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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迎

能够干好“一把手”的人，身上必有磁场，能吸
人，还吸得瓷实。刘备身上就有磁场，这个磁场更
吸引男人。刘备与关羽、张飞一见如故，结成异姓
兄弟，比亲兄弟还铁。赵云碰上刘备，未经深交，便
心心相印，难舍难分。

刘备的磁场是由什么构成的呢？首先是有抱
负，志向远大；其次是重情义，以仁为本；最后是有
身份，属皇家后代。刘备身边聚集的人才并不是很
多，却大多有追求、有本领、有底线。刘关张“桃园
结义”，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那就是为复兴大汉而奋斗终生。正是有了这样一
个共同的追求，他们才凝聚成一体，并且在任何考
验面前，都能够守得住底线。

陶谦请刘备统领徐州，四处流浪的刘备，认为
此举不义，断不接受。仓促逃亡的时候，刘备决不
放弃百姓，独自逃生。刘备为了仁义，可以牺牲眼
前利益，不顾自身安危。刘备以仁义待人，吸引的
是仁义之人。张飞当阳桥头，敢一人面对曹操大
军，非不畏死，为义也。关云长身在曹营，面对曹操
的百般诱惑、千般关爱，始终心系大哥，非不为财
色所动，乃“义”字当先也。赵云为救刘备的孩子，
孤身杀入曹营，非目无曹军，实心里只有主公也。

刘备择人，重道德判断，兼顾实用价值。刘备
团队的核心成员，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在人生态
度上，皆属于乐观派。刘关张在创业初期，多次失
败，却从没有丧失信心，始终坚定地追求恢复汉家
江山的大业。在价值追求上，皆重精神、轻物质，个
个都有使命担当，人人都能守得住底线。在行为方
式上，都是偏进攻型，不善于防御。虽讲仁义，却也
都喜欢掺和事，路见不平就出手。他们一辈子冲冲
杀杀，最终也没有留下地盘。在人际关系上，都是
以利他为先。他们经常死里逃生，除了个人本领超
强以外，更重要的是不顾个人生死。在危机时刻，
往往是向死而后生。在自我认知上，都有高估自己
的倾向。这样的团队，在危局中经常会爆发出惊人
的智慧与战斗力，也会把一个好局轻易地葬送掉。

（《北京晚报》）

刘备的“磁场”

□彭允好

三国时代，猛将如云。吕布、典
韦、马超、太史慈等，无不战绩彪炳、
勇冠四方。论威名、武力、战绩，他
们应该不逊于关羽。那么，《三国
志》为何仅称关羽“威震华夏”呢？

关羽率军北伐襄樊

“威震华夏”的评语，出自关羽
的最后一场战役——北伐襄樊。

《三国志·关羽传》原文：“二十
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
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
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
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
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
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
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
羽率军从荆州南郡出兵，向北进攻
曹魏占据的襄阳、樊城。当时的局
势是，如果能顺利拿下这两个地方，
北战线向前推进，汉中与荆州的北
部通道相连，且在荆州取得战略纵
深，曹魏南面门户大开，攻入许昌，
兴复汉室，则指日可待。

关羽先是攻樊城的曹仁，曹操
派汝南太守满宠援助曹仁，又遣于
禁等将领统率七军前来助战。当时
汉水暴涨，关羽因势利导，以其精锐
水师迎战于禁：先用“舟兵”，乘大船
猛烈攻击敌方营寨，再从四面放箭，
封锁通道，防止曹军突围。于是，于
禁的七军人马和曹仁别部庞德的军
队陷入绝境。最终，于禁势竭力穷，
缴械投降，3 万大军被俘解往江陵；
庞德被俘不屈，引颈就戮。

关羽又遣别将围困襄阳，以阻
止曹仁的部将吕常援救樊城，并迫
使曹魏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
方投降。

荆州军重重围困樊城，城内粮
食将尽，城外援军断绝，眼看此城朝
夕可下。曹仁及部将欲趁关羽未合
围之前弃城而逃，被满宠急谏而
止。满宠及曹仁与其部将沉白马，

誓与樊城共存亡。

精锐曹军迎战关羽

军情紧急，除了已去世的乐进
和接替夏侯渊主持西线的张郃，曹
操将五子良将余下三位都遣来对付
关羽。

至此，曹操为解樊城之围，前后
共派出五批援军：第一批是于禁、庞
德等率领的七军，第二批是徐晃的
新兵，第三批是徐商、吕建的部队，
第四批是殷署、朱盖的十二营，第五
批是曹操手中最精锐的王牌军——
张辽的部队，从与孙权对垒的合肥
前线调来增援曹仁。

曹操还先后派遣满宠、于禁、庞
德、徐晃、赵俨、徐商、吕建、殷署、朱
盖、张辽、裴潜、吕贡十二名文官武
将参加此役，其中除张辽、裴潜、吕
贡因吕蒙偷袭江陵，关羽撤围而未
到樊城外，其余九人都参加了襄樊
战役。由此不难看出，关羽襄樊之
战对曹魏政权带来的震动效应。

北伐之功“威震华夏”

在正面战场之外，关羽还派小
股游军北进，联络义军，予以支持。
一时间，在梁、郏、陆浑一带的义军
都遥受关羽印号，为之南北呼应。

《三国志·胡昭传》：“建安二十三
年，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当给汉
中。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民孙
狼等因兴兵杀县主簿，作为叛乱，县
邑残破。固率将十余吏卒，依昭住
止，招集遗民，安复社稷。狼等遂南
附关羽。羽授印给兵，还为寇贼。”

《曹瞒传》记载：“是时南阳间苦
繇役，音于是执太守东里衮，与吏民
共反，与关羽连和。”《三国志·武帝
纪》：“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执
南阳太守，劫略吏民，保宛。初，曹
仁讨关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围宛。”

关羽积极响应梁、郏、陆浑等地
义军的起义。这些起义军所在地区
在哪里？郏县在许都的正西方，梁国
在许都的东北方，陆浑则在许都的西
北方。而南方正是关羽攻来的方向。

这些起义军都在远方接受了关
羽的任命，关羽授以他们印信，助给
兵器，使这些人在曹操心腹之地造
反，严重破坏曹操政权的统治。曹
操因此甚至想要迁都，在满宠的极
力劝阻下才最终作罢。

关羽北伐襄樊，战术上水路联
合作战，围城打援，攻守兼备，调度
有序，同时又能够潜入曹操腹心，策
动起义，从内部动摇曹操政权的根
基，张弛有度，布局合宜，彰显了一
代名将的风范。此外，关羽还将荆
州政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政通人和、
局面稳定，军政防务上巩固城防，修
筑江陵城，设置“屯候”，提防甚密。

《三国志·陆逊传》说“羽素勇
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
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文治武
功，关羽皆为楷模。所以才被《三国
志》作者陈寿誉之为“威震华夏”。
自关羽之后，诸多名将也多以关羽
为榜样，自励自勉，建立功勋。

（《洛阳晚报》）

关羽：独享“威震华夏”之誉

□洪水

建安二十四年，襄樊之战，关羽
水淹七军，擒获于禁，于禁降蜀。不
日，吕蒙率军白衣渡江，斩杀关羽，
于禁降吴。黄初二年，孙权将于禁
送回曹魏。只见他，“须发皓白，形
容憔悴，泣涕顿首”。

于禁是曹魏“五子良将”之一。
曹操曾说他“胜过古代名将”，能征
善战。王沈在《魏书》中提出，“樊城
之败，水灾暴至，非战之咎”。司马
懿也认为：“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
之失。”然仅此一役，于禁人生彻底
反转。

胜败乃兵家常事，更别说“小战
天天有、大战三六九”的三国时期
了。魏、蜀、吴的帝王将相，有几个
没有打过败仗呢？吃了败仗，降敌
的更不胜枚举。比如，张辽、张郃、
徐晃、关羽、马超、姜维、潘濬、甘宁、
孟达、黄权等都曾战败而降。

当年，司马懿与诸葛亮对峙，被

蜀军抢了陇上小麦，数倍于敌的魏军
将士十分不满。司马懿的两个儿子
急匆匆跑到大帐，发泄憋屈之言。此
时，司马懿淡定地打着五禽戏。

打罢，他用白巾擦了擦手，并对
两个儿子说：打仗，先要学的是善
败，“败而不耻、败而不伤”，才能笑
到最后。初听此语，感觉有点荒谬；
细细体悟，可谓精辟。

于禁数十年戎马生涯，跟随曹
操讨董卓、剿吕布、平黄巾、破袁绍、
平张鲁，为曹魏立下无数战功，夺得
无数城池，斩杀无数敌将，在军中享
有盛名，被拜为虎威将军。于禁降
后，没有和关羽、孙权合作，也没有
做损害曹魏的事情。从降蜀到降吴
再到回魏，总共只有两年左右的时
间。可回到曹魏时，这位虎威将军

“须发皓白”。虽然只有四个字，却
足以说明他降后身心俱伤。

曹丕看到于禁“形容憔悴，泣涕
顿首”后，想要激其耻而发奋、再立新
功，就用晋楚之战中的晋国中军将荀

林父、秦晋之战中的孟明视来劝慰，
这两人都曾大败于敌，但都败后发
奋、为国立功，最终功成名就。

这不禁还令人想起关羽被曹操
擒获的情景：下邳为曹操攻破，关羽
战败而降，曹操重赏其房宅、美女、
金帛，多次宴请，还荐其为汉寿亭
侯。可关羽心地坦荡，败而不耻、败
而不伤，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

降将被人鄙视、受人戏谑，在历
史上恐怕是难免的。只不过，关羽降
而不移其志，养精蓄锐，以利再战。
因此，他对前来试探的张辽明确说，
自己与刘备誓同生死，等立下战功、
报答曹操恩情后就会离开。果不食
言，关羽在斩颜良解白马之围后，“千
里走单骑”，直奔刘备而去。

于禁被关羽水淹七军时，正是
年富力强之际。如果他能“败而不
耻、败而不伤”，从从容容、堂堂正
正，不为名利所累，回到曹营重振雄
风，用实绩回击各种言行，就会真正
成为不败之将。 （《解放日报》）

养精蓄锐 以利再战

□杨方

最初知道“的卢”是在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
赋壮词以寄之》这首词里：“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
弦惊。”当时只知道“的卢”是一匹跑得飞快的战马，
后来才知道“的卢”还是一匹有争议的“问题马”。

“的卢”额头上有白色斑点，古人认为这种马
桀骜不驯，是“妨主人”的凶马。三国时期刘备的坐
骑也是一匹“的卢”马，但是刘备凭这匹“的卢”马
跃过数丈宽的檀溪，摆脱了后面的追兵，“义马救
主”便因此传为美谈。

刘备的这匹“的卢”马原来的主人是张武，刘
备在与张武短兵相接时一眼望见其坐骑“极其雄
骏”，大为赞赏：“此必千里马也。”赵云挺枪而出，
不到三个回合，便斩将夺马。刘表见了这匹马，也
赞不绝口。刘备便将此马送给刘表。不料，刘表谋
士蒯越认为此马“眼下有泪槽，额边生白点，名为

‘的卢’，骑则妨主”，还说“张武骑此马而亡”就是
证明，吓得刘表赶紧找借口还给刘备，于是这匹马
又跟随了刘备。有人将此马“妨主”的说法透露给
刘备，刘备不相信，“但凡人死生有命，岂马所能妨
哉？”后来蔡瑁设计谋害刘备，刘备得到消息后骑
上“的卢”慌忙逃走，当被追赶到数丈宽的檀溪边
时忽然想起“的卢”妨主的事来，于是一边疯狂抽
打“的卢”一边绝望道：“的卢，的卢！今日妨吾！”

“的卢”忽从水中涌身而起，一跃三丈，飞上西岸。
“的卢”不但没有妨主，反而在绝境中救了刘玄德
一命。没想到传说妨害主人的“问题马”在关键时
挽救了西蜀霸业。有了“义马救主”的经历，刘备自
然更加不相信“的卢妨主”的说法。

那么，刘备的“的卢”马究竟是好马还是劣马？
这得看是谁驾驭。“的卢”马最显著的优点是跑得
快，当然，优点往往会伴随着凶悍、顽劣、难驯、个
性强的坏脾气，但并不能就此武断说“的卢”马就
是劣马。 （《滕州日报》）

刘备的“的卢马”

▲关公像 记者记者 刘亚刘亚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