥师挺进官渡。

（二）相持阶段——审配刘晔斗勇谋

黎阳之战后，曹操主动放弃白马、延津等地，退到官

渡。此时，袁绍派陈震出使东吴，欲通孙权（孙策刚被刺身

亡）合图曹操，孙权谋士诸葛瑾劝“勿通绍且顺曹”。面对

外援无助的情况下，袁绍再起冀、青、幽、并等处人马70余

万出师官渡，对战仓亭。

第一回合，可以说是“明招”。在那个历史时代，应该

说是高科技战争了。袁绍纳审配之谋堆土山、箭楼，居高

临下射杀曹军将士，曹军营防“皆蒙盾，大惧”。而曹操纳

刘晔之计造“发石车”，又称“霹雳车”，向袁营发射石头，

摧毁了其全部箭楼，而且碰到非死即伤。在近2000年前，

实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大炮”。

第二回合：可以说是“暗招”。袁绍集团采取派士兵偷

偷挖地道以直通曹营进兵的战术，曹操发觉后，则组织人

力挖壕沟破坏其地道。如此，袁绍集团花费大量人力、物

力的“地道战”还没有发挥任何战争作用就彻底“流产”了。

第三回合：可以说是“阴招”。袁绍利用黄巾军刘辟背

叛曹操的机会，派刘备与其在汝南会合，侵拢许县周边，结

果被曹仁秒杀刘辟，刘备便落荒而逃了。曹操则利用北方

乌桓军阀，使袁绍腹背受敌，但双方均未取得明显战果。

这个阶段的三个回合，基本上是你来我往的平手，从

战略、战术上都展开了较为全面的比拼，各有伤亡，不相上

下，战争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三）转折阶段——许攸叛逃丢智囊

袁绍与董卓庭上大吵后，袁即到冀州建立根据地，许

攸那时就是袁的幕僚，一直参与袁绍的执政和军事，是其

集团的核心智囊人物之一。官渡之战开始不久，袁绍集团

窝里斗十分突出，郭图嫉沮授，逢纪妒田丰；郭图、审配与

沮授、田丰意见有分歧等等。

至于许攸叛逃，史书上记载，《武帝志》记：“许攸贪财，

绍不能足，来奔”。《荀彧传》中记：“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

其妻子，攸怒叛绍”。《汉晋春秋》（习凿齿著）分析是：袁

绍不听许攸之谋，即在相持不下时，派一劲旅抄小路奇袭

许县劫持天子的建议。“攸怒，奔曹”。

当许攸来降时，曹操“抚掌大笑”，道出了“吾事济矣”

的感叹，上演了曹操“跣足迎许攸”的历史典故。掌握了

袁绍集团大量军事机密的许攸一到曹营，就献出了“火烧

乌巢”之计，一把火烧光了袁绍所有的军需物资，武器装

备。在冷兵器年代，在完全靠人力打仗的原始战争中，几

十万人没吃没穿，没有武器装备更换，战争的形势就自然

发生了颠覆性的转折，明显利好于曹操集团。

（四）决战阶段——张高投降断臂膀

转折与决战往往是相继的，转折阶段可能得一个过

程，甚至一个漫长的过程，但随之而来的决战阶段可能就

是“一瞬间”、“一场战争的事”了。官渡之战在火烧乌巢时，

袁绍迅速组织军事研讨会，会上，郭图与张郃提出了不同

的意见。郭图建献了“围魏救赵”之计，即遣重兵侵袭曹

操大本营；张郃则力举重兵救乌巢的军事战略。

笔者认为：从郭、张二人的观点来看都没错，主要是袁

绍布兵遣将缺乏能力，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来看，较为合理

的战略方针有二个：

一是“围点打援”。派郭图、蒋奇，甚至亲自挂帅带重

兵至少5万人马直捣曹操官渡大本营，猛攻猛打，逼迫曹方

回援；派张郃带一支2万人的部队救乌巢；再派一支1万人

的部队在曹方回援的路上设伏，即使是乌巢粮草被烧，曹

军回撤也有一举歼灭曹方派出烧乌巢的5千人部队之可

能，甚至还有擒杀曹操的可能。

二是“孤注一掷”。即集中全部力量，也来个“十面出

击”、“八路猛扑”、“主帅出征”直捣曹操官渡大本营，直捣曹

操老巢许都，也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再立足剿杀曹操派

往火烧乌巢的零散部队等，也就是把曹操变成了流寇。

然而，战争的机遇对双方而言却是同时存在的。袁绍

没有利用二人分析问题的正确性，反其道而为之，反其谋

而用之，派主张攻曹操官渡大本营的郭图派蒋奇领兵1万

救乌巢，派主张救乌巢的张郃派带5千兵攻曹操官渡大本

营，让人做不想做的事，强其而为之，岂有不败之理。

袁绍集团更可笑的是 ：当郭图救乌巢失利时，为了推

卸责任，竟在袁绍面前诬陷张郃攻官渡不尽力。袁绍竟还

真听信谗言，派使臣来责备被曹操官渡守军打得精疲力竭

的张郃、高览时，高则一气之下烧了战车，斩了使臣，与张

郃一起向镇守官渡的荀攸和曹洪投降了。

随后，在荀攸所献的“八路冲营”之计中，张郃、高览

自荐为先锋，破袁营地，杀得袁绍败回冀州。不久，三个儿

子和一个外甥带兵21万助阵，又在仓亭大战，被程昱献的

“十面埋伏”之计，杀得袁绍仅带8百骑落荒而逃。

（五）尾声阶段——刘溜儿斗失人地

刘备的一生是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一生，特别是创

业阶段，他投靠过很多人，如：投靠公孙瓒打袁绍，投靠陶

谦打曹操，投靠曹操打吕布、袁术，投靠袁绍打曹操，投靠

刘表拒曹操，投靠刘琦联合孙权败曹操等等。

那么，官渡之战的爆发，有一个原因就是：关羽斩杀曹

操任命的徐州太守车胄，刘备再占徐州后，担心曹操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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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派孙乾联袁抗曹。此时，曹操采取的战略战术是佯攻刘

备，实拒袁绍。即派王忠、刘岱打着曹操本人旗号讨伐刘

备，自己却带兵亲拒袁绍。期间，曹操从官渡抽空折回在

下坯一站击垮打散了刘备集团，还约三事俘虏了关羽。此

时，战场又转到黎阳，才有关羽斩颜良诛文丑的英雄壮举。

面对战场上斩将夺地的二弟关羽，刘备在其谋士简雍的建

议下，以“备与表同宗”之由，代表袁绍前往说服刘表联袁

攻曹而抽身，实质上是“溜之大吉”。

仓亭（河南管县东北）之战后，袁绍本人一蹶不振，公

元202年5月，吐血斗余而亡时，传位给三子袁尚引起长子

袁谭的不满。再加上郭图、辛评帮袁谭，审配、逢纪挺袁尚，

主要谋臣也分成了两派。继而，两个儿子发展到“袁谭袁

尚冀州双争峰”的混乱局面。此时，曹操正在南征刘表，

得到袁谭兵败投降的消息后，谋臣们的建议是“续攻刘表”

和“回击河北”两种。最终，还是采取了荀攸的建议，返攻

河北，夺取了冀州，进而占据了整个中国北方。

刘备开溜让袁绍失去了外援，袁谭、袁尚二子争峰让

袁氏集团失去了最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根据地---冀

州，战争的结果显然是袁氏集团全面崩溃、彻底失败。

随后，在公元204年7月，长子袁谭诈降，被曹操击败袁

绍三子袁尚；8月曹操进邺城哭祭少时挚友袁绍。205年元

月，曹操又击败袁谭，平定冀州，袁谭被杀。不久，公孙康

席间谋杀了逃来寄生的袁尚、袁熙，将其首级送到曹营以

示尽忠。

官渡之战后，历经七年，经过多次战役，曹操集团终于

击溃了不可一世的袁绍集团，展现了曹操的综合实力，冀、

幽、并、青四州划入了曹操版图。借此机会，曹操还征服了

我国最北部的少数民族乌桓，战乱多年的北方终于又实现

了“民族大统一”。

四、战役反思

 官渡之战，前后历时共约8个月（202年2月—10月），

据《三国志》记载，曹操以2万多兵力，出奇制胜，击破了袁

绍10万之兵，是中国历史上以弱制强、以少胜多的经

典战例。曹操以非凡的军事才能，卓越的战略眼光，博大

的政治胸怀，书写了他军事生涯中最为辉煌的篇章。

官渡之战失败不仅是袁绍平日在政治上纵豪强、兼土

地，刮民财而失民心的必然结果，而且是袁绍集团官渡战

争过程中，谋臣不容，军队内讧，军心动摇，本人骄狂，刚愎

自用，不能正确采纳建议，一再失去良机的全面展现。

官渡之战以曹胜袁败而告终。袁绍失败，主要表现在

“六失”上，即“政治上失利，道义上失理，战略上失策，指

挥上失误、用人上失当、组织上失和”。其本人也确实是志

大才疏，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绣花枕头”，而且其本人也

因自愎而固执，因固执而狂妄，因狂妄而轻飘。他的军阀

集团可以说是“三差集团”，即“政治上短见，军事上的弱

智，组织上低能”。曹操却截然相反，特别是接纳能人之言，

刘晔、荀攸、许攸等献计即用，有化险为夷之功，有一计敌

万军之妙。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

文中称：官渡之战是我国历史上“弱者先让一步，再后发制

人，因而完胜”的著名战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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