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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关公·关帝庙
——— 一位武将的封神之路

□刘文涛

历史上的关羽

关羽是一个曾经真实存在的历史人
物，但现代人对他的认识可能有两个误区。
一是他生活的时代。现代人多称关羽为“三
国名将”，其实他亡于东汉建安二十四年

（公元219年）。到第二年，曹丕才代汉称帝，
改元黄初，三国时代才拉开帷幕，再下一年
刘备才在西川称帝。所以说关羽压根就没
赶上三国时代，“三国名将”的说法是不成
立的。

二是关羽其人。关羽的事迹太多，上至
黄发，下至垂髫，大概都知道“温酒斩华雄”

“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等等。即使目
不识丁的老太太，说不出关公的事迹，也知
道“关老爷”能护佑平安。但人们了解关羽
事迹的源头大多是文学、影视、戏剧作品，
而历史上真实的关羽绝不是“惊为天人”的
神一般存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他的事迹，多
数是不存在的。如“三英战吕布”，吕布确实
是东汉末年的猛将之一，文学作品中怎么
来体现吕布战斗力呢？罗贯中老先生就用
了“借力铺垫”的手法。借谁的力？刘、关、
张。虎牢关前三敌一，也仅仅是打平，把吕
布的战斗力夸张到了“爆棚”级别。但真正
的历史是，当时刘、关、张皆归附于公孙瓒，
在群雄联合征讨吕布的战争中，公孙瓒并
没有参加。“头儿”都没参加，刘备等“小弟”
们自然也不可能参加。

再如“桃园三结义”，故事很精彩，刘、
关、张桃花园内结为兄弟，这种场景想象一
下都很过瘾。但事实上，桃园结义在历史上
是不存在的，这种温情的表达形式，恐怕是
罗贯中老先生一厢情愿的认识，没有这一
场桃花园中结义的仪式，不足以衬托出他
们三兄弟相随一生的情谊吧。

当然也有我们熟悉的关羽事迹是有史
实依据的，如“水淹七军”，这是在历史史实
中加工扩充而成的故事。《三国志》中记载：

“（建安二十四年）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
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
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
庞德。”短短四十多个字，到了《三国演义》
中，就给硬生生地扩写成了一个章节。稍留
心对比一下就会发现，正史中记载的水淹
之事是逢汉江水涨，得是天时地利之便，小
说中却进行了艺术加工。塑造的关羽除勇
武外，胸中谋略和指挥作战能力也是出神
入化，让人读罢印象深刻。

其实真实的关羽是有性格缺陷的，那
就是自大自傲，所以“摔跟头”是难免的。失
荆州是历史事实，至于文学作品中的“魂捉
吕蒙”“吓死曹操”等情节，那就纯粹是为了
抚平读者的心灵了。客观说来，关羽在东汉
末年，就是一位勇猛且有一定“国士之风”
的战将。由于失荆州对刘备经营的事业造
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当时对他的评价甚
至有些负面。如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道：

“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
之常也。”关羽死后谥曰“壮缪”，也是赞其
勇而批其缪。

关公信仰始于荆州

那么，为何关羽日后会一步步走上神
坛，成为忠、信、义、勇的化身，儒、释、道
三教共尊，并跨越行业、地域、时空，成为
中国人心中最可依赖的精神偶像呢？这
与历代民间和官方倾注其身的加工演化
是分不开的。

有学者考证对关羽神化，最早应是从
荆州地区开始的。荆州是关羽最后经营十
余载的故地，这里肯定留下许多他的遗迹
和传说。《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中就讲到关
羽死后显圣玉泉山。这一回中还有一个记载
可能为读读者所忽视，就是关羽亡魂被普净长
老所点化，“关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后

往往于玉泉山显圣护民，乡人感其德，就于
山顶上建庙，四时致祭。”这个故事明显被佛
教所兼容利用，皈依佛教后，一介武夫也有
了“显圣护民”的功能了。到南朝时期，荆州地
区的江陵城内出现了一位十分灵验的“城隍
神”（见《北齐书··慕容俨传》）。信众们认为，这
位城隍神便是曾经修筑江陵城的关羽。于是
在民间，人们小心供奉，并逐渐把他的壮怀
激烈、忠肝义胆、义勇无匹的英雄气概无限
放大，总结概括出他忠孝节义、信义卓著、品
行高洁的人格魅力。于是，关公神灵成为惩
恶扬善、趋吉避凶、保护一方的善神。

这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验证。2005年3
月，在荆州市沙市区城隍庙遗址考古发掘
时，出土了一尊造型小巧、制作精美的泥制
红陶塑像关公塑像。根据出土地层和塑像
本身特征判断，其时代为北宋。这尊塑像的
头呈长圆形，蚕眉、凤眼、高鼻，长髯飘飘，
身着交领宽大的长袍，长袍胸前有仙鹤缠
枝的纹饰，是典型的宋代服饰特征。关公盘
腿呈坐姿，可惜的是，出土时塑像腿部已经
残缺（如图①）。这尊北宋关公塑像是迄今
为止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关公像。从荆州沙
市城隍庙出土的关公像，进一步说明荆州
地区是关公信仰最早形成的地方。

封神始于宋代

到了宋代，是关公信仰发展的重要时

期，也是关羽地位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
这种变化的根源，首先就是忠君思想的
加强。经历过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
的分裂割据，宋朝建立后统治者对忠君
思想观念极力宣扬。再加上宋代理学大
兴，关羽身上可以宣扬的品质与儒家思
想提倡的忠、义、仁、勇十分符合。所以朱
熹等人认为蜀汉是三国的正统，曹魏与
孙吴则成了叛乱割据政权。在所谓“正
统”的刘备集团中，关羽因其忠心耿耿，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崇敬。

北宋还发生过一件大事涉及了关羽。
大中祥符年间，解州盐池减产。有传言说是

“蚩尤作乱”，于是信奉道教的真宗皇帝向
当时著名的龙虎山张天师求援。张天师自
己不出山，却奏请皇帝说：“古代忠烈之士
死后成神，蜀将关羽忠勇绝伦，陛下祷告召
之必胜无疑。”皇帝令天师在宫中焚化符箓，
乞求关公保佑。过了一段时间后，盐池的水
又积满，盐产量恢复如初。真宗大悦，降旨在
解州盐池边也就是关羽的老家修建关羽庙。
凭借着这次“显圣”，关公在民间扬名的基础
上又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此后，有了朝廷的加持，关公逐渐扮演
了扬善惩恶、驱邪除魔、主持正义的保护神
角色，成为各行各业、妇孺老幼尊奉的万能
之神。自宋真宗降旨在关羽老家修建庙宇
之后，关羽也由陪祀逐渐走向主尊。全国各
地也陆续兴建祭祀关羽的庙宇。现存最早

的武庙是山西阳泉市郊区林里村南玉泉山
腰的关王庙（如图③）。该庙建于北宋熙宁
五年(1072年)，重修于北宋宣和四年(1122
年)，现存的正殿为宋代原构，十分珍贵。

稍晚一点的是山西定襄县城北关的关
王庙。大殿建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后
代虽有修葺，但均未改变宋代木构特点和
风格。从这两座古建筑的名称来看，也具有
很强的时代特点。因为宋代关羽仅是封为

“武安王”，他的庙宇自然只能称为“关王
庙”。而别处所称“关帝庙”者，则都是关羽
在明代登“帝”以后才建起来的。我省现存
最早的木结构建筑是广饶县的关帝庙大
殿，建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最初建立
时，关羽还未封“帝”，也应称关王庙才合
适，但现在却称关帝庙，应该是在后期的维
修中改名所致。

关羽的封爵也开始逐渐上升。北宋徽
宗崇宁元年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封武安
王。此时人们再提关羽就不能直呼其名了，
而是称其为关公或武安王了，这在出土文
物中也能得到印证。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额
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是西夏时期的重要
遗址之一。1909年，俄国探险家柯基洛夫在
黑水城一古塔中发现一幅精美的版画（如
图②)。这幅画上端印“义勇武安王”，这是
北宋徽宗皇帝加封关羽的封号。画面中心
是关羽，端坐在椅子上，目光炯炯，美须飘
然，神态安详。后二人，一位擎旗，一位持
刀，右立一将，左站一兵，前面有一禀报军
情的探马。画面布局丰满，人物描绘细腻生
动。有学者考证其年代在公元1123年—
1128年，即北宋徽宗宣和五年也就是金太
宗天会元年之后的五年之内。可以看出即
使地处几千里之外的西北，人们对于关羽
的称呼也是称武安王了。

宋代高度发达的商业和市民阶层的出
现，使得娱乐业逐渐兴起繁盛，“话本”小说应
运而生。三国乱世向来都是文学作品和艺术
表演乐意呈现的对象，关羽的故事和演义也
由此不断增加。到了元末明初，《三国演义》这
本集大成的经典小说应运而生，关羽的形象
被塑造成忠、义、仁、勇的化身。

之后，关羽不断被神化，封号也不断增
加。到明万历四十二年，关公由王及帝，被
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
君”。满清入关后，清顺治帝封关公为“忠义
神武关圣大帝”。到清光绪帝时，关羽被加
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
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为何又成了财神

明清以来，关羽的业务职能又拓展了
一个新的“项目”———“财神”。促成这一职
能诞生的是民间力量——— 晋商。自明代以
来，山西商人走秦陇、涉大漠、下吴越，牵车
服贾，历经磨难，逐渐崛起。他们外出做生
意，也把自己的老乡关羽请进了店铺,乞求
保佑平安，当这种低级的愿望实现后，他们
在生意场上也开始向公众展示自己秉承的
是这位山西老乡忠义诚信的精神。渐积渐
深，也就成了山西商人整体的“义利观”。靠
关公精神中的义字。他们生意做大而又始
终抱成一团，协作互助，成为十大商帮之
首。他们对关公的信仰与推崇，增强了人与
人之间的团结友爱，关公的忠义也成了凝
结异地商人最好的精神纽带。他们也把大
量的财富积累，归功于关公的护佑，关公具
有“聚财”的能力也随着晋商的脚步慢慢传
播开来。

商人是一种辗转流徙的人群。他们在
外地建造的会馆，相当于他们的精神家
园。明清时期晋商的财力最强，影响最
大，全国各地的会馆中，数山陕会馆最为
豪华精美，而各地山陕会馆中最引人注
目的建筑往往是关帝庙。晋商们在通往
四方的经商之路上，在遍布全国的山陕
会馆中，不自觉地完成了对关公精神以及
关公有聚财能力的传播。

前不久，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关羽的扮演者陆树铭先生去世。陆先生的
去世除了引发人们的悼念之外，也引发了大家对关羽的讨论。

关羽是河东解（读hai）良人（今山西运城市盐湖区），东汉末年著名的武将。
关羽去世后，“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他是如何一步步被神化的呢？我
们既从史料中寻找答案，也试图用出土文物加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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