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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萧山故事
“小霸王”孙策平定王朗

孙策“横江略地”开拓江东

孙策字伯符，浙江富阳人，孙坚长子，孙权长兄，东汉末年割据江
东一带的军阀，汉末群雄之一，三国时期孙吴的奠基者之一。他“阔达
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其又勇武如西
楚霸王，所以有“小霸王”的称誉。

东汉时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了朝廷，而袁术、袁绍、公孙
瓒、吕布、刘备、张绣等群雄互相攻伐。

孙策在父亲孙坚死后，为继承父业，先是依附于袁术。袁术任孙
策为怀义校尉，命他引兵攻泾县大帅祖郎，大胜而归，又命他攻陆康，
又得胜而回。

孙策神勇无敌，袁术对他很是爱惜，常常感叹：“使术有子如孙郎，
死复何恨！”然而，孙策屡立战功，袁术却屡屡失信，不用孙策，席间相
待又很是傲慢，孙策想着父亲孙坚如此英雄，自己却沦落至此，极为郁
闷。于是，孙策和父亲旧从事官朱治、袁术谋士吕范延坐共议，图谋大
业。

其时，袁术任用吴景为督军中郎将，命他领兵进击扬州刺史刘繇，
却是连年不克。借此，孙策把父亲留下的传国玉玺献给袁术，要求带
兵帮助吴景平定江东。袁术听有玉玺，取而视之，大喜，立马上表封孙
策为折冲校尉、殄寇将军，借他兵马出征。

建安元年，孙策带领朱治、吕范以及程普、黄盖、韩当等旧将起
兵。孙策所率有父亲旧部千余人，战马数十匹，还有愿意跟随的宾客
数百人。

孙策一路上招兵买马，队伍不断扩大，行至历阳时，兵力已有五六
千之众。途中，周瑜也率兵来助。孙策领兵转战各地，势如破竹，所向
无人可与争锋，但闻孙策兵至，无不丧胆而走。孙策正面对阵刘繇时，
大展神勇，竟然在瞬间夹死一将，喝死一将，自此人称“小霸王”。刘繇
大败，人马大半投降了孙策，太史慈也投了孙策。

孙策军令严整，民众归附，不久聚兵马数万之众。江东之民无不
仰颂，都称孙策为“孙郎”，孙策大军一到，人们纷纷拉着牛酒到营寨劳
军。

孙策兵势大盛，又南取吴郡。
其时，占据吴郡的是严白虎，他有部众万余，自称东吴德王，派遣

部将驻守乌程、嘉兴。严白虎听闻孙策大军压境，派他的弟弟严舆出
战。孙策则派出韩当出马，两军相接，严舆不敌，退入城中。

孙策水陆并进，围住了吴城。一困三日，却是无人敢出战。于是，
孙策带着众将士到阊门外招降。城上站着一员裨将，左手托定护梁，
右手指着城下大骂。孙策众将无不心头火起，要操家伙。太史慈早已
拈弓取箭，对众人说道：“看我射中他的左手！”话音未绝，弓弦响处，果
然射个正中，把那裨将的左手射透，牢钉在了护梁上。

城上城下看见的人，无不大声喝彩。严白虎更是大惊失色：“孙策
军中有如此能人，还怎么打得过!”于是商量求和。他又派严舆出城来
见孙策。孙策请严舆入帐饮酒。酒过三酣，孙策问严舆：“令兄意欲如
何？”严舆说道：“欲与将军平分江东。”孙策大怒：“鼠辈安敢与吾相等!”
命左右斩杀严舆，割下首级，送入城中。严白虎预料敌不过，只得弃城
而走。孙策进兵追袭，黄盖进攻嘉兴，太史慈攻取乌程，数州皆平。

严白虎一路奔走，逃到余杭，被当地人凌操领乡人杀败，又向会稽
方向逃走。

凌操父子二人来接孙策，孙策封他们为从征校尉，一起进兵会稽，
扫平王朗以及周氏势力。

严白虎聚集人马，分布于西津渡口，准备迎战孙策。
于是，战火烧到了萧山境内。

孙策“数渡水战”久攻不克

当时的会稽太守叫王朗，王朗形象在历史记载及演义里出现很
多，与曹操等都有故事，《三国演义》里有一回还写到“姜伯约归降孔
明，武乡侯骂死王朗”，当然，历史上的王朗并不是被骂死的。《三国志》
对他评论很高：“钟繇开达理干，华歆清纯德素，王朗文博富赡，诚皆一
时之俊伟也。”王朗在会稽颇有政绩，他在任四年，实行德政，深得当地
官民爱戴。

孙策兵锋南指，王朗并无惧意，欲引兵救援严白虎，保卫疆土。而
会稽功曹虞翻认为力不能敌，急急前来相劝。

虞翻出身士族，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孔融对他所著《易注》都有很
高评价。清朝著名画家萧山人任熊，曾画越地历代先贤八十人，虞翻

也是其中之一。
孙策大军压境，虞翻正遭父丧在家守孝，情急之下，连丧服都来不

及换，就来找王朗苦劝，说道：“大人不可出兵。孙策是仁义之师，白虎
乃暴虐之众，还是捉拿白虎献给孙策为上策。”说孙策军力强大，善于
用兵，连大人您的上司刘繇都被他打败了，我们不如前往他城避其锋
芒。

听了虞翻的这番建议，王朗勃然大怒。王朗明知不敌，但想自己
身为朝廷命官，理应保卫城池，哪能不战而降，把会稽拱手让给二十出
头的青年将军，他怒叱虞翻。虞翻无奈，长叹而出。

《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记载：“孙策渡江略地。郎功曹虞翻以为
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为汉吏，宜保城邑，遂举兵与策战。”

于是，王朗从容召集人马，调兵遣将，发兵固陵。这时，周昕也领
兵前来相助。周昕是会稽人，原是丹阳太守，曾帮助曹操征战，袁术派
吴景攻丹阳时，周昕散了兵马回归乡里，周昕几个兄弟或为官或为将，
周氏是江东反对孙策最大一股势力。

王朗引兵会合严白虎，沿着钱塘江南岸部署兵力，重兵把守固陵。
孙策大军则在江北安营扎寨。
于是，钱塘江南北两岸，一边是刚刚拿下浙北、兵势正旺的新兴军

阀，一边是以逸待劳、保卫疆土的朝廷命官，两边营帐连绵，战云密布。
孙策派出战船渡江来战，数度水战，而王朗以逸待劳，多次击退孙

策。经多番苦战后，孙策才得登岸，扑向固陵。
固陵城下，旌旗招展，两军排开阵势。
孙策横枪出马，对王朗喝道：“我兴仁义之兵，来安浙江，你为什么

还要帮助奸贼？”王朗大骂道：“你真是贪心不足！既然已经占据了吴
郡，为什么还要攻我会稽？”孙策大怒，正待出马交战，太史慈早已驱马
而出。王朗拍马舞刀，与太史慈战在了一起，还没有几个回合，周昕杀
出来助战；孙策阵中黄盖一见也立马出战，接住周昕交战起来。两军
鼓声大震，互相鏖战。

忽然，王朗阵后乱了起来，一彪军马从背后抄了过来。王朗大惊，
急忙回马迎战：原来是周瑜与程普引军从侧面杀了过来，前后夹攻，王
朗寡不敌众，与严白虎、周昕杀出一条血路，退入城中，拽起吊桥，紧闭
城门。孙策大军乘势追到城下，全力攻打。

王朗回到城中，站上城头，见孙策耀武扬威，心有不甘，欲再出兵
决一死战。严白虎连忙劝道：“孙策兵势甚大，我军还是深沟高垒，坚
守不出为好。如此不用一个月，孙策就会粮草短缺，自然撤去。那时
我军再乘机掩杀，取胜就有把握了。”王朗听了甚觉有理，不再坚持，于
是固守城池，再不出战。

孙策一连围攻了数日，折损不少士兵，不能破城，无奈退回江北。

孙策“攻其无备”计取固陵

两军隔江对峙，战事进入了僵局。
孙策出兵以来，兵势旺盛，一路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却在小小固

陵碰到了劲敌，大军止步不前。
孙策连日与众将计议，无有良策。
此时，孙静的出现才让战事有了转机。
孙静是孙坚的弟弟，孙坚起事时，孙静就召集宗室乡人五六百人，

保障后方。孙策一筹莫展之际，派人请来了孙静。
其实，钱塘江上游的富春就是孙策的家乡，这一段江水又称为富

春江。而今湘湖北岸城山脚下曾经的一个村落湖里孙，就是吴王孙权
的后裔聚居地，《萧山湘湖孙氏宗谱》记载：“宋元间，湘湖孙氏曾五公
为避兵燹，从富阳龙门迁居湘湖，号湖里孙。”不过，也许孙策一直征战
在外，对钱塘江一带不是很熟悉。好在孙静熟悉地形，发现了战机。
王朗主力都集中到固陵一线，而几十里外屯粮的查渎守备相对空虚。
于是，孙静就建议道：固陵自古易守难攻，王朗以逸待劳，全力防御，凭
城坚守，正面强攻确实难以短时间攻破。而他的粮草，大半屯于上游
向南数十里的查渎，其地离此数十里，不如避实击虚，出兵查渎，夺取
粮草，绕道王朗的后方，然后两面夹击，王朗必定不战自乱，固陵轻易
可破，正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

《三国志》记载：“静说策曰：朗负阻城守，难可卒拔。查渎南去此
数十里，而道之要径也，宜从彼据其内，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者
也。”

孙策大喜：“叔父妙计，必破王朗！”即下令于营前燃火，虚张旗号，
设为疑兵，撤围而去。

其时，连日阴雨。为迷惑王朗，掩护偷袭，孙策散布消息，说因为
近日一直下雨，江水污浊，军士饮水之后，已经有很多人腹泻疼痛，因
此要赶紧准备几百只木缸盛水。于是士兵们收集木桶，来来往往，搬
缸运水。

晚上，孙策营中依然到处点燃火把，一片忙碌。而孙策则乘夜派
出兵马绕过固陵直扑查渎。

孙策撤去，王朗已经起了疑心，他带着众将来敌楼上观望，见城下
烟火并起，旌旗不杂，心下迟疑。周昕说道：“孙策撤走，是疑兵之计，
我军不如将计就计出兵袭击。”严白虎却说：“孙策此去，莫非要去查
渎?我与周将军一起去追吧。”王朗急忙部署：“查渎是我屯粮之所，正
须提防。你们引兵先行，我随后接应。”于是，严白虎与周昕领了五千
兵马出城追赶。

将近初更十分，离城二十余里处，忽然，密林里一声鼓响，火把齐
明。严白虎大惊，连忙勒马，下令回撤，前面横出一将一马，拦住了去
路，火光中看，正是孙策。周昕舞刀上前，哪里是“小霸王”的对手，没
有几个回合，就被孙策一枪刺死。孙策人马一拥而上，两军混战在一
起。严白虎与周昕所带人马或被杀散或投降。严白虎拼死杀出一条
血路，向余杭方向逃去。

孙策扫除严白虎与周昕，派兵直扑查渎，乘夜袭取了高迁屯，对固
陵形成合围之势。固陵守军阵脚大乱，王朗自知已无回天之力，带着
部下从海路逃出。

孙策乘势取了城池，一举平定会稽。
《三国志》记载：“策破刘繇，定诸县。进攻会稽，遣人请静，静将家

属与策会于钱唐。是时太守王朗拒策于固陵，策数渡水战，不能克。”
“至昏暮，罗以然火诳朗，便分军夜投查渎道，袭高迁屯。朗大惊。遣
故丹杨太守周昕等帅兵前战。策破昕等，斩之，遂定会稽。”

固陵之战是孙策据有江东、开国建吴的里程碑式的一战。诸葛亮
在《后出师表》写道：“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
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

孙策曾在此平定王朗江东，振兴东吴基业，后来，孙权还把萧山县
名改为了永兴。

策破刘繇，定诸县。进攻会稽，遣人请静，静将家属与策会于钱

唐。是时太守王朗拒策于固陵，策数渡水战，不能克。

——《三国志》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元末明初罗贯中根据

《三国志》以及民间传说写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小说。

钱塘江自古是浙东与浙西、吴与越之间的交通要道，钱塘江边的

萧山一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其时，萧山名为余暨，《三国志》《三国

演义》都出现了古萧山的地名，如固陵、西津渡等。固陵，春秋时期就

是越国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吴越两国多次在此征伐。孙策开创东吴

基业的进程，历时数年，经大小数十战，在诸多战役中，萧山固陵之战

也是江东统一战的重要一战。

孙策在固陵征战王朗，平定会稽，正史《三国志》记录了这一战事。

小说《三国演义》是基于历史而创作，也写到了这一战，与《三国

志》所载基本吻合，在第十五回《太史慈酣斗小霸王 孙伯符大战严白

虎》中，描述了此战经过，很是精彩。

吴骑都尉虞翻 任熊画

孙策横江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