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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端草贼，安敢侮吾！
——大刀关胜的故事（之一）

□胡杨

大刀关胜的第一次出场，是在小说第
六十三回，这在梁山一百单八将中算是出
场比较晚的了。

小说编写者对关胜出场的处理，可以
说是别具用心，并不像其他梁山好汉那
样，一上来就给他来一大段的“赞”，简单
地一“赞”了事。小说写关胜，是通过他人
铺垫和直接描写这两个维度，来充分展现
关胜的英雄气概。

关胜这样的待遇，在梁山所有好汉中
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现在我们先来看
看在他人视角下，关胜是个怎样的英雄。

小说第六十三回，宋江兵围北京城，
梁中书就派人突出重围，前去东京告急。
蔡太师获悉后，马上召集东厅枢密使童贯
和三衙太尉，前来太师府商议军情。

可是童贯等人听说了北京城的险情之
后，竟然全都一筹莫展，各有惧色。这时，
宣赞便站了出来，向蔡太师推荐了关胜。

宣赞禀道：“小将当初在乡中，有个相
识。此人乃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
子孙，姓关，名胜，生的规模，与祖上云长
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人称为大刀关
胜。现做蒲东巡检，屈在下僚。此人幼读
兵书，深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若以
礼币请他，拜为上将，可以扫清水寨，殄灭
狂徒，保国安民。乞取钧旨。”

蔡太师大喜，就差宣赞为使，前往蒲
东礼请关胜来京计议。

关胜来到东京，蔡太师见关胜果真是
一表人才。小说通过蔡太师的视角，这样
写道：“堂堂八尺五六身躯，细细三柳髭
须，两眉入鬓，凤眼朝天；面如重枣，唇若
涂朱。”

而且小说编写者还特意写了这样一
个细节，来展现关胜的儒将风采。

宣赞来到蒲东巡检司礼请关胜，小说
写道：“当日关胜正和郝思文在衙内论说
古今兴废之事。”

关胜和郝思文这两个武将聚在一起，
讨论的不是排兵布阵之法，而是“论说古
今兴废之事”，由此可见关胜的格局之大，
远非一般的武将可以比拟。

小说的这一细节，就从另一个侧面印
证了宣赞对关胜的评价：“有安邦定国之
策，降兵斩将之才”。

小说编写者在通过他人视角，充分铺
垫了关胜的英雄气概之后，才开始大张旗
鼓地描写关胜的神勇。

小说第六十四回，关胜攻打梁山泊，
只见关胜全身披挂，骑着赤兔马，来到了
阵前。小说用一首西江月词这样赞道：

“汉国功臣苗裔，三分良将玄孙。绣旗飘

挂动天兵，金甲绿袍相称。赤兔马腾腾紫
霞，青龙刀凛凛寒冰。蒲东郡内产豪英，
义勇大刀关胜。”难怪宋江看了关胜仪表
非俗，禁不住要暗暗喝彩了。

不过，关胜虽是个英雄，可在梁山好
汉中却是第九十五个方才出场的，而且，
关胜对梁山的贡献也不是很大。但是令
人奇怪的是，在梁山英雄排座次时，关胜
居然成了一匹黑马，力压群雄，高居天罡
星第五位，名列梁山最厉害的马军五虎将
的首位。而林冲、秦明、呼延灼这些功勋
卓著的梁山战将，只能屈居在关胜之后。
那么，关胜的排名为什么会如此靠前呢？

首先，关胜托了祖先关云长的福荫。
各位看官可能注意到了，小说编写者

对关胜的描写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
为关胜的模板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关云
长，所以无论是关胜的长相、胯下的坐
驾、手中的大刀，还是灯下看书的情状，
几乎都与关云长一模一样，活脱脱一个
关公再世。

那么小说编写者为什么要这样来写
关胜呢？小说编写者的目的，就是为了提
升关胜的社会地位，好让他能借着先祖的
福荫，为梁山的聚义增添一份道义上的分
量。

因为在宋朝的时候，对关公的崇拜已
经上升到了国家的层面。从目前留存的
史料文献来看，首次提及关公封神之事的
是在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据《佛
祖统记》记载：晋王杨广封关公为伽蓝护
法神。但是关公地位的真正提高，却是从
北宋才开始的。关公正式受到朝廷的册
封，是在宋徽宗的时候。

渡边义浩在《关羽：神化的〈三国志〉
英雄》一书中，解释了关公地位为什么会
在北宋得到提升的几个原因：一是北宋面
对外部强大的军事压力，对关公这些代表
武勇的神灵开始祭祀祈祷；二是三国故事
此时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朱子学说更
是确立了蜀汉正统论；三是当时影响巨大
的晋商中开始出现关公信仰。这样的说
法，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所以宣赞在向蔡太师介绍关胜时，就
讲关胜是“义勇武安王”的嫡派子孙，而关
公“义勇武安王”的封号，就是在宋徽宗时
才受封的。可以这样说，关胜正是托了祖
先的福荫，才有了获得快速晋升的可能，
从一个小小的巡检，一跃成为统领一万五
千大军的领兵指挥使。而宋江也正是见
了关胜这副酷似关公的形貌，才禁不住要
暗暗喝彩，对关胜刮目相看了。

对此，金圣叹有个比较到位的评语：
“写大刀处处摹出云长变相，可谓儒雅之
甚，豁达之甚，忠诚之甚，英灵之甚。一百
八人中，别有绝群超伦之格，又不得以读
他传之眼读之。”

其次，关胜有高超的军事谋略。
有的看官看到这里可能要说了，关胜

难道仅凭自己的形貌酷似关公，就可以成
为梁山的五虎将之首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形貌酷似关公，只是关胜之所以

能成为关胜的一个可能条件，而关胜在梁
山之所以能力压群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
于自身实力的强大。

小说第六十三回，蔡太师见了关胜之
后，就问关胜有何解围北京城的良策。

关胜禀道：“久闻草寇占住水洼，惊群
动众。今擅离巢穴，自取其祸。若救北
京，虚劳人力。乞假精兵数万，先取梁山，
后拿贼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顾。”

蔡太师见说大喜，就与宣赞说道：“此
乃围魏救赵之计，正合吾心。”

难怪金圣叹读到这里，会发这样的感
叹：“读至此计，令人吃惊，且叹名下无虚
也。”

于是，蔡太师当即就调兵遣将，命关
胜领兵直奔梁山而来。

关胜在小说中甫一亮相，只凭着一招
“围魏救赵”之计，就让梁山上的那帮好汉
们全都坐立不安了。

小说第六十四回写道，宋江、吴用两
人正在北京城外的军中商议军情，戴宗前
来报告说：“东京蔡太师，拜请关菩萨玄
孙，蒲东郡大刀关胜，引一彪军马，飞奔梁
山泊来。寨中头领主张不定，请兄长早早
收兵回来，且解山寨之难。”

有的看官看到这里，可能会以为此刻
梁山的大部人马，都被宋江拉来攻打北京
城了，所以，现在的梁山兵马空虚，才使得
关胜有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不符合小说原著
的。因为此时看守梁山的人马，实力还是
很强的。

宋江攻打北京城，带去了吴用、秦明、
林冲、呼延灼等三十位头领，而公孙胜、鲁
智深、武松、杨志等五十七位头领，都还留
守在梁山上。

可是关胜的兵马一到，那些留守梁山
的头领们就都主张不定了，一定要请宋
江回兵来解梁山之围。这就从一个侧面
写出了关胜的能力之强，给梁山的压力
之大。

于是，这北京之围就这样被关胜轻轻
松松地给破解了。

关胜所用的这招“围魏救赵”之计，可
以说是《水浒传》小说中最为出彩的一个
用兵谋略，其水准不知要比只会用“里应
外合、放火为号”之计的吴用辈高出了多
少倍。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关胜在活捉张
横、阮小七，大败梁山水军的过程中，所展
现出来的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

关胜兵临梁山，张横立功心切，想在
夜里去偷袭关胜的大寨。

伏路小校探明情况后，立马报告了正
在中军帐里挑灯夜读的关胜。关胜听了，
只是微微冷笑了一下，就暗传号令，如此
这般地安排妥当，单等张横前来劫寨。

张横带着两三百人，趁着夜色悄悄摸
到关胜的大寨边，拔开鹿角，径奔中军。
只见中军帐中，灯烛荧煌，关胜正手拈髭
髯，坐着看书。

张横见状暗喜，就手拿长枪直奔关胜
而来。这时，关胜军中一声锣响，只见伏
兵四起，如天崩地塌、山倒江翻，张横连同
那带来的两三百个小喽啰，转眼间就全被
关胜包了饺子，成了俘虏，竟然一个也没
有逃走。

关胜见了，笑骂道：“无端草贼，安敢
侮吾！”

一句“安敢侮吾”，既写出了关胜为帅
是何等的气派，也写出了关胜对张横之辈
又是何等的不屑。

难怪金圣叹在此要连发两句感叹：
“绝妙一幅云长变相。”

看到张横被擒，张顺就与阮氏三兄弟
一起，带着梁山水军前来相救。关胜听闻
之后，仍只是淡淡一笑，说道：“无见识贼
奴，何足为虑！”

于是，关胜便唱了一出空城计，又轻
松击退了梁山水军，而且还顺带活捉了
阮小七。这关胜的谋略之高，由此可见
一斑。

那么，关胜的谋略虽高，他的武功又
是怎样的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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