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随章侃 第三十章 官渡的偶然

（演义第三十回 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

官渡之战乃是汉末乃至中国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也是曹操与袁绍争

夺北方霸权的转折点，官渡一战之后，曹操终于一反之前对袁绍的劣势，为自己

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在日后讨论袁曹时，我们常常说到袁绍与曹操的个人能力，以袁绍不如曹操，

或者以荀彧的四胜和郭嘉的十胜作为例证。只是这些更多是因为曹操胜利而为之

找的证据而已，假若袁绍胜利，相信我们也能看到史学家找出无数个证据来证明

曹操的失败是必然的。自然，这也不能错怪史学家们，因为历史学往往就是一种

寻找胜利秘密的学问，而实际上，历史充满着偶然，而官渡之战就是一个偶然事

件。

要谈论官渡之战，先从双方战前的大环境来看，经过多年的征战，北方局势

基本明朗，原来的吕布，袁术，公孙瓒等主要势力已经被歼灭，北方主要形成了

以袁绍和曹操两大集团对峙的局面。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的实力对比最为重

要，而以曹操与袁绍的实力对比来说，曹操明显不如袁绍。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明白实力的定义，虽然说领导者的个人能力也

是实力的一部分，但是这种能力很难作为具体数字来体现，而且即便有这样的能

力，也需要领土，军队，人口，粮草等物质来实施之，即便天纵奇材，没有实力

也白搭，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世界上不乏天才被庸才打败的情况，并非智

不如人，是力不如人也。所以在实力计算上，通常应该把领导人的个人才智忽略

比较适当。况且，袁绍成为东汉末年的首屈一指的力量，除了他的家族之外，他

的个人能力也发挥了作用，若说其不如曹操或许是，但是假若说他一无是处，就

不妥当了。

同样的情况，荀彧的四胜说和郭嘉的十胜说我们除了对其中军队战斗力的评

价可以借鉴之下，其他的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荀彧和郭嘉的这些说法更多是一种

辩论技巧和对本方信心的鼓舞，但是假若因为这样就能够打败袁绍，那就大错特

错了。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袁绍灭公孙瓒，夺得幽州大部，加上自己本就有的冀

州，外加并州和青州部分，正所谓四州之地，其中以冀州实力最为雄厚，袁绍将

自己的大本营经营多年，在东汉时期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州，曹操在得冀州后

清查户口认为冀州仍然可得三十万众，这在战乱人口流失严重的东汉已经是相当

惊人的数字了。而曹操方面，拥有兖州，豫州，徐州等地，这是东汉末年战乱的

主要地区，几个地区甚至反复受到战火殃及，如曹操的大本营兖州在曹操与吕布

拉锯时军队因缺粮而罢兵，军队都已经如此，平民可想而知。曹操即便兴屯田起

了一定效果，但是比之袁绍还差了许多，在人口和军队数量，后勤补给程度上，

袁绍比之曹操有相当大的优势，这袁曹双方都有着共识，所以袁绍方面的谋士田

丰沮授都提到以消耗曹操民力为主的战略，而曹操视袁绍为第一大敌，其手下谋

士在辩论时也对袁绍兵多将广这点予以承认。实力上的差距使得曹操面对袁绍要



畏惧三分。

不单如此，在政治上曹操也没有太占优势，虽然挟天子令诸侯占了部分优势，

但是正如我前几章所说，挟天子令诸侯只是令比自己弱小的势力和独立势力归顺

行了方便，但是对于强大的对手来说，这点就毫无用处。袁绍对这个不喜欢的皇

帝并不买帐，没有挟天子也建下了如此大的家业，挟天子来说，对袁绍并无作用。

曹操一度是袁绍从属，之后又是长期的盟友，在联盟地位中也处于低一级的地位，

连大将军之位也让给袁绍，对于袁绍，曹操在政治上也没有压倒性优势。

而从周边来看，袁绍驱除公孙瓒周边没有大敌，北方匈奴与之交好，公孙度

离之太远，主要面临曹操，而曹操则不同，四面环敌，袁术，吕布，张绣，张杨，

刘表，刘备这些诸侯都先后是他的对手，就在曹操与袁绍对峙时期，在后方仍要

担忧刘表是否会北上。

正因为处于多方的劣势之下，曹操才一直想着打破这样的态势，而在与袁绍

结盟的同时，加紧攻伐其他势力，在灭了吕布和袁术这两个他与袁绍的共同敌人

之后，曹操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在袁绍之前将可能的敌人击败或收编。在这点上曹

操做的相当的成功，张杨被其部将亲近曹操的杨丑所杀，而虽然杨丑又被亲近袁

绍的眭固所杀，但是曹操派部将史涣击败眭固，收河东，外加他派钟繇入关中，

抚镇马腾等人，西边便不用担心了。东南方向，上一章已经说到，孙策之死使得

江东无心无力北向，而在荆州方向，他顺利再度收编张绣，不但壮大了自己的实

力，又使刘表狐疑，在之后袁曹对峙中，刘表不帮助任何一方，而这就是曹操的

胜利。这些问题，曹操政治手腕远多于军事用兵，而在政治手腕失败，如眭固一

事，曹操能果断用兵，这样，曹操在袁曹对峙前，渐渐扳回了一些劣势，而袁绍

方面，在曹操占据黎阳等地后，袁绍也准备出兵，这次出兵的决策受到了沮授等

人的反对，引发了一次论战，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曹操作好了对袁绍的整体防御准

备，不过袁绍出兵的决策大体并非错误，沮授田丰等人也并非单纯的反对出兵，

（之后田丰就劝说袁绍出兵许都）只是认为不合时机而已，这一定程度也说明了

曹操战略的成功。袁绍和曹操开始对峙，但是一件突发事件改变了这种情况。

突发事件便是指的刘备在徐州再度自立，（演义中描写成刘备占据徐州后向

袁绍求援导致袁曹战争，事实上并非如此，袁绍与曹操的战争爆发和刘备自立应

该并无直接关系，甚至在刘备自立之前。）刘备在徐州的自立使得曹操原本相对

安定的后方加入了一个钉子，曹操面临着两线作战的局面，这样一来对于袁绍便

最为有利，假如他果断出兵的话，然而他并没有听从田丰的建议，这是他决策中

第一次失败也可以说官渡决战前最大的一次。

随着刘备被击溃，曹操再度回到前线，与袁绍对峙，而随着颜良文丑先后的

战败，袁曹两军开始了相持阶段，也就是这个时候，曹军开始出现危机。

袁军与曹军最大的区别便是袁军兵多，粮多，战斗力稍微不足，而曹军兵少，

粮少，但有战斗力。而且曹操往往能聚集大军后对袁军一部进攻。袁绍在颜良文

丑遭到失败后，明显放弃了分兵的打算，而率大军与曹操相持，这是相当明智的

选择，此外，派遣刘备与刘辟等人联络，骚扰曹操的后方，应该说，袁绍这样的



决策是比较得当的。曹操的特点便是放他一点空间便会找出一些机会来，之前沮

授所提到的打持久战，派奇兵长期骚扰，消耗其粮虽然是好策，但是假若不给曹

操压力，将其主力牵制在官渡一带，那很容易造成奇兵被曹操寻机歼灭的结果，

而将曹操主力拉入消耗战中，再派兵骚扰效果好的多，也最适合发挥袁军的特点。

曹操在拉锯战中陷入了苦境，三国志记载“太祖与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

应绍，军食乏。”这便是袁绍主动对峙的效果，在军粮匮乏的情况下，军心严重

动摇，日后曹操在袁绍帐中发现无数曹军将领暗通袁绍的书信。（曹操仿光武故

事将其全部烧毁。）连曹操本人信心也动摇了，试图后撤，但是在军心动摇的情

况下后撤，很可能就是一个大溃败。到此时，袁绍可以说已经将之前的不利局面

全部扭转过来，只要曹军一撤，袁军直追，很可能是个辉煌的大胜利。

然而，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弯，许攸因进言袁绍不从，（关于许攸的派偏师

偷袭许都之事虽然是奇计，但是并不稳妥，偷袭许都必要分兵，分的太多只怕对

曹操的对峙不利，分的太少打不下许都，反伤士气，假若胜负未显还可以试试，

在如此大的优势之下到是不必行险。）而家人获罪下狱的情况下投奔曹操。其实

此事也奇怪，许攸是袁绍的重要谋士，通晓大多数机密，居然能轻易到曹营而袁

绍迟迟没有发觉，也太过大意了，这或许就是战争的戏剧性吧。

曹操在绝望之下，得到许攸指点，偷袭乌巢得手，而袁绍在此又犯了一个大

错误，他不派主力救乌巢而是攻打曹操本营，结果乌巢被烧，曹操本营也没打下，

军粮被烧一事导致了袁军的大内讧，张郃投降曹操，数万大军在粮食被烧，大将

投敌的双重打击下军心严重动摇，曹操乘机进攻，袁绍军崩溃，袁绍在八百骑兵

卫护下逃出。

官渡一战从袁绍占据绝对优势到崩溃只有一天时间，只因为一个谋士的逃

离，只因为一个决断的错误，虽然我们可以找出如乌巢离本营太远等因素。但是

在我看来，这只能说明战争的偶然性和戏剧性，在战争中，除了战略战术之外，

运气这一因素真的是相当大的存在。

就在偶然的官渡之战结束后，曹操终于一反颓势，对袁绍占据了上方，不过，

离真正的一统北方，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要走。

附：官渡的人数

官渡的双方人数一直是个谜，演义中数字那自然不可信，而史书上也找不到

明确的数字，虽然有称袁绍率精卒十万，骑万匹，但是这是在袁绍正式进攻曹操

发起的兵力，不代表这是官渡之战袁军兵力，而从官渡曹操坑杀七万袁军的记载

来看，（坑杀对于曹操到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曹操连供应自己的粮食都没，根本

无法收降，留下必然闹事，而放他们回去等于是帮袁绍马上恢复战斗力，那时袁

绍再杀来曹军全部完蛋，所以只有坑杀一法，白起在长平之后坑杀赵军是一样的

道理。）官渡袁绍军应该是在七万之上，十万之下。也有专家认为是五万左右。

而关键的是曹军的人数，曹军的人数是个谜，我们只知道曹操是以少胜多，

但是具体是多少就不得而知，有说袁军是曹军的十倍，袁绍十万左右，那曹操大

致数千人，并以三国志武帝本纪中“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为证。但是



这可能性太小了，曹操起兵便有几千人马，入主兖州人马更壮，尤其收降几十万

青州黄巾后，之后虽然连年征战，外加人口减少，粮食匮乏（这应该是曹操兵力

减少的主要原因），但是作为仅次于袁绍的第二大势力，绝对不至于只有一万不

到的地步，须知，荆州江东在大战时也能调集几万兵力，此时的曹操比他们应该

不差。尤其不久前张绣还率众投降并加入了这次战役。另外，袁绍与曹操对峙后

期发展是分营屯兵，袁绍连营数十里曹操与之相当。假如以十分之一的兵力，肯

定无法办到，而且曹操在官渡接连用兵或者分兵，比如遣徐晃偷袭袁绍粮车，自

己率军击败文丑，于禁就曾经率五千人出击，还要包括派遣曹仁攻打刘辟等人，

尤其曹操最后率五千步骑偷袭乌巢，这必然是优中选优出的精兵，而同时剩余的

兵力能抵挡袁绍军主力的冲击，也不至于太少，曹军在官渡战区动用的兵力肯定

不止一万。

那“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是指什么呢？我认为这或许是某一个阶

段曹操防御的兵力，曹操常常会分兵袭击，甚或如攻打刘备时那般快速行军来回，

而且考虑到伤者如此之多，也可能是一次作战后紧接着便来防御袁军，而防御的

袁军也是先头部队，并非全部部队，而到了筑营对峙后，双方的部队渐渐聚集到

官渡，这才出现了袁绍被坑杀七万这样的数字。而与之对峙的曹操在官渡的兵力

绝对不会太少，虽然战史上不乏以一对十的防御或者进攻的战例，但是那更多的

是因为被迫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将领都希望带兵多多益善，曹操再托大也不至于

就以这么少的军队来应付袁绍。

曹军在官渡期间三国志虽然没有总兵力的详细描述，但是对于部分兵力却有

着记载，其中于禁便记载至两次，一次是作为先锋。带二千人在延津防御，而曹

操率主力至官渡，并于此时东征刘备，另一次是和乐进一起率领五千人主动出击，

攻破袁绍的别营多处，之后回到官渡，而另外便是曹操两次用兵，一次延津不满

六百骑破文丑，一次便是乌巢五千众。

先说曹操，陈寿在武帝本纪中写到破文丑时曹军“时骑不满六百”，但是这

不满的六百骑并非指曹军只有六百人，而是指只有六百骑兵，正如所谓文丑所率

的五六千兵也并非全是骑兵，如曹军探子所言：“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可知

文丑所率的也是以步兵为主，只是骑兵在前而已。

而乌巢的五千人我们已经分析过，这是曹军大致选出的精兵，因为是偷袭，

重质不重量，不能太多，过多一来易被袁军看出问题，二来也妨碍机动性，正如

李靖偷袭突厥只用三千骑兵，但是唐军主力为十几万之多，所以这五千人只能说

是曹军的精干，但是绝非曹军的大部分主力，这样一来曹军的总数还是不得而知，

只能得出绝对超过五千人这样的估计。

反倒是于禁的记载中更有价值，第一次于禁守延津，率众两千，而此后曹操

率主力东征刘备，也就是此时袁绍拒绝了田丰的攻打许都计划，如此可知，此时

袁军主力并没有对于禁展开进攻，记载中对于禁的进攻应该是袁绍部分部队的进

攻而已，于禁的这两千部队更象一种牵制性的部队。

重点在于，第二次于禁攻打袁绍别营时，和乐进合兵有五千人之多，这是曹



操攻打乌巢的兵力了，当时用兵的最大特点便是部将独立率军的人数绝对不可能

带领超过主公的部队，换一种通俗的话说，主力是不可能由部将统领的，于禁虽

然是曹操的心腹大将，但是也不可能率主力出击，这样来看，曹操能分出五千人

给于禁，那自身至少在一万军以上，于禁随后便率军回到官渡和曹操合兵，这样

来看，曹军总数至少在二万左右，这已经是相当保守的估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