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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潼关大战又称渭南之战，是曹操为平定关中地区，与马韩等关中联军的最后决战，也是三国

时期参战人数达２０余万、死伤人数巨大的一场战役。曹操为了转变南方战线失利之局势，决定向凉州

拓展疆土而引发的一场征伐之战。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曹操深谋远虑，用兵灵活，是一场以智谋取胜的

典型战役。通过对《三国演义》相关篇章的系统解读，结合《三国志》等正史适当点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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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潼关大战发生在公元２１１年３月至９月（当

年闰８月），是曹操为平定关中地区，与马超、韩遂

等关中联军的最后决战，又称渭南之战；是三国时

期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一场战役。

　　一、历史背景

（一）关中诸将有占地拥兵不受曹操节制之企图

曹操剿灭吕布与袁氏兄弟之 后，中 原 及 河 北

已经平定，但 马 超、韩 遂 等 占 领 的 关 中 地 区 之 政

权，曹操并没有完全掌握。在群雄割据 的 那 个 年

代，关中诸将“外虽怀附，内未可信（钟繇观点）［１］，
只是表面上向汉献帝称臣，服从曹操的管制，实际

上各有私心，欲占住现有地盘，拥兵称王称霸。早

在公元２０８年赤壁之战时，曹操就心存疑虑，忧心

马腾等人偷袭后方，断其归路，便采取了战前调马

腾到京城担任卫尉的办法（易中天《品三国》第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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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也有阐述）进行控制。
（二）曹操赤壁战败后欲向西用兵扩大统治范围

赤壁之战，曹操大 败。既 然 南 下 灭 刘 备 占 江

东受阻，自然就有了向西扩展统治范围的战略思

路。于是，曹操采取“明讨张鲁，暗伐马韩”的“灭

虢取虞”之计（《资治通鉴》记载），表面宣称向西用

兵，攻打汉中张鲁，实际上是诱逼马超和韩遂等关

中诸将造反。当大部队途径关中联军 地 盘 时，关

中诸将怀疑曹操是来攻打关中，果然中计联合起

来先攻打钟繇占领长安，后激将曹洪攻克潼关拒

守，公 然 与 曹 操 对 抗。因 而，建 安 十 六 年（公 元

２１１年）秋７月，曹操找到借口，亲自出征，攻马韩

集团，占关中地区。
（三）马腾子侄诏诱入京多被曹操谋杀结仇

《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周瑜在建 安 十 五 年

（公元２１０年）向孙权提出“夺蜀、并张（鲁）、联 马

（超）”［２］的建议，造成曹操 急 于 部 署 征 张 鲁、灭 马

韩战役。《三国演义》中有荀攸之谋：“诏加马腾为

征南将军，使讨孙权，诱入京师，先除此人”［１］。马

腾带次子马休、马铁，侄子马岱及５千西凉兵在许

昌外与侍 郎 黄 奎 密 谋，待 曹 操 出 城 点 兵 时 杀 之。
然而，黄奎妾李春香与其妻弟苗泽私通，苗泽竟出

卖姐夫，密告曹操，以致马腾及两子３人（马岱带

兵垫后逃返报信）、黄奎全家被杀。但《三国志》记

载，公元２１２年５月，曹操才把早就软禁在邺城的

马腾一家杀害。

　　二、军事力量

（一）马韩联军

《三国演义》记 载：马 超、韩 遂、侯 选、程 银、李

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杨秋等１０余部军事割

据势力（另有庞德、马岱名将），合兵２０万。《三国

志》中，对兵 力 没 有 明 确 记 载。但 多 言 联 军 分１０
部，分别统领共１０余万大军，各部不相统属。

（二）曹操兵力

《三国演义》记载：长安郡守钟繇守军不详，其
弟钟进被庞德斩后城破，曹操得知后便派曹洪、徐
晃带兵１万限守潼关１０日，却９日失守。操便亲

自带许褚、曹仁、夏侯渊、张郃、于禁、朱灵等大将，
荀攸、贾诩等 谋 士，及 其 王 牌 部 队 虎 豹 骑 兵 等１０
万大军，直叩潼关。《三国志》中，曹操命司隶校尉

钟繇西征张鲁，征西护军夏侯渊出河东与钟繇会

师，逼反马韩。然后，曹操出 兵，兵 力 正 史 也 没 有

明确记录。只有“徐晃、朱灵带兵４千渡河”“曹操

自令百余护卫军断后”［２］等记载。

　　三、战役过程

（一）序幕阶段－－佯攻汉中，关西起兵

关中古时素有“八百里秦川”之称，而 潼 关 是

东面进入关中的喉塞，地势险要，依山傍水。南面

依靠着延绵不断的天然屏障秦岭，北面是天堑黄

河，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雄势。史载：“上跻

高蝎，俯视洪流，盘 纤 峻 极，实 为 天 险。……南 薄

山，北阻河，中通一径，车不 得 方 轨，马 不 得 成 列，
一夫当关，亿万之众不可逾也。”因此，潼关是历代

兵家必争之军事重地。古往今来，为争 夺 潼 关 要

塞的战争不绝于史，其中：曹操与马超、韩 遂 等 人

的潼关之战，是最为经典的一幕。
公元２１１年（建 安 十 六 年）３月，曹 操 调 遣 司

隶校尉钟繇前往关中，佯装讨伐汉中张鲁，与此同

时，还派遣征西护军夏侯渊前去接应，以形成表面

的围攻之势；夏侯渊兵出河东，大军浩浩荡荡开往

关中前线，原来占据在关中一带的马 超、韩 遂、侯

选、程银、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杨秋等１０
余部军事 割 据 势 力，以 为 是 来 攻 打 自 己，夺 取 地

盘，于是，马上联合起兵，迅速连营布阵，先攻克长

安，然后占驻军事要地潼关，欲将曹操大军抵挡在

潼关之外。
（二）交锋阶段－－曹操出征，潼关惨败

曹操抢在３月份春耕之际 讨 伐 张 鲁，计 欲 逼

反关中联军。８月 秋 收 时 期 又 出 征，《孙 子 兵 法》
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

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

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关中联军中计起兵反抗后，曹 操 亲 自 带 兵 直

叩潼关征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渊，自居中寨以

拒西凉军马。次日，两阵对圆，马超阵前八九合斗

败于禁、二十合战走张郃，一枪刺死李 通，西 凉 兵

一起冲杀，曹军大败。马超、庞 德、马 岱 引 百 余 骑

直入中军，叫喊声连天来捉曹操，“穿红袍的是 曹

操！”操急脱袍上马奔逃；“长髯者是曹操！”操遂掣

佩刀断髯；“短 髯 者 是 曹 操！”操 即 扯 旗 角 包 颈 乱

窜。“曹操休走！”马超枪 搠 树 上，急 拔 间 曹 洪、夏

侯渊先 后 赶 来 救 主 才 脱 险。这 就 是《三 国 演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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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阿瞒割须弃袍”的故事，但正史中没有记载。
（三）相持阶段－－渭河对峙，偏师偷渡

曹操潼关大败后，感到西凉兵马确实彪悍，并
传令军士坚守。由于黄河从北面流到潼关受华山

山脉阻隔，呈直角掉头东流。通过潼关 东 面 的 蒲

阪津渡口渡河是绕过潼关天险，进入关中的不二

选择。同时，能成功地突入关中平原腹 地 联 军 背

后，则潼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作用完全

丧失。所以，徐晃建议：“西凉兵全部屯于关上，关
西必无准备，暗度蒲阪津截贼归路”。于 是，曹 军

假装在渭河南岸对峙，旨在吸引敌军增援，牵制住

马超等部的兵力，给偏师徐晃，朱灵四 千 精 兵，从

蒲坂津（今山西永济西）偷渡黄河创造条件，以完

成这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战略布局。
在渭河两岸曹马两军相持 交 战 共５次，各 有

胜负。一战是曹操北渡黄河，令“兵众先渡”，亲自

领护卫军百余人留南岸断后，白袍将军马超率步

骑万余人追杀，“虎痴”许褚两腿夹舵揺撼，一手撑

船，一手举马鞍为曹操挡箭。渭南县令丁斐见状，
放出牛马引诱关西士兵争抢，操才得以身退，还大

笑曰：“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二战是韩遂、庞德

趁曹操立寨未稳攻击中计，虽庞德斩了曹仁部将

曹永，但联军折了程银、张横。三战是马超劫曹操

野营中计，成宜被夏侯渊所杀。四战是 曹 操 渭 河

浮桥三座已连南岸，马超、韩遂用火攻大胜。五战

即《三国演义》中的许褚裸衣斗马超，前后单挑二

百余合，两军大战，许褚臂中两箭败退。
（四）转折阶段－－马韩求和，抹书离间

正在 马 超、韩 遂 频 频 出 战 之 时，曹 操 却 密 令

“徐晃、朱 灵 部 尽 渡 河 西 结 营，前 后 夹 击”［１］。一

日，曹操看到马超引百骑在阵前来往如飞时，掷兜

鍪于地曰：“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夏 侯 渊 听 后

引本部人马“誓灭马贼”，与马超大战间，超遥见曹

操，撇渊追杀操之际，获报“操有一军，河西下寨”，
大惊回营与韩遂商议“吾军前后受敌，如之奈何？”
部将李 堪、杨 秋、候 选 皆 提 出“割 地 求 和”（《三 国

志》中还有“质子”之意）。于是，派杨秋为使，曹操

采取贾诩计谋“伪许之……”然后用反间计。为防

不测，马超、韩遂轮流调兵，分 头 提 备，以 防 其 诈。
一日，当韩 遂 向 曹 操 时，操 无 甲 仗 一 骑 于 两 阵 中

央，请韩将军 “交马语一时”，故意 “不及军事，但

说京城旧事”。于是，马超便怀疑韩遂与曹操之间

有什么私下的约定。但是，贾诩认为如此“未足间

二人……”再谏“抹书间韩遂”之计，“他日，公又与

遂书，多处点窜，如遂改定者”。这次，韩遂满身是

嘴也说不清，只言“阵前赚操说话，汝从阵内突出，
一枪刺杀便了”。

（五）尾声阶段－－联军内讧，趁虚而灭

约定后，韩遂 引 候 选、李 堪、梁 兴、马 玩、杨 秋

５将出战，马超藏在门影里。然而，这次曹操仅派

曹洪对阵，还言“夜来丞相拜意将军之言，切莫有

误。”（《三国志》记载，曹操出来过，但带将，还设木

行马屏障，显然信不过马超。）听得有勇 无 谋 的 马

超认定了韩 遂 通 敌，挺 枪 骤 马，来 刺 韩 遂，５将 拦

住，劝解回寨。马韩之间出现裂痕后，韩遂不思与

马超之父马腾故交之谊，不思坦诚相交报故友被

害之仇，竟又与５将密谋内讧，欲设宴赚请马超未

定之时，却走漏了风声，造成马超先下手砍掉了韩

遂左臂，斩杀了联军将领马玩、梁兴。
联军作战，最忌互相猜忌，主帅不和。曹操眼

见离间之计起作用了，就在联军自相残杀，内部混

战之时，曹 军 突 然 对 韩、马 军 营 驻 地 发 起 全 面 进

攻，前许褚，后徐晃，左夏侯渊，右曹洪，４路齐杀，
一举击溃 了 马、韩 联 军。此 战 中，李 堪 被 于 禁 射

杀，杨秋、候选投降封侯守渭口，韩遂断 臂 后 被 部

下救走，马超突围出逃。至 此，关 陇 地 区１０大 军

事割据势力均已荡平。

　　四、战役结果

（一）马韩联军

马超、韩遂等本是为 个人私利 纠 结 起 来 的 军

事集团。关键时机，不讲为将之道、结盟之义。危

难之时，关键性人物互相猜忌，不能集中精力抵御

对手，进而 走 向 分 裂，最 终 导 致 军 败 地 失。１０将

死了６个（程银、张横、成宜、马玩、梁兴、李堪），投
降了２个（杨秋、候选），韩遂也在公元２１５年被西

平、金城诸将所杀，突围的马超虽不断聚群起兵反

攻陇右，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后逃到汉中张鲁处作

客将，在公元２１４年投奔了刘备。
（二）曹操集团

曹操 集 团 彻 底 消 灭 了 马 超、韩 遂 等１０大 联

军，占据了沃野千里的关中地区，实现了北方的完

全统一。曹操派夏侯渊镇守长安，班师回朝，献帝

排銮驾出郭迎接。自此，曹操本人也“赞 拜 不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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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朝不趋，剑履上殿”［１］，如汉相萧何故事。

　　五、历史分析

（一）潼关之战是曹操统一北方的重点战役之一

公元２０８年的赤壁大战之后，形成了“吴有长

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的态势，曹操认识到一时

难以打败孙、刘联盟一统天下，经营好北方大本营

甚是重要。早 在 公 元２０２年 曹 操 击 败 袁 绍 集 团

后，只剩下关陇一带的马超、韩遂等十数支割据势

力，成为曹操统治北方的政治、军事隐患。如何铲

除马超、韩遂集团是个棘 手 的 问 题。当 时，马 超、
韩遂已向汉献帝称臣，公然讨伐显得出师无名，曹
操便 想 出 了“借 道 关 中 讨 伐 张 鲁，逼 马 韩 造 反 抵

抗”［３］的办法。此计在实施过程中，关中割据势力

果然中计联合起来抵御曹操。从而，为 曹 操 公 然

举兵讨伐马超、韩遂等关陇割据势力找到了借口。
曹操潼关之战取得的胜利影响深远，是其平定关

陇地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关陇 归 曹，提 升

了其政权的影响力。
（二）展现了曹操卓越的军事才能

曹操之所 以 能 够 在 潼 关 大 战 中 取 得 全 面 胜

利，主要是其谋略过人。“灭虢取虞”之谋，“抹 书

间韩遂”之 计，“佯 攻 潼 关，偏 师 偷 渡”之 略 等 等。
《三国志》中记载，诸将问曰：“初，贼守潼 关，渭 北

道缺，不以河东击冯翊（今大荔）而反守潼关，引日

而后北渡，何也”？公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
贼必引守诸津，则河西未可渡，吾故盛 兵 向 潼 关，
贼悉众南守，河西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河西……
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 贼 不 为 营

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

不为备，因蓄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 疾 雷 不 及

掩耳，兵之变 化，固 非 一 道 也。”［２］上 述 所 陈，说 明

曹操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深思熟虑，布局精密，具有

非凡的军事才能。
（三）展示了曹操知人善断的独特智慧

曹操善于用人，善于采纳部下建议，值得今人

学习和研究。曹魏“猛将如云，谋臣如雨”［３］，他却

能够做到人尽其用，人尽其能。曹操在 集 团 内 部

意见高度不一致的情况下，采取“灭虢取虞”之计

引诱马韩集团反叛起兵；采用贾诩“抹书间韩遂”

之计分裂马韩集团，削弱其战斗力；运用“虎侯”许

褚威风威 慑 马 超 不 敢 弄 险；战 争 相 持 阶 段，采 用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吸引敌军，给偏师偷渡

创造条件。采纳谋士建议先是用少量的兵力挑衅

敌人，让敌军军心不稳，厌倦开战后，曹 操 再 出 其

不意，“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等等。
（四）使诸葛亮《隆中对》两路出击中原的军事

纲领破产

曹操占领关中陇右地区后，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使

诸葛亮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率 益 州 之

众出于秦川”之“隆中对策”中两路北伐中原，匡扶

汉室的军事纲领破产。曹魏政权统治了肥沃的关

中地区后，为日后阻止蜀国伐中原的战争提供了

坚强的军需物资后盾；加上关中地区地势险峻，易
守难攻，就连诸葛亮这样的旷世奇才也留下了千

古遗恨，北伐统一中原的终身宏愿与托孤誓言最

终无法实现。对蜀地而言，关陇地区的统一，有着

战可攻，退可守的绝对优势，因此，诸 葛 亮６出 祁

山，姜维９伐中原都没有突破关陇一线。
（五）潼关之战为三国归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潼关之战一方面为曹魏政权经营好北方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为有效地阻隔刘蜀的北

伐起到积极作用。曹魏治理下的关陇为西晋统一

全国提供了地利之重要要素，司马氏勇于压蜀也

是由于有 着 关 陇 这 片 坚 固 的 后 方 作 为 作 战 的 基

础，关陇地区为其灭蜀提供了最佳的军事、物资后

方基地。可见，曹操发起的潼关大战是 一 场 影 响

着三国鼎立走向西晋统一的潜在性战役，这次战

役过程值得后世深入挖掘，提炼其中的为人做事

之道，治国理天下之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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