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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劉 備 心 戰

前言

三國的兩部歷史
—兼談心理學家的歷史觀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三國這段歷史有著特殊的地位。但稍一深究，就

會發現無論是其存續的時間長短，還是對整個歷史進程的作用，都與它所

表現出來的巨大影響力嚴重不符。

這是因為，三國一直有兩部歷史。其中的一部歷史靜靜地躺在故紙堆

中，問津者寥寥無幾，而另一部歷史則在田間地頭、市井巷陌為人所津津

樂道。前者就是以《三國志》為代表的所謂“正史”，而後者就是以《三

國演義》為代表的，包括小說、戲劇、民間傳說等多種傳播形式的“非正

史”。

三國在中國、乃至在整個中華文化圈的巨大影響力，顯然來自後者。

這是一個讓執著於歷史真相的歷史學家們頗感無奈及尷尬的事實，但這一

事實，卻也正是驗證心理學上的“易得性直覺”的最佳例證。從人類的認

知機制來看，那些形象具體、活色生香、充滿想像、飽含情感的信息自然

更容易被吸收、被認可、被傳播。

西哲培根有云：“讀史可以明智”。我們回望歷史，就是為了從中汲取

智慧，以更好地走向未來。那麼，問題就來了。

我們應該讀甚麼樣的史呢？

歷史學家們當然希望人們去讀他們眼中的正史，而不要以訛傳訛那些

非正史。但是，心理學家的歷史觀似乎卻有所不同。

首先，心理學家認為從來不存在絕對真實的歷史。

心理學家烏瑞克．奈塞爾在美國穿梭機“挑戰者號”爆炸的那個早

晨，詢問埃默里大學的一組大學生，他們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時處於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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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情形。所有被詢問的學生都寫下了清晰的記錄。大約三年後，他讓

44 個依然在校的學生再次回憶當時的情形。在這後寫的回憶錄中，沒有

一份與當年寫的完全吻合，約有四分之一的學生寫下的完全是錯誤的。

哈佛大學心理學系主任、著名記憶學專家丹尼爾．夏科特所著的《記

憶的七宗罪》一書，則告訴我們健忘、分心、空白、錯認、暗示、偏頗、

糾纏等七種背離真實狀況的現象普遍存在每一個人身上。

可見，記憶並不那麼靠譜，而歷史作為人類的集體記憶，在其記錄

者的概括、刪減以及有意無意的扭曲的過程中自然也會出現無可避免的

偏差。

所以，歷史必然不可能全然真實。如果一定堅持說，唯有讀正史才能

使人明智，那就是泥古不化了。

其次，心理學家秉持“知方為有，信即為真”的特殊歷史觀。

人類不是上帝，不可能全知全覺。比如，在人類沒有發現細菌之前，

人們並不知道有細菌的存在。所以，只有被人們認知到的，才是“有”

的，除此之外的事物，只能歸結為“沒有”或“不存在”。

而那些有幸被歸為“有”或“存在”的事物，也只有人們信了，才算

是真的。這就是“信以為真，不信以為假”。

心理學上的安慰劑效應，說的是病人雖然獲得無效的治療，但卻因相

信治療有效，而讓症狀得到舒緩的現象。比如，美國有位二戰老兵，經診

斷，他疼痛了五年的膝蓋患有退行性關節炎。醫生對他施行了全身麻醉，

然後在膝蓋的皮膚上切了一個口子，並沒有做真正的手術。但這位老兵事

後卻覺得膝蓋完全好了，而且多年來第一次可以不依靠拐杖行走。即便醫

生事後告訴他真相，他也絕不相信自己接受的只是“安慰性診療”。

只要信以為真，就會對人產生影響。只有信以為真，才會對人產生影

響。這一認知規律同樣也適用於歷史之於後人的作用。

在《三國演義》中，溫酒斬華雄是關羽的英雄壯舉，草船借箭是諸葛

亮的神機妙算。試問又有多少人知道，在《三國志》中華雄是孫堅殺的、

草船借箭是孫權所為呢？又有多少人願意相信這真實的歷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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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的奠基者努爾哈赤對《三國演義》深信不疑，從中學了周瑜的

反間計，竟然真的害死了大明朝的護國長城袁崇煥。這起作用的顯然不是

真實的歷史吧？

“穆桂英掛帥”、“十二寡婦征西”這些楊門女將的故事膾炙人口，流

傳甚廣。可是，其中最重要的主角穆桂英壓根兒就不存在，甚至連穆桂英

的丈夫楊宗保也是個子虛烏有的人物。儘管如此，卻並沒有影響到楊家將

的故事激勵著無數男兒熱血沸騰，盡忠報國。

隋文帝楊堅在尚未奪得帝位之前，因為容貌出眾、有王者之相，遭到

嗜殺成性的北周宣帝宇文贇的猜忌，面臨性命之憂。堅信楊堅必成大業的

術士來和，卻在受宇文贇指派為楊堅看相後，刻意回護楊堅，說他最多只

是大將軍之相，從而幫楊堅保住了性命。這不是“信則靈”，又是甚麼？

再如，我們都知道神話、童話、寓言都不是真實的，但卻決不能說它

們起不到教誨作用。

所以，與歷史學家不同，心理學家更為關注的是那些被人們信以為真

的歷史，以及這樣的歷史到底能發揮甚麼樣的作用與影響，而不一定去苦

苦追求所謂的歷史真相到底是甚麼。

說到這裡，就有必要轉回來談談三國的兩部歷史了。因為，這牽涉到

“心理三國”系列作品創作藍本的選擇問題。

“心理三國三部曲”〔《心理關羽》（繁體字版書名為《心理關雲長》）、

《心理諸葛》（繁體字版書名為《諸葛亮心戰》）、《心理曹操》（繁體字版書

名為《曹操心戰》）〕是嚴格依照羅貫中著、吳郡綠蔭堂藏版《李卓吾先生

批評三國志》（即《三國演義》的前身）的敘事進程展開的。而“心理三國．

逆境三部曲”（《劉備心戰》、《孫權心戰》、《司馬懿心戰》）則有所不同。

這有兩個原因。

首先，《三國演義》褒揚劉備過甚，太過背離現實。比如，劉備兵敗

徐州，在逃亡途中路遇獵戶劉安，為了表現劉備的仁德深得人心，《三國

演義》設計了劉安殺妻、用妻子的肉款待劉備的情節。但是，這樣的情

節，實在太過殘忍血腥，我在《劉備心戰》中就棄之不用了。另外，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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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情節根據心理邏輯的演進需要，適當採用了《三國志》的說法。比

如，關於劉備皇叔身份的一些描述。

其次，在《三國演義》中孫權和司馬懿並非第一陣列的主角，故而對

他們人生歷程的交待存在大量欠缺，這直接影響到對他們的心理演化進程

分析的完整性。為作彌補，我只能從《三國志》、《資治通鑒》等正史中擷

取資料，並與《三國演義》對接融合。這顯然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情，

但也只能勉力為之。最後呈現出來的《孫權心戰》和《司馬懿心戰》其實

是一個《三國演義》和《三國志》的雜合本，這多少讓我心裡有一些糾結。

不過，在寫作過程中，偶然翻到《隨筆》雜誌（2014 年第 3 期）上

沈寧先生所寫的一段話：“事實上，《三國志》也已經有了演義的筆法，特

別是裴松之的小註，記錄了許多演義故事。而《三國演義》則也是七分實

三分虛，用了很多裴松之的小註故事，把《三國演義》稱為史傳，也是可

以的。所以我想，古人做史都並不能絕對避免演義筆法，現今史家也沒有

甚麼理由，動輒以雜有演義而否定記史的文章。”這段話於我，自然是心

有戚戚焉，也讓我大為釋然。

另外，要特別提出的是，儘管心理學家不會斤斤苛求百分百的歷史

真實，但這並不表明心理學家完全反對追求歷史真實，更不會刻意偏愛

野史傳說。我之所以要為“心理三國”系列作品參考藍本的選擇大費周

章予以說明，完全是因為三國有兩部歷史的特殊性。除了三國之外，“心

理說史”系列的其他作品因為不存在影響遠勝正史的演義故事，也就無

須多費口舌了。

事實上，運用心理邏輯去分析歷史，反而更能判斷出正史中相互矛盾

的一些記載的真偽。

比如，關於春秋末期吳國權臣伯嚭的命運就有兩種記載。《史記》中

說越國吞吳後，伯嚭為勾踐所殺。而《左傳》則記載伯嚭再討得勾踐歡

心，繼續在越國擔任太宰。

《史記》《左傳》均為正史，到底哪一個的記載是真的呢？

《史記》是司馬遷所著，《左傳》則是根據魯國國史《春秋》編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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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春秋》經過了孔子的筆削。司馬遷境遇坎坷，《史記》中處處可見他

自澆內心塊壘的情感筆觸。孔子首創春秋筆法，並不大肆表露情感傾向，

從而更不可能擅改歷史。從司馬遷和孔子價值觀念來看，兩人均會忠心擁

護“讓伯嚭去死”，但孔子卻站在自己的相反立場，保留了關於伯嚭繼續

在越國擔任太宰的記錄，顯然更具可信度。而司馬遷對伯嚭命運的處理，

更可能是為了宣揚正義而做了曲筆處理。

所以，我在“心理吳越三部曲”中採納了《左傳》的說法。

當然，這也只是我對歷史真相的一種選擇。我們必須明白，這世上

其實哪有甚麼正確的選擇？我們所有的努力無非是讓自己的選擇變得正

確罷了。

2014 年11月23日星期日

晚20：26於別館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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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偶遇擦出了火花

人海茫茫，有些不經意的邂逅也許會改變一個人的一生。對劉備

來說，那個偶然相遇並改變了他一生的人就是張飛。

這一天，劉備擠在人群中觀看涿縣城門牆上張貼的榜文。剛看幾

句，劉備心中波瀾翻湧，不由一聲長歎。

一旁的張飛聽到了劉備的歎息，並自以為聽懂了劉備的歎息，立

即大喝道：“大丈夫不與國家出力，何故長歎？”

劉備回頭一看，只見一個身材高大、豹頭環眼、燕頷虎鬚、威猛

無比的黑壯大漢，正用熱灼的眼光注視著自己。

這是劉備和張飛的第一次相遇。

很多人都低估了張飛這一聲大喝的影響力。人們印象最深刻的是

張飛後來在長坂坡前嚇退曹操百萬大軍、嚇死小將夏侯傑的那一聲大

喝。但是，如果沒有張飛今天的這一聲大喝，張飛根本就不可能在長

坂坡露臉，而劉備也將錯失這一個讓他日後成為風雲人物的機會。因為

歎息之後，劉備就會默默收拾心情，轉身離開，從此與張飛再無交集。

這一年是東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 184年）。冀州鉅鹿郡張角、

張寶、張梁三兄弟以行太平道為名，積十餘年傳教攏眾之功，發動

“黃巾起義”，貧苦百姓應者雲從，徒眾多達數十萬人。當時天下共

分十三州，黃巾軍竟然席捲青、徐、幽、冀、荊、揚、兗、豫等八個

州，一時間朝野震驚。

漢靈帝召集文武百官，緊急商議後，立即派出中郎將盧植、皇甫

嵩、朱儁等人各率精兵，征討剿殺黃巾軍。同時，為加強圍剿力量，

又下令天下各州郡縣，招募義兵，掃除黃巾。

劉備張飛剛才所看的正是幽州刺史所發的招募義兵的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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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看了榜文之後，為甚麼劉備會發出一聲歎息，而張飛卻對

他一聲大喝呢？

很多人都會想當然地將張飛的舉動視為他魯莽個性的正常顯露。

人們往往根據直接或間接的經驗，將某一些性格特徵賦予給某一類

人，從而不假思索地形成對這一類別個體的頑固性第一印象。但這樣

看待張飛就是落入“以貌取人”的刻板印象陷阱了。張飛長得五大三

粗，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這就是莽夫的典型特徵。其實，張飛雖然

外表粗豪，內心卻精細靈動。能夠佐證這一結論的事例很多，我們僅

舉一例，以撥亂反正。

明人馮夢龍所著的《智囊》一書，集萃了中國歷史上諸多頂級智

慧人物的故事。其中就有一則記載了張飛的事跡。

劉備在攻取益州時，馬超來投，劉備對他十分禮遇，封他為平西

將軍、都亭侯。馬超恃寵而驕，對劉備不怎麼尊重，見面的時候，竟

然直接稱呼劉備的表字。關羽十分生氣，起意要殺馬超。張飛卻說：

“不如咱哥倆給他做個榜樣，讓他懂得規矩。”第二天，劉備大會諸

將。馬超入座後，見關羽張飛的位置是空著的。抬眼一看，這哥倆正

站在劉備身後，恭恭敬敬地給劉備當侍衛。馬超大驚，這才明白自己

得意忘形了，從此對劉備恭謹有加。

馮夢龍因此慨歎道，後世一直將張飛當作粗人，實在是太冤枉

他了。

話說張飛看了榜文之後，內心的成就需求立即被激發了出來。一

直以來，他十分渴望擺脫一介草民的身份限制，出人頭地。但是，東

漢末年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嚴重僵滯，限制了張飛的夢想與雄心。而此

時黃巾大作，天下大亂，張飛敏銳地覺察到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立即起了從軍掃黃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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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人們往往不願意獨自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只有當人們結成

群體，人多勢眾後，才會有足夠的勇氣去消融恐懼。這就是“結伴需

求”。

張飛雖然膽氣豪壯，但從軍殺敵畢竟是他平生從未經歷過的，難

免有一些畏懼心理。張飛內心正在糾結之時，聽到了劉備的歎息，頓

時如聞綸音。他推己及人，判定劉備可能也和自己有著同樣的需求，

所以立即向劉備發出這一聲雄壯的邀約，以免錯過這個可以結伴壯膽

的朋友。

張飛自以為聽懂了劉備的歎息，其實劉備的心思要比他想像的複

雜得多。但不管如何，張飛的這一聲大喝誤打誤撞，也觸發了劉備的

“結伴需求”。

劉備素來喜歡結交朋友，見張飛形貌威猛，氣勢迫人，眼神中滿

是熱忱，不由走近張飛，說道：“敢問壯士大名？”

張飛爽朗地回答道：“我姓張名飛，字翼德，世居涿郡，家裡有不

少田莊。我現在賣酒殺豬，專好結交天下壯士。剛才見您看了榜文，

不知為何長歎？”

張飛起意要結交劉備，並不是存心要給劉備當小弟的。他自報家

門，自炫家底，一方面是由於性格豪爽，另一方面也是要藉著自己的

殷實家底來獲得交往中的優勢地位。

張飛的這一番表露卻正好擊中了劉備的痛處。劉備聽了，一種強

烈的自卑感油然而生，恨不得拔腿就走，離張飛越遠越好。

原因很簡單。

殺豬賣酒的張飛家有不少田莊，而劉備卻家徒四壁，以織蓆販履

為生。

劉備是幽州涿縣樓桑村人，父親早逝，家中貧寒，既沒有田地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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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也沒有肉舖酒肆。他和老母親只是靠著編織草蓆、販賣草鞋勉強

度日。

張飛和劉備雖然都生活在社會底層，但兩個人的境況實在不可同

日而語。劉備在社會比較中顯然落了下風。那麼，他該如何應對張飛

的問詢，以維護自己的自尊呢？

劉備當然可以據實回答。這並不會影響到張飛與他結交。張飛需

要的是一個可以共同從軍的夥伴，並不是要刻意與劉備鬥富。但是，

如果劉備真的據實回答，那麼，他只能接受自己在兩個人的關係中居

於弱勢地位。也就是說，劉備只能給張飛當一個小跟班兒。

很多人在這種對自己十分不利的社交場合，往往會不由自主地誇

大其辭，甚至厚著臉皮撒謊，以為自己爭取優勢地位。但是，劉備卻

不能撒謊，或者說不敢撒謊。畢竟，他和張飛都在涿郡土生土長，雖

然兩人素不相識，但只要稍加查問，立即就能知根知底。如果劉備膽

敢撒謊，用不了半天，就會被張飛揭穿老底，從此聲名掃地。更重要

的是，劉備在看榜文的時候，手裡還提著沒有賣完的草鞋，這足以暴

露他的生存狀態了。試問，有哪一個“富二代”或“官二代”會把織

蓆販履當成自己的職業呢？

可是，劉備絕不願輕易地屈居人下。在他的內心深處，一股雄

心之火，已經被剛才的榜文點燃。他的雄心，百倍勝過張飛的夢想。

也正因為這一雄心太過高遠，甚至有些驚人，劉備擔心自己力所不能

及，這才發出了那一聲被張飛誤解了的歎息。

那麼，劉備到底該如何應答張飛？他的這一聲歎息又到底是怎麼

回事呢？

心理感悟 誤解其實是這個世界運轉的重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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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介草民的皇帝夢

為甚麼劉備看了榜文後，要一聲長歎呢？

一個人歎息往往是因為“心有餘而力不足”。那麼，這一紙榜文是

如何激發出了劉備的“心有餘”，又是如何讓他感到“力不足”了呢？

人類的認知通病就是慣於從自我的角度看待問題，解決問題。各

州郡縣根據皇帝旨意所發的“掃黃令”，也是如此。

這榜文只顧一味痛斥張角如何大逆不道，妖言惑眾，卻不知無形

中為黃巾軍做了有力的宣傳。本來不知道黃巾起義的人，由此知道了

黃巾起義；本來不知道黃巾蔓延的人，由此知道了黃巾已席捲天下；

而更為可怕的是，本來不知道用這一辦法來擺脫統治桎梏的人，由此

也看到了取代漢室而自擁天下的可能性。

劉備這一年二十四歲，正是青春激揚、無事也想生非的年紀。涿

縣城上的這一紙榜文，就如火星激濺，驚醒了劉備秘藏於心，卻又不

敢言說的遠大夢想。

劉備的這一心態變幻，可以用心理學上的“啟動效應”來加以

解釋。

紐約大學的心理學家約翰．巴奇因為率先發現了“啟動效應”而

名揚學界，但這一潛意識效應也因為太過神奇而讓他飽受非議。

巴奇設計的實驗是這樣的：他找來一些大學生，假稱檢測他們的

語言能力，要求他們將一組散亂的單詞排列成一個有意義的句子。他

分配給不同學生的單詞看似隨機，實際上是精心安排的。當學生們完

成任務離開實驗室時，真正的實驗才正式開始—一名等待在走廊上

的研究助理，偷偷地用秒錶分別記錄了不同學生走過走廊的時間。

結果發現，那組被分配了“佛羅里達州”、“針織品”、“皺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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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和“單獨”等單詞的學生明顯要比另外一組被分配了其他中性

單詞的學生步伐緩慢，耗時更多。

為甚麼幾個微不足道的單詞，竟能發揮如此之大的效力呢？

巴奇的解釋是，上述單詞在實驗參與者的潛意識中激發出了一個

老態龍鐘、行動遲緩的老年人形象，從而讓生龍活虎的年輕學生在隨

後的舉止在不知不覺中“模仿”了老年人。

這個神奇的潛意識效應讓巴奇深感驚訝，因為擔心引發心理學界

的軒然大波，他將這項研究結果整整推遲了五年才予以發表。但發表

後，質疑聲還是如巴奇先前所料，蜂擁而至。

從心理學界對於啟動效應的質疑與紛爭足以看出，這一心理效應

十分微妙，也十分神奇。

榜文上關於張角和黃巾起義的諸多措辭，正如上述實驗中的那些

單詞，在劉備的潛意識中激發出了一個“心雄天下，敢冒天下之大不

韙，自立門戶”的豪傑形象。

在劉備生活的時代，一介平民要想出人頭地，成為人中龍鳳，只

有一條途徑。這就是當時的“察舉孝廉制”。

一個人若是因品行出眾、聲名遠揚而被所在郡國的守相或社會

賢達看重，舉為“孝廉”，就算是有了出仕從政的資格。但是，舉薦

孝廉的名額非常有限。按照規定，郡國每滿二十萬戶人口才能推薦一

名孝廉。這一制度的本意是好的，但到了東漢末年，積弊叢生。因為

孝廉並無客觀量化的標準，於是漸漸淪為世家大族相互舉薦子弟，私

相授受的工具。與劉備糾纏一生的對手曹操，就因出身官宦世家，很

早就被“舉為孝廉”，順利走上仕途，剛剛二十歲就擔任了京城洛陽

北部尉的要職。但身為普通百姓者要想擠進這獨木橋，無異於異想天

開。所以，這條路劉備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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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漢靈帝為了斂財享樂，公開賣官鬻爵。曹操的父親曹嵩

就曾出錢一億，買到了太尉的高官。這等於在限制嚴格的察舉制之外

新開了一條綠色通道。但劉備家徒四壁，根本拿不出買官的款項。所

以，這條路，劉備還是走不通。

而劉備的志向遠不止擔當一官半吏，在他的心中激蕩著的竟是一

個和張角一模一樣的“皇帝夢”！

這可是一個會給整個家族帶來滅頂之災的驚人夢想！

一介草民能夠成為皇帝的唯一可能性就是起而造反，推翻漢室的

統治。但要想這樣做，始終繞不過去的就是統治的合法性問題。

在當時的觀念中，朝廷實施統治的合法性來自天授，故而皇帝也

稱“天子”。漢朝自劉邦初創，到劉秀中興，一直宣傳自己是真命天

子。凡逆天而行者，必遭天譴，必被天厭，必敗無疑。

但張角巧藉天意，以天反天，採用了一個非常高明的政治宣傳

策略。

漢室王朝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擁有天下的，為了證明自己的統治

合法性，大力藉助了戰國名士鄒衍提出的關於天命更替的“五德終始

論”，經過數次改動，最終將漢定為火德。

所謂“五德”，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行。這五行又與五色

相匹配，分別是青木、赤火、黃土、白金、黑水。根據五行生剋的原

理，漢既為火德，要取漢而代之，則屬由火生土。土對應黃色，故而

張角要求部眾均以黃巾裹頭，號為“黃巾軍”，並喊出了“蒼天當死，

黃天當立”的口號。

張角這麼做是為了大肆宣揚自己是土德之黃，代漢而立，完全符

合天命。

此後一百年左右，曹魏代漢，曹操的兒子曹丕稱帝，年號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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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初”。孫權自立為帝，也先後採用了“黃武”和“黃龍”兩個年號。

其用意都是要藉助這個“黃”字來昭示統治的合法性，因為非“黃”

不符天命，非“黃”不能騰達。

曹孫兩家苦心經營數十年，根基極深，但真正到了代漢而立的時

刻，還是不得不藉助“黃”的力量。

張角就像一個高明的啟蒙者，毫不費力地解開了劉備內心糾結已

久的關於“統治合法性”問題。劉備不由心為之一雄，氣為之一壯。

這是劉備在看榜文後在短短一瞬間內發生在潛意識中的思緒震

蕩。但是，殘酷的現實很快讓劉備的思維從不由自主的潛意識層面回

歸到理性思考的意識層面。

劉備和張角雖然都是草根百姓，但他們之間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

一個姓劉，一個姓張。劉備雖然身份微賤，但他的姓氏卻是沾了皇家

血脈的。劉備的“劉”和當朝天子漢靈帝劉宏的“劉”是同一個劉，

都是大漢開國雄主劉邦的後裔。劉備的出身限制決定了他決不能像張

角那樣反漢而立，而且，還只能站到黃巾軍的對立面上。

劉備頓時感到了“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深深無奈，這才有下意識

地一聲長歎。但問題是，一個賣草鞋的草民，好端端地怎麼會冒出一

個異想天開的“皇帝夢”呢？

心理感悟 潛意識是開啟靈魂之門的唯一密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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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隻很“貴”的小白鼠

這還要從劉備少年時的奇特經歷說起。

劉備家東南角的籬笆邊上，有一株桑樹生得異常高大，五丈有

餘，而且形狀也與眾不同，樹冠猶如大傘，遠遠望去，就像車蓋一樣。

涿縣知名的風水先生李定看到這株桑樹，說了一句：“此家必出貴

人。”李定的話影響力當然是很大的，但左鄰右舍見劉備家中一貧如

洗，除了維持生計很“貴”以外，再也找不到別的甚麼貴的，漸漸也

就不怎麼當一回事了。

後來有一天，十幾歲的劉備在桑樹下和一群小夥伴玩耍爭鬧時，

突然說了一句：“等我長大了，一定要乘坐像這桑樹般的羽葆蓋車！”

所謂“羽葆蓋車”，是指用鳥羽裝飾的天子專用之車。劉備此時

不過是一個鄉野小兒，連普通馬車也很少見到，怎麼可能知道甚麼羽

葆蓋車呢？很多人據此判定這是後人在劉備發跡後出於為尊者貼金而

捏造的先驗美談。

但其實不然。 

劉備雖然不可能知道甚麼是羽葆蓋車，但他的父親卻是有可能知

道的。

劉備的祖父劉雄是個有學識的人。他年輕時，政治尚還清明，所

以被推舉為“孝廉”，擔任過東郡范縣的縣令。劉備的父親劉弘雖落

魄得多了，但也擔任過官府的小吏。

知識越多越煩惱。劉弘看看自己家境寥落，想想當年劉氏先祖劉

邦開天闢地，創立大漢的豐功偉業，不免經常心生感慨，說上幾句：

“想我先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乘羽葆蓋車，巡視四方，是何等的

雄姿英發，豪邁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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懵懂少年劉備雖然不甚明白，但父親無限景仰的神情語態自然是

能深切體味的。由此，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天子”、“羽葆蓋車”這

幾個字眼就成了無上尊榮的代名詞而留下深刻的印記。

那麼，劉備又為甚麼會在與眾小兒嬉鬧時突然冒出這句話來呢？

這其實是劉備的心理防禦機制在受到外界刺激時的一種無意識

呈現。

心理防禦機制是指個體在面臨挫折或衝突的緊張情境時，在其內

部心理活動中具有的自覺或不自覺地解脫煩惱，減輕內心不安，以恢

復心理平衡的一種適應性傾向。

劉弘早逝後，孤兒寡母的劉備，難免在與同伴嬉戲逐鬥時受氣而

自尊受損，心理失衡。這種孤兒心態後來一直伴隨著劉備的一生，這

也是他日後東奔西走，不斷投靠各路豪強，又不斷棄離而去尋求自立

的矛盾行為的重要心理動因之一。

受氣之後，劉備為了減輕自己的精神壓力，恢復心理平衡，自然

而然地把自己所知道的最高等級的尊榮成就搬出來了。這種心理防禦

機制叫做“幻想替代”，即個體通過暫時脫離現實，用幻想中的成功

或成就來彌補、修復在現實生活中遭受的挫折與痛苦，以緩和情緒困

擾，達致心理平衡。

劉備在想像中模擬出了自己在未來成為皇帝，乘著羽葆蓋車，君

臨天下，巡視四方的情形，這是凌駕於萬人之上的偉大成就。這樣巨

大的成功，當然足以抵消當下一切的蔑視與凌辱。

劉備這句話本來是說過就算，一眾小夥伴也不可能來深究“羽葆

蓋車”到底是怎麼回事。眼看這句話就此煙消雲散，但無巧不巧，這

句話正好被邊上的一個大人聽見了，頓時把他嚇出了一身冷汗！

這個人就是劉備的叔父劉子敬。劉子敬聽懂了劉備的潛台詞，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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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這可是大逆不道、株連九族的第一死罪。驚懼之下，劉子敬本能地

將劉備叫到屋內，厲聲呵斥道：“你這個小王八蛋，胡扯甚麼，難道想

讓我們姓劉的遭受滅門之災嗎？”

劉子敬本想通過斥罵嚇住劉備，讓他以後不要再口出狂言。但他

的過激反應對劉備反而是一種強化。

冷靜之後，劉子敬隨即想起了風水大師李定當年所說的“貴人

論”，頓時又是一喜。他將劉備的無心之語與大師的神奇風水預言一

聯繫，兩者互為印證，效力倍增。劉備也因此從他眼中一個平平無奇

的小兒搖身一變而成為命中注定的“貴人”。從此，劉子敬開始對劉

備高看一眼，關愛有加。

預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一個人的發展歷程。

心理學家羅伯特．羅森塔爾在 1960年代做了一個著名的實驗。他

給兩組學生分別發放了小白鼠和迷宮，讓他們訓練小白鼠走迷宮。在

實驗之前，他告訴第一組學生，他們拿到的是比較聰明的小白鼠。同

時，他也告訴第二組學生，他們拿到的是比較笨的小白鼠。一段時間

後，第一組學生訓練出的小白鼠在走迷宮上的表現果然要比第二組好

得多。

但事實上，這些小白鼠是隨機分配的，並無明顯的優劣之別。讓

小白鼠表現大相徑庭的正是學生們所投射的不同預期。

羅森塔爾隨後推鼠及人，又做了一個類似的實驗。

他和助手來到三藩市的一所小學，聲稱對所有的學生進行智商測

試。隨後，他們交給老師一份名單，告訴老師名單上的學生的智商極

高，將來定會在學術上取得巨大成就。事實上，正如他們在小白鼠實

驗中所做的一樣，這份名單也是隨機選取的。8個月後，他們重返學

校，再一次測試了學生們的智商。結果，那些被描述為天才的學生在



智商測試中的得分有了顯著提高！

這些學生並未被事先告知自己的智商出眾。但是知情的老師在這

8個月中對他們的預期卻大為不同了。老師態度上的積極變化，無形

中助長了這些學生的能力。這就是預期的巨大作用。

羅森塔爾的這一驚人發現，被稱為“自我實現預言”，即預言對

相關者形成的社會預期和社會壓力最終導致了預言的實現。

劉子敬態度上的劇烈變化，等於是給了劉備一個巨大的預期強

化，那句本該隨風消逝的話語隨之變成了“羽葆蓋車之夢”（亦即皇帝

夢），牢牢釘入了劉備的潛意識中，永不磨滅。朦朦朧朧中，劉備似

乎窺見了命運指派給他的角色和使命，這也成了他日後屢遭磨難卻不

輕言放棄的堅強動力。

劉備的另一位叔父劉元起了解原委後，在劉備成為“貴人”之

前，先成了劉備的“貴人”。

劉元起家底殷實，於是經常接濟此前不甚關注的劉備。一來二

去，劉元起的老婆就有意見了，對劉元起抱怨說：“大家各過各的日

子，你怎麼能經常這樣做呢？”劉元起說：“你知道甚麼？這個孩子可

不是一般人，將來光大我劉氏宗族，就靠他了。”

此時的劉備，雖仍懵懂無知，但在劉子敬、劉元起眼中，已經是

一隻很“貴”的小白鼠了。

劉備十五歲的時候，兩位叔父一致認為，應該讓他上學了，否則

就會耽誤他必然光明的前程。

正在此時，出身涿縣的當世大儒盧植因病從九江太守的任上退

歸，回到老家養病。盧植閒來無事，開館授徒。劉元起出資將劉備和

自己的兒子劉德然一起送到盧植門下修學。

劉備因父親早逝，無人管教，野散慣了，並不十分喜歡讀書，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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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在盧植門下，卻也讓他走出了鄉野的狹小視界，看到了更為廣闊的

外部世界。正是在盧植門下，劉備表現出了對聲色犬馬，衣冠錦繡的

喜好，但不幸的是，他的家庭根本沒辦法支撐起他的這一喜好。

求學期間，劉備與來自遼西郡的同學公孫瓚結為至交。劉備的這段

求學經歷只維持了一年左右。盧植病癒後，又被朝廷起用為廬江太守。

學業半途而廢，劉備只能告別師友，回到家中。在此後長達十年

的時間內，儘管他的夢想十分熱熾，但現實始終十分冰冷。劉備只能

與母親靠織蓆販履維持生計。現實與夢想之間巨大的差距，讓劉備無

比惆悵，也讓他漸漸泯滅了對未來的期望。

直到黃巾軍起，一紙榜文重新開啟了劉備的雄心。但多年的壓抑

和貧瘠的現實還是讓劉備發出了浩然長歎。

心理感悟 預期可以讓“雁過無聲”變為“踏雪有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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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誰有資格當老大

劉備的歎息引來了張飛的詢問，但卻讓劉備陷入了自慚形穢的困

境。劉備及時調整了心態，定了定神，沉穩冷靜地說道：“我本漢室宗

親，姓劉，名備，字玄德。今聞黃巾賊起，劫掠州縣，我有心掃蕩中

原，匡扶社稷，恨力不能耳！”

好一個“漢室宗親”！這四個字，一下子將劉備的身份地位拉升

到與當朝天子相親相近的位置，無形中將王室的光環罩在自己的頭上。

自劉邦開創大漢王朝，至今已近四百年，劉氏子孫，繁衍生息，

遍佈天下，其中絕大多數都已淪為平頭百姓，只有極少數的保住了貴

族地位。像劉備這樣的姓“劉”的，全天下沒有一百萬，也有五十萬。

這一個落寞群體，其實已經沒有人（包括他們自己）將他們視為天潢

貴胄了。而那些依然幸運地佔據高位的劉氏子孫，比如荊州牧劉表、

益州牧劉焉（劉璋之父）等，根本沒必要將“漢室宗親”這四個字掛

在嘴上。

但是，劉備在應答張飛時，打出了“漢室宗親”這張牌，卻成就

了一個神奇的“佔位效應”。

所謂“佔位效應”，就是通過率先將自己與某一群體普遍擁有或

共有的資源聯接定位，造成一種唯我獨佔的認知錯覺。這一心理規律

在現代廣告營銷中被廣泛運用，屢屢收致奇效。第一個運用的人是開

創了現代廣告業的天才人物克勞德．霍普金斯。

20世紀初，霍普金斯為喜立滋啤酒提出了“我們用高溫蒸汽來消

毒酒瓶”的廣告策劃，迅速讓喜立滋的銷量從第五躍居第一。但事實

上，每個啤酒廠都是這麼做的。

這就是“佔位效應”簡單而又神奇的效力。而劉備運用這一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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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霍普金斯整整早了 1800多年！

佔位效應之所以能發揮效力，是因為人類在進化中發展出了不假

思索的快捷認知模式。人們往往傾向於快速做出判斷，而不是深思熟

慮後再下結論。

劉備並沒有撒謊，他的血管裡流的確實是劉氏的血。不過，他的

措辭中早已給自己預留了退路。他說的是“我本漢室宗親”，而不是

“我是漢室宗親”。雖然只是一字之差，但萬一張飛提出質疑，劉備猶

有迴旋餘地。因為“我本漢室宗親”既可以理解為“我是漢室宗親”，

也可以理解為“我本來是漢室宗親，現在不是了”。

雖然像劉備這樣淪落凡塵的漢室宗親人數眾多，根本不算甚麼，

但唯有他第一個公開為自己貼上這個鮮明的貴族標籤，起到了極為顯

著的自我提升作用，無形中誘發張飛大大高估了他的價值。

劉備的這一靈機應變，也讓我們窺見了他個性中那種強烈的不甘

屈居人下的自傲因子。這才是草根劉備最可寶貴的先天資源。

劉備後半段話語則不但有效應和了他剛剛為自己創設的新身份，

也恰到好處地回答了張飛的問詢。

張飛聞言大喜，完全被“佔位效應”擊倒，情不自禁地發出了最

誠摯的邀請：“正合我意。我有莊客數人，可以共舉大事，如何？”

二人攜手而行，到路邊的一個小酒店裡闊飲暢聊。

絕對不要以為張飛是個傻瓜，被劉備輕易就騙了。要知道，張飛

雖富但不貴，而貴族的社會階層顯然高過一般富豪。而更重要的是，

張飛姓張而不姓劉，對於國姓劉氏頗有羨慕之心。劉備在外姓面前說

自己是漢室宗親，效果良好，但如果劉備是在自家村中宣揚自己是漢

室宗親，宗族長輩們十有八九會認為劉備得了失心瘋，一個巴掌就扇

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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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備成功過了張飛這一關。這張“漢室宗親”的空頭支票也成了

劉備日後唯一依憑但卻屢試不爽的重要資源。

劉備與張飛在路邊的酒店言談歡暢，店外又來了一位推車大漢。

大漢停好車子，入店對酒保說：“趕快拿酒來，我要趕去投軍，不要誤

了我的大事。”

劉備張飛正在談論從軍話題，自然對此十分敏感，聽到這個大漢

的話語，立即轉頭望去。只見這位大漢身材竟然比張飛還要高大，面

如重棗，唇若抹朱，丹鳳眼，臥蠶眉，頜下一部長鬚，相貌堂堂，威

風凜凜。劉備頓時起了結交之意，邀請大漢過來同坐共飲。

劉備的用意無非也是結伴需求所致，在得知了關羽的投軍意向

後，自然想多拉一個人入夥，以壯膽氣。

劉備問他姓名，大漢回答道：“我姓關名羽，字雲長。河東解良

人。因本地有一豪強惡霸仗勢欺人，我將他殺了，逃難江湖已有五六

年來。剛剛聽說官府在招募義士破黃巾賊，我想去應募從軍。”

劉備今天“運氣不錯”，遇到的都是實誠人，無話不說。那麼，

為甚麼關羽在兩個陌生人面前，連自己殺人放火、流落江湖的往事都

毫不隱瞞呢？

實際上，這和此前張飛一樣，還是要在人際交往的第一瞬間，爭

取對自己有利的地位評判。只不過，張飛是炫富，而關羽是炫威，希

望以此來宣示自己勇猛過人，不容欺凌。

關羽回問劉備。劉備還沒回答，急脾氣的張飛早已搶著代他回答

了：“這位是漢室宗親，姓劉名備，字玄德。我是張飛張翼德。我們也

要去從軍破賊，你不如和我們結伴同行吧。”

“漢室宗親”這四個字再一次幫了劉備的大忙，關羽欣然同意入

夥。三人情投意合，當即同去張飛莊上，共論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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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劉關張三個人結成了一個小團隊，那麼，誰來當老大呢？

很多人以為理所當然是劉備當老大了，理由是劉備在三個人中年

紀最大，但這是想當然了。年齡雖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並不是唯一

因素。這還是要歸結於“漢室宗親”“佔位效應”的神奇威力。

關羽張飛沒有細究劉備的家族傳承史，就無條件地全盤接受了劉

備的說法。這一方面是“佔位效應”所造成的必然性的認知錯覺。關

羽張飛勇烈過人，並不是甘為人下的人，這一點從他們日後對待他人

的表現就可以看出來。如果劉備不是靠著“漢室宗親”，撿了一個天

大的便宜，是很難收服這兩個人的。另一方面，這也與當時世代的社

會平均信用水平較高有關，大部分人還沒有做好時刻提防他人說假話

的思想準備。“說即為真”，你劉備既然這樣說了，關羽張飛也就信

了，並不會找到劉備家裡去翻族譜查老賬。（世風日下後，佔位效應極

有可能成為騙子最得力的工具，不可不防。）

對於飽受階層歧視的張飛關羽來說，跟著劉備一起闖蕩天下，沾

上“漢室宗親”的光，顯然更容易出人頭地。為了讓沾光更加名正言

順，張飛提議說：“我莊後有一個小桃園，我們不如宰馬祭天，宰牛祭

地，三個人結為生死之交，如何？”

誰要是再說張飛是個有勇無謀的莽夫，那可真是有眼無珠了。

這個提議簡直說到劉備和關羽的心坎上去了。在未來數十年的歲

月中，張飛的這個提議一直發揮著深遠的影響，不但界定了劉關張三

人的基本行為框架，也經由劉關張三人在這一框架下的努力與奮鬥而

極大地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心理感悟 與其哀歎自己缺乏資源，不如在身邊熟視無睹的事物中發掘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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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誓詞就是一紙契約，明確了承諾者的責任義務關係。泛泛

而論的兄弟之交，一旦面臨危險境地或利益糾葛，往往會各人自掃門

前雪。而劉關張的誓詞明確提出“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一旦“背

義忘恩，天人共戮”。這就使得他們之間的親密紐帶更為緊密。誓詞

還約定了三人團隊日後的終極使命。三個志同道合的人，顯然更能長

久地維持親密關係。

劉關張三人因偶遇而形成團隊，又因隆重而公開的結拜儀式而讓

團隊的凝聚力倍增。從此三人密不可分，親如一人。

結拜之後，關羽張飛的“大哥”叫得十分親熱，彷彿自己也成了

“漢室宗親”一般，但劉備的心卻懸了起來。他自己很清楚，“漢室宗

親”這塊金字招牌的成色並不好，如果關羽張飛事後得知真相，會不

會惱羞成怒，反目成仇呢？

劉備喜憂參半，關張二人卻熱情高漲。

關羽張飛的熱情源自相互間意氣相投的激發作用。當幾個持有相

同觀點的個體聚集成群後，就會將原先的觀點推向擴大化、極端化。

這就是群體極化。張飛關羽原本只是想各自投軍，現在卻想攏聚更多

的一幫人共舉大計。

張飛在桃園裡大擺宴席，派出自己的莊客四處聯繫鄉里間的豪傑

人士，拉他們入夥。很多好事少年得知後，主動來投。一連幾天，總

計人數竟有三百人之多。

這個數字讓劉關張大為訝異。但其實，如果懂得人類群體根深蒂

固的從眾性，就會知道，嘯聚三百人並不是甚麼太難的事情。

生物學家詹斯．克勞斯花了 20年時間去破解各種動物和群體的集

體行為。後來，德國的一家電視台邀請他對人的群體性行為進行破解。

克勞斯帶著研究團隊，前往德國科隆，募集了 200名被試參與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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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發現，當擁有明確的具體行動目標的人數佔到了總人數

的 5%時，整個群體在不知不覺中就會跟著他們的方向行走。在這個

實驗中，克勞斯發現了“多數服從少數”的“5%領導法則”—只要

少數派有著明確的目標，即便不公開宣示，也能在不知不覺中影響那

些沒有明確目標的多數派而成為領導者。

雖然劉關張三人只佔三百人的 1%，但劉備打出了“漢室宗親”

的牌子，公開喊出了“掃除黃巾，報效國家”的口號，影響力自然更

大。要特別說明的是，真正起作用的並不是劉關張的奮鬥目標，而主

要是他們的行為。如果劉關張公開號召的不是“掃黃”，而是“從黃”，

與朝廷作對，他們同樣也能嘯聚三百人。因為，社會群體的從眾往往

具有盲目性，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這也正是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將普羅大眾稱為“烏合之眾”的原因。

當然，先入為主的關羽張飛不會這麼看，他們自然而然地將這一

成果歸結為“漢室宗親”這塊招牌的號召力。由此，他們愈益覺得自

己沒有跟錯人。而劉備也有效緩解了內心的忐忑不安，開始確信自己

深得上天眷顧。

劉關張開始張羅軍器服裝馬匹等從軍必備之物。劉備關羽都是窮

光蛋，花的都是張飛的錢。但儘管張飛家底殷實，也有些力不從心。

正在此時，天上又掉下了一個大餡餅—莊客來報，兩位客商，趕著

一群馬，向著張飛莊上而來。

劉備聞報，忍不住說了一句：“這是天佑我等，當成大事！”好笑

的是，此時他還根本不知道對方的來意。顯然，在一連串的幸運事件

催化下，劉備的“天之驕子心態”已經開始恣意生發。

這兩個客商，乃是冀州中山郡人士，一個叫做張世平，一個叫做

蘇雙。這兩人一向在幽州北面的鮮卑部落販馬，再賣回冀州。冀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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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州之南，回冀州必須經過幽州。當他們趕著馬匹走到涿縣的時候，

得知了朝廷徵募義兵，掃除黃巾的消息。

那麼，他們為甚麼要來拜訪劉關張呢？

商人最擅長的就是計算利弊得失。蘇張二人知道，戰事一起，生

意就做不成了。不管是遇到黃巾，還是遇到官軍，這些良馬都會被強

行徵用。既然蝕本是無可避免的了，為甚麼不在損失尚未發生之前盡

可能創造一點價值呢？正好這時候，劉關張的聲勢搞得很大，張蘇二

人當即決定，把這些馬匹當作一筆“風險投資”，投給劉關張，或許

以後能有回報，不管多少，也是聊勝於無。

心理感悟 成為一個領導者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先學會領導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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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無數次親密接觸

劉備熱情接待了張蘇二人，自信滿懷地申明，自己身為“漢室宗

親”，一定要與民除害，扶助漢室。就他此時的境況而言，這多少有

些不自量力。但豪氣干雲的表白，總是能感染他人。張蘇二人的“投

資熱情”隨之高漲，當場決定，除了五十匹良馬外，另外再贈給劉備

金銀各五百兩，鑌鐵一千斤。

劉關張大喜，立即請來良工巧匠，打造兵器和盔甲。劉備為自

己打造了雙股劍，關羽造了八十二斤重的青龍偃月刀，張飛造了丈

八長矛。

一切準備停當後，劉備清點人數，發現又多了二百人。興奮得意

之餘，劉備情不自禁地對兩位兄弟吐露了自己暗藏心底多年的秘密。

這讓關羽張飛更加堅信自己跟對了人，充滿了奮鬥的激情。於是劉備

聚齊眾人，浩浩蕩蕩，前去拜見校尉鄒靖。自募兵榜文張貼後，陸續

有零零星星的人前來投軍，但像這樣五百人裝備齊整的隊伍，極為罕

見。而且，領頭的還是“漢室宗親”。鄒靖喜出望外，馬上帶著劉關

張去面見幽州太守劉虞。

劉備臉色一變，內心忐忑不安起來。

這是甚麼原因呢？

根子還是在“漢室宗親”這四個字上。

劉虞也姓劉，而且是成色更足的“漢室宗親”。在別人面前，劉備

尚可以說自己本是“漢室宗親”。但在劉虞面前，劉備就有點心虛了。

但劉備是沒有退路的。劉虞這一關是必須要過的。如果過不了這

一關，劉備唯一擁有的資源頃刻間就會灰飛煙滅。

劉備只能帶著關羽張飛，硬著頭皮來見劉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