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驰名三国的“道德偶像”于禁为何羞愧而死

王建华

一、建安二年（197 年）正月，刚刚招降了张绣的曹操，将张绣叔叔张济的

老婆也纳为己有。这一行为让张绣很不满。而更让他感到心惊的是，曹操好像对

他手下的大将胡车儿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送给了胡车儿不少金银。抢女人可以

理解成好色，拉拢手下的大将，这不是明摆着要置自己于死地吗？着急的张绣决

定先下手为强，他对曹操说想把军队调动一下，曹操一时大意，竟然同意了张绣

从自己军营借道的请求。结果，张绣突然发动攻击，让曹操措手不及，不仅军队

被打散了，其长子曹昂和爱将典韦都在战乱中被杀。曹操自己也被流箭射中，狼

狈地逃到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曹操逃得狼狈，他的手下也好不到哪里去。

乱军之中，大家纷纷抄小路逃命。可有一名将领却显得相当镇定，这个人就是于

禁。

于禁，字文则，泰山钜平（今山东泰安）人。献帝初平三年（192 年）时，

由王朗推荐给曹操。之后的几年，于禁跟随着曹操东征西讨，立下了不少功劳。

总而言之，于禁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在张绣搞的这场偷袭战中并没有乱了阵

脚，他从容地指挥着自己的几百名士兵，一边战斗一边撤退。虽然在战斗中不断

有人伤亡，但这支几百人的队伍却始终有序地撤退着。由此可以看出于禁平时治

军有方并且战时指挥也很得当，不然这么几百号人要么早就作鸟兽散，要么早就

被敌人消灭了。

于禁一行人在撤退中遇到了十几个被剥光了衣服的伤员，他心中大异。待于

禁将他们叫来一问才知道，这群士兵是被人给抢了，而抢他们的竟然是由曹操收

编的黄巾军组建起来的青州军。于禁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来不及细想为什么

青州军要抢人家的衣服，便带着队伍打了过去，之后还非常严肃地列数青州军的

罪状，并对他们进行了思想教育。可青州军却不吃于禁这一套，他们先于禁一步

见到了曹操，在曹操面前不住地说于禁的坏话。而此时的于禁正抓紧时间挖深战

壕，加高营垒，一心一意地防备着张绣的追兵，对青州兵的行动并不知情。当有

人告诉他情况时，于禁仍不慌不忙地说：“敌兵都还没退走，不赶快修筑工事，

敌人来了怎么办呀？再说以曹公的智商，能这么容易就被人给骗了吗？没事！”

面对追击的敌人，能镇定指挥；面对诬告的小人，能从容分析形势，注重事

情的轻重缓急。于禁，无愧为一名优秀的将领。曹操在得知事情的真相后赞道：

“将军在乱能整，讨暴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名将，何以加之。”为了表彰

于禁，曹操封他为益寿亭侯。曹军的一场大败却成全了于禁，让他达到了人生的

一个小高潮。

只是无论是曹操还是于禁都没有想到，这句“有不可动之节”的评价将会在

日后成为于禁沉重的包袱。因为这句话，失节的于禁便多了一条不可原谅的罪状。

二、建安十年，曾经归附曹操的昌豨又反叛了，曹操便让于禁去攻打昌豨。

接到命令的于禁二话没说，带着部队就急速攻了过去。面对着彪悍的于禁，昌豨



没做多大的抵抗便投降了。当然，昌豨投降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于禁是他的

旧友。老朋友了，投降后自然可以平安无事。然而很快，昌豨就发现自己错了，

当于禁面带愁容、含着泪花来到他面前时，昌豨惊讶地发现这个老朋友并不是来

救自己，而是来杀自己的。相信昌豨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他和于禁多年的交情，

却没能换回自己一条命。于禁为什么就一定要杀死老友昌豨呢？答案是法律。昌

豨投降后，诸将都提议把昌豨送给曹操处置，可于禁却认为没有必要，他严肃地

对诸将说：“诸君不知公常令乎！围而后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

豨虽旧友，禁可失节乎！”这就是说，曹操早就有令，遇上被围困之后没办法才

投降的人是不能赦免的。我于禁只是依法办事，决不会为了一个朋友失去自己的

节操，一番话说得诸将哑口无言。

事后，曹操得知此事，感叹道：“昌豨呀，谁让你不到我这儿来投降，却要

去向于禁投降呢？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吗？”此事之后，曹操更加看重于禁了。曹

操虽然赞赏于禁，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却指出：“禁曾不为旧交希冀万

一，而肆其好杀之心，以戾众人之议。所以卒为降虏，死加恶谥，宜哉。”这里，

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于禁以法律节操严格要求别人，所以到最后当他自己失节之

时，他就又多了一条不可原谅的罪状。

可是这一点儿曹操没有想到，于禁没有想到，诸将也没有想到。在大家的眼

中，于禁成了一个为守护法律和节操可以放弃友情和生命的道德典范。在之后多

年的征战中，于禁又是屡立战功，他的封邑也达到了 1200 户。于禁的人生，又

达到了一个高潮。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那件事，于禁也许就会以这样一个无比光

辉的形象，出现在历史的画卷里。可是历史就像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大人们永远

猜不到他下一步想干什么。建安二十四年，于禁迎来了改变他命运的那场战

役……

三、建安二十四年，蜀军对曹操发动进攻，当时关羽带着大军进攻樊城，守

将曹仁向曹操求救，曹操派了于禁、庞德两员大将率领七支人马前去增援。出征

之前还有个小插曲，人们忽然对将领的忠诚度表示了担忧，于禁作为老革命，自

然是可以信任的。但庞德就不好说了，因为庞德原是马超的部下，而此时马超已

经是蜀国的将领，而且庞德的哥哥也在蜀国任职。庞德会不会借这个出征的机会，

重新投入到马超的麾下呢？庞德听了后，马上表态了：“吾受国恩，义在效死。

吾欲身自击羽。今吾不杀羽，羽当杀吾。”庞德用掷地有声的誓言打消了人们的

顾虑。只是后面发生的事，却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于禁和庞德带着部队安心地驻扎在樊城的北面平地上，等着和关羽一决生

死。可关羽却并不急着与他们交战。关羽把军队移于高处，差人堵住各处水口，

耐心地等着。八月的一个夜里，关羽让士兵打开水口，将蓄积已久的洪水放出来。

一瞬间，于禁和庞德的七军便被大水吞没。在这个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庞德先是

处死了两名要投降的将领，接着身穿铠甲，手挽弓箭，一箭一箭地射向蜀军。箭

射完了，就贴身过去，与蜀军进行肉搏战。直到最后，庞德手下或死或降，他只

身一人坐着小船向曹仁军中行去，谁知，一个大浪将船打翻，庞德成了关羽的俘



虏。被俘后的庞德并不理会关羽的劝降，他始终立而不跪，并对关羽大骂不止，

直到最后被杀。庞德用自己的行动向那些曾经怀疑过他的人证明了自己的节操。

而同样被俘的于禁，却做出了一个让曹军想都想不到的举动—他投降了。对于于

禁的投降，《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上都只有“遂降”的字眼。显然，于禁是

在无人劝降的情况下主动投降的。

消息传回曹操那里，所有人都惊呆了。之前备受怀疑的庞德宁死不屈，之前

备受尊崇的于禁却主动投降了。于禁呀，你怎么能投降呢？你没看见你的部下都

宁死不降吗？你忘了你曾经被曹操称赞“有不可动之节”吗？你忘了你曾经为了

维护法律节操而毫不手软地杀死了自己的老友昌豨吗？你难道不知道你在曹军

中早已经是一个道德偶像了吗？为什么关键时候你自己却失节了呢？道德偶像

的不道德行为让人们对他彻底失望了，大家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而这种彻

底的失望，在于禁重返曹营后，便化为了巨大的愤怒，让于禁永无翻身之日。

对于这件事，曹操感叹了许久，他想破了头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只好说

了一句：“我和于禁相识 30 年，怎料在危难之处，于禁反而不如庞德呢！”是呀，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于禁投降呢？答案很简单：于禁老了。经过了几十年的征战，

时间不仅带走了于禁强壮的身体，也带走了他那颗坚毅的心。老当益壮，曹操可

以，于禁却不行。当冰冷的刀锋贴在他脖子上时，节操、法律都显得那么微不足

道。此时的于禁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要活下去……

四、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还没心情享受“水淹七军”胜利喜悦的关羽被吴

将吕蒙用计击败，并且他本人和儿子关平都被孙权杀死。于禁便又成了吴军的俘

虏。

孙权对于禁还是不错的。史书上说，孙权都允许他和自己骑马并行，由此可

见，于禁不仅行动比较自由，而且地位也还是有一点的。可是孙权大度，不等于

他的手下也一样大度。毕竟，像于禁为活命而主动乞降的人是为人所不耻的。所

以当孙权的手下虞翻看到于禁与孙权骑马并行时，就训斥于禁说：“你这个投降

的俘虏，怎么敢和我们的主公并行！”虞翻的话像锥子一样，扎得于禁心里直滴

血。然而虞翻对于禁的刁难并没停止。后来孙权和众人在楼船上与群臣宴饮，于

禁听到当时演奏的音乐，忍不住流下泪来，虞翻见状，起身骂道：“你想用眼泪

来换取大家的同情吗？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免去你犯下的罪行吗？”于禁无语，原

来，作为降虏的他，连流泪的权利都没有了。

吴国是呆不下去了，在这里虽然有吃有住，可是于禁却觉得自己活得毫无尊

严。任何人都可以拿他投降的事来挖苦他，取笑他。那么，哪里才是他的安身之

所呢？家，于禁想家了，他想回到他离开已久的曹营中去。他认为在那里，他才

可以有尊严地活着。很快，于禁如愿以偿了。

献帝延康元年（220 年），曹丕称帝，国号魏，都洛阳，建元黄初。第二年

八月，孙权派使者向魏称臣，于禁作为被俘的曹营将军，也将被送回魏国。听到

这个消息的于禁非常高兴，他终于看到了生活的曙光，他并不认为自己会因投降

的事而受到故国同人的歧视。在这样一个叛主投降如家常便饭的时代，自己这么



点儿事算得了什么？

果然，当曹丕看到头发胡须全都白了且面容憔悴的于禁时，他不但没有怪罪

于禁，反而用孟明视和荀林父的故事来安慰他。孟明视和荀林父是秦、晋两国的

大将，虽曾兵败，但未受处罚，后来将功折罪，立下大功。这一下，于禁更对曹

丕感激涕零，到底是自己的领导关心自己呀！有一个如此气度的领导，自己的苦

日子应该结束了吧？被喜悦包围的于禁并没注意到曹丕话语中那一丝冷漠和周

围大臣充满愤怒的目光。

于禁回来后不久，他接到了曹丕的一项指示，去给老领导曹操上炷香。于禁

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他只把这当成了一次普通的拜祭。而当于禁来到曹操陵园时，

他发现陵园的屋子上方竟然有一幅壁画，壁画中显示的是关羽得胜、庞德发怒、

于禁投降。

一瞬间，于禁的心碎了，原以为众人早已原谅了他，原以为自己将重新开始

自己的生活。不料，到头来，一切的一切，只是“原以为”。一种充满绝望的羞

愧感涌上于禁心头，也许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发觉自己错了，他的命运从投降

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回到家中的于禁很快就在羞愧中病死。然而，那些曾把于

禁当成道德偶像崇拜的人不会原谅他，那些曾被于禁以维护法律和名节为由处罚

过的人也不会就此原谅他，那些为庞德慷慨赴死而叹息不已的人更不会就此原谅

他，积蓄多年的怒火并不会就此而熄灭。于禁死后，朝廷给了他一个谥号“厉侯”。

一代名将于禁，用一时的苟且偷生，毁了自己的半世英名，可悲可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