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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源远流长,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而尤以《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最为特出。描写战争艺术是二者

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通过对《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重大战役进行艺术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二者在战略与战术、人谋与地势以及形

象与性格等方面的异同,从而更深层次地挖掘二者战争艺术理论启迪的深刻意义。 

[关键词] 《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战争艺术 

 

1 战争环境描写之异同 

《三国演义》写了很多战争,每一次战争都写得很独特、五彩缤纷,

为广大读者开启了一幅精彩绚烂的战争画面。为什么《三国演义》能以不

同的方式写每一场战争,并有自己的特点呢?人们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分

析,比如战争的特点、战略战术的运用和人物活动等,人们只从侧面去分析

《三国演义》的战争艺术,很少去分析中战争的环境。但是,对每一次战争

的典型环境描写都突出了战争的特征。战争的典型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

政治、军事环境。政治、军事环境包括战争原因、庙堂谋略、外交往复和

民心向背等。因此,要记录每场战争的特点,首先必须写出典型环境。写出

每次战争自然、政治、军事的典型环境,这样战争的特点就豁然醒目,一目

了然。 

1.1《三国演义》战争环境描写之特点 

《三国演义》往往以历史史实为基础,把每次战争的自然、政治、军

事形势的环境色彩描写得浓艳强烈,创造出一种特有的浓重气氛,特别是

对战争的自然环境描述。如“博望坡军师初用兵”,并不是很大规模的战

斗。然而,作者为了突出孔明用火烧曹营的战争特点,就把典型环境进行了

十分清晰的描写。在自然环境方面：“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

“南道路狭,山川相逼,树林丛杂”,“两边都是芦苇”；又在这浓云密布、

月黑风高、刮着大风的晚上。这样的自然环境,给诸葛亮的火攻提供了便

利。政治、军事环境方面：曹操打败袁绍,极大增强了他的威信,并派夏侯

淳带领十万大军去剿灭刘备；刘备当时只是驻守在新野这个弹丸小地,诸

葛亮才出山,兵不满万,势单力薄。面对如此的政治、军事环境,诸葛亮选

择了火攻智胜。而夏侯淳的自负轻敌,正好为诸葛亮火攻提供了可能性。

正是作者反复强调了这些特定的典型环境,就把这次战争火攻的特点烘托

出来,顿时就豁然鲜明了许多。 

“烧藤甲七擒孟获”也是如此。诸葛亮在六擒六放孟获后,孟获仍然

不服气,于是去说服兀突骨领着三万藤甲军去讨伐诸葛亮。那藤甲军“俱

穿藤甲；其藤生于山涧之中,盘于石壁之上；国人采取,浸于油中,半年方

取出晒之,晒干复浸,凡十余遍,却才造成恺甲；穿在身上,渡江不沉,经水

不湿,刀箭皆不能入”。结果,蜀兵和他们交战,没有办法阻挡藤甲军,都败

下阵来了。这样的军事形势,对诸葛亮来非常不利的。诸葛亮只能用智取

的办法来破这三万藤甲军,而且解决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用火攻。但孟获

与诸葛亮交手了很多次,深知诸葛亮善长使用计谋。因此,每当到山谷有很

多树木的地方,孟获就提醒兀突骨不能轻易的往前走,让他堤防诸葛亮的

埋伏。诸葛亮就利用敌人的心理,不再在树木茂盛的地方埋伏,而在敌人认

为不可能伏击的盘蛇谷却设下埋伏。那磐蛇谷“形如长蛇,皆光峭石壁,

并无树木,中间一条大路”,几笔就把自然环境就描写得极为清楚和突出。

当时的军事形势、敌人心态以及地理、自然环境,“火烧藤甲军”的特点

也就跃然纸上了。 

自然环境和政治、军事形势对每次具体的战争特点都有影响。《三国

演义》中的典型环境,不仅能突出两方面的环境都描写得很突出,又可以将

二者同时并重；但也可以只突出一个方面。但是《三国演义》主要是侧重

于地理、自然环境的描写,上述“博望坡军师初用兵”、“烧藤甲七擒孟获”

就是着重偏重于地理、自然环境,政治、军事形势则是稍微显得不那么鲜

明突出。 

1.2《东周列国志》战争环境描写之特点 

《东周列国志》更擅长对大规模的战争描写,几次大规模战争的描写

得很出色。对于战争环境的描写,不单是描写地理、自然环境,而是把重点

放在政治问题上,把战争看作是非常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来做全面

的描写。作者认为政治问题是战争胜败的关键,重视战争的本质。因此,

作者在描写大规模战役时,总是在恰当的时候暗示出双方结局。而战争的

过程总是略写,只强调战术的运用。在描写战争的过程中,虽是作者写的很

简短,但也有一些细微的地方,往往是几个字,但故事情节描写的却是详细

而生动。号称五大战役之一的《晋楚城濮之战》以指挥者的指挥为主线,

用对照的手法,有序地描写了战争的全过程,战场上的直接对抗篇幅很少

(一小段),主要是讲述战前双方的外交斗争：“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

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

怒顽,能无战乎?”(着重写晋国利用矛盾),民心向背(楚成王指出晋侯“有

德不可敌”,以及晋军立足道义“退避三舍”)、君臣关系与军队的士气(楚

王的“少与之师”、“楚众欲止,子玉不可”、晋“战车七百乘”,“少长有

礼、士气高昂”),进而暗示了战争的结局和原因。 

《东周列国志》对战争的环境,都着重对战前准备的描写,对于战争

经过都是比较简略。特别注意从战争双方在战略和战术两方面揭示战争

双方政治、道德的优势、利弊,以及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把被动改为主

动的过程,上述力量转化的结果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作者擅长把每一个

战争都放在大国争霸的环境下进行描写,对于战争的起因、经过、各国

之间的关系组和变化、战前的策划及战争的影响等等,都有着大量的篇

幅”。《城濮之战》是一次重大战役,作者先写晋、楚、宋、卫、曹之间

的对抗与结盟；在短短的数百字里就写出了晋国佯装败退,引敌深入,然

后打败楚军的过程。同时,他也生动地描绘了战场的壮观场面。作者十

分注重对双方将领的道德修养、军事素质以及精神风貌的描写。三军将

领的人选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着战争的胜败。晋国在组建军队时,就

说明军中将领的任用条件是“敦诗书而说礼乐”,同时强调军队主帅的

文化素养、道德素质等。 

2 战争谋略展现之异同 

在《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中,从统治者到将帅士兵,为了生存,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8 

Education Research 

用尽了各种各样的谋略。《三国演义》把古代兵书中所有的军事理论和军

事谋略融为一体,把逻辑的推理和心理的分析汇聚到了一起,把军事谋略

放到了书中故事里面去,把《三国演义》变成了一部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

军事读物,成为典型。 

2.1《三国演义》战争谋略展现之特点 

两军交战,勇气是不可或缺的,但胜利仍属于智者！正如孙子说得“上

兵伐谋”,双方之间的战争一旦展开,实质上仍是对战双方的智慧和战争谋

略较量！因此,战争谋略展现的异同就可以从战略、战术两方面来展现。 

战略上采用以人为本的谋略思想,以赢得人心。在《东周列国志》所

描述的春秋时期,战争本身就相当于一种政治活动。统治者为了统一各国

成为霸主,非常重视采取一些明智的政治措施,以获得人民的支持。大凡要

发兵开战,各诸侯国都会找一个赢得国内支持的正当理由,尤其是在春秋

时期打着“尊王攘夷”的幌子,在战争中赢得民心,来实现霸业。 

《三国演义》更加着重于战术上的运用。如官渡之战,袁绍依仗粮

草众多,拒不听劝,引七十万大军去讨伐曹操。曹操清楚自己粮草不足,

所以就采纳谋士许攸的计谋,自己亲自率领士兵扮成袁军,冲到袁军囤

粮的地方——乌巢,一场大火烧毁了袁绍的粮草,使得袁军军心涣散。曹

军却士气大涨,一举赢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粮草决

定了官渡之战的胜败。诸葛亮六出祁山,前四次是因为长途作战,粮草未

随而放弃。诸葛亮第五次出征祁山时,一方面解决远距离作战时造成的

将士疲劳问题,另外一方面用疑兵之计,使得司马懿不敢冒然出兵。诸葛

亮却在暗中让士兵将陇上成熟的小麦迅速收割完成,军队粮草的短缺问

题也顺势解决了。诸葛亮第六次出祁山时,建造木马牛车来供剑阁、祁

山两个地方的粮草运输使用。司马懿命令士兵抢到了数辆木马牛车,拿

回来加以仿制,也想用来运输粮草,不料想中了诸葛亮的计,运输粮草的

木马牛车全部被劫。司马懿带军来营救,却也只能被伏军打败,落得个丢

盔弃甲而逃。 

2.2《东周列国志》战争谋略展现之特点 

《东周列国志》中也不乏战术的运用,例如“骊姬巧用妙计杀申生

和越王勾践将西施送给夫差,都是美人计运用的典范”。但是《东周列国

志》主要是侧重于战略上的运用了。譬如《孙子兵法》中提出了“兵贵

胜,不贵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在

春秋时,战争的规模己经是大了：“驰车千驰,革车千乘,带甲十万”,“日

费千金”。当时社会生产力很低,长期作战的话,势必消耗巨大的人力、

财力,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所以,战争基本在短期内就结束了。然而到

了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了,各国实力的大大增强了,战争的时

间增加到了数月乃至数年。但是,交战时间越长,国力损耗就越大,这就

对各诸侯的争霸不利,所以“速胜”还是一种最为稳妥的办法。想要达

到“速胜”,除了征战之外,国内也必须做好战前的准备,例如发展生产,

经济改革,扩大贸易,增加财政收入等。所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成

为当时的战争特点。 

在《东周列国志》中为了巩固楚国的地位和自己的统治,楚平王开始

对国家进行政治,同时颁布了许多措施：“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

介特,救灾患,育孤寡,赦罪决；洁奸蕙,举淹滞……息民五年,而后用师”,

从此可知,休养生息对国家军事实力的增强有着突出的作用。晋悼公从征

讨郑国回来之后,就采取很多的政策让人民休养生息,逐渐使国家强盛。所

以三次起兵,楚国都不能打败晋国。越王勾践也吸取了教训,开始大力发展

生产力,有了的物质基础后,就打败强大的吴国。这些都是《东周列国志》

在战略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分。 

3 战争人物刻画之异同 

战争艺术最为根本的就是人物刻画,如《左传》、《史记》。《三国演义》

主要以战争来刻画人物,同时结合战争的发展过程。如赤壁之战中,通过

“舌战群儒”,体现了诸葛亮的才能。周瑜嫉妒诸葛亮,几次想为难诸葛亮,

都被诸葛亮化解。作者在描写周瑜和诸葛亮的交手中,用对比的手法来展

现不同的人物性格特征,一个才华横溢但气量不足,导致聪明反被聪明误；

一个则基于全局,稳操胜券。在赤壁之战中,作者还写了蒋干的愚而自用,

鲁肃的忠厚老实,黄盖的忠心耿耿等。把不同的人物形象生动的描绘出来,

让读者无法忘记。在赤壁之战中,就通过战争的发展以及人物在战争地位

的不一样,对关羽、张飞的人物性格进行深入的刻画。 

3.1《三国演义》战争人物刻画之特点 

《三国演义》一直把人物刻画置于重要位置。通过战争的进程结合人

物的活动,使用对比、烘托、渲染等技巧手法来刻画人物,揭示人物的形象。

这也契合了战争艺术兵贵神速、紧张激烈、不加以精雕细刻的实际情况。

例如“温酒斩华雄”,便是用侧面衬托与虚写相结合的手法去刻画关羽形

象。整段文字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采用烘托、映衬等技巧来突出关羽是

如何英勇战斗、如何惊险紧张。首先是把华雄描写的很高大、英勇,从侧

面衬托出关羽的形象更高大、英勇。其次就是关羽不非同寻常的出场方式,

孙坚损兵折将的“伤感”,袁绍听后的“大惊”,诸侯的“并皆不语”等。

而此时刘关张三人只是“冷笑”：笑对华雄一筹莫展的诸侯,也笑放肆临时

的华雄。此时情形中关羽的出场特别引人注目,很沉稳、很自信。然后还

是没有直接进入战斗,而是从酒的渲染上,曹操为关羽倒酒,是为了祝他成

功凯旋,也是为了激励他,为他壮行。但在这个时候,关羽并没有喝酒,只说

了一句“某去去便来”,普通而又不寻常的四个字,把一个高俊自傲的英雄

形象写的非常生动。战争的具体场景只有六十三个字,很精炼、简洁。“鸾

铃响处”,关羽已经拿下华雄的人头,而这时“其酒尚温”。尽管它是直接

写战争的,但一个字也没有,读者却可以从帐外的鼓声、呐喊声,以及诸侯

失色的表情,可以知道战斗的激烈紧张,关羽的高大威猛、沉着冷静以及骁

勇善战的人物形象。 

3.2《东周列国志》战争人物刻画之特点 

而《东周列国志》有其自身的特点,战争艺术的人物刻画具有开放式

的特征。从而使战争艺术形成了“每事自为一章”这一格局。在这方面,

就和《三国演义》有明显的不同。“《三国演义》都是重点描写主要人物,

通过主要人物与各人物、事件的关系来描写主要人物,同时围绕着主要人

物来选取材料、设置情节”。而在描写《东周列国志》战争艺术时,通常是

考虑到了到战争的整个过程和参战各方的活动,把战争各个阶段的人物一

个接一个的展开来,以刻画多个人物形象来展现战争的发展过程,在人物

刻画上表现出开放式的特征。在这几个重大战役的描述中特别明显,《邲

之战》中描写的人物多达五十多个,有三十多人出场不止一次,而绝大多数

人物出场三到五次,其中有些出场高达十次之多。《鄢陵之战》描述的是对

三十多人的战争活动,其中一些甚至出现了七次。作者并不是一味地去表

达人物,而是根据人物在战争中的地位去选择刻画的对象。 

此外,战争艺术在人物性格刻画上有着片段式特征。战争艺术以时间

为前提,在《东周列国志》中,可以从整体上的战争艺术中看出。《东周列

国志》中一些人物经历的事件更多,时间跨度更大。作者用多种方式对他

们进行长时间和多场合的描述,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物发展史,比如郑

子产、楚灵王等。与人物性格发展史比较,战争艺术所说的是人物性格间

的实际关系。 

因为战争艺术的内容不一样,所以战争的规模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

刻画人物时,不仅存在着人物的横向表现,而且还有着垂直发展。在《东周

列国志》中,通过不同活动的不同事件和场合中来刻画人物多方面思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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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语课堂互动在应用语言学领域一直受到广泛关注,最近研究表明在二语课堂互动中除了教师支架之外,同伴支架也能促进学习者的

二语学习。本文旨在围绕二语课堂互动中同伴支架的含义、实证研究、不足以及对我国二语课堂教学的启示进行探析。 

[关键词] 同伴支架；二语课堂互动；二语学习 

 

引言 

互动作为课堂信息输入和输出的重要手段,在促进二语课堂教学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课堂互动包括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两种。从互动人数方

面来看,生生互动包括结对互动与小组互动。结对互动和小组互动相关研

究的出现是社会文化理论里的支架这一概念被应用到了同伴互动活动中

的具体体现。早期的二语课堂研究往往聚焦于教师支架,强调教师作为专

家为语言学习者提供协助；而最近二语课堂研究越来越关注同伴支架,强

调学生在生生互动中为同伴提供帮助。 

1 同伴支架的定义 

“支架”(scaffolding)起源于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社会文

化理论中的“最近发展区”(ZPD),但维果斯基却从来没有使用过“支架”

这一词,而是强调“中介”的作用,后来支持维果斯基观点的布鲁纳等学

者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之间建起了真正的联系,并基于“最近

发展区”提出了支架这一概念,即在儿童所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潜在水平

里他人对儿童所提供的协助被称为支架。支架被运用到了二语课堂教学

中,成为了一种比较受欢迎的教学方法—支架式教学,但以强调教师支

架为主。学者Donato(1994)通过一项口语研究发现第一次正式地提出了

同伴支架(peer scaffolding)这一概念。同伴支架指的是在课堂互动中

拥有新手和专家两重身份的学习者为同伴搭建支架以共同解决同伴互

动中所遇到的无法通过一己之力解决的问题,而且其在促进学习者二语

学习方面得到了不同理论的支持,其中包括合作学习理论,社会文化理

论和情感过滤假说。 

2 实证研究 

同伴支架的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国外学者Donato(1994)通

过微观分析法研究三名母语为英语的法语学习者的口语互动发现同伴学

习者在口语互动过程中,彼此互相搭建支架,不断地尝试以达到形式和意

义的正确表达。在另一个类似的研究中,Ohta(2000)通过分析两名受试者

使用交际性的任务来学习日本语法的口语对话发现,一位受试者在另一位

受试者的帮助下,通过彼此互动,渐渐地能将日语语法规则内化并且将其

灵活运用,从而完成语法任务,学会了日语语法。这也说明了不同水平的学

习者互相搭建支架能促进流畅的语言输出。Storch(2007)在开展的写作任

务中观察受试者的同伴互动话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同伴互相搭建支架

能够为学习者提供更多使用目标语交流和输出的机会,目标语输出的机会

越多,目标语输出地越流畅。 

近年来,国内的实证研究开始重视并且证实了同伴支架对英语课堂互

动中学习者二语学习的积极作用。李玲(2015)在研究了四名高考英语笔试

成绩相当口语成绩不一大一新生的口语练习及以小组互动的形式开展的

口语对话后发现这四名学习者在彼此互相搭建的同伴支架的互动过程中

能纠正彼此目标语中出现的错误,增加学习者表达目标语的机会,从而提

高学习者正确表达目标语形式的能力。徐锦芬(2016)开展了一项关于非英

语专业大一的学生在英语课堂小组互动中给同伴搭建支架实验研究后发

现同伴支架作用主要表现在提高参与度、提供词汇、提供观点、纠正错误

表达、简化任务、维持既定目标、控制挫败感七个具体方面。张秀芹和贺

玉珍(2018)进行了一项为期十周的大学英语专业大一学生网络文本互动

和英语课堂互动的对比实验后发现在两种试验中同伴支架均发挥了一定

的作用且在纠正错误表达和提供词汇方面课堂互动中的同伴支架数量比

网络文本互动高。 

3 同伴支架的局限性 

首先,学习者二语水平不够会影响学习者在生生互动中有效地给同伴

搭建支架,具体体现如下：(1)学习者在生生互动过程中对同伴的表现所给

出的反馈大多是二语的形式或语义的表面反馈,缺少实质意义上的纠正性

反馈,因此有时很难达到反馈的预期效果；(2)学习者在二语课堂中有时不 

征,反映人物在短时间内的垂直发展。如《崤之战》中的秦穆公,作者从他

进攻郑国写起,通过拒谏、叱骂赛叔以及向师悔过,反映了他在大战前后的

性格变化。秦穆公身上有着刚惶自用、忌恨贤臣和勇于改过自新等特点,

表现出了性格的复杂性。然而从《东周列国志》中看,《崤之战》中对秦

穆公描写只是人物性格发展史的一个环节。《东周列国志》还写了秦穆公

举贤任能、讲究礼义和称霸西戎等事情,在很长时间和众多事件中,写出了

秦穆公的性格发展史,类似还有晋文公、郑庄公等。他们的性格,既有在《东

周列国志》中的垂直发展,也有在战争中的横向展示。有些人物经常出现

在几个相邻的战斗中。通过不同的描写,可以看到他们性格多方面的变化。

其他如楚子玉、晋吕特、苟林父等人,也出现在不同的章节里,从他们在不

同战争中,就可以看出他们性格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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