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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读《春秋》背景刍议
梁 满 仓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100732）

　　［摘　要］ 汉末三国时期�阅读《春秋》蔚然成风。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把《春秋》应用于社会
政治、军事及其他领域�体现了古文经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关羽作为刘备政治集团中的重要成
员�肩负着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他是独当荆州一面的军事统帅�面临着北伐曹魏、处理
与东吴关系等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受社会风气的熏染�他熟读《春秋》是时代、社会使然�但其动机
重在用《春秋》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生活提供借鉴�指导军事活动和培养道德情操�而不在《春秋》学
问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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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
阳城曹操感神》说�关羽被杀后�人们在玉泉山为之
立庙�庙中楹联写道：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
驱时无忘赤帝；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
愧青天。清人所作关羽庙楹联�也“必以《春秋》为
美谈”。［1］如今我们看关羽的塑像及画像�多为一手
捋长髯�一手捧《春秋》。可以说�《春秋》和赤兔追
风马、青龙偃月刀一样已成为关羽外在的物化形象
之一。关羽喜读《春秋》�史载确有其事。《三国志·
蜀书》卷六《关羽传》注引《江表传》说：“羽好《左氏
传》�讽诵略皆上口。”《三国志·吴书》卷九《吕蒙传》
注引《江表传》也说�关羽“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
上口”。可见关羽与《春秋》关系之密切。关羽为什
么会与《春秋》结下不解之缘？读《春秋》的动机是
什么？本文欲对此加以探讨。

一

关羽所生活的时代汉末三国�作为儒家五经之
一的《春秋》已在社会上流传很广�阅读《春秋》已在
社会上蔚成风气。

早在东汉中后期便出现了一批古文经学大师�
他们在《春秋左传》的研究方面�个个都有高深的文
化修养和学术功底。如河南荥阳人服虔�“有雅才�

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又以《左
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 ［2］（卷79《服虔传》）贾逵
的父亲贾徽�从古文经学家刘歆学《左氏春秋》。贾
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
《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
说”�［2］（卷36《贾逵传》）可谓古今经双通的学者。马融
“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贾
逵、郑众所注的《春秋》在当时被称为郑、贾之学�但
马融仍嫌贾学“精而不博”�郑学“博而不精”�著《三
传异同说》。马融的学生郑玄�先“师事京兆第五元
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后来“又从东郡张
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
尚书》”�［2］（卷35《郑玄传》）对古今经文都很精通。

东汉瓦解后�魏、蜀、吴三国鼎立�喜读《春秋》
的政治家、军事家及儒者更是屡见不鲜。

曹魏政权中的王朗�曾做到司徒、司空之类的
高官。他除了参与军国大事外�还“著《易》、《春
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
世”。［3］（《王郎传》）王朗的儿子王肃�“善贾、马之学�而
不好郑氏”�他采会同异�为《春秋左传》作解�与其
其他著作《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
等�“皆列于学官”。［3］（《王肃传》）贾逵最好《春秋左
传》�任豫州刺史时�“常自课读之�月常一遍”。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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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以招降吴主孙休。司马昭听说后�便派人告诉邓
艾�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应当向朝廷报告�不应独断
专行。邓艾回答说：“《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今吴未宾�势与蜀
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
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 自 嫌 以 损 于 国
也。” ［3］（《邓艾传》）“大夫出疆”之意前述曹操扩大自己
权力时已引用过�此处邓艾又用来处理和朝廷的关
系�可见当时人们对《春秋》实用主义的态度。

三国时期�许多政治家、军事家们把《春秋》应
用于社会政治、军事及其他领域�体现了古文经学
经世致用的特点。可以说�这也是关羽读《春秋》的
动机。关羽读《春秋》�决不是为了当经学博士�而
是为了用《春秋》的历史经验为他所生活的现实提
供借鉴�用《春秋》的思想为解决他所生活中的现实

问题提供依据。他是刘备政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之一�面临着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重要使命�他是
独当荆州一面的军事统帅�面临着北伐曹魏、处理
与孙吴的关系等种种复杂而艰巨的事物。他虽然
熟读《春秋》�但其重要的建树并不在《春秋》�而在
于军事�重要的影响也不在《春秋》学问而在其道德
情操上。这些事实本身就是对关羽读《春秋》动机
的最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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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what was behind Guan Yu’s read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LIANG Man-c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Abstract：Read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ecame a common practice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the
late Han Dynasty．Many politicians and strategists applied it to political affairs�military affairs and other fields which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pplying classical learning to ruling the country．As an important member in Liu Bei Polit-
ical Group�Guan Yu shouldere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Han Dynasty．He was a military com-
mander in Jingzhou and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complex and hard task of fighting The Kingdom of Wu．His read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as affected by the social common practice．But his purpose was to tak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it for reference in reality life and apply it to guide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cultivate moral sentiment．
Key words：the Three Kingdoms in the late Han Dynasty；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application of classical
learning；political affairs；military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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