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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国演义》中袁绍的人物形象

杨　洸

（洛阳理工学院 学生处，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在《三国演义》中，年少时的袁绍是一位有名气、血气方刚的少年才俊；而中年的袁

绍却成了一位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和心无主见、胸无大志的庸主。此外，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父

亲，没能处理好诸子关系，致其二子相残，基业速亡。小说中的袁绍形象基本上符合历史原型，
作者罗贯中充分利用《三国志》、《后汉书》等史书中的基本素材，塑造了这一悲剧人物。袁绍

人物形象的塑造对整部小说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起到了陪衬作用，并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也给后世留下了无言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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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可

以说 是 非 常 鲜 明 突 出 的，例 如 奸 诈 曹 操、仁 爱 刘

备、智慧诸葛亮、忠义关羽、勇猛张飞等 等。而 袁

绍这一人物形象也被作者塑造得非常成功，是一

个鲜明 突 出 的 庸 主 形 象。在 小 说 的 前 三 十 二 回

中，袁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他年少有为，追

随大将军何进消灭宦官集团；董卓废少帝时他表

现出慷慨果敢的豪杰气概；之后他担任讨董联盟

盟主，却在对峙中犹豫不前；讨董联盟解散后，经

过多年的兼并战争，他俨然成为虎踞冀、青、幽、并
的北方第一大军阀，据要地，揽人才，叱咤风云，雄
据一方，达到人生顶峰。但由于袁绍好谋无断、外
宽内忌，以及有大志而见事迟等性格缺陷以及废

长立幼的错误行为，袁氏集团最终为曹操所攻灭。
在小说中，袁绍既是一个令人惋惜的悲剧人物，也
是一个重要的陪衬人物。他既衬托出了主要人物

的性格特征，又有力推动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
更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一、罗贯中对袁绍的人物形象的塑造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三十二回《夺冀州袁

尚争锋，决漳河许攸献计》中用一首七言律诗，评

价了袁绍具有戏剧性的一生，其诗曰：

　　“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意气自纵横。空

招俊杰三千客，漫有英雄百 万 兵。羊 质 虎 皮

功不就，凤毛鸡胆事难成。更怜一种伤心处，
家难徒延两弟兄”［１］。
从诗中看 来，首 先，年 轻 的 袁 绍 是 一 位 有 名

气、有血性的少年才俊；其次，袁绍又是一个外强

中干 的 纸 老 虎 和 心 无 主 见、胸 无 大 志 的 草 包；最

后，袁绍又是一位不合格的 父 亲———他 偏 爱 幼 子

袁尚，疏远长子袁谭，又立袁尚为继承人，致使国

分为二，同室操戈，长子袁谭和幼子袁尚皆被曹操

所攻杀。

（一）累 世 公 卿 立 大 名，少 年 意 气 自 纵

横———少年英雄

袁绍，字本初，汝南郡汝阳县 人，出 身 于 后 汉

时期一个权倾天下的世家大族———“汝南 袁 氏”。
从他的高祖父袁安起，袁氏四世之中有五人担任

三公之职，即高祖父袁安担任司徒；曾祖父袁敞担

任司空；祖父袁汤担任太尉；父亲袁逢担任司空；
叔父袁隗担任司徒，世称“四世三公”。袁绍作为

名门之后，官拜司隶校尉。袁绍凭借血气方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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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果敢的少年意气以及祖上“四世三公”的威名，
积累不少政治资本。

小说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

竖》中，大将军何进打算拥立外甥刘辩为帝，但以

蹇硕、张让为首的宦官集团打算拥立刘协为帝，并
意图除掉何进。曹操向何进提出了先正君位然后

灭阉的计划，何进欣然接受。此时袁绍挺身而出，
“愿借精兵五千，斩关入内，册立新君，尽诛阉竖，
扫清朝廷，以安天下”［１］。袁绍这 一 血 气 方 刚、勇

武果敢的举动，不仅增强了何进铲除宦官集团的

决心，也大大提高了其政治地位。蹇硕死后，袁绍

向何进建议乘势将宦官集团尽数诛灭，“若不斩草

除根，必为丧身之本”［１］。但何进 无 思 无 谋，并 没

有顺势铲除以张让为首的十常侍，致使宦官集团

得以反扑，最终将何进杀害于宫中。可见，袁绍的

见地还是相当高明。
小说第三回《议温明董卓叱丁原，馈金珠李肃

说吕布》中，袁绍的勇武果敢最令人印象深刻。董

卓取代何进，称霸京师，打算废黜少帝刘辩，立陈

留王刘协为帝，遂召众公卿商议。群臣不敢言而

敢怒，只有袁绍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反对董卓立

新帝。他认为，“今上即位未几，并无失 德。汝 欲

废嫡立 庶，非 反 而 何”［１］。这 引 起 董 卓 的 勃 然 大

怒：“天下事在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汝 视 我

之剑不利否”［１］。袁绍亦拔剑曰：“汝剑利，吾剑未

尝不利”［１］。董卓欲杀袁绍，幸得 谋 士 李 儒 制 止。
袁绍手提宝剑，辞别百官而出，悬节于东门，慷慨

奔往冀州。袁绍“心不义卓，投袂而起，则有英雄

之志矣，于是山东讨贼推为盟主，河朔服义让以方

州”［２］。袁氏这一英雄举动不仅为自己赢 得 了 满

天下的赞誉，更为后来担任讨董联盟盟主以及称

霸北方奠定了基础。
袁绍祖上“四世三公”的威名，是其崛起的决

定性因素。袁绍因反对董卓废立之举措，董卓遂

生杀绍之心。侍中周毖与校尉伍琼向董卓建议，
“袁 氏 树 恩 四 世，门 生 故 吏 遍 于 天 下……不 如 赦

之，拜为一郡守，则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１］。董

卓因忌惮袁氏家族的势力而作罢，遂拜袁绍为渤

海太守，收买其心。十八路诸侯结盟讨伐董卓，袁
绍因“四世三公，门多故吏，汉朝名相之裔”［１］等门

第优势，被推举为盟主。在小说第七回中，袁绍密

约公孙瓒共取冀州，冀州牧韩馥胆小怕事，认为自

己在“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仁容众，为天下

所附”和“临危吐决，智勇迈于人”［３］三个方面远逊

于袁绍，遂采用荀湛“择贤而让”的建议，将冀州拱

手相让于袁绍。袁绍凭借祖上“四世三公”之资本

以及谋士的计谋，不费一兵一卒就轻易得到了“钱
粮广盛”、“带 甲 百 万”的 天 下 第 一 大 州 郡———冀

州，成为北方举足轻重的大军阀。

（二）空 招 俊 杰 三 千 客，漫 有 英 雄 百 万

兵———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袁绍在占领冀州后，先后吞并青州、幽州和并

州，并凭借“四世三公”之资，礼贤下士，吸纳人才。
经过多年的经营，袁氏集团“虎踞冀、青、幽、并诸

郡，带甲百万，文官武将极多”［１］，文有田丰、沮授、
审配、许攸、郭 图、逢 纪 等，尽 其 智；武 有 颜 良、文

丑、张郃、高 览、淳 于 琼、韩 猛 等，竭 其 勇，土 广 民

强，带甲百万，俨然成为雄冠中国的霸主，拥有一

统天下之势。然而袁绍外宽而内忌、好谋却无断，
有才而不能用，闻善却不能纳。袁氏军阀看似强

大，其实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袁绍不懂用人之道，虽然手下人才济济，却没

有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后汉书》记载：“绍

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以倾心折节，
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 抗 礼”［３］。袁 绍 担

任渤 海 太 守 时，名 士 逢 纪、许 攸 等 便 为 他 出 谋 划

策；占领冀州后，他不仅吸纳了郭图、辛评、辛毗、
郭嘉、荀 彧、荀 湛 等 颍 川 名 士，还 招 募 了 田 丰、沮

授、审配、崔琰等河北名士。虽然袁绍欲效法周公

礼贤下士，却未知用人之机，对手下的人才无法有

效地 进 行 驾 驭，致 使“好 贤 而 不 能 用，故 奇 士 去

之”［４］。早年，郭嘉与荀彧慕名投 奔 而 来，但 最 终

离他而去；田丰与沮授皆为智谋之士，河北栋梁之

材，却不被袁绍重用，反遭袁绍妒忌，结果一个在

狱中被逼自刎，一个在战场上遭曹操捕获而被杀。
并且袁氏集团谋士之间党同伐异，内斗不止，袁绍

身为 领 袖，并 没 有 进 行 有 效 的 调 和，反 而 听 之 任

之，使党争愈演愈烈。这严重削弱了自身实力，使
得曹操有可乘之机。在第二十二回《袁曹各起马

步三军，关张共擒王刘二将》中，因许攸不乐审配

领兵，致使攻曹战争无任何进展；在第三十回《战

官渡本初败绩，劫乌巢孟德烧粮》中，因审配向袁

绍告发许攸“在冀州时，尝滥受民间财物，且纵令

子侄辈多科税”［１］等事，促使许攸怒而降 操，并 向

曹操献出了“火烧乌巢”的妙计，使得袁军大败而

归。逢纪也多次诬陷田丰：袁绍起兵七十万攻打

官渡，田丰从狱中上书，建议袁绍“宜静守以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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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１］；逢纪趁机向袁绍

进谗言，认为田丰的建议是不详之语，袁绍欲斩田

丰，幸得众官告免。袁绍大败而归，羞见 田 丰，此

时逢纪又进谗言：“丰在狱中闻主公兵败，抚掌大

笑曰：‘果不出吾之料＇”［１］，袁绍大怒，遂命使者往

狱中杀田丰。此外，袁绍的谋士关于立嗣问题分

为两派：“审配、逢纪二人，向辅袁尚；辛评、郭图二

人，向辅袁谭。四人各为其主”［１］，拥 谭 派 与 拥 尚

派长期对峙，导致袁绍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暗流涌

动，这是袁氏集团覆灭的一个重要因素。
袁绍多谋少决，优柔寡断，虽有众多谋士为他

出谋划策，但他却缺少一种决断力，不懂“两利相

权从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的选择原则，往往忽

略了最有见地的意见，导致他一错再错，最终走向

灭亡。在小说第二十二回《袁曹各起马步三军，关
张共擒王刘二将》中，袁绍召集文武官商议兴兵伐

曹操之事，“谋士田丰曰：‘兵起连年，百姓疲弊，仓
禀无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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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河内增益舟楫、缮置军器，分遣精兵屯扎边鄙。
三年之中，大事可定也。＇谋士审配曰：‘不然。以

明公之神武，抚河朔之强盛，兴兵讨曹贼，易如反

掌。何必迁延日月？＇谋士沮授曰：‘制胜之策，不

在强盛。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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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士郭图曰：‘非也。兵加曹操，岂曰无

名？公正当及时早定大业。愿从郑尚书 之 言，与

刘备共仗大义，剿灭曹贼，上合天意，下合民情，实
为幸甚！＇四 人 争 论 未 定，绍 躇 踌 不 决。忽 许 攸、
荀谌自外而入。绍曰：‘二人多有见识，且看如何

主张。＇二 人 施 礼 毕，绍 曰：‘郑 尚 书 有 书 来，令 我

起兵助刘备，攻曹操。起兵是乎？不起兵是乎？＇
二人齐声应曰：‘明公以众克寡，以强攻弱，讨汉贼

以扶王室：起 兵 是 也。＇绍 曰：‘二 人 所 见，正 合 我

心＇”［１］。在商 议 过 程 中，田 丰 和 沮 授 二 人 建 议 袁

绍不要兴兵，而郭图、审配、许攸和荀谌四人力主

袁绍 速 战，但 由 于 袁 绍 性 格 上 优 柔 寡 断，不 知 取

舍，盲目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六人谋，则
依四人之论”［５］，发动了官渡战争，根本不 考 虑 袁

氏内政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动战争的正义性，“事实

证明他们（田丰和沮授）的建议是正确的，袁绍采

取了一个极其错误的战略”［６］。
此外，袁绍亲佞远贤，生性多疑，在战争中不仅

屡屡失去战机，还致使手下兵将被曹操击破，百万

大军灰飞烟灭。在小说第二十五回，袁绍派遣大将

颜良攻打白马，谋士沮授认为“颜良性狭，虽骁勇，
不可独任”［１］。袁绍不以为然，结果颜良被关羽所

杀。袁绍又派河北名将文丑率领十万大军，渡过黄

河，追杀曹操。此 时 沮 授 又 劝，认 为“今 宜 留 屯 延

津，分兵官渡，乃为上策。若轻举渡河，设或有变，
众皆不能还矣”［１］。袁绍不从，结果文丑为关羽斩

杀。官渡之战 时，袁 绍“疑 所 不 当 疑，又 信 所 不 当

信。见曹操致荀彧之书，则疑其虚；见审配罪许攸

之书，则信其实；听许攸袭许都之语，则疑其诈；听
郭图谮张郃之语，则信其真”［５］，致使许攸、张郃和

高览叛而降操，七十万大军止存八百余骑。尽管袁

绍带甲百万，文官武将极多，但其性格的缺陷导致

了“空招俊杰三千客，漫有英雄百万兵”的局面。

（三）羊 质 虎 皮 功 不 就，凤 毛 鸡 胆 事 难

成———漂亮的草包

袁绍是个“漂亮的草包”，是英雄表象和庸才本

质的结合体。在小说第二十一回《曹操煮 酒 论 英

雄，关公赚城斩车冑》中，曹操认为袁绍“色厉胆薄，
好谋无断；干大事 而 惜 身，见 小 利 而 忘 命，非 英 雄

也”［１］。曹操对袁绍的评价可谓是精准至极。在讨

伐董卓的战争中，袁绍作为盟主，有盟主的实力、资
格和风采，却无盟主的胆魄、气度和方略。虽众望

所归，其实却不孚众望，言行不一。作为讨董领袖，
因惧怕董卓的实力和吕布的神勇以及保存自身实

力，他既不率先杀敌，也不能有效地指挥这支数十

万大军，整日与各郡守大摆宴席，一场讨董大业最

终不了了之。此外，袁绍作为讨董盟主，不顾讨董

盟约和天下大义，竟然公开和讨董诸侯产生矛盾，
甚至还大打出手。袁绍在得知孙坚据有传国玉玺

之后，勒令孙坚交出；逼迫不成，又暗地里连结荆

州刘表，唆使其就路上截住夺玺。袁绍还软硬兼

施，逼迫冀州牧韩馥将冀州拱手相让。为了争夺

冀州，袁绍还和公孙瓒在界桥大打出手。两军对

峙，互有胜负，董卓假天子之诏，差太傅马日磾前

往和解之，袁绍居然奉诏而与公孙瓒讲和。毛宗

岗对袁绍投靠董卓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昔日

盟众而讨之，今日再拜而奉之，绍真懦夫哉”［５］。
袁绍大军，表 面 看 坐 拥 雄 狮 百 万，其 实 就 是

“蚁聚之兵”［１］。在小说第二十二回《袁曹各起马

步三军，关张共擒王刘二将》中，曹操与众谋士商

议迎战袁绍。谋士孔融认为袁绍势大，土广民强，
手下能臣武将极多，建议曹操与袁绍讲和。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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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不以为然，认为“绍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

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
此数人者，势不兼容，必生内变。颜良、文丑，匹夫

之勇，一战可擒。其余碌碌等辈，纵有百 万，何 足

道哉”［１］，力主曹操对袁作战。后来之事果不出荀

彧所料，整个官渡之战给人的印象似乎不是袁绍

和曹操作战，而是袁绍内部的相争火并（郭图陷害

沮授、张郃和高览；审配告发许攸；逢纪陷害田丰

等），谋士武将相妒相害，七十万大军人多心杂、军
心涣散，实则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官渡一战，袁绍

一败涂地，只得率领八百余骑仓惶逃往河北。

（四）更 怜 一 种 伤 心 处，家 难 徒 延 两 弟

兄———不合格的父亲

袁绍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他 偏 爱 幼 子，废

长立幼，致 使“一 家 之 中，又 分 二 党”［５］。袁 绍 死

后，国分为二，袁谭与袁尚迅速火并，给了曹操渔

翁得利的 机 会。袁 绍 有 三 子：长 子 袁 谭，中 子 袁

熙，三子袁尚，按照古代宗法继承制的原则，理应

立长子袁谭为后嗣。但袁绍认为“长子谭，为人性

刚好杀；次子熙，为人柔懦难成；三子尚，有英雄之

表，礼贤敬士”［１］，打算立三子袁 尚 为 接 班 人。他

先将袁谭过继给死去的哥哥，并让袁谭出任青州

刺史，远离袁氏集团的大本营，继而把袁尚留在了

身边，为袁尚即位铺平了道路。此外，袁氏手下众

谋士也因继嗣问题分成两大阵营。其中郭图、辛

评和 辛 毗 等 拥 立 袁 谭；审 配 和 逢 纪 等 拥 立 袁 尚。
两大阵营明争暗斗，矛盾日益加深。袁绍死后，袁
尚继承父位，袁谭因自己是长子，又忿父亲偏爱袁

尚，便和袁尚大打出手，最终让曹操占了便宜。其

实当时袁氏集团如果戮力同心，努力经营河北，曹
操根本无法消灭他们。袁谭、袁尚、袁熙和高干共

同对抗曹操，双方在黎阳对峙八个月有余，曹军连

日攻打不下。此时，曹操的谋士郭嘉认为“袁氏废

长立幼，而兄弟之间权力相并，各自树党，急之则

相救，缓之则相争”［１］，建议曹操“南向荆 州，征 讨

刘表，以候袁氏兄弟之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

而定也”［１］。事实果如郭嘉所料，曹 操 一 撤 军，袁

氏兄弟不顾手足亲情，同室操戈；曹操利用袁氏兄

弟间的矛盾，逐个消灭，最终达到了消灭袁氏集团

统一北方的目的。袁绍“废嫡立庶，舍礼崇爱”［４］，
造成“后嗣颠蹙，社稷倾覆”［４］的后果。这 一 废 长

立幼的决定给了曹操可乘之机，可以将袁尚和袁

谭各个歼灭。

二、略论袁绍人物形象的意义

《三国演义》之所以能够千古流传，其经久不

衰的艺术 魅 力 就 在 于 成 功 塑 造 了 一 大 批 性 格 鲜

明、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袁绍这一人物，在小说

的前半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罗贯中依据史料

来塑造袁绍这一形象的意义有三，即：对主要人物

起到了陪衬作用；推动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对
后世留下了无言的启示。

（一）对主要人物起到了陪衬作用

《三国演义》是中华民族伟大的鸿篇巨著，其

深刻的主题是通过对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完成

的，而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却经常要靠次要人物

来陪衬。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人物有时是要靠别

人来比较、衬托的”［７］。小说中次要人物的陪衬不

仅构成了情节，还促成了主要人物形象的形成、发
展以及变化，突显了主要人物的典型特征。袁绍

是罗贯中赋予了独特审美意义的陪衬人物，对主

要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

对袁绍形象的塑造，作者成功映衬了曹操乱世枭

雄的形象以及刘备布衣英雄的形象。
袁绍形象的塑造对曹操善于纳谏、善 于 用 人

和用兵如神等枭雄形象的刻画起着映衬的作用。
在小说第十八回《贾文和料敌决胜，夏侯惇拔矢啖

睛》中，曹 操 征 讨 宛 城 张 绣 失 败，袁 绍 来 信 羞 辱。
曹操担心自己的实力无法与袁绍抗衡，谋士郭嘉

却提出十胜十败论，认为“绍兵虽盛，不足惧也：绍
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为道胜也；绍以逆动，公
以顺率，此为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

宽济，公以猛纠，此为治胜也；绍外宽内忌，所任多

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惟才，此为度胜也；绍多谋

少决，公得策辄行，此为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

至诚待人，此为德胜也；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
此为仁胜也；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为明胜

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为文胜也；绍好为

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为武胜

也”［１］。郭嘉认为袁绍在处世之道、道义、法治、器
度、谋略、品德、仁义、明智、文治以及武功十个方

面远逊于曹操，为曹操增强了战胜袁绍的决心与

信心。十胜十败论实质是以袁绍之十败衬托曹操

之十胜，以袁绍之昏庸无能衬托曹操之德才兼具，
以袁绍之庸主形象衬托曹操之枭雄形象，将曹操

的英雄本色展现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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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袁绍形象的塑造对刘备志向远大、善于

用人的布 衣 英 雄 形 象 刻 画 起 着 映 衬 和 对 比 的 作

用。在小说第二十四回《国贼行凶杀贵妃，皇叔败

走投袁绍》中，关羽斩杀车胄，刘备再次占领徐州。
因担心曹操来犯，刘备约袁绍共同对抗曹操。此

时曹操处于袁刘南北夹击之困境，袁绍大军屯兵

官渡，常存图许都之意。谋士程昱建议曹操专心

防御袁军，曹操却不以为然，认为刘备“乃人杰也，
今若不击，待其羽翼既成，急难图矣。袁 绍 虽 强，
事多怀疑不决，何足忧乎”［１］。在 曹 操 心 目 中，虽

然袁绍势力强大，但由于迟疑不决的性格，不足为

患；相反，尽管刘备实力弱小，却是人中龙凤，不可

小觑。作者罗贯中借曹操之话，一语道破“刘备兵

少却有雄才，袁绍势强却是庸主”的事实，以袁绍

之平庸 反 衬 刘 备 之 不 凡。在 小 说 第 二 十 八 回 中

《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中，赵云多次

谢绝袁绍的招揽，认为袁绍“亦非用人之人，因此

未往”［１］，遂不远千里从幽州来到古城，投靠刘备。
作者借赵云弃袁投刘的英明举动，突显了“刘备是

英主，袁绍为庸主”这一本质区别。
所以，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审视，袁绍虽然是

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却不是多余人物。该形象对

小说中主 要 人 物 的 塑 造 起 了 非 常 重 要 的 陪 衬 作

用，这种陪衬作用是其他人物形象所无法比拟和

替代的。

（二）对故事情节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个成功的陪衬人物，不仅能衬托出 主 要 人

物的形象特征，而且还能对故事情节起到推动的

作用。袁绍即对《三国演义》情节的发展起着非常

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在董卓之乱、官渡之战几

个重要的情节中，袁绍这个人物在推动故事情节

发展上举足轻重。
董卓之乱是小说中重要的故事情节，意 义 非

常重大。“董卓不乱，诸镇不起；诸镇不起，三国不

分。此一卷（指董卓之乱）正三国之所自来也”［５］。
董卓之乱不仅是东汉末年群雄混乱的前奏曲，还

是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的序幕，袁绍这一人物

在董卓之乱中起到了始作俑者的作用。小说中，
袁绍为了彻底拔除宦官势力，建议大将军何进“召
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 阉 竖”［１］。何 进 采

用袁 绍 之 计 谋，召 董 卓、丁 原 等 实 力 军 阀 来 京 效

力。结果何进为宦官所杀，董卓吞并丁原，独霸京

师，为祸天下。何进“引狼入室，绍实主谋”［８］。袁

绍这一“招四方之士入京”的计谋为董卓实现其政

治野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此外，官渡之战是《三国演义》着重描写的第

一大战役。作者为广大读者塑造了一个十分生动

而形象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至今读起来犹能

发人深省。此战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为

后来曹魏建国打下了根基。袁绍作为这场战争发

动者，对战争中的各个情节，例如袁曹起兵、白马

之围、许攸叛逃、火烧乌巢等，均起到了关键的推

动作用，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三）为后世留下了无言的启示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其中具体

的人和事，以及思想行为、经验教训等都富有一定

的哲理与情趣，从而引发人们的体会和借鉴，使人

感受到，这些为人处事、经历遭遇和冲突矛盾，虽

发生在古人身上，却有着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定规

律性的内涵。袁绍这一悲剧人物形象，在今天或

明天依然会可能遇到。因此，袁绍失败的教训值

得我们引以为戒。
袁绍作为失败的政治人物，其自身的“十败”

足以让今日领导干部细细品味，引以为戒：第一，
领导干部不能“繁礼多仪”，要杜绝一切形式主义

与官僚主义；第二，领导干部不能“以逆动”，要顺

应时代 大 势，因 事 而 化、因 时 而 进、因 势 而 新；第

三，领导干部不能“以宽治宽”，要严以修身、严以

用权、严以律己；第四，领导干部不能“任人唯亲”，
“外宽内忌”，要任人唯贤，表里如一；第五，领导干

部做事不能“多谋少决”，要善于纳谏，谋定后动；
第六，领导干部不能“专收名誉”，要待人真诚，注

重实效。第七，领导干部不能“恤近忽远”，要思虑

全局，顾虑周全；第八，领导干部不能“听谗惑乱”，
要亲贤远佞；第九，领导干部不能“是非混淆”，要

明察秋毫，泾渭分明；第十，领导干部行事不能“虚
张声势”，要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领导

干部身系国家安危和百姓福祉，必须在道、德、度、
文等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为党和国家办

事的本领，“严于律己，将国家赋予的公权力落到

实处，讲真话、做实事”［９］，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

又快又好发展。
其次，袁绍是一个典型的官 二 代 形 象。纵 观

袁绍的一生，可以说是一部官二代的衰亡史。尽

管袁绍家世显赫，为他博得了政治上的好名声和

军事上的硬实力，但由于其外宽内忌、沽名钓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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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厉胆薄、短于从善、骄傲自大等性格缺陷，最终

为历史无情地淘汰。而曹操、刘备等人虽然没有

袁绍如此显赫的家境，却具备乱世英雄的素质，通
过不断的打拼，最终成为三国时代的霸主。袁绍

的悲剧警示着人们，即使先天条件和家境条件优

越，像袁绍那样放任自身的缺陷而不加以努力改

变，就无法摆脱被社会抛弃的命运；相反，那些无

权无势的人们，只要像曹操、刘备那样敢于拼搏，
经得住砥砺风霜，一定会成为时代前列的弄潮儿。

最后，袁绍作为家长，既不能 以 身 作 则，又 不

能一 视 同 仁 对 待 诸 子，是 一 个 不 合 格 的 父 亲。
“《三国演义》中，袁绍与袁术不和，给下一代袁谭、
袁尚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于是上梁不正下梁

歪，袁谭、袁尚依样画葫芦，步了父辈的后尘”［１０］。
作为家长，我们要引以为戒，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要加强自身道德的提升，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一言

一行对孩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此外，袁谭与

袁尚兄弟之间干戈相向，自相残杀，也是袁绍对待

二子因私废公，偏宠偏爱，没有做到一视同仁才导

致的。袁绍作为人父，对二子施爱不均，导致家庭

不和睦，既 害 二 子，又 害 家 庭，更 害 了 袁 氏 集 团。
因此家长对待子女要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不可

厚此薄彼。
综上所述，罗贯中对袁绍人物形象的塑造，采

用了欲抑先扬的手法。袁绍由少年英雄逐渐沦落

为缺乏主见、胸无大志的庸主、草包，作者不用太

多的语言描述，仅仅用一个“英雄”与“草包”的对

比，足以将其性格的缺陷暴露无疑，同时还有效衬

托出曹操和刘备真正的英雄形象，有力推动了故

事情节的发展，更为读者留下深刻的警示。可以

说，罗贯中对袁绍形象不仅刻画得惟妙惟肖，而且

还赋予了其极为重要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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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３０４，４２３，８９，４４４，５６．

［６］王永平．论袁 绍［Ｊ］．扬 州 师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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