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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为三国时期名将，《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宗教和民间传说以及历代相关著述

共同演绎出一个较为多面的关羽形象。关羽，河东解良人，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对主忠心耿耿，威

武神勇，终于沙场。陈寿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

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1]隋唐以降，关羽的民间崇拜和宗教

地位逐渐加强。北宋以来，关羽的封号被不断更新，宋徽宗敕封其为“义勇武安王”；宋高宗追谥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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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目前学界对关羽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文本中关羽形象的探讨，图像研究相对匮乏，而元代关

羽图像的专题研究还未见，故而本文在系统梳理关羽图像的基础上，将关羽图像分为形成期（三国至宋代）、

发展期（元代）、成熟期（明清时期）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本文详细论述元代著述中的关羽形象、图像以及

相互之关联，尤其以元代建安虞氏《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中的关羽图像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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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文宗加封其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1]；明神宗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

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2]。到清朝，关羽被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

关圣大帝”[3]。进而，关羽成为和文圣孔子并肩的武圣。

目前学界对关羽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文本中关羽形象的探讨，如张志和《从〈三国志平话〉看罗贯

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关系》[4]、刘海燕《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演变史论》[5】、李玲珑《元代关羽崇

拜与元杂剧中的关羽形象》[6]、刘海燕《元明三国故事中“五虎上将”形象的流变与传播：兼论〈三国志平

话〉与早期〈三国志演义〉文本的关系》[7]、雷会生《〈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儒雅化、道德化：〈三国志〉

〈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中关羽形象比较》[8]、郭素媛《关羽崇拜与关羽形象的演变与诠释》[9]等文。

而关羽图像研究则相对匮乏，较成体系的文章有两篇，一是胡小伟《金代关羽神像考释》，文章认为金

代关羽神像颇似综合了金代杂剧舞台演出状况而又神格化了的关羽像，所描绘的很可能是《单刀会》

第三折之情景，是今存最早的戏曲绘画之一，此图为“后世关羽形象及神格形成之关键”[10]；二是俄罗

斯研究者李福清的论文《关羽肖像初谈》，初步梳理了关羽肖像的发展过程[11]。

而元代关羽图像的专题研究还未见，故而本文将关羽图像分为形成期（三国至宋代）、发展期（元

代）、成熟期（明清时期）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元代著述中的关羽形象、图像以及相互之关

联，尤其以元代建安虞氏《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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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代 平阳府徐家印《义勇武安王
□》版刻 60*31厘米 俄罗斯圣彼得堡埃
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绿色战袍，手拿青龙偃月刀，足跨追风赤兔马”[1]。清人毛宗岗云：“历代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

莫如云长”，并称其为“古今名将中第一奇人”[2]。《三国志演义》实则对《三国志平话》的吸收最为直接。

《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也奠定了关羽形象在大众眼中的基础。而关羽形象转化为图像后的重要标

志有：丹凤眼、卧蚕眉、美髭髯、面如重枣、长髯、赤兔马、青龙偃月刀、读《春秋》等。也可以说，这些因

素通过关羽图像又不断形塑了其形象。那么，关羽图像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呢？

《三国志》“于禁传”有记：“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禁见，惭恚发病

薨。”[3]三国时已有关羽画像，具体形象不得而知。唐朝亦有关羽像记载，清王士俊《河南通志》卷五十

二：“吴道子洞，在州城西北，道子，阳翟人，后寓许州，工画，笔法超妙，为百代画圣，明皇诏入供奉，为

内教教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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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明代 商喜《关羽擒将图》绢本 200*23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上，双手置于腿上，目光如炬，五绺美髯飘飘。

画面布局丰满，人物描绘生动。背景松树布满

大半画面，并有“关”字大旗飘舞。画幅周边饰

以回纹，上方也有一通栏横披，文字为楷书“义

勇武安王位□”。图文右上角栏口有一行题记：

“平阳府徐家印”[1]，可知此为金代平阳府徐家印

版画。此关羽像是 1909年由俄国探险家科兹

洛夫（P.Kozlov，1863-1935）在内蒙古黑水城一

座古庙中发现携走，此图为“后世关羽形象及神

格形成之关键”[2]和“晚期民间版画的基础”[3]。

《义勇武安王□》关羽像很容易让我们联想

到明代商喜的《关羽擒将图》，两幅画作形式上

的传承关系较为明显。后者关帝左膝展开、右

膝蜷起的姿态以及长髯等外貌特征都与前者相似。《关羽擒将图》中，关羽正在审问被俘的敌将，左右

分别站着关平和周仓，和版画《义勇武安王□》前景类似关平捧印、周仓握刀的组合[4]有一定相关性。

单国强初步推断这幅画表现的是生擒庞德的故事[5]。

图 3、4为运城市稷山县马村金代段氏墓地之《二十四孝图》摹本，图 5为《义勇武安王像》版画摹

[1]胡小伟：《金代关羽神像考释》，〔香港·上海〕《岭南学报》1999年第1期。

[2]胡小伟：《金代关羽神像考释》，〔香港·上海〕《岭南学报》1999年第1期。胡小伟认为，神像颇似综合了金代杂剧

上舞台演出状况而又神格化了的关羽像。所描绘的很可能是《单刀会》第三折之情景，是今存最早的戏曲绘画之一。

[3]〔俄〕李福清：《关羽肖像初谈（上）》，〔台北〕台湾历史博物馆：《历史文物》（季刊）1994-1995年4（4）。
[4]据版画《义勇武安王□》，“至少在两宋时期，关羽居中，关平捧印，周仓握刀随侍两侧的组合就已形成。后世刻画

的关平、周仓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样式，周仓是武将装束，络腮虬髯，双目圆睁，威猛慑人。关平有时武将装束，有

时着文官袍服，清秀文雅，恰与周仓形成对比。二人一文一武，一动一静，很好地将关羽沉着庄严的大将之气衬托出

来，似乎也暗示着关羽既是威武的战神又具有文雅的儒将风范。”参见王丹《关羽图像形态探析》，〔长春〕《文艺争鸣》

2010年第11期。关于此组合的具体指向，学界尚存争议。

[5]单国强：《关羽擒将图》，〔北京〕《紫禁城》1981年第1期。

图3、图4 运城市稷山县马村金代段氏墓地之《二十四孝图》摹本（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
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页）
图5 《义勇武安王像》版画摹本局部金代山西平阳徐家刊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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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部。从以上 2、3、4、5四图可知，右腿蜷曲、左腿自然下垂的“游戏坐”在宋辽金元几成坐像画定

式[1]。商喜《关羽擒将图》中关羽坐姿也沿袭了这一传统。

二、元代著述中的关羽形象与图像

“元、清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关羽）最用力，超过汉族统治者”，究其因，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借用

汉族文化来达到其统治地位合法的自圆其说”[2]。一方面，蒙古各部落时常发生的战争使得元代君臣

将领对“忠义”尤为感念[3]；另一方面,《三国演义》中作战的写略和态度对蒙古人也应该有一定的吸引

力，一如太平军将领钟爱的戏剧故事《三国演义》转化为壁画形式，宣扬忠义和侠义精神以利于太平军

内部统治和团结的同时，太平天国将领也希望通过《三国演义》掌握战略战术以提高其指挥战斗的

能力[4]。宋元时期，关羽的社会影响力逐渐增加。《元史》卷七七有曰：

ΐ ẃͮ ѡ ẋ Њ ͽ Қ ͫ Ϣ

Њẹͽ ҋ ᾐɟ Ј ║А Њ Қ ӗЇ Ѧ

ѓ Қ Ỉ ɟЍΆғ ΅ ɟ ║А

ΨϢ Ẉ ΨϢ Ắ► Қ ͫ Ј║ж Ở А ж

Ặ֤ Ởּׂש А ж ͼ Ằ║ ԝ ӗḏɞ ɞ ɞ

ɞ ɞ ͼ Ằ║ Ј║Ằж ḧͫ║Јж ԝ

ͫ Ј║ Ѝ ϋ ͮ Ἦ ж ặ

ͫ А║ж ͫ А║ж Ѧἱ ж ͼ

ϋ ͼ Ἦͼ Ј║ ж Ἦ ɞ ɞ ѓ ѡ׳ θ ε

ɞ Ὤɟ[5]

可见，这时关羽已被作为监坛神，在朝廷仪礼中占有重要地位。另元郝经《重建庙记》有：

ɞẉѡнτ ; ɞ φͫ ΅ џ כּ ɞẉ ЇЊ Ὼ

Ẹɟ ͫн ͫτ џ ɟ ╢

φ εḭҦ ε εᵜ ΅ ѡ ɟὲ שּׂ Ở Ά

εַא εẄ ͫφɟּׂש ךּ ͫ ɟ ךּ

Ψ ɞ Ἥ ɟ΅ ɞ ѡ ɟ Ά Ὁ Ҍ

ѡ у ɟ Ὦ Ά ѡ Ї Ὦ Ά ѡ ɟ нφ

τφ ϛŅŅ А ║ ͼ ϙ ║ ͼ Ὦ ε ѓ Ѧ ὑ

ץ ╓ φ;ɟ[6]

此碑文描写已贴近《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由此又可看出关羽在民间百姓生活中的地位。

元杂剧在元初山西和元末杭州等地都有很大发展。事实上，关羽在元杂剧中的形象已经很丰满，

如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在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对关羽形象的进一步塑造就起到了重要作用。

[1]胡小伟：《金代关羽神像考释》，〔香港·上海〕《岭南学报》1999年第1期。

[2]卢晓衡：《关羽崇拜中的中国人文精神与凝聚力》，载卢晓衡：《关羽、关公和关圣：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413页。

[3]关于元代绘画的内涵与意义，参见王菡薇：《元代文人画中的“隐喻”表达》，〔南京〕《美术与设计》2016年第3期。

[4]樊艳芳：《太平天国壁画人物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5]〔明〕宋濂等：《元史》卷七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元〕郝经：《陵川集》卷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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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大王独赴单刀会》是在三国时吴蜀之间政治、军事矛盾背景下展开的，写为索还荆州，鲁肃请关羽

赴宴，关羽明知鲁肃设下的“不是待客筵席”，而是“个杀人的战场”，但还是单刀赴会，智勇而归。剧中

巧妙地借乔国老和司马徽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关羽进行概括和描绘。剧中通过关羽认为荆州当归汉家

的观念反映出作者对元代统治者的不满。单刀会史实，《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有记：

ɞ ɞ ΅ ғ ɟךּ ắ (Ặ)
Ѕͼ ɟ Ά ɟ Ẹ ͽ ӂ Ở╥ὑ׳Җɟ

ł ┘┘ ѡ ᴬ☼ ☼ Ở ѡε ϛɟц

φ ӂ ͼ ъ΅שׂ ɟŃ ͫж ł ӑ φ !Ń
♠ φ Ὑɟ ὑ ł Ї жӑ !Ń ӻφﬞɟ Ή ε

Њ Ởɟ[1]

显然，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更加突出表现了关羽的胆识过人，如剧中乔公如此描述关羽之神

勇：

[ ] ẶЍ ӂͽ Ἲ ђ ; ɞ 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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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元代胡琦编《汉晋名人年谱》
第二册中关羽像（《关王年谱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66页）

羽形象俨然一位忧国忧民的文官形象（图6）。至元朝末年，关羽

像有坐像、有立像、有跃马捉刀像等等，关羽图像呈现出多样化

的状态，这些使得元朝成为关羽图像走向丰富和成熟的关键时

期，即关羽图像的发展期。

三、元代建安虞氏《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中的关

羽图像

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元至治间建安虞氏《新刊全相三国志平

话》，此书由日本汉学家盐谷温博士于 1924年在日本内阁文库

中发现，载《斯文》第八编第六号，并将其中之一的《三国志平话》

影印，此书得以公诸于世。始于桃园结义，终于孔明病逝。这是

宋元间说话人系统整理三国故事的成果[1]。王炎平《刘备与孙夫

人关系考释》、韩伟表《二十世纪〈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三国

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2]、张锦《海外汉学对新时期中国现当代

文学研究的影响》[3]、罗勇《〈三国志平话〉发现九十年来研究综述》[4]等文都提及元至治间新安虞氏刊本

《全相三国志平话》于日本被发现的问题。鲁迅曾对盐谷温的中国文学研究大加赞赏，称他“发见元刊

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5]。1929年，商务印书馆以《元至治本全相平

话三国志》为名翻印发行《三国志平话》，该书开始在国内传播开来。郑振铎先生认为该书“一面使我

们得以窥见元代通俗文学的真实面目与程度，一面也使我们格外的相信，中国小说的历史原是极为悠

久的，且种种的所谓通俗小说，其进展的路途也因此而大为我们所明了”[6]。

《三国志平话》是《三国演义》的雏形，《三国志平话》故事在戏曲小说方面曾产生过相当的影

响。《三国志平话》中，写关羽的故事有：“桃园结义”、“关公袭车胄”、“关公刺颜良（文丑）”、“曹公赐云

长袍”、“云长千里独行”、“关公斩蔡阳”、“古城聚义”、“关公单刀会”、“关公斩庞德”、“封五虎将”等情

节片段。元平话的形成基于元戏剧。事实上，元杂剧中《关张双赴西蜀梦》《诸葛亮博望烧屯》《桃园结

义》《关云长千里独行》等对关羽的相貌、称呼以及勇猛、仁义、忠信等特征和悲哀、复仇愿望等方面都

做了交代。关羽的“汉家节”在元代汉人中可引起广泛共鸣，而关羽马上英雄的形象也符合蒙古统治

者的道德审美标准[7]。在这里，“社会与艺术活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艺术在具体社会历史环境

中发挥的作用”[8]是显而易见的。

《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卷之上有：“话说一人，姓关名羽，字云长，乃平阳蒲州解良人也。生得神

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传》，观乱臣贼子传，便生怒恶”[9]，与罗贯中《三国

[1]王炎平：《刘备与孙夫人关系考释》，〔成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2]韩伟表：《二十世纪〈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

学版）2002年第2期。

[3]张锦：《海外汉学对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西安〕《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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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引自罗勇：《〈三国志平话〉发现九十年来研究综述》，《鸡西大学学报》2015年第9期。

[7]李玲珑：《元代关羽崇拜与元杂剧中的关羽形象》，〔西宁〕《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8]陶小军：《艺术社会学发展态势探析》，〔南京〕《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9]《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之上，钟兆华：《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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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演义》中塑造的关羽形象“身长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相貌

堂堂，威风凛凛。头戴青巾，身着绿色战袍，手拿青龙偃月刀，足跨追风赤兔马”相比[1]，承继关系还是

一目了然的。

建安虞氏《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图7），上图下文，增加了阅读的生动性。在史传基础上，增加

了传说的成分。虽然关羽形象仍为常人形态，但提及关羽处都称“关公”以及“言圣归天”等处都表达

了关羽神化倾向[2]。全书插图约四分之一，有关羽图像。这里的关羽图像实际上属于三国故事图中的

关羽图像[3]。插图上人物着宋代衣服[4]，图像很可能是元人在宋代底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绘制的。

[1]〔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2]关于此问题，参看谭世宝：《略论妈祖信俗的性质及中国学术与宗教的多元互化发展》，〔广州〕《岭南文史》1996年
第3期；王万岭：《周仓何时随关羽》，〔兰州〕《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3][4]关于关羽图像的分类，请见〔俄〕李福清：《关羽肖像初谈（上）》，〔台北〕台湾历史博物馆：《历史文物》（季刊）

1994-1995年4（4）。

元至治《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封面即《三顾茅庐图》（图8），诸葛亮坐在十分意象化的草庐之中,
童子在栅栏门口相迎，刘关张三人依次排列，关羽正回头和张飞说些什么。背景山石树木简洁明了。

这一图示和现藏波士顿美术馆元戏剧人物青花瓷上《三顾茅庐图》（图9）构图和画面的营造方面很相

似：意象化的茅庐、孔明左手持书卷、栅栏门、门外依次排列的刘关张。不同的是：瓷瓶上的童子正在

扫洒回眸、背景刻画更为细腻、刘关张之间间距稍大。不难看出，元代三顾茅庐图以及其中的关羽图

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稳定性。《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卷中“三谒诸葛”：“先主并关、张二弟，引众军于

庵前下马，亦不敢唤问。须臾，一道童至。先主问曰：‘师父有无？’道童曰：‘师父正看文书。’先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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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张直入道院，至茅庐前施礼。诸葛

贪顾其书。”[1]此两处《三顾茅庐图》画

的正是这一情节。

元至治《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中

《关公单刀会》插图（图10）延续了元戏

剧中刻画的关羽之神勇，“关公轻弓短

箭，善马熟人”[2]。尽管《新刊全相三国

志平话》中并未提到青龙偃月刀，但从

插图中可清晰看到关羽策马前行时青

龙偃月刀在身体右侧，已成为图像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皇叔封五虎将》[3]

（图 11、12）中关羽为坐势。值得注意

的是，关羽的坐姿一腿自然着地，另一

腿蜷曲，和平阳府徐家印《义勇武安

王□》中坐姿十分相似，也自然联想到

商喜《关羽擒将图》中的坐姿。

综上可知，元代是关羽图像丰富

化的开端；元代建安虞氏《新刊全相三

国志平话》等元杂剧、平话等起到极大

作用，其突出事件、特定情节和高潮部

分的特质影响了元代关羽图像的发

展，并促使其形成其自身的图像传统。

四、明清时期及之后关羽

形象与图像

在元代关羽形象和图像稳固化和

丰富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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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一体义深真国士”令人联想关羽之心系邦国之情怀。清王玉树辑《关帝圣迹图志全集》中云，“自

古以来忠臣义士以一身系国家之安危，关气韵之盛衰，生而为人，死而为神，史策所载，何代无之，求其

英风凛烈，历百世而如生，浩气磅礴亘千秋而不泯，普天崇祀率土瞻依，譬如日月之丽乎天，容光必照

江河之流于地，触处皆通者，为汉寿亭侯关夫子一人而已。”[1]从文征明、徐渭等文人画家对关羽的论述

中，已窥知关羽形象的另一种转化。

明清之际，关羽图像在元代基础上愈加丰富。李贽《关公告文》记：“不问海内外，足迹至与不至，

无不仰公之为烈。盖至于今日，虽男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公之像，畏公之灵，而知公之为正直，俨

然如在宇宙之间。”[2]可推知时关公像之多。李贽本人也为关公像题诗，如《题关圣提刀跃马像》，“英雄

再出世，烈烈有辉光。火焰明初日，金精照十方。居然围白马，犹欲斩颜良。岂料人千载，又得见关

王。”[3]而陈洪绶《致翊宸书》中“久违雅度矣，思之思之。家弟贫士，弟为画关夫子像，梓之流通，作糊口

计。幸吾长兄广为赞叹，怂恿小弟。关夫子为佛门护法，吾长兄为贫士护法，都垂千秋也。翊宸盟长

兄。洪绶顿首”[4]的内容记录了老莲在明代绘画商业背景下制作关羽图像的情形。

明戴进《三顾茅庐图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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