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析《三國志․荀彧荀攸賈詡傳》 
  
                       朱祖德 96/01/09 

 
壹、前言 
《三國志》，卷十，〈荀彧荀攸賈詡傳〉是主要是介紹曹操的三個主要的幕

僚，也就是一般所謂的「軍師」。荀彧是有「王佐之器」的大才，與蜀漢的諸葛

亮屬於同類型，荀攸是其姪子，都是曹操早年所倚重的軍師型人物。賈詡則入曹

營較晚，但素有「算無遺策」之美譽，老謀深算，因荐曹丕為太子，而致三公之

高位，但德行較荀彧、荀攸為差，早年涼州兵團攻入長安，造成十室九空，賈詡

負有相當大的責任。 
 

貳、研究回顧 

目前有關荀彧的研究，大部分是在探討其政治作為及成就，也有與其子荀顗 
加以比較的文章。筆者所搜集到的有呂寬慶，〈荀彧父子的政治取向與漢魏局勢

變動關係之研究〉（《鄭州航空工業管理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 年第 4 期》、

徐德龍，〈從荀彧之死看曹操的「唯才是舉」令〉（《廣西梧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

學報》，2001 年 2 月）、孟祥才，〈論荀彧〉（《史學月刊》2001 年第 1 期）、黃文

榮，〈曹操的軍事幕僚研究--以軍師、參軍與軍掾為例〉（《輔仁歷史學報》，第 16

期，2005 年 7 月）及張大可，〈論曹操智囊團的形成及其歷史作用〉（《西北大學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 年第 3 期）1等數篇文章。 

其中黃文榮，〈曹操的軍事幕僚研究--以軍師、參軍與軍掾為例〉一文，將 
曹操幕僚分時期敘述，而在第一期「曹操司空時期的軍事幕僚一覽表」2中卻獨

漏了荀彧，而列其於第二期「曹操丞相時期的軍事幕僚一覽表」3中，時序上似

乎有誤；且對其首倡迎漢獻帝至許都之功勞，隻字未提。官渡之戰時又不錄首席

軍師荀彧所提出度勝、謀勝、武勝及德勝等「四勝論」4，僅提到郭嘉「十勝十

敗論」5及賈詡的四勝論6，似有偏頗之處。 
 

                                                 
1 該文後收入氏著，《三國史研究》（蘭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 年 12 月初版 2 刷），篇名改

為〈論曹操的智囊團〉。 
2
黃文榮，〈曹操的軍事幕僚研究--以軍師、參軍與軍掾為例〉，《輔仁歷史學報》，第 16 期（2005

年 7 月），頁 81。 
3
黃文榮，〈曹操的軍事幕僚研究--以軍師、參軍與軍掾為例〉，頁 82-84。 
4 《三國志》卷十，〈荀彧荀攸賈詡傳〉，頁 313。 
5 《三國志》卷十四，〈程郭董劉蔣劉傳〉，頁 432 裴注引《傅子》。 
6 《三國志》卷十，〈荀彧荀攸賈詡傳〉，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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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評價 

    陳壽《三國志》對荀彧的評價是「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識，

未能充其志也」7可謂讚譽有加。對荀攸及賈詡的評價是「庶乎算無遺策，經達

權變，其（張）良、（陳）平之亞歟！」8，從陳壽把荀攸、賈詡與西漢時期的開

國功臣及著名謀士張良、陳平相比，可看出似乎荀攸及賈詡比荀彧得到陳壽更多

的讚譽。 
而裴松之注對於陳壽將賈詡與荀彧、荀攸列入同傳頗不以為然，同時也認為

評語中把賈詡與荀攸認為等同於西漢時的張良、陳平，是舉例不當9。愚意以為 
正因張良為俊逸之才，而陳平雖有奇計，然其名聲不彰，陳壽用此二人來比喻荀

攸與賈詡，可謂頗具深意，側面顯示出荀攸的高雅及賈詡的世俗，對賈詡來說是

明褒暗貶。 
而范曄所著的《後漢書》中的〈荀彧傳〉不但字數較《三國志‧荀彧傳》為

多，對荀彧亦是稱讚有加，其文云： 

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縣矣。荀君乃越河、冀，閒關以從曹

氏。察其定舉措，立言策，崇明王略，以急國艱，豈因亂假義，以就違正

之謀乎？誠仁為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豈數   

也夫！世言荀君者，通塞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

研疎，原始未必要末。斯理之不可全詰者也。夫以衞賜之賢，一說而斃兩

國。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不兼者也。方時運之

屯邅，非雄才無以濟其溺，功高埶強，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不可並也。

蓋取其歸正而已，亦殺身以成仁之義也。
10

  在傳末范曄並稱讚荀彧：「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偪，揮金僚朋。北

海天逸，音情頓挫。越俗易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彧之有弼，誠

感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一。」11可謂讚譽有加，比之《三國志‧荀彧傳》的

輕描淡寫及避重就輕，可說是大不相同。  
在引用人材方面，《三國志》中明確由荀彧引見的有戲志才、郭嘉、閻象及 

韋康等謀士12，誠如《三國志‧荀彧荀攸賈詡傳》言：  
 嘉字奉孝，潁川人也；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彧書

曰：「自志才亡後 ，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 彧

薦嘉，召見論天下事，太祖曰： 「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13

                                                 
7 《三國志》卷十，〈荀彧荀攸賈詡傳〉，頁 332。 
8 《三國志》卷十，〈荀彧荀攸賈詡傳〉，頁 332。 
9
 《三國志》卷十，〈荀彧荀攸賈詡傳〉，頁 332 裴注。 
10 《後漢書》卷七十，〈荀彧傳〉，頁 2291~2292。 
11 《後漢書》卷七十，〈荀彧傳〉，頁 2293。 
12 其後閻象及韋康雖因事敗亡，然於其志節無損。 
13 《三國志》卷十四，〈程郭董劉蔣劉傳〉，頁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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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裴松之注引《彧別傳》云： 

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司馬 

懿），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朗、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 

終為卿相，以十數人。取士不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 

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令，亦推 賢進士。 

太祖曰：「二荀令之論人，久而益信，吾沒世不忘。」鍾繇以為顏子既沒， 

能備九德，不貳其過，唯荀彧然。14

依《彧別傳》所載，除戲志才、郭嘉、閻象及韋康外，荀彧又舉薦了荀攸15、鍾

繇、陳羣及司馬懿等曹魏股肱之臣，足見荀彧所舉人才甚多。而「終為卿相，以

十數人」表明荀彧所推舉人才均能適才適任。雖其直接推薦的人才未如一般所說

的十餘位那樣多，但仍是曹操所倚重的棟樑重臣。 

 

肆、問題討論： 
一、《三國志‧荀彧荀攸賈詡傳》傳文中可以再探究的部分，包括眾說紛紜

的荀彧死因問題，以及他和曹操關係從親密到疏離的過程及徴兆。 
二、荀彧之子荀顗，為何在政治走向方面和其父相距如此之大，是否與其父

遭到曹操「隱誅」有關？值得深入探究。 
三、而另一傳主賈詡的跳槽次數雖多，但身價卻是愈來愈好，頗有倒吃甘蔗

的情形，其原因何在？值得探討。 
四、程昱、郭嘉入曹營早於賈詡，功勞亦多，何以其傳記次序反晚於賈詡，

是否與賈詡有功於曹丕奪太子之事，亦值得研究。 
五、傳中所載荀攸之事跡相較之下為少，是否能從其他資料加以補充，以使

史料完備，來呈現歷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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