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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备曹操的眼泪看到了什么？
谭良啸剖析《三国英雄的情感世界》

中国的史书不长于人
物的情感、心理描写，往往
用“大喜”“大悲”“大怒”“哀
伤”“忧深”“痛恨”等十分
简洁的词语来表达喜怒哀
愁，把人复杂的个性和丰
富的情感简化，乃至淹
没。三国研究权威谭良啸
的新书试图弥补中国史书
不描写人物心理、情感的
缺陷，让人们看到与才能、
事功分析评判下完全不同
的三国英雄。

人伦情感中的背离与回归
6位英杰人品高下一目了然

我国古代，男性是社会的主体，
女性及与之相关的事常被忽视。我
国史书也是一部男人的奋斗史，女
性除后妃有传外其余的不会被述
及；儿女情长非英雄气概，也难以得
到赞许。

谭良啸说，“因此，人伦中的夫
妻关系常常被扭曲。历代英雄豪杰
或出于公义，或为谋取私利，或系一
己之欲念，常常将夫妻情感弃之不
顾，甚至践踏。从人伦关系的角度
看历代的英雄豪杰，他们的情感具
有不完备性，有的方面甚至是畸形
的。在戎马生涯中为创建霸业而崛
起的三国英雄，也是如此。出于政
治斗争之需他们有的赐死儿子，在
维护既得权力之时有的迫害兄弟，
在战败溃逃中有的抛妻弃子……在
这 6 位英雄的家庭生活中，关于他
们母亲、女儿的情况常常不被史籍
提及，夫妻关系也奇形怪状，他们的
结发妻子有的被冷落，有的遭辱骂，
有的被废黜，有的甚至被赐死；而众
多的嫔妃则被视为生儿育女、泄欲
的工具，往往遭到遗弃。在权力的
明争暗斗中、在战火的刀光剑影中
他们与家人的情感被扭曲、乃至被
淹没。”

史书没有专章来述说这几位三
国英雄的情感。然而，谭良啸发现，

“仍在字里行间、引注补录中，可以
看到他们对父母、对子女、对妻妾怀
有的爱意；依然可以寻觅到他们在
叱咤风云中不时流露出的对家人的
关爱甚至歉意，看到他们在人伦情
感中的背离与回归，甚至可以看到
他们留下的与家人的感人故事。”

面对死亡的态度，这几位三国
英雄又如何呢？谭良啸写道，“曹操
活了 66 岁，刘备活了 63 岁，孙权活
了71岁。面临死亡时孙权怕死而祈
求仙人赐福延寿，表现得毫无英雄
气概，曹操则从容，刘备最淡定而泰
然。再如对儿子，孙权可以将宠爱
的两个儿子一个废黜流放，一个赐
死；曹操只是疏远厌恶的儿子；刘备
虽将养子赐死却心有不忍而流泪。
再如对妻妾，曹操临死都无法释怀
对丁夫人的歉意，刘备兵败白帝城
还诏令迁葬甘夫人并进行追封，而
曹丕称帝后却赐死发妻甄氏，司马
懿得势后则当面辱骂发妻张春华。
通过这种情感对比认识，6位英杰德
行的差异、人品的高下，一目了然。”

谭良啸出生于 1944 年，毕业于
四川大学历史系。1992年起担任武
侯祠博物馆副馆长，2001 年起调任
永陵博物馆馆长，现已退休。现任
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副会长、成都
武侯祠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研
究员。先后撰写了《诸葛亮治蜀》

《八阵图与木牛流马》《天下英雄刘
备》《三国文化古今谈》《三国时期的
科学技术探秘》《三国演义大词典》
（与沈伯俊合著）等十余部专著。

谭良啸的诸葛亮研究、方北辰的
《三国志》研究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沈伯俊的《三国演义》研究，在三国文
化领域内具有较大影响力，他们也被
学界誉为“三国研究三剑客”。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实习生 李昊南

三国的人
物、历史、故
事，给一代又
一代的中国人
以 智 慧 和 启
迪，是凝聚着
中华民族精神
文化气质的珍
贵宝藏，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
组成部分和宝
贵遗产，影响
远及海外。但
对于三国人物
的理解、研究，
远 远 没 有 穷
尽，而是吸引
一代一代学者
皓首穷经，遨
游其中。

年近八十
的谭良啸长期
埋首故纸堆，
从《三国志》
《后汉书》《晋
书》《资治通
鉴》等古籍中
寻 找 相 关 史
料，选取曹操、
曹丕、刘备、诸
葛亮、孙权、司
马懿等三国英
雄，以具体的
典故来解读他
们的悲欢、死
前心境、与妻
儿的关系，力
图揭示出他们
丰富的情感世
界和复杂的性
格特点，试图
弥补中国史书
不描写人物心
理、情感的缺
陷，让人们看
到与才能、事
功分析评判下
完全不同的三
国 英 雄 。 近
日，西南交通
大学出版社推
出三国研究权
威谭良啸为大
众读者写的一
本解读三国的
通俗读物《三
国英雄的情感
世界》。

谭良啸着
重从情感角度
解读看到的三
国英雄形象，
甚至会颠覆某
些 传 统 的 偏
见，使人们对
他们有了崭新
的认知。

刘备“懦弱爱哭”？
“三国人主”流泪最少的一位

谭良啸研究发现，“虚伪奸
诈”的曹操背后，是一位“做错事
后会赔着笑脸哄老婆”的好丈夫；
是一位关心子女教育、注重培养
他们的好父亲；是一位临死前哭
着把年幼子女托付给儿子们照顾
的真男人。“贤德善良”的刘备确
实“贤德”，他能勇于承担夷陵之
战失败的责任，能在临死前留下

“君可自取”和“父事丞相”的遗
言，显示出他的帝王气魄；但他在
战败之后曾经4次抛妻弃子，说明
他也许还不够“善良”。

谭良啸还对人物进行了量化
比较。比如他用数字对比了书中
提到的6位三国英雄哭泣的次数，
去世前的言行举止，妻妾的多少，
然后在具有典型意义的方面进行
分析，分析出他们在性格、人品、
德行上的差异、优劣。如史书记
载的哭泣，曹操有 14 次，刘备 6
次，孙权13次，刘备是三国人主之
中流泪最少的一位。说刘备“懦
弱爱哭”是世人对他的误解。而
且谭良啸还分析说，刘备的哭也
是有原因的，“虽然是帝王后裔，
但人生并不顺利，从小家庭贫困，
活在社会底层，靠着‘贩履织席’
勉强与老母度日。与‘官二代’

‘富二代’的曹操、孙权相比，刘备
可谓受尽生活的‘毒打’。虽然在
汉末黄巾之乱中刘备崭露头角，
但自身势力还是太弱，长期被困
在‘东奔西逃’和‘寄人篱下’的恶
性循环之中。像刘备这样年少受
尽挫折和煎熬、年老才大展宏图
的人，不爱哭才是他的本色，爱哭
反而显得不自然。”

继续读下去，还能在书中看
到“赐死发妻、折磨兄弟”之六亲
不认的曹丕；看到“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之名垂宇宙的诸葛亮；看
到“早年承父兄基业，晚年杀儿子
臣僚”的孙权；看到“装病流泪骗
了天下人”堪称“影帝”的司马懿。

如果说，以前我们对于三国
人物有许多误解、许多刻板印象，
那么在这部书里，这些英雄的情
感得到了补充，也让他们的形象
变得丰满而立体。他们也在这部
书里卸下英雄的光环，回归于一
个普通人，让人惊讶于他们竟然
如此平常。

搜罗6人哭泣及临死言行
揭示三国英雄的情感世界

中国的史书不长于人物的情感、
心理描写，往往用“大喜”“大悲”“大
怒”“哀伤”“忧深”“痛恨”等十分简洁
的词语来表达喜怒哀愁，把人复杂的
个性和丰富的情感简化，乃至淹没，
使后人难以了解他们的内心活动。
学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常常忽略
揭示他们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这不能
不说是一个遗憾。但其实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性格、情感，只是性情、德
行各异，亲情、友情的丰简程度不同
而已。汉末三国，征战频仍，金戈铁
马，斗智斗勇，波诡云谲，英雄辈出。
这些英雄豪杰，个个都具有鲜明的性
格、各异的人品、复杂的情感。但史
书缺少关于他们情感的记述，即使有
也零星，且时有时无。

在谭良啸看来，“人都有感情，而
一个人情感的集中流露莫过于他的
哭泣，临死前的心态、言行，以及与妻
儿的关系等这几个截面。本书文章
立足于此，爬梳史籍，搜罗三国英雄
的哭泣、临死前的言行及夫妻之间、
父子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的关
系等方面的资料来加以解读，揭示他
们的内心世界、表现的种种情感。只
是受史料的局限，仅能以曹操、曹丕、
刘备、诸葛亮、孙权、司马懿这6人作
为三国英雄的代表，从情感的视角来
解析他们的人生、人品。”

在谭良啸的解读中，这6位英雄
辞世前往往留下遗诏、遗言，这是他
们真实思想的流露，传递出丰富的信
息。解读这些遗诏、遗言，以及他们
当时的所思所想，可以看到他们的人
生态度，看到他们回归常人的状态，
因此可以更全面、深刻地认识这些英
雄多变的品德、多面的人生。“亲情，
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情感。我国古代
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称之为‘五伦’，
传统道德视此为人伦关系行为的准
则。其中父子间、夫妻间、兄弟间的
亲情，历来为人所看重，被遵从。然
而，在‘五伦’之上又有‘三纲’，即‘君
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道德
规范。这就使得历代英雄豪杰在政
治斗争的风云中，在权力之争的激流
中，为维护‘纲常’道义，为获取更大
的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人伦情感
作为一个选项，采取的手段可以大义
灭亲，舍生取义；也可以抛却骨肉，不
讲亲情，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三国研究三剑客”之一谭良啸。

《三国英雄的情感世界》。

《后汉书》。

《三国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