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三国演义 》研究
·

一箭多雕的艺术手法

析 《 三 国演义 》 中关于识别庞统的描写

姜山龄 宫昭晏

庞统在 《 :
_

二国演义》 中是个石墨不多
、

牵扯颇广而不可忽视的人物
。

他稚号
“
凤雏

” ,

却是一只短寿的风
,

迟迟起飞而匆匆落地
,

谢 1丝时仅三十六岁
。

不长的生命使他没有实现白

己匡时济世的壮志
,

而仅仅做 了两件大事
:
赤壁大

.钱巾献连环计 ; 为刘备策划攻取西川
。

但

这 已使他大露圭角
。

他的早 亡对刘备一方损失之大
,

仪从
“ 诸葛亮痛哭庞统

” 一节描写中便
一

可看出
:

孔明大惊
,

祠“杯 于地
,

掩 面哭 曰 : “ 哀钱 ! 痛哉 ! ” “ 庞士元命必休尖 ! ”
一

言
.

签大哭 曰 : “
令吾主丧一臂尖 ! ”

诸葛亮和庞统是刘备的左右臂
。

从 《三国演义 》 所展示的历史逻辑推想
,

庞 统 如 不 早

亡
,

既能胜任于收川之事
,

也能胜任于治川之事
。

这样
,

诸葛亮就不必离开荆州而入西川
,

自然也就没有后来的关羽避失荆州
、

刘备怒伐东吴
、

陆逊火烧连营等连锁反应
。

诸葛亮
“
隆

中策
”
中所说的分别自荆州和益州出兵

,

两路夹击曹操的战略方针
,

则可望得以实现
, “

诚

如是
,

则大业可成
,

汉室可兴矣
。 ”

那时
,

万里江 山自当另有一番安排了
。

然而
,

庞统的作用
,

不 只如此
。

作者通过描写庞统而旁及其它人物
,

表现出作者一前多

雕的艺术才能
。

只有贤才才能识贤才于未遇之时
。

最先赏识庞统的是才能非凡的隐贤司马徽
。

他视庞统

为
“
天下之奇才

一 ” ,

与孔明相提并论
,

并荐之于刘备
。

司马徽把孔明比作
“
兴周八百年的姜

子牙
,

旺汉四百年的张子房
” ,

自然也认为庞统是开国兴邓之才
。

不 过
,

他终究是不 涉俗务

的世外高士
,

只肯向刘备说
: “

伏龙
、

凤雏
,

两人得一
,

可安天下
。 ”

当刘备问他伏龙
、

风

雏是何人时
,

他却以
“
抚掌大笑曰

: `

好 ! 好里
’ ”
而搪塞过去

。

他胸有丘壑
,

见解高深
,

举

止飘然潇洒
,

言语朦胧迷离
,

表现出闲云野鹤般的隐贤风韵
。

他所介绍的庞统
,

也真象一只

掠过天际的雏凤
,

只可望其形影
,

而难辨其眉 目
。

姐果说
,

司马徽赏识庞统是用出世人的冷漠慧眼
,

那么
,

鲁肃对待庞统则是以济世者的

热烈心肠 了
。

五十七回里的一段鲁肃向孙权推荐庞统的文字
,

写了鲁肃的识才和重才以及孙权的误才

和弃才
。

罗贯中对鲁肃的才能
、

品格和胸襟作了充分的描写
。

首先
,

表现了这位以忠厚见称的老实人
,

有一双敏锐的识刁
’

慧眼
。

他极力称 道 庞 统 之

才
: “

上通天文
,

下晓地理 多 谋略不减于管
、

乐
,

枢机可并于孙
、

吴
。 ”

他对庞统的评价同

具有卓越的识人之才的
一

司马徽
、

诸葛亮是完全一致的
。

其次
,

表现了他谦逊和让 贤的品格
。

周瑜推荐鲁肃接任自己的都督职务 ; 鲁肃深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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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碌碌庸才” , “

其实不称所职 ” ,

于是向孙权 J住荐庞统
。

这说以哑是置尽事列益于个人名
位之上的有识之士

。

为了说服孙权
,

他搬出孙权最为赏识的周瑜和孔明
: “

往 日周公瑾多用

其言
,

孔明亦深服其智
” 。

并且不得不把 旧事重提
: “ 亦壁座兵之时

,

此人曾献连环策
,

成

第一功
。 - 一

主公想必知之
。 ” 明知哪权不可能不知道这关系到赤壁大战胜败的重要一环

,

却又郑重地再强调一遍
,

不怕有可能胃犯孙权
,

一赖为菌荐贤的赤诚之心
,

跃然纸
_

! :
。

他荐

贤的真诚表现了他让 贤的真诚
。

第三
,

表现了他作为东吴的栋梁
、

杰出的政治家的博大胸襟
。

在孙权拒用庞统后
,

庞坑

曾向鲁肃戏言
: “

吾欲投 曹操去也
。 ”

鲁肃则劝他说
: “ 此明珠投暗矣

。

可往荆 州 投 刘 皇

叔
,

必然重用 ” 。

当即 “
作书奉荐

” ,

又嘱庞统
: “

公辅玄德
,

必令孙
、

刘两家
,

无 相 攻

击
,

同力破曹
。 ”

这 表明了鲁肃的良臣择主而事的主张
,

更表明了他坚持
“ 孙

、

刘联合
,

}司

力破曹
” 的战略方针

。

在这个问题上
,

他的见解远胜周瑜
。

第四
,

表现 了他诚实仁厚的性格特点
。

在孙权拒纳庞统后
,

又有这样一段义字
:

鲁肃 出谓庞统 曰 : “ 非肃不荐足 下
,

奈吴候不肯用公
。

公且耐心
。 ” 统低头长

叹不语
。

肃 曰 , “ 公莫非无意于关中乎 ? ” 统不 答
。
肃 曰 : “ 公袍 匡济之才

,

何往

不利 ? 可实对肃言
,

将 欲何往 ? ’夕

语直情真
,

浑朴动人
,

表现了鲁肃对故人的一片古道热肠和贝 责到底的精神
,

休现了他

质朴无华
、

忠厚老实的性格
。

对待庞统
,

与鲁肃截然不同的是孙权
。

孙权本
一

也是识才用贤的佼佼者
。

他倾心待周瑜
,

委以重任 ; 巨眼识鲁肃
,

视为股脓 ; 不拘一格
,

选拔吕蒙于行阵之中 ; 独排众议
,

重用陆逊于

急难之时
。

他广纳贤士
,

使东吴的文臣武将
,

.

灿若群星
,

江东人物
,

盛称一时
,

_

因而得以虎

踞江东
,

鹰扬吴会
。

_

然而
,

对待庞统
,

这个敏于识才的慧眼英豪
,

却一反常态
,

变得如此浮

浅
、

平庸和愚顽
。

他以貌取人
,

一见庞统
“ 浓眉掀鼻

,

黑面短髯
,

形容古怪
” ,

便
“ 心中不

喜
” 。

他又喜听顺耳之言
,

、

因他平生最喜周瑜
,

_

所以 当庞统说自己所学
“
与公瑾大不相同

”

时
,

便觉得庞统轻视周瑜而
“ 心中愈不乐

” ,

于是认为庞统是
“ 狂士 ” 而不用

。

其实庞统的

话很客观
、

实在
。

_

他说自己所学与周瑜大不相同
,

正如司马徽说孔明所学与徐元 直
、

崔 州

平
、

石广元
、

孟公威大不相同
: “

此四人务于精纯
,

唯独孔明观其大略
。 ”

这正是孔明与庞

统作为奇才的卓绝之处
。

偏见泯灭 了孙权的理智
,

他武断地否认庞统献连环计的功劳
,

说那

是
“
曹操自欲 Jt’ 船 ” ,

最后以
“
吾誓不用之

” 的顽固态度拒纳庞统这个大贤
。

孙权的这个教

训给人以启迪
: 即使知人善任的杰出人物

,

一旦只凭自己的好恶识别人才
,

也会严重地丧失

客观性
,

慧眼就变成昏眼
,
人才就失之当面

。

刘备见庞统貌丑
, “ 心中亦不悦

” ,

以貌取人
,

只让他充当一个小小的末阳县等
。

他 之

所以如此
,

除因庞统貌丑
,

恐怕还因为此时的刘备已非昔日的刘备了
。

昔 日
,

一 无 匡 济 之

才
,

二无立足之地
,

惶惶然若丧家之大
。

而今
,

才有孔明
,

地有荆州
,

事业蒸蒸日上
,

好似

困龙跃入大海
。

可以设想
,

如果他在未得孔明的困境 中遇到庞统
,

一定不会如此 相 待
。

其

实
,

刘备这时的处境虽胜于以前
,

但天下依然未定
,

前程难测
。

然而他又不同于孙权
,

毕竟

还给了庞统一个县宰
,

特别是当张飞巡视返回
“
具说庞统之才

”
后

,
_

即蟠然改悔
,

惊呼
“ 加

待大贤
,

吾之过也 ! ” 随即令张正去来阳县敬请庞统到荆州
,

并
“
下阶请罪

” ,

又拜庞统为

副军师中郎将
。

庞统这个奇英异才
,

几经周拆
,

至此才得其所哉 ! 辨才用贤之难
,

由此可以

概见
。

刘备对庞统先轻而后重
,

终不失为` 个纳贤录能的人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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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错即改的长处在张飞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

张飞乍到未限县
,

得知庞统醉卧不起
,

便
“
大怒

,

欲擒之
” ,

幸被同去的孙乾劝免
。

但是
,

当他看到庞统毫无差错地将
“ 百余日之事

”

不到半日就处理完毕时
,

忙谢罪日
: “

先生大才
,

小子失敬
。

吾当于兄长处极力举荐
。 ”

表

现 了他既嫉恶如仇又从善如流
,

既易犯错又易改错的快人快语的性格
。

愚毒的蒋干
, 曾被周瑜随心所欲地戏弄和利用过

。

但是
,

在他眼里
,

庞统不仅不丑陋
,

而且
“
仪表非俗

” ,

气质不凡
。

在这一点上
,

蒋干显然胜于一见庞统便心中不喜的孙权和刘

备
`
蒋干又盛赞庞统的才干

,

愿意作为引进者
。

这当然与他当时的处境和庞统于幽山草屋挑

灯夜读的环境氛围有关
,

但这位令人发笑的愚者
,

毕竞表现出几分识才的眼力和 爱 才 的 雅

意
。

这又说明绝对的愚人也是不存在的
。

《三国演义》 并不是写智者一点短处都没有
,

写愚者一点长处都没有
。

智者或有一失
,

愚者或有一得
。

慧眼有被云臀遮住的时候
,

昏眼有时也能放射一缕智慧的光
。

这正体现了识

人辨才的复杂性
,

也体现了罗贯中头脑里有忠于生活的写实精神
。

对待庞统
,

能与鲁肃相 比的只有孔明
。

孔明在江东吊丧完毕后
,

与庞统邂逅相遇
。

罗贯

中烧有风趣地写了这一龙一风相会的场面
:

寄肃设宴款待孔明
。

宴罢
,

孔明辞回
。

方欲下船
,
只 见江边一人道袍竹 冠

, 皂

绦素履
,

一于狠住孔 明大笑 曰 : “ 汝 气死周郎
,

却 又来吊孝
,

明欺 东吴无人那 l ” 孔

明急视其人
,

乃风 雏先生庞统也
。

孔明亦大笑
。

两人携手登舟
,

各诉心事
。

孔明乃

留书一封与统
,

嘱 曰 : “ 吾料孙 仲谋必不能重用足下
。

稍有不如意
,

可来荆州共扶

玄德
。 ”

鲁肃和孔明都知庞统
“
非百里之才

” 。

两人之知庞统
,

有如庞统之自知
。

然而
,

鲁肃虽

知庞统
,

却不知孙权不用庞统
,

推荐再三而终遭拒绝 , 庞统虽然自知
,

却也不 知孙权不用 自

己
,

碰了钉子
,

讨了个没趣 ; 唯独孔明
,

不仅知庞统
,

又知孙权必不能重用庞统
。

可见
,

孔

明识见实高于鲁肃和庞统
。

罗贯中又从这个侧面写出孔明知人的慧眼灵光压倒群英
。

孔明与庞统
,

才能有高下之分
,

胸襟也有宽狭之别
。

孔明在荆州特地遣人送信给入川的

刘备和庞统
,

嘱以
“
主将帅身

_

仁多凶少吉
。

切宜谨慎
。 ”

但是庞统求功心切
,

不仅不听
,

反

以为这是孔明怕他取了西川独成大功而故意阻拦
。

然而
,

落凤坡下凤雏落的事实证明
,

庞统

是以 自己偏狭
、

晦暗之心去度孔明坦荡
、

磊落之腹
。

孔明对庞统却是一片至诚
。

他在荐书中

嘱附刘备
,

庞统到后宜即重用
。

他访贤归来
,

一见刘备就问
: “

庞军师近 日无恙否 ? ” 又告

诉刘备
: “ 士元非百里之才

,

胸中之学
,

胜亮十倍
。 ” 话虽然不无过分之处

,

但却是真诚的
。

庞统对孔 明的猜疑
,
说明他不知孔 明的为人 , 孔明对庞统的关切

,

说明他对庞统深有了解
。

在彼此相知相待上
,

凤雏也逊伏龙几分
。

作者以庞统的心理言谈
,

衬托出孔明的美德鳃行
。

与孔明
、

庞统柑会场面极为相似的是庞统与徐庶相会的场面
:

统拜别
,

至江边
,

正欲下船
,

忽 见岸上一人
,

道袍竹冠
,

一把扛住统 曰 : “ 你

好大胆 ! 黄盖 用苦 肉计
,

闹泽下降书
,

你又来献连环计
: 只恐烧不尽绝 ! 你们把 出

这等毒手来
,

只好瞒曹操
,

也须瞒我不 得 ! ” 味虎得庞统魂 飞 魄散
。

… … 急 回 视 其

人
,

原来却是徐庶
。

这是通过庞统写徐庶
。

当徐庶向庞统请教脱身之计
,

庞统当即想出一计
: 让徐庶在军中

传言西凉韩遂
、

马腾谋反
,

杀奔许都 ; 再让徐庶主动请兵前去守卫散关
。

徐庶得计大喜
,

拜

谢庞统
。

这是通过徐庶写庞统
。

写庞统比徐庶棋高一着
。

作者就是这样以曹操及其谋土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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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尧徐蔗
,

再以徐庶来衬托庞统
。

通过层层衬托
,

表现庞统是权次于孔明而高于其他所有粉

能之士的天下奇才
。

惟有凤雏才堪配伏龙领顽长天 `

《乍国演义》 在关于识别庞统的描写土
,

有个值得思索的向题
: 在庞统成功地使用连环

计
,

帮助周瑜夺取赤壁大战的辉煌胜利后
,

为什么看不到周瑜是如何对待这位当世奇才的描

写 ? 这是周瑜的疏忽
,

还是罗贯中的疏忽 ? 周瑜一向重视人才
,

他向孙权先后举荐过鲁肃
、

张昭
、

宝者葛谨等人
,

为何竟对庞统这一大贤漠然置之呢 ? 难道周瑜在戎马住惚中忽略了这件

小情 ? 回答是否定的
。
象周瑜这样精细过人而又异常重才的人

,

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掉招纳贤

能这件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的
。

不写周瑜应该象鲁肃一样向孙权力荐统
,

既不符合事

物发展的逻辑
,

也不符合周瑜性格的特点
。

因此
,

这不是周瑜的疏忽
,

而是罗贯 中的疏忽
。

“
人无完人

” 、 “
书无完书

” ,

即使耀古灼今的传世之作
,

也难免有疏漏之处
。

然而
,

这个

疏漏
,

只是 白壁微瑕而已
。

《三国演义》 关于识别庞统的描写
,

从总休
_

卜来说是很成功的
,

而成功的主要原因
,

是作者娴熟地运用了艺术辩证法
。

恩格斯曾经说过
,

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
,

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
。

罗贯 中对艺

术辩 证法可谓心领手到
。

他不是孤立地写人物
,

而是从人物之间 J
` ’

泛而深刻的联系和对比中

来写人物
。

写此人
,

亦即写彼人 ; 写彼人
,

亦即写此人
。

写一人亦即写多人
; 写多人亦即写

一人
。

他通过人们对庞统的喜恶
、

褒贬
、

亲疏
、

取舍
,

写出司马徽
、

鲁肃
、

孙权
、

刘备
、

张

匕
、

蒋干
、

孔明
、

徐庶这好多个人物的眼力
、

心地
、

性情
、

气质
、

胸怀和修养
,

即各自个性

而貌的一个侧面
。

而这个侧面
,

在有的人物 ( 如鲁肃
、

孔明 ) 身上
,

是与其主导性格相一致

的 ; 在有的人物 ( 如孙权 ) 身
_

卜
,

则与其主导性格相矛盾
。

不论是相一致或相矛盾
,

都起着

强化和丰富人物性格的作用
。

庞统这个人物象一条纽带一样把许多人物连结了起来
。

他与 《三国演义》 中的其他人物

互为陪衬
,

而这些人物之间又互相对 比
、

互相衬托
。

作者通过多种比衬
,

把人物写得各具神

态
,

各呈异彩
,

休现了一箭多雕的艺术手法
。

借助于这种手法
,

作者才能在一百二十回的篇

幅甲
,

使用经济的笔墨
,

塑造了四百多个人物
,

再现了从东汉末年草二国归晋一百十余年的

九州鼎沸
、

四海汹涌
、

恢宏壮阔的历史
。

( 本文责任编拜
: 昆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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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4 页 ) 语
,

喜言征伐恢复之事
,

梁启超谓为
“
集中

而已
。 ”

( 《岑嘉州诗集跋》 ) “
公 ( 指岑

一

卜九从军乐
” ,

他作诗亦重生活与灵感
,

强

参 ) 诗信豪伟
,

笔力追李杜
。 `

常想从军时
,

调 “
天机云锦用在我

,

剪裁妙处非刀尺
” ,

气无玉关路
。

至今蠢简传
,

多昔横集赋
。 `

零 其格调是大类岑参的
。

试读其 《黄 金 错 刀

落才百篇
,

崔鬼多杰句
。 ” ( 《夜读岑嘉州 行》

、

《胡无人》
、

《五月十一 日夜且半梦

诗集 》 ) 陆游的推崇岑参并不奇怪
,

对于南 从大驾亲征 》 等七言歌行及绝句
,

真可对垒

宋那样一个内困外侮积弱不振的时代
,

还有 岑诗
。

陆放翁既从岑诗接受了创作启示
,

更

什么比反映着一个强盛时代民族自尊心 自豪 从岑诗受到过爱国主义薰陶和教育
,

自是不

感的代表作品
,

更能救精神之渴
,

疗精神之 烦费辞
。

明乎此
,

还有什么必要为有人从根

饥呢 ? 前人有谓陆游为
“
小太白

” ( 《鹤林 木上否定岑参及其边塞诗而争论不休呢 ?

玉露》 )
,

又有誉陆诗为
“
诗史

”
者 ( 《坚 〔注 〕 岑参生年难于确断

,

兹从陈铁 民

孤补集》 )
,

其实
,

陆游既不及李白那样飘 等 《岑参集校注》 ,

上海古籍版
。

逸
,

也不及杜甫那样沉郁
。

他好作豪迈乐观 ( 本文责任编杯; 王 定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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