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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讀後感 

一、楔子 

《三國演義》是根據史書《三國志》編寫而成的通俗小說，因此

，談到《三國演義》則不可不提《三國志》。 

《三國志》的作者是西晉的陳壽，陳壽出生於四川省，即三國時

期的蜀漢政治版圖，再加上陳壽的老師是譙周，當時的譙周在劉氏政

權下為官。無論陳壽在史料的來源上如何考究，編撰上如何嚴謹，但

就陳壽的出生及成長環境而言，很難排除《三國志》傾向蜀漢的立場

，故而間接影響《三國演義》。 

以歷史為背景的故事中，因作者不同的立場與際遇，影響筆下的

人物甚鉅，《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出生在戰亂頻繁的元朝末年，當

時群雄割據，將材輩出，各地方霸主無所不用其極地擴大自身的勢力

範圍，與三國時期的情況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處，正是因為這樣的世付

，造就了羅貫中提筆寫下後世稱頌的《三國演義》。 

羅貫中筆下的《三國演義》，是他自己想寫的故事，他透過小說

來抒發他的想法。在當時，或許不必如今日出版（品）的眾多書籍或

加值衍生物，需要考慮銷售量或讀（聽）者的感受，可以完全按照作

者的喜好來說故事。 

綜觀全文，故事中的孫吳像星星，點綴著太陽與月亮，或許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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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建國的孫吳，更多的是扣人心弦的兒女情長，因此作者略過不提，

是故以下主要選擇劉備及曹操二人抒發個人淺見。 

二、發跡 

東漢末年，外戚宦官干政，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終於爆發了大

規模的民變，史稱黃巾之亂。故事以家貧的劉備看著朝廷張貼的招軍

榜文嘆息開始，張飛見了便與劉備搭上話，說話間，劉備瞥見一人相

貌堂堂，便邀上來，來人便是丹鳳眼、面如重棗的關羽，三人互道志

向，不謀而合，遂結拜為異姓兄弟，而後兄弟三人先後投入多人麾下

帄亂；另一方面，曹操因是中常侍1的養子，因此次黃巾之亂，官拜

騎都尉2，亦前往助戰；孫堅3亦於帄亂中打響名號。 

俗話說：「英雄不怕出身低」，而要成名還是得靠自己。上段文字

提及劉備投入剿亂行列，而後劇情描述眾人於黃巾之亂有功績，卻未

得到半點功名，書中接著寫道：「玄德4聽候日久，不得除授5，鬱鬱不

樂」，且看寂寂無名的劉備如何行銷自己。 

劉備在街上閒逛時，遇上郎中6張鈞，便主動上前「自陳功績」，

雖然書中未寫明劉備是如何向張鈞毛遂自薦的，但可另由劉備向他人

自我介紹的敘述中窺知一二，書中寫道：「玄德曰：『備乃中山靖王之

                                                      
1
 即宦官。 

2
 為臨時武官。 

3
 孫策、孫權的父親。 

4
 劉備的字。 

5
 即拜官授職。 

6
 為尚書的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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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自涿縣剿戮黃巾，大小三十餘戰，頗有微功……。』」。在講究門

第的社會中，劉備不提自己以販售草鞋、草蓆為業，反而利用劉氏帝

王之姓的背景，道明家世淵源，接著再提自身在黃巾之亂的業績，食

君之祿的張鈞就免不了要給劉備一個面子，後來劉備確實謀得縣尉一

職。 

且看曹操發兵徐州，當時徐州太守陶謙向孔融討救兵，書中寫道

：「融曰：『吾聞劉玄德乃當世英雄，若請得他來相救，此圍自解……

。』」、「孔融曰：『公（指劉備）乃漢室宗親……』」，由此可知，劉備

建立的個人印象及口碑已有小成。 

後來呂布起兵，劉備逃難投奔曹操，曹操向皇帝引薦劉備，劉備

面聖時講道：「臣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劉雄之孫，

劉弘之子也。」，劉備順勢而為，搖身成為「劉皇叔」，鞏固了皇室的

身份，並為日後復興漢室所做的勞師動眾，鋪上了正義之師的道路。 

至於曹操的成名得由董卓講起，話說東漢宮變，董卓趁機帶兵控

制整個朝廷。因為董卓暴虐不仁，群臣恐懼異常，但卻無人挺身而出

。眾官相對而泣的時候，曹操道：「滿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

，還能哭死董卓否？」，而後曹操當著文武百官的面，發聲自願前往

暗殺董卓，此已明示曹操與董卓互為敵對立場。任務失敗後，曹操改

發檄文討伐董卓，引起各方諸侯響應，然而響應歸響應，最後只有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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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自行帶兵追趕董卓。此時天下人盡知有一位勇於向董卓對抗的曹操

。 

三、性格 

適才提及曹操發兵徐州，此時的徐州太守陶謙欲將徐州讓予劉備

，劉備卻再三推辭。後來呂布攻打曹操，徐州之圍頓然解除，陶謙再

次將徐州託付劉備，劉備明正言順收下徐州。由此段敘述，再綜合先

前劉備因黃巾之亂有功，卻謀不到一官半職而悶悶不樂的事蹟，可推

斷劉備並非不想為官，而是害怕曹操大軍。 

不久，曹操大敗呂布，呂布改投劉備，劉備欲將徐州讓予呂布，

然而當時天下人盡知呂布見利忘義，難道劉備顢頇若此，當呂布是好

人？此一情節，表面上的劉備表看起來心地善良，實際上劉備辜負了

陶謙的囑託，還因懼怕呂布，才順手做人情。 

後來徐州為呂布所占領，劉備改投效曹操。某日，曹操請劉備至

家中談話，書中描述「嚇得玄德面如土色」；劉備離開後，書中寫道

：「玄德曰：『吾之學圃，正欲使操知我無大志；不意操竟指我為英雄

……』」；再者，曹操與袁紹大戰時，劉備趁機偷襲許昌7，但出師失

利，書中對劉備的描述有「寨外許褚搦戰8，玄德不敢出馬」、「玄德

見勢危，落荒而走」、「玄德望深山僻路，單馬逃生」云云。 

                                                      
7
 曹操本營，舊稱許都，今河南省許昌市。 

8
 即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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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劉備先後投效呂布、曹操、袁紹，最後轉投劉表。有一天，

劉備與劉表一起飲酒，劉備道：「備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

足慮也。」，而後劉備發現自己酒後失言，連夜奔回新野9，並於牆上

留下一首詩，書道：「數年徒守困，空對舊山川。龍豈池中物？乘雷

欲上天！」，可見劉備在隱忍、懦弱之外，還認為天下人皆不如自己

。反觀同樣白手起家的曹操，未見其長噓短歎，且敢向天下人抒發志

向，聚得錢財與人材，並識人善用，最後成為北方最強大的勢力。 

世人皆知關羽有萬人之敵，他曾一人斬殺董卓的上將華雄及袁紹

麾下的顏良、文醜此二位上將，而呂布有結合關羽、張飛兩人之力，

亦戰不倒的神勇。曹操大戰呂布之時，書中寫道：「李典10曰：『主公

且在城外，容某等先入城去。』操喝曰：『我自不往，誰肯向前！』

遂當先領兵直入。」，綜合適才敘述曹操敢獨自攖董卓之鋒，曹操之

真性情、大無畏，可見一斑。 

四、待人 

關羽是劉備的結義兄弟，曹操發兵徐州，劉備逃命並改投袁紹，

關羽卻為曹操所俘虜，劉備害怕關羽向曹操投降，於是修書一封予關

羽，其略云：「備與足下，自桃園締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相違，

割恩斷義？君必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書不盡言

                                                      
9
 今河南省南陽市。 

10
 投效曹操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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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待來命！」，由此信可知，劉備先譴責關羽違背誓言，再提及為

了兄弟，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就個人觀點而言，劉備不瞭解關羽，

甚至懷疑兄弟，願意捨棄生命來成就對方的話，也只是虛情假意罷了

！ 

反觀曹操，投於麾下名士眾多，如樂進、李典、夏侯惇、夏侯淵

、曹仁、曹洪、荀彧、荀攸、程昱、郭嘉、劉曄、滿寵、呂虔、毛玠

、于禁、典韋、許褚等人。有一次，曹操抵敵不住，中箭落馬，曹洪

下馬搭救，曹操道：「吾死於此矣，賢弟可速去！」，可見曹操命危之

時，仍顧念手足。又有一次，曹操愛將典韋戰死，謂諸將曰：「吾折

長子、愛姪，俱無深痛；獨號泣典韋也。」，而後曹操回到許都，思

慕典韋，便立即祭祀，並收養典韋的兒子。謀士郭嘉染病乃至病逝，

曹操皆大哭，而後曹操亦收養了郭嘉的兒子。由此可知曹操愛材之外

，尚能愛屋及烏。 

再說曹操生擒關羽之後，想收伒關羽至麾下，此時關羽所提條件

「但知劉皇叔11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曹操一概應諾，且

甚為厚待。待得關羽悄然離去時，曹操未帶兵器追上，還奉上路資及

錦袍，然而關羽害怕曹操出爾反爾，不敢下馬，只用刀尖將曹操雙手

奉上的錦袍披於身上而去。此時，在曹操身邊的將士許禇發話表示關

                                                      
11
 指劉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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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過於無禮，曹操卻不記於心上，只道：「吾言既出，不可追也。」

，曹操與劉備待關羽之誠高下立分。 

是日，曹操大破袁紹，獲得袁紹兵敗而留下的物件，此為曹操麾

下與袁紹暗通的書信，曹操左右道：「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

」，曹操卻答：「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最後曹操

命人燒毀，從此不再過問。此乃曹操「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難

怪原敵方陣營之人，如徐晃、張遼、賈詡、許攸、張郃、高覽、龐德

等紛紛改投曹操。 

五、轉捩點 

第三十七回前以曹操討董卓、破呂布、除袁術、滅袁紹等的角度

描述較多，後多以劉備的立場寫曹操，曹操自然成為對方人物口中的

「操賊」。為了扭轉場景，故事改寫曹操滅了袁紹後，兵強馬壯，難

免得意忘形，有謀士張松前往投奔，曹操已不像以往那般禮賢下士，

除此之外，曾被曹操讚譽「吾之子房12」的荀彧，因諫言而觸怒曹操

，最後服毒自殺。 

然而劇情前半貶低劉備甚多，經由司馬徽反諷劉備「我已經聽說

你的大名很久了，為什麼至今你還是這麼落魄呢」，讓責怪時運不濟

、自負不凡的劉備深刻反省，兼之得到孔明、黃忠、馬超等能人幫助

                                                      
12
 漢朝開國功臣張良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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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先前埋下「劉皇叔」的稱號作伒筆，李恢、譙周等人陸續將劉

備視為「正統」，重塑劉備的形象。結果就是這麼奇妙，分明是同一

個人，卻讓人將懦弱的劉備，理解成忠厚老實。 

以上視角的轉變，為羅貫中在讀者疲乏之前變換場景，再增加擅

於揣摩人心及料事如神的孔明一角──孫子兵法：「殺敵一萬，自損

三千」，劉備只有數千兵力把守新野，仰仗孔明神計，盡破曹軍十萬

、時值隆冬吹西北風，孔明登壇作法，竟改吹東南風、孔明夜觀星象

，可知皇族劉琦，都督周瑜，軍師龐統，將軍關羽死亡的事實、孔明

靠卜卦，能推算關羽攻占長沙郡大捷、劉備娶孫權之妹為續絃乃大卲

大利──此番跳脫常理框架的描寫，讓觀眾耳目一新，同時隱喻「一

勝一負，兵家常勢」13，及企盼英雄的出現。 

劉備稱帝後，趙雲、秦宓、孔明等人皆向劉備曉以大義，請其以

討伐篡漢稱帝的曹丕為先，興兵孫吳報私仇在後，眾人最後卻得到「

朕意已決，無得再諫」之命仙，可看出其剛愎自用；與孫吳交戰時，

劉備講道「朕亦頗知兵法，何必又問丞相14」，再度顯露自以為是的性

格，也因此，劉備兵敗退至白帝城15。 

六、三國之亡 

                                                      
13
 出自《舊唐書〃裴度傳》。 

14
 指孔明。 

15
 今四川省重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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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備病逝後，主要描寫孔明七擒七縱孟獲與六出祁山、姜維16七

伐中原的事蹟，而曹魏及孫吳兩國相繼上演重臣互戮、逼君遜位──

司馬懿斬曹爽17、孫峻18殺諸葛恪19、司馬師20廢曹芳21、司馬昭22弒曹髦

23另立曹瑍24、孫琳25逼孫亮26退位另立孫休27──的橋段，相較之下，

蜀漢因政局的清明，得以接二連三地征戰北魏，然而仙人惋惜的是孔

明病逝後，後主劉禪寵幸宦官黃皓，因此耽誤國家大事。 

將時間軸回溯至曹操生前，曹操在諸子之中較喜愛曹植28，引起

曹丕29的忌妒。曹操病逝後，剛繼位的曹丕利用奔喪之便向手足30問罪

，此一行為間接削弱曹氏宗親的力量，更顯示出曹丕無兄弟之義，恐

讓想投效之人卻步，亦是「君臣不和，必有內變」的徵兆。結果朝廷

欠缺新血投入，加上「虎父無犬子」亦非必然，最後朝中僅得倚仗舊

臣司馬懿。 

權勢如日中天的司馬氏，在父子同心之下，三人先後效仿曹操控

                                                      
16
 孔明之後繼者。 

17
 曹操姪孫。 

18
 孫權旁系血親。 

19
 諸葛瑾長子。 

20
 司馬懿長子。 

21
 曹叡在位時的太子；曹叡為曹丕之子。 

22
 司馬懿次子。 

23
 曹丕之孫。 

24
 曹操之孫。 

25
 孫峻從弟。 

26
 孫權第三子。 

27
 孫權第六子。 

28
 曹操第四子。 

29
 曹操第二子。 

30
 曹彰、曹植及曹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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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朝綱，導致曹魏的江山旁落。此與袁紹、袁術兄弟二人及袁紹諸子

之間不齊心協力對抗外敵，招致袁氏的滅亡，不謀而合。 

雖然蜀漢是三國之中最早滅亡的，實際上曹魏在司馬氏的控制之

下，已名存實亡，只是司馬氏選擇先滅蜀後篡魏罷了。孫吳的孫權堅

守著父兄的基業，偏安一隅；孫權死後，政權幾度輾轉，最後由橫行

無道的孫皓31繼任，孫皓寵幸中常侍岑昏，且大興土木，百姓困苦，

不足以成為司馬氏的頭號大敵。 

七、結局 

《三國演義》以「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前後呼應

，總結了歷朝歷付的興衰，一個顯然的原因是百姓生活困難，只好抗

爭，於是產生了大大小小的爭鬥。後來，舊的統治者被新的領導者推

翻，在新的國家建立之後，資源重新分配，百姓安康，久而久之，弊

病叢生，資源再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朝廷鬥爭白熱化。於是，百姓

生活困難的循環周而復始，由此可見「人和」的重要。 

故事最終以三國統一作結尾，統一意味著戰爭結束、百姓安居樂

業，同時亦是傳達對未來社會的憧憬。 

八、小說是寫給人看的 

《三國演義》慣用人在面對生離死別時的行為表現，去評價此人

                                                      
31
 孫權之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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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窳，並運用詩詞進行置入性行銷，歌頌忠孝仁義，無非是希望透

過小說洗滌人心。 

人心難以掌控，若能認清一個人的想法，便能操控其人，譬如用

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此點在大大

小小的戰役中，著墨甚多。然而從未有戰無不勝者，再次說明了世上

最難掌握的就是人心，加上人的想法往往因為手中握有的東西而改變

。試想于禁跟隨曹操出生入死三十年，最後卻向關羽投降，甚有謀略

的曹操之於于禁只以嘆息作結尾；再者，其「三馬同槽」之夢的警示

，亦不能讓曹操看透司馬懿，可見識人之難。就個人所見，書中未背

棄主人者，並非真的是忠貞不渝，可能是尚未碰到考驗罷了。 

在人心的探討之外，書中亦闡釋人皆有「惰性」與「慣性」，需

要倚靠監督或鼓勵，而「人」即為當時最珍貴的資產，連曹操、劉備

及孔明等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尚須仰仗之；另有孫權以貌取人，造

成龐統另投的遺珠之憾等情節，皆為呼籲當時的領導人物應引以為戒

。 

九、小說的內容是人 

我特別喜歡＜「金庸作品集」台灣版序＞一文中的一句話，金庸

曾寫道：「我最高興的是讀者喜愛或憎恨我小說中的某些人物，如果

有了那種感情，表示我小說中的人物已和讀者的心靈發生聯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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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不就是說明了小說最迷人的地方了嗎？《三國演義》敘述一

群歷史人物的權利及資源爭奪經過，閱讀過程中，讀者漸漸地對書中

的角色產生好惡，不知不覺間，這些角色便不再只是印刷在紙上的名

字，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最後牽絆了讀者的喜怒哀樂。 

從小說的世界乃至真實世界，重點皆在於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常

言道「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也許對方現在不如你或有所求，

但人生幾何，誰又能預知未來的際遇？因此，做人做事留點餘地，就

是少樹立敵人，其實也是幫助自己。 

十、後記 

《三國演義》從最原始的文字，到後人將它以戲曲、電影、電視

劇或遊戲等方式改編，不僅是故事的耐人尋味，值得以不同角度去欣

賞；在人物的評價上，亦會因朝付之更迭而迥然不同。 

無論個人在欣賞故事的過程中獲得什麼，「故事」無疑是在貧瘠

的現實生活中，豐富心靈的調解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喜歡看（或聽

）故事，基於故事傳遞媒介的多樣性，使《三國演義》更為廣泛流傳

，然而觀眾往往受役於聲光特效、場景、演員或服裝造型等媒介特質

所連帶的元素，造成思維的窄化。此外，根據人的出身、生活環境及

所受到的教育，將持有不同的眼界心態，更何況改編者所發行的作品

，尚有其它商業性因素之考量，於是故事賞析的眼界又受到他人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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縛。因此，何不從上述框架中跳脫出來，回歸到最純粹的文字上，感

受字裡行間的溫度，或許您會領悟到《三國演義》不同層面的寓意和

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