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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的内容曾见于《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中，《昭明文选》则

收录了此信的全文。通过对阮瑀信的分析，可知这封信实乃孙刘联盟被破坏的苗头。《除三害》是戏剧界的保

留剧目，也来源于真实的历史典故，其史实载于《晋书·周处传》，所记内容比戏剧更为丰富动人，可以成为教育

人民改过自新的典范。《晋书·周访传》附《周虓传》中记载了周虓的事迹，从苻坚对周虓的态度体现了苻坚的宽

容大度。作为一个君主，苻坚虽然最终失败，但客观上他对周虓的行为有利于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其成就不

应一概抹煞。

关键词：《为曹公作书与孙权》；《除三害》；《周虓传》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0）02-0088-04

一、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的深义

我在《赤壁之战曹军是大败不是小败》（《中

国史研究》2017 年 4 期）一文中，曾引了《三国

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一段话：“赤壁

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

名。”［1］用以说明赤壁之战，曹军因遇疾疫，故曹

操焚船自退，并不是周瑜之意用火攻之计打败

的。其实《江表传》中这段话，是曹操委托阮瑀

代笔写给孙权的信中，压缩、演化而来的，其目

的也并不是单纯为漂白赤壁之战失败的原因，

而有更深远的目的，但在《三国志·魏志·阮瑀

传》中并未收录此信，而《昭明文选》则收录了此

信的全文，并附有注文释义。

按阮瑀，字元瑜，陈留郡尉氏人，是阮籍的

父亲。在东汉末年，政治腐朽混乱，阮瑀不愿为

官，想过隐士生活。曹操知道他是蔡邕的弟子，

才华出众，曾多次聘请他入朝为官，他才被迫出

山。曹操任命他为军谋祭酒，兼管记室，故曹操

的书信檄文多为阮瑀所作。曹操委托他代笔

《为曹公作书与孙权》①的信文字较长，不便全文

照引，故我想把此信原文分成四大段，除第二段

文字因与《江表传》有所不同，而照引原文外，其

他三段基本不引原文，而作札记略抒己见。

这封信第一段文字的大意，是曹操要拉拢

孙权，用叙说亲情手段，以缓解赤壁之战的敌对

情绪，特别强调孙曹两家是儿女亲家（指曹操之

子曹彰娶孙贲之女；曹操之侄女嫁孙策之小弟

之事），又说曹孙两家，并没有刘邦夺韩信楚国

之仇，刘秀夺彭宠之权之恨，我们恩义已深，违

异之事常浅。我们两家的仇恨，是刘备等人从

中挑起的结果。他们说“孤苞藏祸心”，有篡权

夺位之意，这都是因为“孤之德薄位高”引起的

猜忌。我希望咱两家和好，“除弃小事，更申前

好，二族俱荣，流祚后嗣，以明雅素，中诚之效，

抱藏数年，未得散意”。信中后边这句话，意思

是上边所说的话，在我心中隐藏多年，今日才说

出来。

信中第二段话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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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赤壁之役，遭离（罹）疫气，烧船自

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江

陵之守，物尽谷殚，无所复据，徙民还师，又

非瑜之所能败也。荆土本非己分，我尽与

君，冀取其余，非相侵肌肤，有所割捐也。

思计此变，无伤于孤，何必自遂于此，不复

还之。

上引有关赤壁之战的一段文字，所提的问题比

《江表传》要多一些。《江表传》只提“赤壁之役，

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而

在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的信中，则提到三

点：一是烧船自退；二是弃守江陵；三是荆州本

不是曹操的本土，故让给东吴，三者都说明是曹

操主动撤军，并不是被周瑜军打败而撤退的。

以上三点，其实都是因曹军在赤壁被周瑜打败

而撤退的结果。曹操本想漂白自己，其实越描

越黑，成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笑料。

在本信中也有难于理解之处，即“思计此

变，无伤于孤，何必自遂于此，不复还之”。我认

为这段话中必有失误，可能有错字、漏字，甚至

失掉一段话，幸有《文选》注文作解释，说：“言我

尚冀君之余地，何必荆州之土，不复还我哉。”使

我有所领悟。我认为这段话的完整意义是，荆

州本是刘表的地盘，被我一度占领，今又被你夺

去，你还想占地，是绝对不可以的。我还想占领

你的地盘呢，荆州为啥不还给我？以上所谓的

“领悟”，有我想象的成分。我是根据赤壁之战

前后所生的情况而作出的理解，是否合乎《文

选》注的原意，我尚无把握，愿意听到方家评议。

与孙权书第三段文字，其主要含义是向孙

权劝降。首先说明曹操已在谯（安徽亳县）造舟

船练水军的情况，暗示曹军已能对抗东吴水

军。其次是说长江虽然长而广阔，“夫水战千

里，情巧万端”，长江也有防御不到的地方，你以

为“若持水军，临江塞要，欲令王师终不得渡，亦

未必也”。我写这封信，目的“将修旧好，而张形

势，更无以威胁重敌人”之意。以上这些话，在

赤壁之战时没有说，“然有所恐，恐书而无益，何

则？往者军逼而自引还，今日在远，而兴慰纳，

辞逊意狭”，说了恐怕将军认为我力量已尽，更

加重你的骄傲，不足以使将军动心，但古人有

例在先，淮南王刘安、隗嚣、彭宠不听良言相劝，

而致祸。梁孝王刘武、窦融二贤投汉获福，请将

军留意自图。

该信的第四段，其主要内容是破坏孙刘联

盟。其文云：“若能内取子布（张昭字），外击刘

备。”意即对内听张昭的降曹意见，对外要袭击

刘备，“以效赤心，用复旧好”。如此“江表之任，

长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观。上令圣朝无东

顾之劳，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荣，孤受

其利，岂不快哉”。以上说的都是顺耳好听的

话，但下文笔锋一转，又说：“且又百姓，国家之

有，加怀区区，乐欲崇和，庶几明德，来见召副，

不劳而定，于孤益贵，是故按兵守次，遣书致意，

古者兵交，使在其中，愿仁君及孤，虚心回意，以

应诗人补衮之叹，而慎《周易》牵复之义。翟鳞

清水，飞翼天衢，良时在兹，勖之而已。”最后这

段话是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具有威胁性。其大

意是说，百姓的希望很简单，都崇尚和平，希望

你能顺应百姓的意愿，不用战争而得到和平。

我对百姓的意愿是很珍视，所以按兵不动而给

你写信（暗示你若不听，我就动兵），希望你我都

虚心转意，以应诗人补过之叹，而慎思《易经》吉

祥之义，现在游龙在清水洗鳞，飞龙冲天之时，

我们只要勉励而为就可以了。

阮瑀替曹操写给孙权的这封信，充分展示

了他的才华，也表达了曹操的意向。信中引用

了很多历史典故及注文，我多删除了。我认为

如果照抄《文选》注文，并无必要，如果另查书重

写注文，也有“画蛇添足”之感，故省略。如果若

问此信起没起作用？我想说起了点作用。在赤

壁之战后，孙刘之间因“借荆州”的问题，引起了

争议。刘备入川，留关羽坐镇荆州。关羽对吴

傲慢无礼，又引起东吴的不满，在关羽北伐时，

东吴偷袭了荆州，并攻杀了关羽，还把其头送给

曹操，从此孙曹之间往来增多，而后又发生吴蜀

的“夷陵之战”。以上诸事，都是多种因素引起的，

而这封信不能不说是孙刘联盟被破坏的苗头。

二、周处知错即改

《除三害》是戏剧界的保留剧目。它虽然不

像《武家坡》《杨门女将》那样具有轰动的吸引

力，但它的教育力却感动人心。特别是《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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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是真实的历史典故，并非戏剧家虚构的情节。

《除三害》的史实，载于《晋书·周处传》［2］1569-1571，所

记内容比戏剧更为丰富动人，可以成为教育人

民改过自新的典范。

据《晋书》本传记载：“周处，字子隐，义兴阳

羡（今浙江宜兴市）人也。父鲂，吴鄱阳太守。”

周处是三国时吴国的高级门阀士族。周处年轻

时，“膂力过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

欲，州曲患之”。也就是说，周处出身于豪门，力

气过人，好骑马打猎，行为粗暴，任意而为，乡里

人都很厌恶他。周处年长后即有改恶从善之

意。他曾问一位父老：“今时和岁丰，何苦而不

乐邪？”父亲叹息地说：“三害未除，何乐之有？”

周处又问父老三害指的是什么？父老答曰：“南

山白额猛兽（虎），长桥下蛟，并子（你）矣。”周处

说：“这三害为患，我怎样做才能除掉？”父老曰：

“子（你）若除之，则一郡之大庆，非徒去害而

已。”周处听了父老的话后，“乃入山射杀猛兽，

因入海搏蛟（龙）。蛟或沉或浮，行数十里，而处

与之俱（追之）。经三日三夜，人谓其死，皆相庆

贺。处果杀蛟而反（返）”。杀蛟归来后，听说乡

亲们认为他已死，皆相庆贺，才知道乡亲们仇恨

自己已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于是乃去吴郡（今

江苏苏州市）拜访陆机、陆云两大文豪，请教如

何才能学做让人不恨且让人尊重的好人。当时

陆机不在，陆云根据人之常情告诉他：“欲自修

而年蹉跎，恐将无及。”又说：“古人贵朝闻夕改，

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忧名之不彰。”周

处遂励志好学，有文思，志存义烈，言必中信，克

己基年，而成谦恭文雅之人，州府长官都来请他

出任官职，后来他担任吴国东观左丞。孙皓末

年，周处又任无难督。吴因被晋灭亡后，晋国将

领王浑在建业宫宴请吴国官员，举杯对吴国官

说：“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慼乎？”意思是说，你们

都是亡国之臣，难道都不感羞愧吗？周处对曰：

“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

之慼，岂惟一人。”周处的对答非常有力。因为

王浑原是魏国之臣，而投降西晋，也是亡国之

臣，哪有资格讽刺吴臣。王浑听了周处的话，自

感失言，而感惭愧。周处入晋，初任新平太守，

“抚和戎狄，叛羌归附，雍士美之”。之后又改任

广汉太守。广汉郡积压的案件很多，有经三十

年而未判决。周处到任后，立即处理积案，“详

其枉直，一朝决遣”，把积案处理完毕，而无怨

者。后以母亡而辞官。守丧之后，政府又任命

他为楚国内史，未到任又命他为散骑常侍（中央

散骑省长官，三品）。周处曰：“古人辞大，不辞

小。”遂辞去散骑常侍，而到地方去任楚国内史。

周处原是因为作恶而令人恐惧的“三霸”之

一，但他励新改过而上山射杀猛兽，入海斩了恶

蛟，又向陆云学习为人之道，成为谦恭爱民之

人。他为官清正，断案如神，不计名利，辞大官

而任小官，堪称人之楷模，值得后人学习。

三、周虓宁死不屈

据《晋书·周访传》附《周虓传》［2］1584-1585记载：

“虓，字孟威，少有节操。”即周虓自少年时起，就

注重节气品行的人。成年后，州官召他为祭酒，

后历任西夷校尉领梓潼太守。宁康初年（373
年），前秦苻坚大将杨发进攻梓潼（今属四川），

周虓固守涪城（四川绵阳市东）。遣步兵、骑兵

送其母、妻从汉水抵江陵（今属湖北），被苻坚捕

获。周虓为保全母亲的性命而投降苻坚。苻坚

欲任周虓为尚书郎。周虓说：“蒙国（晋）厚恩以

至今日，但老母见获失节于此，母子见获秦之惠

也，虽公侯之贵，不以为荣，况郎任乎。”苻坚遂

止其任命。但仍让他入朝议政，从此每次入朝

见到苻坚，“ 箕踞而坐，呼之为氐贼，坚不

悦”。但苻坚还是对他宽容。有一次召开元旦

庆贺会，威仪甚盛，苻坚问周虓：“晋家元会，何

如？”周虓攘袂厉声地说：“戎狄集聚，譬犹犬羊

相群，何敢比天子。”吕光奉苻坚之命出征西域，

“戎士二十万，旌旗数百里”，苻坚又问周虓：“朕

众何如？”周虓答：“戎夷以来未之有也。”苻坚部

下认为周虓言语不逊，多次请求苻坚除掉周虓，

苻坚不肯，“待之弥厚”。周虓更给晋荆州刺史

桓冲秘密写信，告诉苻坚欲征东晋的计划。太

元三年（378年）周虓又暗中去汉中，与晋联络，

因消息泄露，被苻坚派兵中途追回。苻坚仍待

之如初。之后，周虓又与苻坚兄之子苻苞合谋

袭杀苻坚。事泄，苻坚审问周虓谋杀的原因？

周虓答曰：“昔渐离、豫让，燕、智之微臣，犹漆身

吐炭不忘忠节，况虓世荷晋恩，岂敢忘也。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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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臣，死为晋鬼，复何问乎？”前秦众臣都主张处

死周虓，苻坚说：“今杀之，适成其名矣。”遂挞

之，徙于太原，最终病死于太原。苻坚将其尸体

送归东晋，受到晋人的普遍哀悼。冠军将军谢

玄吊唁，并上疏对朝廷说：“臣闻旌善表劝，崇义

明节，所以振扬声教，垂美来叶（世），故西夷校

尉、梓潼太守周虓，执心忠烈，厉节寇廷，遂婴祸

荒裔，痛寘泉壤，臣每悲其志，以为苏武之贤，不

复过也……伏愿圣朝追其志心，表其殊节，使负

霜之志，不坠其地，则荣慰存亡，惠被幽显矣。”

晋孝武帝下诏曰：“虓厉志亮节，无愧古烈，未及

拔身，奄陨厥命，甄表义节，国之典也。赠龙骧

将军，益州刺史，赙钱二十万，布百匹。”又赡赐

其家。《晋书》卷五十八史臣曰：“孟威（周虓字）

陷迹虏廷，抗辞伪主，虽国史所载，何以加焉。”

以上对周虓的表彰颂扬，我认为都是周虓应得，

但对苻坚的宽容大度，也应该予以肯定，因客观

上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国家统一，不能因为

苻坚是一位最终失败的君主，就一概抹煞，我想

这也是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应该注意的问题。

注释

①参见《文选》卷四十二《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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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facts which are recorded in the Biography of Zhou Chu in the Book of Jin, can serve as a model for
educating the people to reform themselves. The story of Zhou Xiao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Jin prove Fu Jians
broad-minded as a monarch, whose practice was conducive to the un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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