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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关羽与《三国志》在东亚三国的流传

作为故事和传说的《三国志》，在日本、中国、韩国这东

亚三国得到了广泛的喜爱，其传播和接受广泛而持久。a然而，

这三个国家流传的《三国志》内容并非完全一致，产生这种

差异的最大原因便在于关羽。

在《三国志》所记述的曹魏、蜀汉和孙吴三国的故事中，

关羽不过是蜀汉建立者刘备麾下的一员武将而已。各国流传的

《三国志》之所以会有所差异，是因为他被称为“关圣帝君”（关

帝）并作为神而受到尊崇。关羽已经成为一位被神化的英雄。

本书将详细阐述关羽神格化的过程。据说，清代（1644

—1911 年）祭祀关圣帝君的关帝庙共有 4 万多座，遍布全国

a　本书中提到的“三国志”一词，除了指陈寿的《三国志》，有时也指“三国故事”
或《三国演义》，请读者注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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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港口和海湾。在日本也引发了关注的电影《赤壁》中，只

有关羽在战斗之后摆出炫耀的姿态。对此，中国人觉得理所

当然，日本人却感到不可思议，而一部分韩国人则被唤起了

不愉快的记忆。

《三国志》在日本的流传

吉川英治的《三国志》a一书为日本人接受《三国志》奠定

了基础，该书是以曹魏的奠基人曹操和辅佐刘备的军师诸葛

亮这两大英雄为主线来叙述三国时代史事的。其序言中指出：

“《三国志》始于曹操，终于孔明，描述了这两大英雄成败与

争斗的轨迹。”正如吉川对《三国志》的理解，他描绘的是曹

操的宏大形象和诸葛亮的杰出才智与忠诚。日本人以曹操和诸

葛亮为中心来理解三国，其对《三国志》的整体印象是由此确

定的。

吉川英治并未对关羽抱有特别的感情，只是将他与张飞

一起平淡地加以描述。当然，在横滨的中华街有着壮观的关

帝庙，那里总是有很多人前往参拜，很是热闹。不仅是横滨，

在函馆、神户和长崎等华人聚居的城市，关帝庙也居于华人

a　日本作家吉川英治（1892—1962）对《三国演义》加以改写而成的历史小
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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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中心。不过，信仰关帝的日本人很少。这种对关羽的

特别关注，让关帝信仰淡薄的日本人感到很奇怪。

《三国志》在中国的流传

而在中国，毛宗岗的《三国志演义》奠定了中国人接受《三

国志》的基础，在“奸绝”曹操、“智绝”诸葛亮之外加上了“义

绝”关羽，将这三人作为故事的中心。明代（1368—1644年）

罗贯中撰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并未原封不动地流传到现代。

例如，如果是《论语》等儒家经典或者李白、杜甫的诗，在

出版时字句是不能改动的。但作为小说（无经典价值的读物）

的《三国志演义》为了获得更多读者，其内容在书肆的主导

下不断地被改动。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和加评（鉴赏故事

的评论和插入语）的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是已出版的数

十种《三国志演义》的定版。

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成书于清代初期，当时关帝是

深受国家保护的神祇。因此，比起表现诸葛亮的“智绝”，书

中更多地描述了关羽的“义绝”。在清代后期形成的京剧中，

作为神的关羽因深受敬畏而成为像皇帝一样不能扮演的角色，

就像歌舞伎中不能扮演天皇和将军一样。然而，由于极受欢迎，

关羽的剧目不久之后便获许上演了。对中国人而言，关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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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敌之后的亮相是理所当然的。

《三国志》在韩国的流传

与中日两国相比，韩国人对关羽的态度比较复杂。与日

本不同，韩国是有关帝信仰的。首尔东大门外有祭祀关帝的

东庙（东关王庙），以前在南大门外也有南庙（关圣庙）。但

我去参观时发现，东庙当中游人十分稀少。

这两座庙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后者应前来援助的明

朝军队的要求修建的。而且，明朝武将还要求朝鲜国王在

五月十三日关帝诞辰这天前去祭拜。宣祖无法拒绝作为援军

的宗主国的要求，便前往南庙焚香祭拜关帝。在韩国，赵云

比关羽更受欢迎，恐怕与这种强制信仰关帝的历史也有一定

关系。

关帝信仰的形成过程

同样在《三国志》中出现的诸葛亮和张飞，也受到民众

的崇信并在庙中得到祭祀，但像关羽这样无论是国家还是民

众都大规模信仰的《三国志》英雄却是绝无仅有的。关羽怎

样的生命轨迹使之上升为神？那些将关羽神化的人们又在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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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什么呢？

关帝信仰的特点在于，本来身为武将的关羽却作为财神

（商业之神）被人们供奉。而且，正如横滨的关帝庙是仰仗众

多华人的捐赠而修建的，关帝庙成为华人关系网的核心。活

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的强大关系网以“义”和“信”为根本，

而最能体现“义”和“信”的正是坐落于世界各国唐人街的

关帝庙。这种信仰是何时形成的？人们又是如何认识作为关

帝信仰渊源的关羽的呢？

本书将阐述关羽升华为神并被供奉于关帝庙的历史过程，

及其如何在经济和精神层面对华人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国志》中的英雄，至今仍作为神而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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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关羽与两部《三国志》

关帝灵签  第七签  甲庚  大吉

仙风道骨本天生，又遇仙宗为主盟。

指日丹成谢岩谷，一朝引领向天行。

［圣意］图名遂，求财丰，讼得理，病不凶，行人至，

梦飞熊，阴地吉，婚姻全。

［东坡解］天生富贵，况得神助。凡骨成仙，升腾云路。

庶人遇贵，财物皆聚。百事大吉，何必疑虑。





一  关羽及其时代

与刘备共生

关羽的生年、父母的名字与出生日期皆不明，其家庭情

况在史籍中并无记载。他的字也并非“云长”，而是“长生”。

通常，名与字的含义是有联系的，如诸葛亮（“亮”意为“明亮”）

字孔明（“孔”意为“非常”，“孔明”意为“非常明亮”）。但

“长生”与“羽”无关，而“云”字则与“羽”有关联。这样

的知识应该也是后人才学到的。《三国志》中的《关羽传》并

未记载关羽在与刘备相遇之前的生平，而是从他离开家乡河

东郡解县逃往涿郡开始的。

在关羽出生的东汉末年，借幼帝登基而掌权的外戚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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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外戚并干预朝政的宦官造成了政局的混乱。靠符水（符纸

和圣水）治病的张角创建了太平道，在穷困潦倒的农民中，

以这种宗教结社为寄托的人不在少数。光和七年（184 年），

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口号率众起义，史称“黄

巾起义”。关羽的逃亡便发生在这种混乱的社会背景之下。

关羽在涿郡遇到了自称汉室后裔的刘备，并下决心与之

一道同这乱世抗争到底。然而，刘备出身于下层社会，以

编草鞋、卖草席为生。为曹魏建国奠定基础的曹操在一开

始起用了同族的曹仁、曹洪以及宗族成员夏侯惇、夏侯渊

为地方军队指挥官，后来创立孙吴的孙权之父孙坚在起兵

之际也已有孙贲、吴景等有力的同族和宗族成员辅佐，与

他们相比，刘备的条件可谓十分不利。不过，刘备虽然出

身低微且缺乏经济实力，却率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

凭借其卓越的武勇担任了佣兵队长，逐渐在乱世中崭露头

角。关羽所为之效力的刘备，可以说是一位在不利的条件

下白手起家的英雄。

在东汉末年的群雄之中，袁绍的情况与刘备正好相反。

袁绍拥有最显赫的家世和最雄厚的经济实力，坐拥河北四州，

与拥立东汉末代皇帝献帝的曹操处于对峙状态。刘备趁此机

会，于建安四年（199年）夺取了徐州。然而，曹操将刘备视

为威胁，遂暂时放弃了与袁绍的决战，转而攻打刘备。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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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沛败于曹操，逃往袁绍处。身处下邳城的关羽孤立无援，

于是投降曹操，并保护着刘备之妻。

同年，官渡之战的前哨战打响，袁绍麾下猛将颜良包围

了曹操占据的白马城。曹操亲自率兵解救白马之围，任命关

羽、张辽为先锋。关羽突袭颜良部，斩颜良于阵前，从容而归。

曹操嘉赏关羽的功劳，封他为汉寿亭侯。但经此一役，关羽

得知刘备身在袁绍处，便将曹操的赏赐尽数封还，回到刘备

身边。

告别刘备

建安五年（200 年），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兵败，刘备于是

前去投靠占据荆州的刘表。荆州在当时的乱世中意外地维持

着和平，并形成了以司马徽和宋忠为中心的“荆州学”这一

儒家新学派，诸葛亮、庞统等志在通过实用性学问拯救乱世

的人赢得了很高的评价。尽三顾之礼迎来诸葛亮的刘备以“隆

中对”（即三分天下的计策）为基本战略，希望建立以诸葛亮

为中心的政权。为了刘备而拼命战斗的关羽和张飞对此产生

了不满。刘备向他们解释道：“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此

即“鱼水之交”一词的由来。）关羽和张飞便不再抱怨。

在诸葛亮的斡旋下，刘备与孙权结盟，并于建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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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年）在赤壁之战中击败了曹操。但刘备不信任吴军统帅

周瑜的战术，疏远了军队，击败曹操的主力实际上是吴军。

尽管如此，吴国谋臣鲁肃也有着自己的“天下三分之计”，即

承认诸葛亮对荆州的影响和作为第三方势力的刘备为了对抗

曹操而进行的扩张，在其努力之下，刘备得以占据荆州南部，

由此初次获得了安定的根据地。

以荆州南部为据点的刘备试图攻取益州。但统治蜀地的

刘璋以东州兵为后盾，进行了顽强抵抗，庞统战死。为救援

陷入险境的刘备，诸葛亮携张飞、赵云入蜀。如此一来，刘

备终于得以统治蜀地，但他此后再也没有见过关羽。

战死荆州

此时，关羽正奉命留守荆州南部。但荆州作为水运发达

的交通要塞，面临着北面的曹操和东面的孙权发起两面夹击

的威胁，因而辖制荆州需要外交手段，但这是为自尊心极强

的关羽所不耻的。重视吴国与刘备同盟关系的鲁肃在世时尚

能居中调节，压制吴国群臣的抗议，吴、蜀之间暂且能够相

安无事。但鲁肃死后，孙权为笼络关羽提出为自己的儿子求

娶关羽的女儿，关羽拒绝求亲并辱骂使者，由此引起了吴国

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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