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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道夫与诸葛亮，是一对当下中国人较为熟悉的

智者形象。《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中国几乎成为了

智慧的代名词，而甘道夫在《指环王》进入中国广大

读者的视野后，也成为西方智者的经典形象。他们有

着超过常人的智慧和意志，在战争中起到引领的作用。

同时他们又代表了东西方作者对智慧的不同看法。试

着分析这一对经典的指着形象，可以帮助了解东西方

文化的不同。

一、比较的可行性

《三国演义》与《指环王》，是东西方两部时代不

同，背景不同的两部小说。但两部作品均宏大的叙事结

构，人物形象塑造完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作为

蜀国的军师，为刘备指明了三分天下的道路，促成孙刘

联军。对外诸葛亮算无遗策，带领蜀国赢得了大小战役

的胜利。在蜀国内部，诸葛亮被众将领所尊重，在刘备

死后，辅佐刘禅，继续维持蜀国。而甘道夫，在《霍比

特人》《指环王》系列作品中，一直游走于大陆上的各

个国家，坚持对抗黑暗君主的使命。在《指环王》中，

甘道夫是护戒小队的向导和组织者。他未卜先知，他的

预言往往都是正确的。在大陆的各个种族中，甘道夫也

备受尊敬。在最后人类王国与黑暗君主大战的关键时期，

也是甘道夫促成了人类各国、人类和精灵的合作。

从作品的呈现上来看，关于知者形象的描写客观上

存在相似性。

首先，知者的形象需要一定神秘性。对于诸葛亮，

在刚出场时刘备反复去拜访，却迟迟见不到人。甘道夫

更是，在小说中，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来历。这些情

节的设置，都增加了角色的距离感，更凸显角色高大的

形象。在东西方的许多作品中，智者通常都是不被人理

解的，他们说话做事的目的并不容易被预料。

其次，在许多作品中，智者都有着出色的加直观。

如诸葛亮故意派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甘道夫最先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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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智者多半都是无私的。诸葛亮为蜀国统一天

下的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甘道夫是众多来到大陆

上的法师中，唯一一个没有被诱惑从而忘记自己职责的

灰袍巫师。

二、差异性体现

1、神与人

在《指环王》系列作品中，交代了世界是由一位叫

伊露维塔创造。伊露维塔可类比圣经中的上帝。而甘道

夫是一位“迈雅”，是由伊露维塔派遣到中土大陆帮助

中土各种族对抗黑暗魔君。相当于上帝派来帮助人类的

“天使”。可以说甘道的本质就是一个超越人类的“神”。

甘道夫在作为神的基础上有人性。

而诸葛亮是一个绝对的人。小说中，诸葛亮的各项

信息齐全，不管是出身还是成长，诸葛亮都没有非自然

力量的介入。虽然在小说中，他多少有些神秘、妖异的

地方，被评价为“多智而近妖”，但是诸葛亮是一个完

全的人类。

2、“上帝”和君王

在《指环王》和《霍比特人》的小说中，甘道夫自

始至终坚持的都是伊露维塔给自己的使命。在小说中，

他并不向中土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君王或统治阶级效忠。

他更多的是游走在大陆上的各个王国中，引导并帮助他

们对抗中土大陆的敌人。而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

的忠君是一个重要的标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

诸葛亮对自己的要求。诸葛亮效忠的是君主，他最终的

目标也是帮助他的君王完成同意的大业。他的一切行动

动机，都是建立在效忠君王上的。虽然他们都有对一个

事务的忠诚，但对象明显不一样。

3、天赐与人为

甘道夫过人的能力，基本都来源于神的创造。他有

一定的预知能力，但是这种预知能力玄而又玄，很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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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其来源。小说中也为对此进行解释。仿佛甘道夫的所

有选择都是冥冥之中有一双手引导他这样做的。甘道夫

的“智慧”也超过了人的智慧，更像是一种能够与“神”

产生共鸣，在无意识中做出正确选择的“智慧”。或者

可以解释为，这并不是一种智慧，而是一个作为非人类

生物与人类之间产生的信息差。这种能力无法用人类的

逻辑去解释，而这一点在小说《霍比特人》中体现的更

明显。

而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一方面是他

跟随了一个优秀的老师，学习到了数量庞大的知识。另

一方面是他长期的游历增加了他的见识，能让他把握住

这个乱世的动态。诸葛亮能力超群，除了他本身的聪明、

智慧，更多的是在他自己的努力中获得的。人们虽然常

常认为诸葛亮多智近妖，但未必不能明白其所作决定的

来源，他的举动都是可以用人的逻辑解释的。其中虽然

有巫妖化的一面，但是诸葛亮从本质上还是一个拥有超

越常人智慧的人。

三、差异的产生原因

1、宗教差异

《指环王》《霍比特人》系列中，体现了浓厚的宗

教色彩。而这一系列的作者托尔金本人，是一个天主教

徒。他幼年失去双亲，与外祖母生活在一起。托尔金的

外祖母是一个“博学多识”的人，给他讲述了许许多多

的神怪故事。这也为后来他创作奇幻小说奠定基础。他

本人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古英语。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奇幻

小说中，能够自创出语言体系。

而罗贯中，是一个封建文人。他的骨子里希望能够

推翻少数民族的统治，拥护“汉”君王。他对历史多有

了解，同时也有反抗元统治者的愿望在。且元末群雄并

起，天下大乱。这样的经历和背景，给他创作《三国演

义》，并在其中体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罗贯中的写作更多受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

而非一种有神教。这使得两部作品在根本的世界观构造

上就有区别。《三国演义》中并不存在现实的神，但《指

环王》系列作品中，神是现实存在的，且能够干涉世界的。

2、主题差异

《指环王》系列和《三国演义》，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题材。《三国演义》七真三假，有历史背景作为依托。

而《指环王》系列则完全是幻想作品，但是托尔金的宗

教知识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他的世界观构建。题材的不同

影响了甘道夫和诸葛亮两者形象上的不同这是我们不乏

否认的。

3、人物原型差异

由于托尔金的宗教信仰，他在设计“甘道夫”这一

人物形象的时候，杂揉了许多宗教人物。如甘道夫作为

一个迈雅，被封印和限制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在中土世

界对人类的帮助，只能停留在引导上，而不能做出实际

上大的改变。这与基督教中圣母倾听众生的苦难，但是

并不进行实际的帮助相对应。

同时，甘道夫的形象也有耶稣的影子。甘道夫在旅

途中遭遇炎魔（类似基督教中堕落入地狱的天使），他

为了保护其他护送魔戒的人，选择了自我牺牲。这一桥

段类似耶稣代人类受过。而在死亡后他回到了“上帝”

身边，重新复活，回到中土继续自己的使命。在故事的

最后，甘道夫带着在保护魔戒，对抗恶魔这件事上有卓

越功绩的人物去到“上帝”缩在的世界，象征着耶稣帮

助人类升入天堂。

这些宗教因素，以及“神”的属性，就让甘道夫这

个角色充满了绝对的神秘主义色彩。读者在反复阅读后，

会发现作者对甘道夫的很多行为、经历，并没有给出详

细的解释和介绍。就如同宗教中“神”的指示就是一切

事件的开端，人类无法理解至高无上的天神。

而诸葛亮这一人物，首先他在历史上有原型。其次

罗贯中作为一个封建文人，更多地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相信人要努力学习，积极入世。且会不自觉地将他认为

的，封建文人一切美好的品质注入任务中。最后，诸葛

亮长河中，经过多次的再创作，都并未脱离他“人”的

身份。这就造成了，虽然诸葛亮的智慧有些夸张，但始

终有生老病死，也有失误和失败。

4、战争差异

两部作品的主要内容都离不开战争。从这一方面可

以明确感受到西方古代战争和中国古代战争的差异。因

此，甘道夫和诸葛亮这两位军师人物在其中就起到了不

同的作用。

首先无法否认的是《指环王》中的个人英雄主义。

而《三国演义》中，一个顶尖聪明的人实际上无法单独

影响一场战争。

比较两部作品，我们可以发现，甘道夫的智慧具有

圣洁性，诸葛亮却没有。诸葛亮指导战争，而甘道夫引

导战争。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的战术思想四分钟要。而《三

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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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战术思想也十分突出。诸葛亮作为古代军师的代表

人物，无论在宏观战略还是在微观战术上，诸葛亮都

有突出的贡献。诸葛亮的指挥更多的使用在现实的战

争中。

在《指环王》中的甘道夫，他的智慧更多的是体现

在顺从命运，解读神的旨意。他所有的智慧的最终目的，

都是完成至高神的指令。而在战争中，他的作用更多的

是精神领袖与外交官。他并不会具体指挥战争，而是以

“神的使者”的姿态引导战争。

四、差异背后的文化现象

关于对东西方文艺作品产生差异的原因的讨论，随

着近年来中国文艺作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讨

论也变得越来越深入。而诸葛亮和甘道夫，这两个智者

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东西方对“人的智慧”

的不同理解。

托尔金的《指环王》系列中有一个明确的倾向，人

类的智慧是有边界的，而真正的智慧来源于神。但《三

国演义》等众多中国的文艺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是人类

的智慧的无限可能性。在众多中国的文艺作品中，人的

智慧甚至可以超越非自然的力量。甘道夫和诸葛亮这两

个人物形象，多多少少都受到了神话的影响。但是从根

本上来说，这两个人物的差异，可以让人看出东西方在

对待“神”和“人”问题上的不同。

虽然中国与基督教神话中，都有神创造人类的情节。

但是在中国的神话中，神创造完人类后，人类如何发展

是人类自己的事情。甚至在一些神话情节中，人与神共

生，神帮助人发展，而不是决定人类生死。

而在基督教神话中，上帝创造了人类，那么对于人

类来说，上帝就是天然的“正确”，他做的事情不需要

向人类解释。一切道德起源于人类与上帝的约定，人类

的好坏也由上帝评定。

在中国神话中，有的神服务于人，有些民间故事中，

为人服务不到位的神甚至会被惩罚。且优秀的人也会变

成神，神也会变成优秀的人，人神之间是相互转化的。

在基督教神话中，神就是神，人就是人，神和人的高低

之分是永远不变的。神永远掌握着人的生死，评价着人

间的事物。

在这样的比较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诸葛孔

明多智近妖，有许多巫妖化的倾向，但是他似神，却终

究是人，他的智慧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而甘道夫

来到中土，以老人的形象掩护自己，似人却永远是神，

他的智慧是天赐的，是神的造物不能达到的。在中华文

化背景下，儒家文化的教育是高于宗教的。对于大量的

知识分子来说，儒家文化的追求才是他们毕生的最高追

求。而大多数情况下，选择投入宗教（如佛、道）的知

识分子，大多会感觉前途无望，人生艰难。选择信仰宗

教，是他们选择逃避的一种方式，而并非生活中正常的

生活状态。宗教元素虽然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艺作品，

但不能决定显示作品。

而在欧美国家，大多数情况下，宗教信仰能够成为

他们毕生所追求的。他们以宗教信仰鞭策和鼓励自己，

以此为自己的准绳，认为这是正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

托尔金会在自己的奇幻作品中，以基督教为构建世界的

上层框架。虽然也揉合了一部分的北欧神话元素，但是

在托尔金的世界观构架中，基督教的宗教因素占了基础

部分。

在对诸葛亮和甘道夫这两个智者形象的比较中，我

们不难发现，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智者可以是

一个人。而在受到宗教影响较大的《指环王》中，智者

的来源是一个神。这样的文学创作差异，最终体现的是

中国和欧美国家截然不同的人神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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