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國演義》挑戰任務 
人物一：諸葛亮 

故事中的言行 1：孔明傳令：「將旌旗盡皆隱匿；諸軍備守城鋪，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聲言

語者，立斬！大開四門，每一門用二十軍士，扮作百姓，灑掃街道。如魏兵到時，不可擅

動，吾自有計。”孔明乃披鶴氅，戴綸巾，引二小童攜琴一張，於城上樓前，憑欄而坐，焚

香操琴。」 

故事中的言行 2：瑜曰：「先生之言，甚合愚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

箭，以為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卻。」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效勞。敢問十

萬枝箭，何時要用？」瑜曰：「十日之內，可完辦否？」孔明曰：「操軍即日將至，若候十

日，必誤大事。」瑜曰：「先生料幾日可完辦？」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納十萬枝

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戲都督！願納軍令狀：三日不辦，甘當重

罰。」 

歸納這位人物的性格：孔明行事謹慎，能為自己的言行負責，並且十分瞭解敵人，正所謂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孔明就正是此句話最好的代表人物。 

人物二：曹操 

故事中的言行 1：曹操刺殺董卓不成，單騎逃出洛陽，飛奔譙郡，路經中牟縣時被擒，縣令

陳宮慕曹操忠義，乃棄官與之一起逃亡。兩人行至成皋，投曹父故人呂伯奢家中求宿，受到

熱情款待，呂伯奢並親往西村沽酒，然曹操聞堂後有磨刀之聲，疑其圖己，遂與陳宮將呂家

八人全部殺死，其實呂家磨刀只是為了殺豬款客。操與陳宮無法，只好逃走，途中與沽酒而

歸的呂伯奢相遇，曹操害怕暴露真相，乾脆連呂伯奢也殺了。陳宮驚問其故，操曰："寧教

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 

故事中的言行 2：操即差人星夜請華佗入內，令診脈視疾。佗曰：「大王頭腦疼痛，因患風

而起。病根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枉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先飲麻肺湯，然後用

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方可除根。」操大怒曰：「汝要殺孤耶！」佗曰：「大王曾聞關

公中毒箭，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關公略無懼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

「臂痛可刮，腦袋安可砍開？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欲報讎耳！」呼左右拏下獄中，

拷問其情。 

歸納這位人物的性格：曹操生性多疑，在發現自己做錯事之時，也不認錯，甚至大言不慚地

說出「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由此可見他的傲慢。 

人物三：關羽 

故事中的言行 1：雲長曰：「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然已斬顏良，誅文丑，解白馬之圍，

以奉報矣。今日之事，豈敢以私廢公？「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大丈夫以信義

為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

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如何不動心？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一

發心中不忍。於是把馬頭勒回，謂眾軍曰：「四散擺開。」 

故事中的言行 2：關羽嘆息道：「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

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 

歸納這位人物的性格：關羽是一個有恩必報的人，把義氣看得比什麼都重，才會把他人對自

己的好都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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