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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报道中最大的亮点，可以触及人们心灵上最敏感的部分，

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在新闻采访中，记者必须时时留

心、处处观察，寻觅稍纵即逝的典型细节。

仍以牛玉儒的典型报道为例，为反映他忘我工作的精

神，作者选取了这样一个细节:

"牛玉儒把呼市经济增长的突破口放在扩大招商引资

上。为此他废寝忘食、日夜奔波。在牛玉儒身边工作人员李理

的日志上记载道:3月 20 日从呼市到北京转机成都，与有关单

位洽谈;21 日飞深圳，去珠海考察企业，晚返深圳 ;22 日与相

关部门会谈，参观考察企业，当天乘机经北京去银川 1 ，晚10点

考察银川亮化工程;23 日考察银川城市建设，下午前往乌海

考察，连夜坐火车返回呼市;24 日向市委汇报出行收获

牛玉儒5天跑了5个城市，行程上万公里。"

就是这样一个细节，完全展示了牛玉儒作为人民公仆的

勤奋与敬业，看后令人感慨。可以说，一个细节，足以抵过千

万句评语。不难想象，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是何等的细致与敏

锐。

(三)人性化

所谓人性化，是指用平视的角度发现典型人物身上与百

姓共通的情感，用平实的语言讲述发生在典型人物身上的故

事，从而在平凡中发现典型人物身上蕴含的不平凡。人性化

可以拉近观众与典型人物之间的距离，使观众感到典型人物

并非神圣。他有血有肉，可亲可敬，并非高高在上，让人不可

企及。

获得2005年度河北新闻奖二等奖的系列报道《用温情融

化坚冰的看守所长 曹凤岐》讲述了丰宁看守所长曹凤岐

用人性化管理的方式，感化教育在押人员的故事。其中对于

曹凤岐是如何摸索出这套管理新办法时，记者是这样处理

的:

"今年51岁的曹凤岐1998年底开始担任看守所长。但如

何与在押犯打交道，对于有20年警龄的他而言，也是一个新

课题。过去，对于看守工作曾经流传一句话，叫做"一看二守

三送走只要不出安全事故，就万事大吉。曹凤岐同期声:

6开始我也用过武力，但是不行。你管得了他的皮，却管不了

他的心。所以我考虑要采用正规化管理，让他们收心。'

可能有人会认为，作为模范警察，对待在押人员都会春

风化雨、循循善诱。可作者在这里并没有为尊者讳，没有回避

曹凤岐也曾经打过人的事实，而是通过曹凤岐之口，讲述了

他的认识转变过程。这会让观众感到，典型人物也是普通人，

他们的身上也有普通人的弱点。所不同的是，他们善于反省、

善于改进、严于律己、勇于创新。这样的处理，可以让观众感

到更真实，更符合逻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情节化、细节化、人性化的处

理方式更有利于对典型人物或集体的宣传报道。它会使报道

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因而，这种报道方式也

将成为今后的发展趋势。事实上，这种方式，正是对新闻本质

的一种回归。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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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罗贯中在历代的传说基础t， 把关羽塑造成一个忠义智勇兼备的英雄形象。 中国文化向来是以伦理

道德为核心，人们尊崇偶像也总是道德超过了宗教、美学等含义。关羽代表了 种道德精神，代表了忠义， 自然

也就成了最受大众欢迎的偶像。

关键词关羽:忠义:道德:大众: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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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及今，圣哲贤人、英雄豪杰成千上万，只有关羽地 条件，三者互相促进，使关羽演变成大众的偶像。

位显赫，如此得人心，应该说这不是偶然的，关键在于他 现存较为可信的资料大都是唐人对关羽的崇拜情况。

代表了 种道德精神，代表了忠义。中国的人民群众最需 唐宋范掳 《云溪友议》即云"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

要忠义， 最欢迎忠义。既然关羽的道德品质集中地体现了

忠义，那么他自然也就成了最受大众欢迎的偶像。

封建社会任何朝代，大众都是统治的对象，是弱者。当

人民大众没有成为 个集合体的时候，只能被动地昕从统

治阶级的摆布，在这种情况下，有头脑的群众都知道团结

的力量和作用。用什么使这些散抄凝聚起来呢，那就是一

个义字。 关羽就是大众心中义字的代表，因此，成了大众

的偶像。

据史书记载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1J 。

为蜀汉大将，辅佐刘备成大业，曾大破曹军，威震一时。关

羽生前除曹操奏请汉献帝封其为汉寿亭侯外，正式官职为

襄阳太守、都督荆州事务。刘备封赐的爵位先为荡寇将军，

后为前将军，列蜀汉"五虎上将"之首。然而，从南北朝

开始，直到清朝末年，关羽受历代封建帝王的祟封有增无

减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褒封不尽，庙

干巳无垠，名扬海内外，成为历史上最受崇拜的神圣偶像之

一，以致与孔夫子齐名，并称"文武二圣"。

研究魏蜀吴三国的故事， 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不是有关

其正史的记载，而是在演义上的各种传说。在中国传统上，

传说最美，也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三国演义》之美不是

它的爱情故事，而是它处处充满着忠孝节义的豪情，也就

是人们常说的"义气"。

如果我们留心 下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历史，就会发

现，中国古代的传统伦理道德，从周朝到清朝，没有发生

大的、 整体的、本质性的改变，但是小的、局部性、悄悄

的变化却是有的，这个变化的转折点虽然并不明晰，但其

发生大致是在唐宋之间，从忠、义这两个规范的命运来说

也是这样，它们被特别重视是在唐、宋以后，特别是在明

清时期，关羽的走红恰恰也是在这段时期里。

民间传说为《三国演义》提供了素材， ((三国演义》又

为民间传说提供了资料，统治者的尊崇为民间传说提供了

收稿日期 2007-02-18

作者简介姜馨丽0984-)女，满族，兰州大学研究生。

有玉泉伺，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词鬼助土木之功而成，

伺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因此，比较稳妥的说法是，

至迟在唐代，关羽已为人所崇奉了。

最初关羽在民间的形象，是以凶悍可畏为特征的。《云

溪友议》称" (荆州玉泉)词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

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绍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南纵横，莫

敢盗者。 厨中或先尝食者，顶要l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

侮侵者，贝IJ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l7j(谷。"

这些资料说明，在唐代，关羽崇拜已经在 些地方广为流

传，但民间对关羽的映象，多视之为与鬼很有联系的凶神。

至宋代，关羽形象开始有了较大的改变，但是，关羽作为

凶神的形象直到两宋之交还遗留在民间。

给关羽力日爵封王始于宋代。擞宗赵倍于祟宁元年(1102)

追封关羽为"忠惠公使羽由侯爵进为公爵。 事隔一年，

又于崇宁三年进封羽为"崇宁真君"大观二年 (1108) 再封

羽为 "SB烈武安王"宣和五年 (1123) 又封羽为"义勇武安

王"。在短短的 21年内，赵f吉追封关羽多达4次，由侯进公，

由公进君，由君进王。南宋第 个皇帝赵构也宣称关羽能

"肆摧奸究之锋，大救黎元之溺于建炎二年(1128)加封羽

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其子赵杳更称关羽"生立大节与天

地以并传，投为神明亘古今而不朽名著史册，功存生

民于淳熙十四年(1 18 7)加封羽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

王"。至此，关羽的形象彻底改变。

宋亡之后由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元文宗图帖睦

尔于天历元年 (1328)在南宋给羽的封号上去掉"壮缪改

为"显灵全称谓"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封关羽为帝始于明代。朱元璋死后，由太子朱允继位，

年号"建文"。建文三年(1399)朱根发动武装政变，以 "1青

君侧"为名攻克南京，夺得皇位。朱楝说他的行动得到关

羽显灵保佑，由他当皇帝乃是"天意 "。 皇帝说关羽是神，

各级官吏和黎民百姓亦都把关羽当神来敬。到了明朝中后

期的正德四年 (1509) ，朝廷下令将全国的关庙一律改称"忠

武庙"。至此，原来武庙供奉的姜太公改为惯于。万历二十

二年(1594) ，应道士张通元的请求，神宗朱~~钧进封关羽为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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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关庙的称谓亦由"忠武"改为"英烈"。万历四十二年

(1614) 十月，朱~Jl钧封羽为"三界伏魔大神威远震天尊关圣

帝君"。

在《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后，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

为后人留下美谈，民间都言关公义薄云天。关羽这一人物

形象所具有的"义既不同于儒家的"仁义也不同于

庸俗的"义气而是种具有崇高、正义、神勇、刚直意

义的"义气" 正义之气。

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关羽富有特殊的气质和精神。从他

的外表到内心，无不闪烁着与众不同的英雄气度。鲁迅先

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就《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说

过J‘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至欲显刘备之宽厚而似伪，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话，义勇之概，时

时如见矣"。鲁迅先生看到了人物性格深层结构的东西。

关羽与刘、张结义起事时就立下誓言上报国家，下

安黎庶。"在当时，群雄并起，天下纷争。"上报国家"的

具体内容就是匡扶汉室。他对于有心篡汉的"贼臣"义愤

填膺，表现了对邪恶行为的不可容忍。 "ì午回国猎"中关羽

的表现便是生动的证明。在关羽看来，曹操如此"欺君罔

上就应诛杀。为国除害， 毫无妥协可言，这种对邪恶势

力的仇恨与斗争，就是正气的表现。

中国文化向来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人们尊崇偶像也

总是道德超过了宗教、美学等含义， 尊崇关羽也不是要乞

灵于他的神力，而主要是崇拜他的伦理道德。那么，中国

人崇拜关羽所表明的道德意愿是什么呢?是忠、义。关羽

死后不久，曾被封存为"忠义侯在中国人眼里，关羽就

是忠、义的代表。到唐宋以后，忠义已经不再限于君臣，不

再限于知识分子，它已成为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具有的道德，

忠义对于所有的人要求是 样的。忠就是全心全意、尽心

竭力地为国家、为民族办事。义就是为他人两肋插刀。可

以说，忠是指内心，义是指外在行为，也可以说，忠是处

理上下级、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规范，义是处理同 等级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经纬，构成了个普通人处理家

庭、家族的社会道德关系的完整体系。

由于科举制度的兴起，取士不问阀阐，庶族地主子弟，

甚至农民子弟都可以通过科举的道路走上仕途，学校教育

就得到了极大的普及。不但著名的岳麓书院、臼鹿洞书院

等大书院蛮声宇内，就是最普通的村里也几乎都有学校。不

但大的家族会延聘儒师教子弟办学，就是贫寒子弟也往往

附在别人的私塾里读书。教育的大普及自然也带来道德的

大普及。课堂上教授的《五经》、《四书》不啻是伦理道德

的课本，而此时大量出现的各种重蒙读物中也充斥着伦理

道德的内容，甚至民间流传的戏剧、词曲里也无不渗透着

伦理道德说教。如果说以前的伦理道德往往停留在士族、官

僚等少数人那里，唐宋时期则已深入到广大的民间，深入

到普通老百姓的心里。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城

市愈益繁荣，商人和手工业的空前活跃，这些变化自然也

回

诱发了伦理道德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普及化

和平民化。

《三国演义》中，关羽一出场便显出英姿勃勃、豪气冲

天身长九尺三寸，髦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

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他之所以逃难江

湖，是因为仗义为民除害，杀了倚势欺人的豪霸。这正是

一个忠义神勇的大将军的形貌。在有关关羽的情节中，凡

有可能，都要描写他的威武形貌，把他身著绿袍、坐下赤

兔马、手持青龙刀，作为 个整体多次描绘，并塑造出

个富有我们民族审美特征的英雄形象。

关羽的义是很动人的。首先表现在对与他结义的刘备

上，可以说从结义直到l战死，他始终忠实，至死不变。其

次表现在他对待曹操的态度上。虽然他不肯弃刘降曹，但

对曹操知恩图报，表示"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他的确

是在为曹操立功之后才离开的。第三表现在他能义释老将

黄忠， 赢得黄忠的好感和信任，并最终收服了黄忠。《三国

演义》 曾借"后人之i寺"赞曰挂印封金辞汉相，寻兄遥

望远途还。马骑赤兔行千里，刀 ill!青龙出五关。忠义慨然

冲宇宙，英雄从此震江山。独行斩将应无敌，今古留题翰

墨间。"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对"忠义"的颂扬，主要是

通过成功塑造关羽这一被清人毛宗岗称为"义绝"的典型

形象来实现的。关羽主要是尽忠义于某个人，就是他"朋

友而兄弟，兄弟而君臣"的刘备，还有较浓的知恩图报的

思想，当关羽的忠与义处于矛盾对立时，往往是朋友之义、

兄弟之义高于一切的。所以，大众看重的是关、张、刘三

人"誓同生死，祸福共之"的义气，表现了人们要求摆脱

世俗生活中"重利轻义"的偏见而追求真情实谊的美好愿

望。

也正因为如此，关羽还被许多行业奉为行业崇拜神、偶

像，除了军人、武师还能让人理解以外，其他行业也生拉

硬拽。如描金业、皮箱业、皮革业、香烛业、绸缎商、成

衣业、 酱园业、屠宰业、糕点业、理发业、银钱典当业、教

育业等等，让人啼笑皆非。

现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文武庙、关帝庙，供奉着无

数的关公像，从杭州西湖金抄港关庙上对联。"行义常昭为

圣为神名垂万古:天心可协允文允武威镇八方"可见一般。

可以说，除了读书人外，普通人供奉关公的比孔子还多，甚

至那些大大小小的商店、饭馆店堂里，到处矗立或悬挂着

那个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身披着绿袍的美髦公像。

关羽为什么如此受人尊崇呢?因为他适应了不同人的

需要。关羽是忠义的化身，在大众眼中，他是忠臣义士，是

朋友的楷模，集众美德于 身，成为世人的典范。总之，义

是关羽成为大众偶像的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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