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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到底造了哪些神 

三國演義是我最早接觸的歷史演義，早在國中的時候就第一次拜

讀這部經典大作。那時在圖書館的架上，陳列了一整排共三十幾本磚

紅色書皮、鑲金色字體的中國歷史演義全集，而我借閱的第一套就是

三國演義。讀完之後開啟了我對中國歷史的濃厚興趣，幾乎把整套演

義都看過一遍，但由於年紀漸長記憶力衰退，很多朝代的塵封舊事早

已不復記憶，但唯獨三國演義裡的故事卻不曾或忘，可見章節之精彩

及影響之深遠。 

三國演義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與西遊記、水滸傳及紅樓夢並列

為章回小說之經典。描述東漢末年自黃巾賊起，至晉滅三家一統江山

為止。也就是從漢靈帝中平元年（西元 184 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

（西元 280 年）止共九十六年間的歷史。 

根據考據，三國演義說本首先出現在中國宋朝，流傳至明朝，由

羅貫中總其成，他以陳壽的三國志為本，用說書人的語法，將三國時

代的場景、人物刻畫得栩栩如生、引人入勝，彷彿都讓讀者親臨現場，

讓人以為作者莫非是穿越時空回到三國，跑遍大江南北參與了所有大

小戰役，結交了所有的英雄豪傑，否則怎麼能三國風雲書寫得如此細

膩呢？ 

所以當年閱讀演義的時候，以為歷史就是如演義中所描述的一樣，

關公就是這麼的忠義無雙、勇冠三軍，孔明就是如此的足智多謀、妙

計神算。但是等接觸過更多史料之後，才發覺怎麼很多史書裡的三國

跟演義裡的三國竟是如此的不同。於是進一步探索，才知道原來演義

是七分事實、三分虛構，裡面有很多都是由史書中擴大解釋，憑空想

像甚或是移花接木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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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義中作者以蜀漢為正統，所以尊劉貶曹的傾向非常明顯，蜀漢

劉關張個個仁德忠義得人望，曹魏諸將全都奸詐狡猾顧人怨，至於孫

吳則是整個邊緣化只是來串個場，除了赤壁之戰外幾乎沒有存在感。

但這與真實的歷史有多少落差呢？這就是本文探討的議題，究竟演義

中到底有哪些人物被捧上了天造了神呢？ 

首先第三名是劉備。三國演義中盡寫劉備之德，從鞭督郵開始到

取西川，只要是有壞事就丟給好兄弟去扛。鞭督郵張飛扛，劉備還在

一旁當好人叱喝張飛不可以再打了，其實張飛一手好書法精通美工畫

文武全才高碩書生形象，穿越到現代根本高富帥啊！徐州誅車胄、古

城斬蔡陽則由關羽扛，一方面顯現關羽勇猛，另一方面也讓劉備的雙

手乾淨一點。而劉備皇叔的稱號更是刻意堆高他身分的手法，為了顯

示劉備的地位，把他塑造為繼承漢室正統的君主，而為劉備編造了一

份完整的十八代家譜，排一排劉備就變成了皇叔。史實上，劉勝的兒

子劉貞，因為沒有按朝廷的規定獻納酎金，而失去侯爵資格，後來又

經歷戰亂及政治紛爭，早已家世式微，族譜不明，只知劉備是漢室之

胄，輩份並不得而知。 

劉備行走三國江湖靠的是三項法寶：一哭二逃三仁德。演義為塑

造人物性格，將劉備描寫成極其仁德的君主，不願為爭天下而背叛別

人，甚至有歇後語說：劉備的天下——哭來的。不管這是不是演義的

誇飾法，但其實劉備相當會籠絡人心，在他身邊的文臣武將即使有過，

也很少被他推出去砍頭。而且劉備的前半軍旅生涯其實超慘，所以動

不動就為了自身的理想未酬而落淚，這段時間能跟隨他還沒跑掉的幾

乎都是死忠兼換帖，為此他自然是感動到噴淚啊。 

講到劉備的逃命術，那可就是千古一絕。窮困潦倒是劉被生涯前

期的最佳寫照，他每戰必敗，每敗必逃，每逃必走失夫人丟掉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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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顧自己狼狽逃命，所以他身邊大將幾乎有有幫他找老婆小孩的記錄，

這也是一絕。從一開始的公孫瓚、陶謙、呂布、曹操、袁紹最後依附

劉表，劉備幾乎把大江南北都跑了一遍。如果說呂布是三姓家奴的話，

那劉備的姓不就…。好，這不是重點，重點是作為一個義勇軍出身的

頭頭，沒有自己地盤真的是最大的硬傷。第一你沒有辦法建立自己的

根基，人才兵源就不容易招募。第二即使短暫佔了一塊地，但是劉備

出身卑微，並不容易取得當地世族的信賴，所以沒多久就被翻盤，只

好一再顛沛流離，劉備的逃其實是不得已的。 

第三劉備的仁德，除了對自己心腹近臣之外，劉備在依附荊州劉

表之前，並沒有長期駐紮在某個地點，所以並沒有辦法全面施展他的

仁德之術。但他被劉表派到新野當擋曹第一線之後，就開始將此術發

揮的淋漓盡致，以至於他火燒新野往江陵撤的時候，一堆老百姓跟著

他跑，甚至路過荊州時還拐了一些人一起跑路，這還真的不是一般人

能做得到。後來劉璋請劉備到益州要他去打漢中張魯時，他也只是到

了葭萌之後就不再前進，然後又大開收買人心之術，廣施恩德於益州

當地世族百姓，最後內應張松被跟劉璋抓到砍頭搞到兩人翻臉，於是

劉被揮兵反攻成都，將宗室的江山給吃掉。 

所以說劉備的仁義是有很大爭議的，有人說他是偽君子，明明就

貪圖宗室的地盤卻又愛吃假細意。但在亂世之中，你想要一展抱負經

略天下，但卻沒有一點權謀，不施一點手段，墳頭上的草早就不知道

長多長了。總的來講，劉備的仁德之名並非全都虛假，但演義把劉備

講的太過完美，但其實反而洩漏出他的虛偽。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

曾評論演義「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真是一語擊中了要害。但其

實最厲害的是曹操，在煮酒論英雄時曹操對劉備說「天下英雄，唯使

君與操耳！」，他老早就看出劉備跟他都是野心勃勃胸懷大志，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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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之中亦包藏的狡詐陰險的同路人吶。 

第二名則是關羽。若說演義中描寫劉備之德，那麼描述關羽則是

盡寫其義。從桃園三結義開始，一路到土山約三事、斬顏良誅文醜以

報曹操之恩、千里走單騎、華容道義釋曹操，無不是塑造關羽義薄雲

天的形象。但事實上關羽年紀還比劉備大，在徐州是被曹操抓到投降，

斬顏良有但沒有誅文醜，千里的確是走單騎沒有什麼護送二皇嫂的情

事，最後到華容道截曹操的是劉備而且還晚到讓曹軍安然撤退。 

其次是描寫他的勇。一堆不是關羽砍的人通通都變成他的手下亡

魂，從文醜、華雄、車冑，過五關斬六將的那六將(孔秀、孟坦、韓

福、卞喜、王植和秦琪其實是特地來讓關羽砍一刀就下去領便當，歷

史上根本沒這幾個人)，然後單刀赴會的也角色互換，從魯肅變成了

關老爺，這一切只是為了成就關公的威風。 

還有，關羽的坐騎並不是赤兔馬，牠在呂布被擒之後就不知去向，

他使用的武器是長矛而不是青龍偃月刀這種唐朝才出現的武器，而且

青龍偃月刀非常沉重，書中描述此刀重八十二斤(約相等於現代的

49.2 公斤)，這麼重的武器只能擺在國術館嚇嚇人，並不適合在兩軍

交戰時使用，如果兩軍上陣真的拿出去對敵，只怕刀還沒舉起來人就

被砍成肉泥了。演義為了凸顯人物，往往將兩軍對陣廝殺簡化為主將

單挑，但其實將者，將兵者也，將軍是統帥軍事作戰的重要人物，怎

麼可能每次都身先士卒，或是在陣前挑釁引戰呢？如果有這麼笨的大

將，大概早就被弓箭手給射死了。那些文章中「陣前單挑、一刀斬敵

將於馬下」，幾乎都是編出來的。 

那歷史上的關羽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關羽確實武藝高強，

顏良就是被他在萬軍之中取上將首級的。《三國志·關羽傳》有寫道：

「策馬刺（顏）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關羽萬人之敵也，為世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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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羽報效曹公，有國士之風。」以上是陳壽給關羽的評價。關羽最

輝煌的時候是他水淹七軍俘虜于禁擒殺龐德，嚇的曹操要遷都避其鋒

芒。不過這也是關羽這輩子的最高點，但是搖擺沒多久就因為被曹吳

夾擊，為呂蒙所擒而歸西了。 

關羽還有件值得一提的事，刮骨療毒這聽起來有點像編造出來的

故事，反而是真實存在的。《三國志》關羽傳記載：「羽嘗為流矢所

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

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

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

酒，言笑自若。」醫者刮骨療傷，關羽與手下談笑自若，真不虧為神

威關雲長！只是這精采的段子把華陀給加進來就有點畫蛇添足了，他

老人家早在十年前就被曹操給殺了，除非他阿飄顯靈否則是沒辦法給

關羽醫病的。 

其實關羽的忠義勇猛絕對有其事蹟，但是演義將其極大化的誇飾

而已。當《三國演義》自元末明初出現後，至明代中葉流傳已十分廣

泛，對社會各階層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關羽的忠義形象也因此深入民

心。明萬曆四十二年，神宗朱翊鈞不僅封關羽為帝，而且敕封其為「三

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尊為護國佑民之神。 

到了清朝，關羽造神活動愈演愈烈。清順治元年，封關羽為「忠

義神武關聖大帝」。清代康熙皇帝西巡途經解州時拜謁關帝廟，親書

「義炳乾坤」匾額。雍正皇帝追封關羽的祖父、父親為公爵。乾隆、

嘉慶、道光對關羽的封號陸續增加，最後竟成為「仁勇威顯護國保民

精誠綏靖翊贊宣德忠義神武關聖大帝」。至此關羽完全成為了忠義的

化身，至於原來的史料是如何書寫關羽其人，反而不重要了。 

第一名當然就是諸葛亮了。演義寫劉備之德、關羽之義，那寫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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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就是智了。這位不世出的天才初登場就擺了好大一個架子，不是

去遊山玩水就是和損友外出把妹，最後還要睡個懶覺才心不甘情不願

的見了劉備，氣的張飛都準備把他吊在樹上鞭數十了。 

那麼這個被三催四請，好不容易才粉墨登場的是不是一登場就搞

出了一番令人驚豔的大事業呢？並沒有。雖說隆中對的確是極佳的戰

略，但在當時缺兵少將沒有地盤的劉備身上根本毫無用處。兩人只能

整天膩在一起，惹得關張兩個舊情人老大不爽，跑去跟劉備抗議兼撒

嬌。劉備面對老情人爭寵，只淡淡地說了句「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

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兩人出則同車、寢則同床，搞

起魚水之歡來了，關張兩人也只能大嘆色衰愛弛、恩澤不再了。 

演義中諸葛亮的出道大作是火燒博望坡。當然，羅貫中又施展了

他最擅長的乾坤挪移大法，將劉備的功績轉嫁給諸葛亮，好讓他打響

第一炮。此後「舌戰群儒」、「草船借箭」、「借東風」、「三氣周

瑜」、「空城計」、「定軍山顯聖」…，可說是奇謀百出、算無遺策，

當下把其他三國人物都變成白癡了。 

史料上「舌戰群儒」、「借東風」、「定軍山顯聖」都沒發生過，

「草船借箭」是孫權做的，「空城計」是趙雲空營計嫁接的，「三氣

周瑜」更是為了醜化周瑜而做的，一來孔明跟周瑜在赤壁戰事中互動

極少根本不熟，二來周瑜並不是一個心胸狹窄的人，歷史上的周瑜高

大英俊並熟通音律，為人心胸開闊，以謙服人，連原本不服他的東吳

大將程普與他相處久了之後，都不禁嘆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

不覺自醉。」這樣的一位人才，又怎會小鼻子小眼睛與諸葛亮明爭暗

鬥，最後落得吐血十幾兩而死呢？演義為了塑造諸葛亮編造了那麼多

故事，確實精彩但不可盡信。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就表示演義「狀

諸葛之智而近妖」，它將諸葛亮神化成了神機妙算、通天曉地、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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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運籌帷幄的一個智慧超卓入聖之完美人物。 

但孔明的確是三國時代偉大的軍事、政治、發明家，他所提出的

《隆中對》是此後數十年劉備和蜀漢的基本國策。在他的治理之下，

蜀漢得以維持偏安的局面長達四十年，確屬不易。蜀漢雖然國力較弱，

且連年征戰的情況下，經濟仍然可以自給自足，這可以體現出諸葛亮

傑出的治國能力。諸葛亮同時具備傑出的才能與高尚的品格，後人對

諸葛亮評價頗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評價孔明最中肯的墓誌

銘。 

其實三國演義並非都是作者羅貫中自己寫的。而是羅貫中搜集民

間傳說和集合廣大說書人的三國段子，加以改編和加工的產物。講實

在的如果說書人一切都照三國志下去講，那大概十分鐘人就散光了，

所以為了吸引聽眾，誇大渲染是必然的，套句現在的話講叫戲劇效果。

如果把作者放到現代來，那他應該是某某電視台裡面的編劇，編劇如

果全照史實下去寫劇本，那歷史人物的特性勢必有所侷限，沒有辦法

塑造出鮮明的形象，那戲就不好看了，所以加油添醋、憑空捏造或許

也是必然的。而且編故事還必須把正邪兩方深刻的劃分出來，才能讓

讀者感情有所依靠，情緒才能隨著劇情起伏而波動，這樣的藝術加工

毋寧也是一種文學創意的呈現。 

三國演義對後世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在民間的流傳範圍、影響

程度，都可謂是中國古代歷史小說中獨一無二的，從某種程度上說，

三國演義的內容在人們心目中已經占據了真實歷史的地位。而且三國

演義的影響不僅只是華人社會，連日本對三國演義都十分著迷，在戰

國時代三國的某些計策常被當作是軍事政策的指南。近代日本不僅針

對三國演義研究論述頗多，連動漫、遊戲都有多種版本問世。 

或許每個人看三國演義的角度不一樣，評價也許褒貶不一，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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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認的是，它的確是一本橫跨古今、歷久彌新的曠世巨作，這是無

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