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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对 》的政略修改与诸葛亮北伐的战略方针

梁满仓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 史研究所
,

北京 or 07 3 2 )

摘要
:
蜀汉的政略方针在夷陵之战以前和以后是有变化的

。

夷陵之战的失败
,

给 了蜀国一个

沉重的教训
,

使它的当权人诸葛亮不得不对蜀汉的政略方针作一深入的思考
,

其结 果
,

就是 蜀汉

政权对以前的政略方针作 了局部的调整和改变
。

诸葛亮北伐的直接 目的
,

既不是北伐中原
,

也不

是以攻为守
,

而是进占陇右
,

进而 占有关中
,

配置起两路进攻中原的 另一 支钳臂
。

这在诸葛亮的

历 次北伐中都体现出来
。

诸葛亮北伐的战略意义主要为
: 一具有弥补蜀汉以前政略失误 ;二关系

到蜀汉的国力能否进一步壮大 ; 三关 系到能不 能实现北进中原
,

兴复汉室的最终 目标 ; 四 关系到

能否与孙吴一起建立起新的钳形攻击曹魏的态势
。

诸葛亮北伐把主战场推向魏境
,

使司马她不

敢与之决战
,

大大地宣扬 了蜀汉国威
,

鼓舞 了蜀汉君 臣和军民振兴蜀汉的壮志
。

其预期战略 目标

虽未实现
,

但对蜀汉国力的增强
,

对主敌曹魏的防御
,

都是不 可低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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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蜀汉建兴六年 ( 2 28 年 )到建兴十二年 ( 2 34 年 )
,

诸葛亮率领十万军队对曹魏进行了历时七年的征

伐
。

对于蜀汉的北伐
,

历来有两种说法
:
一种说法是蜀汉 的北伐是为了推翻曹魏政权

,

实现收复中原的目

标 ;另一种说法是蜀汉的北伐是它处于以弱对强的地位而采取的以攻为守的策略
。

这两种说法都是孤立

的就北伐论北伐
,

没有把北伐与蜀汉的政略联系起来
,

从而不能发现北伐战略的真实意图
,

也不能完全揭

示北伐的意义
。

笔者认为
,

诸葛亮的北伐
,

是建立在夷陵战役失败后
,

蜀汉对《隆中对 》政略进行修改
,

从

而在新的政略基础上进行的
。

本文力求在这个背景下对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方针进行再认识
。

一
、

《隆中对》政略方针的修改

蜀汉的政略方针在夷陵之战以前和以后是有变化的
。

在夷陵之战以前
,

基本上就是诸葛亮在建安十

二年对刘备提出的《隆中对》
,

朱大渭先生在《 <隆中对 >与夷陵之战》一文中对这段话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

“

其内容概括起来说
,

就是为了要达到恢复汉室
,

实现统一的最终政治目的
,

必须分为两步走
:
第一步夺取

荆
、

益二州为根据地
,

改革内政
,

外结孙吴
,

积蓄经济和军事实力 ;第二步待时机到来
,

一路从荆州向洛阳
,

一路从汉中出撞关
,

以钳形攻势夺取中原
。

从此
,

((隆中对 >便成为刘备进行政治
、

军事斗争的指导思想
。 ”

文中接着分析了作为蜀 国政治军事斗争的指导思想的这个政略的缺陷
,

指 出
,

这个政略
“

对孙权方面也在

积极准备实现统一的形势认识不足
,

从而对荆州与孙吴的关系看得不透彻
,

以至把荆州作为蜀国实现统一

的一个战略据点
。

荆州在吴国经济上和向外发展上至关重要
:
从地理形势上看

,

荆州在扬州上流
,

它关系

到吴国的安危存亡
,

可以说没有荆州便没有吴国
,

所以孙吴势所必争
。 ”

川仅从蜀
、

为斗争的角度看
,

蜀国

的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是高明的
,

但两路夹击中原所牵扯的不仅仅是蜀
、

魏双方
。

要两路夹击
,

必须占有

荆州
,

而占有荆州必然会与孙吴的立国方针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

只要是蜀汉据有荆州
,

联合孙吴就是一

句空话
。

而联合孙吴恰恰又是蜀汉政略方针中不可分割的外交策略
。

这样
,

蜀 国的政略方针和战略部署

之间就陷人 了自相矛盾之中
。

可以说
,

在吴蜀夷陵之战以前
,

蜀国始终被困扰在这种矛盾之中
。

夷陵之战的失败
,

给了蜀国一个沉重的教训
,

使它的当权人诸葛亮不得不对蜀汉的政略方针作一深人

的思考
,

其结果
,

就是蜀汉政权对以前的政略方针作了局部的调整和改变
。

这一点
,

通过 以下事实可 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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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来
。

荆州问题是蜀汉夷陵之战前蜀国政略的核心
。

蜀汉政权在夷陵之战以前始终不肯放弃对荆州的占

领
,

甚至在丢失荆州以后
,

不顾一切地发动了旨在夺回荆州的夷陵之战
。

在夷陵之战以后
,

由于认识到了

自己政略中的矛盾
,

蜀汉彻底放弃了对荆州的要求
。

让我们看看发生在夷陵之战后的几件事
。

蜀汉建兴元年 ( 2 23 年 )
,

诸葛亮派使者邓芝出使孙吴
。

邓芝曾对孙权说了这样一番话
:

吴
、

蜀二国四 州之地
,

大王命世之英
,

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
。

蜀有重险之固
,

吴有三江之

队
,

合此二长
,

共为唇齿
,

进可并兼天下
,

退可鼎足而立
,

此理之 自然也
。

大王今若委质于魏
,

魏

必上望大王之入朝
,

下求太子之内侍
,

若不从命
,

则奉辞伐叛
,

蜀必顺流见可而进
,

如此
,

江南之

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

[ , 〕( , 书 )` 1 5 (邓芝 , )

邓芝这番话
,

向孙权表达了三个意思
:
第一

,

向孙权传达了蜀国政略方针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信息
,

即蜀

国放弃对荆州的争夺
,

承认吴
、

蜀两国对土地占有的现状
。

邓芝说的
“

吴
、

蜀二国四州之地
” ,

即指吴国占

有的荆州
、

扬州
、

交州
,

蜀国占有的益州
。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邓芝在分析两国地理上的优势时
,

只提了

蜀有重险之固
。

这
“

重险之固
”

可以作两层理解
,

一层是蜀国是个四塞险固之国
,

一层是
“

重险
”

指外有斜

谷
、

骆谷
、

子午谷之险
,

内有剑阁之险
。 〔’ 〕御 0( 魏纪

`

文帝黄初醉朋 》胡三省注无论哪种理解
,

都是指益州一个州
,

显然
,

蜀国承认了只 占有益州的事实
。

第二
,

分析了两国联合的必要性
。

邓芝指出
,

两国各有长处
,

只有将两国

的长处合在一起
,

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

鼎足而立
,

是指两国的生存 ;并兼天下
,

是指两国的发展
。

不论是

生存还是发展
,

两国都需要联合
。

第三
,

指出了吴魏两国不可能长久联合
。

因为吴王是
“

委质
”

于曹魏
。

所谓委质
,

即臣下向君主献礼
,

是臣下对君主的效忠献身
。

这种不平等的联合必然会使曹魏不断向孙吴提

出其难以接受的要求
。

总有一天吴国会因无法忍受而拒绝曹魏的要求
,

从而导致曹魏的讨伐
。

到那时候
,

吴国将会陷人以一敌二的困境
。

孙权当即答道
: “

君言是也
。 ”

从此两国开始恢复了以前的联合关系
。

在邓芝出使孙吴以前
,

蜀汉方面也曾先后派过宗玮
、

丁宏
、

阴化
、

费柿等人出使过孙吴
,

但吴蜀关系始终

没有实质性的改善
。

一个突出的表现
,

就是孙昊在与蜀汉通使的同时
,

仍没有断绝同曹魏的往来
。

蜀汉章武

三年 ( 2 23 年 )刘备病逝
,

孙吴派立信都尉冯熙出使蜀汉
,

吊唁刘备
。

回孙吴后
,

冯熙又被派往曹魏
。

魏文帝曹

王对他说
: “

吴王若欲修宿好
,

宜当厉兵江关
,

悬旖巴蜀
,

而闻复遣修好
,

必有变故
。 ”

冯熙回答说
: “
臣闻西使直

报问
,

且以观衅
,

非有谋也
。 ’ ,

闭 《吴书》御《吴主传》裴注引《吴书》冯熙这样说
,

固然是一种外交辞令
,

但同时也说明吴
、

蜀之

间虽有往来
,

并无信任
。

蜀汉与吴国改善关系的愿望得不到实现
,

固然与蜀国派出的外交使节人选不宜有

关
。

譬如说丁宏
,

此人虽会夸夸其谈
,

善于辞令
,

但给人以华而不实的感觉
。

再比如说阴化
,

又过于实在
,

不

善表达
,

不能充分表达蜀汉的意愿
。

2[] 《蜀书》卷 l5( 邓芝传》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

费伟是蜀国的一流人才
,

即使

在三国中
,

费伟的才干也属上乘
。

他出使孙吴的成效也不大
。

其中关键的原因在于
,

此时蜀国并没有像孙吴

表示或者暗示过任何放弃争夺荆州的意思
。

而蜀国一天不放弃对荆州的争夺
,

孙武就一天不能同蜀汉真正

改善关系
。

邓芝是诸葛亮派出的外交使节
,

他的话代表蜀汉政权的态度和主张
,

实际上是蜀汉向孙吴公开表

明不再和它争夺荆州
,

所以能使昊蜀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

可 以说
,

邓芝出使孙吴的成功
,

当然与他的外

交才干有关
,

但关键还是诸葛亮根据客观实际对蜀汉的政略方针做了重大调整
。

在邓芝出访孙吴之后
,

孙吴为了表示和蜀汉改善关系
,

也派出了张温回访蜀汉
。

张温是吴郡吴县 (治

今江苏苏州 )人
,

吴郡张氏是江东的著姓望族之一
,

张温的父亲因
“

轻财重士
,

名显州郡
” ,

张温也因
“

少修

节操
,

容貌奇伟
”

而被孙权器重
。

临行前
,

孙权一再叮嘱张温说
: “

卿不宜远出
,

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

曹氏通意
,

故屈卿行
。

若山越都除
,

便欲大构于王
。

行人之义
,

受命不受辞也
。

l,[ , 」《三国志
·

吴书》卷 l2( 张 , 传》可见

孙吴对张温此行的重视
。

孙权的态度之所以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
,

也说明蜀汉改变了对荆州的态度
。

张

温到蜀汉之后
,

给蜀汉上章说
:

昔高宗以谅暗昌殷柞 于再兴
,

成王以幼冲隆周德于太平
,

功 冒溥天
,

声贯 阁极
。

今陛下 以

聪明之姿
,

等契往古
,

总百拱于良佐
,

参列精之炳耀
,

遐迩望风
,

莫不欣赖
。

吴国勤任旅力
,

清澄

江浒
,

愿与有道平一宇内
,

委心协规
,

有如河水
,

军事凶烦
,

使役乏少
,

是 以忍鄙倍之羞
,

使下 臣

温通致情好
。

陛下敦崇礼义
,

未便耻忽
。

臣 自远境
,

及即近郊
,

频 蒙劳来
,

恩诏辄加
,

以 荣自惧
,

谏但若惊
。

谨奉所贵函书一封
。

张温这封表章
,

尽管充满了外交上的礼貌与谦恭
,

但表达了一个实质性问题
,

一个变化
,

一个感受
。

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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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质性问题
,

就是
“

吴国勤任旅力
,

清澄江浒
”

这句话
。 “

江浒
”

就是长江流域
,

就是指长江中下

游
,

当然包括荆州在内
。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

我们吴国依靠本国军民的力量
,

扫清了长江流域
,

实际上就是

再落实一遍
,

蜀国决策者是否认可了吴国对长江流域的占有
,

真正放弃了与吴国争夺荆州的打算
。

张温提

出这个问题
,

就是看看蜀国君臣作何反应
。

一个变化
,

就是张温表章一改孙吴过去对联合的冷淡态度
,

称蜀国皇帝为
“

陛下
” ,

表示承认了刘禅的

帝位
。

并称蜀帝为
“

有道君主
”

(当然是在蜀国放弃荆州的前提下 )
,

愿和他一起平定天下
。

一个感受
,

就是蜀国对他前来的重视
。 “

臣 自远境
,

及即近郊
,

频蒙劳来
,

恩诏辄加
” ,

这些恐怕不是外

交套话
,

而是事实
。

蜀汉对张温所提出的问题做出的反应是令孙吴满意的
,

两国关系从张温 回访后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就

说明了问题
。

从李严的调动问题上也可以看出蜀汉对荆州态度的变化
。

李严是蜀汉政权中很有才干的人
。

建安二

十三年 ( 21 8 年 )
,

益州发生马秦
、

高胜为首的武装起义
,

合聚部伍数万人
,

并打到资中县 (治今四川资阳

县 )
。

当时刘备正在汉中
,

朝中兵力紧张
。

李严没有向朝廷要求增兵
,

仅带领五千人便把此事平定
。

这反

映了李严的军事才干
。

正因为李严有才
,

刘备临死时
,

让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后 主
,

并让李严任中都

护
,

统内外军事
,

留镇永安
。

永安是蜀汉进攻荆州的前哨
,

刘备对李严这样安排
,

表明蜀汉此时还要夺回荆

州
。

但是
,

刘备去世以后
,

李严被诸葛亮调离永安
,

屯驻江州 (今重庆市 )
,

镇守永安的是不甚知名的陈到
。

这表明此时蜀汉已无意再和孙吴争夺荆州
。

放弃与孙吴争夺荆州
,

是蜀汉政权在夷陵之战后政略的一个重大变化
。

但是
,

蜀汉政权修正了以前的

政略
,

是不是意味着放弃了两路夹击中原的钳形攻势了呢 ? 显然不能这样认为
。

钳形夹击中原是蜀国始终坚持的战略方针
。

吴
、

蜀夷陵之战以前
,

甚至在属 国丢失荆州 以前
,

蜀汉政

权内就有以庞统
、

法正
、

赵云为首的对荆州问题的另一种意见
。

他们主张
“

蚕食雍
、

凉
” ,

占领关中
,

出撞关

以争天下
。

这种意见一直没有被诸葛亮所采纳
。

从当时的形势看
,

诸葛亮坚持钳形夹击中原是有其道理

的
。

庞统
、

法正等人的意见
,

是根据历史经验
,

走的是秦汉统一天下的老路
。

而这条老路在当时的条件下

很难走得通
。

因为当是蜀汉所面临的形势
,

既不同于秦
,

也不同于汉
。

他们的对手
,

不是各顾其利的山东

六国
,

也不是对所封之地心怀不满的各诸侯王
,

而是强大的
、

统一北方的曹操
。

这个政权在政治上
,

一开始

就占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
,

军事上拥兵数十万
,

经济上据有开发得最早的关东数州
,

要战胜这个强大

的对手
,

只凭一路军队从关中杀出恐怕很难
。

事实上
,

蜀汉放弃了与孙吴争夺荆州
,

并没放弃从东西两路夹击中原的钳形攻势
。

只不过是把东路这支

进攻中原的钳臂由自己的军队变成了孙吴
。

蜀国的邓芝出使东吴时
,

孙权说
: “

若天下太平
,

二主分治
,

不亦

乐乎 !
”

邓芝说
: “

夫天无二日
,

土无二王
,

如并魏之后
,

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
,

君各茂其德
,

臣各尽其忠
,

将提抨

鼓
,

则战争方始耳
。 ’ ,

z[] 《蜀书》卷l5( 邓芝传》两国在外交场合讨论灭曹魏以后两国的关系
,

可以看作是孙吴对配合蜀

汉伐魏已经作了口头承诺
。

公元 2 29 年
,

孙权称帝
,

蜀汉派陈震前去祝贺
,

双方约定
:
灭曹魏之后

,

天下的九

州中豫
、

青
、

徐
、

幽四州归吴
,

充
、

冀
、

并
、

凉四州归蜀
,

司州两家平分
。

双方并盟誓说
: “

自今 日汉
、

吴既盟之后
,

戮力一心
,

同讨魏贼
,

救危恤患
,

分灾共庆
,

好恶齐之
,

无或携贰
。

若有害汉
,

则吴伐之 ;若有害吴
,

则汉伐之
。

各守分土
,

无相侵犯
。 ” 〔2 (] 吴 书》御《吴主传》这可以看作孙吴对配合蜀汉伐魏已经做了条约上的承诺

。

孙吴答应与蜀汉一起伐魏
,

说明蜀汉两路夹攻中原的钳形攻势中
,

东路一只已经成立
,

在这种情况下
,

蜀汉北伐曹魏的目的显然不是攻克中原
,

而是占据关中
,

形成进攻中原的另一支钳臂
。

二
、

北伐的直接 目标是进占陇右

从蜀汉建兴六年 ( 2 28 年 )到建兴十二年
,

七年之间
,

蜀汉垂相诸葛亮带领蜀汉军队五次进攻曹魏
,

一

次防御性作战
,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北伐
。

传统的看法认为
,

这是诸葛亮北进中原的军事行动
。

从这种认识

出发
,

有人指责诸葛亮
“

空师劳旅
,

无岁不征
,

未能进咫尺之地
,

开帝王之基
,

而使国内受其荒残
,

西土苦其

役调
” ,

并说这是
“

非明智之谓
,

海内归向之意也
” 。 〔’ 〕《蜀书》卷5《诸葛亮传》裴注张俨 (瞅记

’

述佐篇》如果诸葛亮真的要在此

时兴师动众
,

北定中原
,

这种指责或许有其道理
,

但实际上诸葛亮的北伐战略不是这样
。

有的研究者看出

了这种指责没有道理
,

提出了诸葛亮北伐是一种以攻为守的战略
。

这种看法否定了北伐中原说
,

也否定了

诸葛亮北伐是不明智
、

不懂得人心归向的指责
。

但这种看法把诸葛亮北伐的最终 目的落在一个
“

守
”

字

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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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没有看到诸葛亮北伐的积极意义
。

我们认为
,

诸葛亮北伐的直接目的
,

既不是北伐中原
,

也不是以攻为守
,

而是进占陇右
,

进而占有关中
,

配置起两路进攻中原的另一支钳臂
。

这在诸葛亮的历次北伐中都体现出来
。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
,

进攻的目标就十分明显地指向陇右
。

他否定了魏延出子午谷直逼长安的主张
,

说
: “

不如安从坦道
,

可以平取陇右
,

十全必克而无虞
。 ” t ’ (] 蜀书》卷 l0( 魏延传》裴注引《魏略》诸葛亮所说的

“

坦道
” ,

就是

出阳平关
,

入魏境沮县 (今陕西略阳东 )
、

下辨 (今甘肃成县西北 )到达陇右祁山这条路
。

这条路经陇南山

地
,

走过一段高山深谷之后
,

到达沮县就开始趋于平缓
,

从沮县到祁县一段
,

还可以借汉水以通嘈运
。

诸葛

亮上表说
: “

祁山县去沮五百里
,

有民万户
,

瞩其丘墟
,

信为殷矣
” 〔4」卷20 《漾水注》 ,

说的就是这条水路
。

此次出

兵
,

诸葛亮作了周密的安排
,

分兵两路
,

一偏一正
。

镇东将军赵云
、

扬武将军邓芝所领军队为偏军
,

这支军

队不出阳平关
,

而是直接由汉中北上进人箕谷 (秦岭山谷名
,

今陕西褒城西北 )
,

扬言从箕谷进攻眉县
。

曹

魏方面闻此
,

急令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
,

驻扎在眉县
,

专门对付赵云偏军
。

当关中曹军的注意力全部集中

在赵云偏军身上的时候
,

诸葛亮率领的蜀军主力突然出现在陇右
。

史称蜀军
“

戎阵整齐
,

赏罚肃而号令

明
” ,

t ’ (] 蜀书》卷 5《诸葛亮传》迅速占领了天水郡 (治今甘肃天水市西北 )
、

南安郡 (治今甘肃陇西东南 )
、

安定郡 (治

今甘肃径川北 )
。

一时间
,

陇右五郡有三军叛归蜀汉
,

只有陇西 (治今甘肃陇西附近 )
、

广魏 (治今甘肃天水

东 )二郡不服
。

曹魏朝廷十分惊慌
,

令右将军张都率领步骑兵五万
,

前往陇右进击蜀军
。

张都率部沿关陇

通道迅速西进
,

过沂县 (今陕西陇县 ) 进人沂陇古道
,

沿此路登上陇山
,

意欲从街亭要地进人陇右
,

挫败蜀

军占领陇右的意图
。

诸葛亮一面进攻陇右未下的其他两郡
,

一面派马傻率军往街亭阻击魏援军
。

不料诸

葛亮军在陇西郡遭到魏守军的顽强抵抗
,

而马傻又将街亭丢失
,

魏援军迅速通过街亭开到陇右
。

诸葛亮军

西有陇西未降
,

东有曹魏援军上陇
,

处于被夹击的被动地位
,

只好撤回汉中
。

诸葛亮的第二次北伐是在第一次北伐失利当年的十二月
。

这次北伐没有走祁山老路
,

而是经故道出

散关
,

直逼陈仓 (今陕西宝鸡市东 )
。

这次出兵之所以没有直指陇右
,

主要有两个原因
。

第一
,

曹休在东线

与孙吴的战争遭到惨败
,

魏将张部被调往东部支援
,

关中力量虚弱
。

第二
,

当时正值十二月隆冬
,

如果出祁

山
,

一来离关中较远
,

二来汉水河道结冰
,

潜运不畅
。

但我们不可认为蜀汉这次出兵目标不是陇右
。

看一

下地图就可知道
,

陈仓的位置处于关中西端
,

在关中和陇右之间
。

占领陈仓
,

东可进兵关中
,

西可进逼陇

右
,

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

诸葛亮第三次北伐的目标仍是陇右
。

蜀汉建兴七年 ( 2 29 年 )春
,

蜀军又对魏国边境上的武都 (治今甘

肃成县西 )
、

阴平 (治今甘肃文县西北 )二郡发动进攻
。

武都
、

阴平二郡突人蜀汉境内
,

与蜀汉形成犬牙交

错之势
。

武都郡的治所下辨
,

是蜀军出祁山进攻陇右的必经之路
,

而阴平又是人蜀阴平小路的起点
。

这两

个地方
,

对于蜀汉北伐占据关陇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这次出兵
,

诸葛亮派的是将军陈式
。

曹魏雍州刺

史郭淮听说陈式攻打武睹
、

阴平二郡
,

亲自率兵救援
,

欲攻击陈式
。

诸葛亮则率军北上至建威 (今甘肃西

和县北 )
,

阻止郭淮军南下
,

郭淮自料敌不过诸葛亮
,

引军撤退
,

而陈式也攻下了武都
、

阴平二郡
。

蜀汉建兴八年 ( 2 30 年 )
,

曹魏分兵数路向汉中发动进攻
。

大将张部率军出子午谷
,

大将曹真率军出斜

谷
,

司马茹率军由西城溯汉水而上
,

数道并进
,

会攻汉中
。

诸葛亮事先做好了准备
,

一面积极进行防御
,

同

时又派大将魏延率军西人陇右
,

跳出外线作战
,

以牵制曹军的力量
。

由于曹军内部意见不一
,

再加上雨季

进人汉中的道路非常难走
,

曹军无功而返
。

而在陇右的魏延却在阳溪 (今甘肃武山县西南 )大获全胜
。

蜀汉建兴九年 ( 2 31 年 )春
,

诸葛亮第四次出兵北伐
。

这一次仍是出祁山
,

进攻的 目标仍是陇右
。

诸葛

亮率大军围困祁山
,

派部将王平另守南围
。

诸葛亮的战术是围点打援
,

引诱曹魏大军出来决战
。

曹魏主帅

司马茹看出了诸葛亮的意图
,

在吃了点小亏之后采取了不打不撤的僵持战术
。

由于粮食供给不上
,

蜀军只

好撤兵
。

蜀汉建兴十二年 ( 2 34 年 )
,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
。

这一次蜀军没有直攻陇右
,

而是沿褒斜道出斜谷进人

关中
,

目标直指离长安二百多华里的眉县
。

只是不是诸葛亮改变了进攻目标
,

不占陇右
,

准备直接占领长

安了呢 ? 当然不是
。

诸葛亮作出攻打眉县的姿态
,

有两个目的
。

第一
,

寻找曹魏关陇主力司马兹作战
。

因

为司马鼓是个军事经验十分丰富的将领
,

不打垮司马鳃的关陇主力
,

要想占领陇右
,

进占关中是不可能的
。

第四次北伐与司马鼓的较量证明
,

司马鼓很难对付
,

尤其他不打不撤的僵持战术十分厉害
。

第四次的战场

离长安很远
,

所以司马鼓能采取僵持战术
,

把蜀军拖垮
。

这一次诸葛亮把战场选择在长安西二百多里的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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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

摆出一副欲攻长安的姿态
,

逼着司马鼓 出来决战
。

第二
,

如果司马爵出不来决战
,

蜀军就在眉县一带屯

驻
,

切断陇右与关中的联系
。

陇右与关中久断联系
,

必定难以长久支持
,

蜀军就可以达到占有陇右的目的
。

我们可 以通过诸葛亮进占五丈原的举动看出这个意图
。

司马鳃曾说
: “

亮若勇者
,

当出武功
,

依山而

东
,

若西上五丈原
,

则诸军无事矣
。 ” [’ !卷 , 《宣帝纪》司马彭并没了解诸葛亮的意图

。

五丈原在今陕西岐 山县城

南二十公里处
,

是一座高约一百五十米
,

宽约一公里
,

长约五公里的平坝
。

诸葛亮为了和司马能主力决战
,

根据古人的阵法创造了适于大规模战斗的
“

八阵
”

法
,

而五丈原的地形正适于八阵作用 的充分发挥
。

诸葛

亮就是要在五丈原与司马爵决战
。

五丈原北临渭水
,

南近太白山
,

东面皆深沟
。

在五丈原北面
,

隔渭水与

北原遥遥相对
。

占据五丈原和北原
,

就控制了渭水
,

切断了陇右与关中的水上通道
。

所以
,

《地理通志 》

说
: “

五丈原高平广远
,

乃行军者必争之地
” 。

占据五丈原意图就是切断陇右与关中的联系
。

最先看出诸

葛亮意图的是曹魏雍州刺史郭淮
。

他对司马鼓说
: “

若亮跨渭登原
,

连兵北山
,

隔绝陇道
,

摇荡民
、

夷
,

此非

国之利也
。 ” 〔’ 〕《魏书》卷 26 《郭淮传》郭淮的提醒使司马彭恍然大悟

,

他急令郭淮屯驻北原
。

果然
,

郭淮到了北原
,

堑

垒还未修好
,

蜀军就前来进攻了
。

这更反映出诸葛亮切断陇右与关中联系进而占有陇右的意图
。

总观诸葛亮北伐
,

蜀军从建兴六年到建兴十二年
,

七年之间五次进攻曹魏
,

一次防御性作战
。

出第二

次战场在陈仓
,

第六次战场在渭水之滨五丈原外
,

其余都是在陇右地区
。

① 即使是第二次和第六次
,

其直

接进攻的目标也不是长安
,

而是为了切断关中与陇右的联系并寻求魏军主力作战
,

或予 以歼灭
,

或使其受

挫
,

以便孤立陇右
,

待机夺取之
。

所 以我们认为
,

诸葛亮北伐的直接目的
,

不是进攻中原
,

兴复汉室
,

而是进

占陇右
。

三
、

北伐的战略意义及评价

如果我们把诸葛亮的北伐与蜀汉的政略改变联系起来考察
,

就会对诸葛亮的北伐有一个新的认识
,

从

而发现北伐所具有的新意义
。

诸葛亮北伐的战略意义有四条
:

第一
,

它具有弥补蜀汉以前政略失误的意义
。

朱大渭先生在《 <隆中对 >与夷陵之战》一文中对夷陵之

战前的蜀汉政略事务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

由于长期在荆 州方面 的纠缠
,

还失去 了夺取关中的好机会
。

建安十三年 ( 2 08 年 ) 赤壁战

后
,

刘备为夺得整个荆 州
,

长期在这方面周旋
,

到建安十六年 ( 2 21 年 )底才进兵益州
。

他建安

十九年 ( 21 4 年 )夺得益州后
,

又不 立即北上攻取汉 中和关
、

陇
,

建安二十年 ( 21 5 年 )夏天又回

兵争夺荆州
。

正是在这一段相 当长的时期 内
,

曹操把主力放在进攻关中和汉中方面
,

建安二十

年 ( 21 5 年 )五月彻底打败 了马超
、

韩遂等的势力
。

刘备如果不是死死缠着荆 州
,

那么他夺得益

州的时间定会提前
,

随后主力北上
,

就会与曹操差不 多同时夺取关 中
,

自己的主力就不是与孙

权而是与曹操针锋相对了
。

即使夺取益州的时间不提前
,

而在夺取益州后迅速北上
,

也可能先

于曹操夺得汉中
。

当时关中诸将尚未全败
,

如果刘备以
“

甚得 羌胡心
”

的马超为先锋
,

继 以 大

兵
,

并联合孙权在襄
、

樊或合肥方 面 出击
,

这样
,

自己主力始终集中
,

又有孙吴为援
,

是曹操在关

中立脚未稳的情况下两面 受敌
,

自己夺得关中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

果真如此
,

三国的局 面将会
改观

。 〔, ]

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
。

夷陵之战后
,

蜀汉 的政略发生了部分改变
,

在新的政略方针下
,

诸葛亮为了建

立起新的钳形攻击中原的态势
,

频频对陇右发动进攻
,

显然是意识到了以前的失误
,

不顾一切地想把以前

的损失弥补上
。

第二
,

诸葛亮的北伐成功与否
,

关系到蜀汉的国力能否进一步壮大
。

毫无疑问
,

与曹魏国力相 比
,

蜀汉显然是很弱的
,

从地域看
,

曹魏占有青州
、

冀州
、

充州
、

州
、

幽州
、

雍州
、

凉州
、

司州
、

并州
,

而且还分占了东吴荆州
、

扬州各一部分
,

而蜀汉仅据有益州一地
。

从人 口上看
,

(( 通典》

卷 7《食货
·

历代盛衰户口 》这样记载 :

三 国鼎立
,

战争不 息
,

及平蜀
,

得户二十八万
,

口 九十 四万
,

带甲将士十万两 千
,

吏四万
。

通

计户九十四万三千四 百二十三
,

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 百八十一
,

除平蜀所得
,

当 时魏氏唯有

① 第四次为防御战
,

主战场在汉中
,

但未发生战争
,

而配合主战场的外线作战仍在陇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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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
,

口有四 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

这个记载的准确性
,

后人有所怀疑
。

但用它作为魏
、

蜀人 口比较的参照
,

无疑是可信的
。

蜀汉人 口 94

万
,

曹魏人口 44 3 万
,

魏国人 口约为蜀汉人 口的五倍
,

这种力量的悬殊一 目了然
。

地广则物博
,

人多则兵

多
。

以此两点将魏蜀两国对照
,

其强弱之分不言而喻
。

在这种情况下
,

蜀汉欲寻求自强之路
,

不外有两条
:

一是挖掘自身潜力
,

二是开疆扩土
,

向外发展
。

进占关陇
,

则是诸葛亮对外开拓以求自强的努力
。

关陇地区对于蜀汉国力的增强确实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陇右自古以来就是个出勇将强兵的地方
。

《汉书》卷 2 8《地理志》上说
: “

安定
、

北地
、

上郡
、

西河
,

皆迫

近戎狄
,

修习战备
,

高上气力
,

以射猎为先
。 ”

陇右之地
,

地近匈奴
,

边塞战争频繁
,

故那里的人民崇尚武功
,

晓勇漂悍
,

此种风俗
,

历经数百年
,

至隋唐仍是如此
。

唐人魏征所撰《隋书》卷 2 9《地理志》在谈到陇右地

区风俗时说
: “

地接边荒
,

多尚武节
。 ”

汉武帝时
,

成立
“

期门军
”

和
“

羽林军
” ,

其战士大多都来自陇西
、

天

水
、

安定
、

北地
、

上郡
、

西河
“

六郡良家子
’ , 。 〔̀ ]卷2S 《地理志》及颐师古注西汉时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

: “
山东出相

,

山西

出将
。 ”

e1[ 粉
《赵充国传赞》这里的山东

、

山西不是今天的地理概念
,

而是指蜡山 (在今陕县与绳池县交界处 )
,

以

东和蜻山以西
。 “

出将
”

的山西
,

即指关陇
,

而在关陇地区的陇右
,

从汉至三 国以来
,

确实出了不少名将
。

如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有飞将军李广
、

赵充国等人
。

李广是陇西成纪 (治今甘肃静宁县西南 )人
,

赵充国

是陇西上邦 (治今甘肃天水市 )人
,

均属于陇右地区
。

三国时
,

曹魏方面的庞德
、

蜀汉方面的马超
、

姜维都

是陇右人
,

也都是当时有名的战将
。

陇右地区兵强将勇
,

民风强悍
,

这对于需要转弱为强的蜀汉政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

刘备入蜀
,

即得

马超
,

但由于重点放在荆州
,

没能使马超在陇右发挥作用
。

当蜀汉需要马超发挥作用时
,

马超又不幸去世
。

诸葛亮首出祁山
,

得陇右人姜维
,

这对于进占陇右
,

以陇右之兵壮大蜀汉军事力量无疑是如虎添翼
。

陇右不但有强兵勇将之源
,

还是战马的产地
。

汉代史书记载
,

凉州
“

习俗颇殊
,

地广民稀
,

水草宜畜

牧
,

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 。

6[] 卷28 《地理志》北魏统一北方后所建立的河西牧场
,

主要包括陇右地区
。

河西牧场

畜牧业兴旺时
,

有马 2 00 余万匹
,

骆驼 100 余万匹
,

牛羊则无数〔’卿
’ 。《食货志》 。

北魏中军数十万骑兵用 马
,

主

要就是靠陇右地区供给的
。

至隋唐时
,

史书记载陇右的地理风俗仍说
: “

尚俭约
,

习仁义
,

勤于稼墙
,

多畜

牧
。

,,[ ’ ]卷9(z 地理志》从西汉至隋唐
,

陇右地区一直以畜牧发达著称
。

这对诸葛亮所在的蜀汉意义不亚于兵源
。

诸葛亮北伐
,

主要是与曹兵展开陆战
,

以后出关东进
,

更是在平原陆地作战
。

为此
,

蜀汉不仅需要强大的步

兵
,

而且还需要强大的骑兵
。

陇右还是一个大产粮区
。

从西汉时起
,

朝廷就在这里移民实边
,

广开屯田
。

陇右之俗
, “

勤于稼稿
” ,

说明这个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农业
。

三 国时
,

曹魏大将夏侯渊讨平陇右
,

还击武都郡
,

收氏人之谷十余万

解
。

z[] 《魏书》御《夏侯渊传》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失利后
,

担心刘备占领汉中后取武都
,

利用那里的少数民族力量

进逼关中
,

问张既有何良策
。

张既献计说
: “

可劝武都氏人
,

让他们北上就谷以避贼
,

对先北上者厚加宠

赏
,

则先者知利
,

后必慕之
。 ” 〔2 ]《魏书》都 5《张既传 》结果

,

曹操撤出汉中后
,

将武都氏人五万余落迁到扶风
、

天水地

区
。

曹操将他们迁到天水
、

扶风
,

对他们加以利诱的内容之一就是北上就谷
,

可见天水
、

扶风地区比武都产

粮要多
。

这种记载是可信的
。

因为曹操控制了关陇地区之后
,

在陇右地区采取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
。

为了安定陇右民心
,

曹操曾让军中陇右籍的将吏放假回家
,

让他们
“

治屋宅
,

作水雄
” 。

川《魏书冷巧 《张既传》水雄

就是利用水利进行粮食加工的器械
,

可见陇右产粮丰富
。

魏明帝时
,

徐邀任凉州刺史
, “

广开水田
,

募贫民

佃之
,

家家丰足
,

仓库盈溢
。 ”

2[J 《魏书》彻《徐遨传》

除了军事上
、

经济上 的意义以外
,

陇右对于进攻关中还有地理上的优势
。

从汉中直攻关中
,

要走幽谷

栈道
,

军粮转运十分困难
,

而从陇右进攻关中
,

水路有渭水顺流而下
,

陆路有关陇古道直达关中
,

没有什么

天然屏障
。

强兵悍将
,

战马利兵
,

粮食充盈
,

这些无疑都是国家实力的标志
。

因此
,

占有陇右
,

将使蜀国在上述三

方面的实力大增
,

而且又具有东进的地理优势
,

将会建立起对曹魏产生极大威慑力的攻击态势
。
①

第三
,

诸葛亮的北伐成功与否
,

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北进中原
,

兴复汉室的最终目标
。

① 关于占据陇右对蜀汉兵员
、

战马
、

粮食等方面的意义
,

参见史念海《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 )
。

载于 《河山集 》
,

三联书店 19 63 年 9 月

第一版
。



梁满仓
:

《隆中对》的政略修改与诸葛亮北伐的战略方针

诸葛亮北伐的直接目的
,

首先不是要北进中原
,

兴复汉室
。

虽然他说要北定中原
,

攘除奸凶
,

兴复汉

室
,

还于旧都
,

但我们知道
,

这不过是借以号召天下的 口号和旗帜
。

诸葛亮北伐的直接战略意图
,

是占据陇

右
,

再图关中
,

为将来北定中原打好基础
。

面对曹魏从长安
、

陇右两个军事据点对付从汉中北上蜀汉军队

的形势
,

蜀汉只有先夺取陇右
,

切断魏军右臂
,

巩固汉中至陇右一线
,

再东进向长安推进
,

方无后顾之忧
。

历史上不乏从观众东进取得中原 的事例
。

三代时的姬周
、

春秋战国时的秦国
、

西汉高祖刘邦
、

十六国

时的符秦
、

北朝后期的北周
,

都是从关中东出占领中原或统一天下的
。

当然
,

每一个从关中成功的事例
,

都

有它内在的经济的
、

政治的
、

军事的
、

文化的具体条件
。

但是
,

关中确实也有它的优势
:
它有等待时机的条

件
,

若东出的时机不成熟时
,

可以用关河为阻
,

闭关待时 ;它有不失时机的有利条件
,

因为它离关东很近
,

可

以密切注视关东形势的变化
,

及时掌握对方的各种信息 ;它有支持闭关自守的经济条件
,

关陇地区经过长

时间的开发
,

至三国时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经济区
,

关中渭水流域素为农业经济发达地区
,

即使

闭关 自守
,

也可获得经济上的支持 ; 它有进攻中原的地理条件
,

从关中人中原
,

几乎没有什么天险
,

渔关天

险对中原西进是个屏障
,

对关中东进却是个随时可开启的大门
。

进攻中原固然需要东西夹击
,

但东路这支钳臂已经不是蜀汉自己
,

而是东吴
,

对于蜀汉来说
,

进攻中原

只有出关中一途了
。

如果不能取得陇右
,

就很难占领关中
,

不能占领关中
,

还谈什么北定中原 !

第四
,

北伐的成功与否
,

关系到能否与孙吴一起建立起新的钳形攻击曹魏的态势
。

蜀汉在夷陵之战失败后
,

调整了以前的政略
,

放弃了与孙吴争夺荆州
,

以寻求东吴在东线的支持与配

合
。

可以说
,

这是一个新的钳形夹攻中原的战略计划
。

钳形的一臂是蜀汉 自己
,

另一只钳臂是盟友孙吴
。

这支
“

钳子
”

虽然不如以前设计的那样运用 自如得心应手
,

但在当时却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

孙吴这支钳臂

是否配合得好
,

取决于蜀汉与东吴联盟 的巩固程度
,

取决于蜀汉自己壮大的程度
,

也取决于蜀汉与曹魏势

力抗衡的力度
。

事实上
,

诸葛亮一次次率兵北伐
,

声震陇右
,

攻取曹魏郡县
,

斩杀曹魏战将
,

使魏军统帅司

马茹畏首畏尾
,

充分显示 了自己的力量
。

这对 自己的盟友孙吴也是个鼓舞
。

因而
,

吴
、

蜀两国加强了配合
,

在与曹魏抗衡中使联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蜀汉的数次北伐
,

都得到了孙昊在东线的呼应与配合
。

早在诸葛亮积极准备北伐的建兴四年 ( 2 26 年 )
,

孙权就开始了对曹魏的进攻
。

孙权亲率五万大军攻

打曹魏江夏郡
,

同时又派诸葛瑾进攻襄阳
,

派别将进攻寻阳
。

在诸葛亮第二次北伐的前夕
,

孙权又在石亭

战役中设计大败曹休
,

斩杀和俘虏万余人
,

缴获牛马骡驴车乘万辆以及几乎全部军资器械
。

若不是贾速轻

军兼程及时增援
,

曹休军有可能全军覆没
。

蜀汉建兴八年 ( 2 30 年 )
,

在曹魏向汉中大举进兵遇阻撤军后不

久
,

孙吴在东线又向曹军发起了进攻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在蜀汉建兴十二年 ( 2 34 年 )
,

诸葛亮第五次北

伐时
,

孙吴也出兵大举攻魏
。

这次出兵分三路
:
西路军由陆逊

、

诸葛瑾率领
,

约万余人
,

由江夏
、

夏口进攻
_

襄

阳
。

东路军由孙韶
、

张承率领
,

约万余人
,

进攻广陵之淮阴 (今江苏淮阴市西南 )
。

孙权亲率 10 万大军为

中路
,

进攻合肥新城
,

以吸引魏国援军
,

围点打援
。

3j[ 御
2 ( 。 纪

·

明帝
献碑

》

总观东吴对曹魏的这些进攻
,

都是在诸葛亮北出关陇战役的前后
。

由于东
、

西两条战线没有统一的指

挥
,

从而影响了配合的效果
,

但孙吴配合诸葛亮北进的意图是明显的
。

同时
,

诸葛亮也经常把北伐的情况向东昊通报
。

第一次北伐失败后
,

诸葛亮给其兄诸葛瑾写信说
:

前赵子龙退军
,

烧坏赤崖 以北阁道
,

缘谷一百余里
,

其阁梁一头入 山腹
,

其一 头立柱于水

中
。

今水大而急
,

不得安柱
,

此其穷极不可强也
。

4[J 韧 《 , 水上》

不久
,

又写第二封信给诸葛瑾
,

说
:

项 大水幕出
,

赤崖以南桥阁悉坏
,

时赵子龙与邓伯 苗 (邓芝 )
,

一戍赤崖 屯田
,

一戍赤崖 口
,

但得缘崖
,

与伯苗相联而 已
。

4[] 粗
7 《 , 水上 》

在诸葛亮准备进攻陈仓前
,

又写信给诸葛瑾说
:

有绥 阳小谷
,

虽 山崖绝重
,

澳水纵横
,

难 用行军者
,

逻候往来要道通人
。

今使前 军祈治 此

道
,

以向陈仓
,

足 以扳连贼势
,

使不得分兵 东行者也
。

川扣
7`渭水上 》

建兴十二年 ( 2 34 年 )
,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
,

兵驻五丈原
,

还给东吴西陵都督写信说
:

仆前军在五丈原
,

原在武功西十余里… … 马家在武功 东十余里
,

有高势
,

攻之不便
,

是以留

耳
。

t 4 ]卷 ,` (渭水 中 )

这些事实说明
,

蜀汉的北伐
,

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

取得 了东吴盟友的支持与配合
,

使得吴
、

蜀联盟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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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发展
。

纵观诸葛亮七年北伐
,

除街亭失利损失少量兵卒
,

拔西城千余家还汉中外
,

在以后长期征战中
,

不仅没

有损兵折将
,

而且第三
、

第四两次北伐均打了胜仗
,

还夺得了魏国的土地人民
,

仅武都郡所领有二万余户
,

八万余口 [,] 《郡国
耗

》 。

在两次因粮尽退军途中
,

又击杀魏名将二人
。

其所得武都
、

阴平二郡
,

地处蜀汉西北

边睡
,

既可北上陇右
,

又为汉中左臂
,

有利蜀汉北部边境的防守
。

建兴八年 ( 2 30 年 )
,

诸葛亮在防御战中
,

派魏延外线作战
,

就是从武都北上在阳溪 (今甘肃武山县西南 )大败郭淮魏军的
。

后来
,

姜维
“

数率偏军西

人
” ,

也是从武都
、

阴平北上的
。

如延熙十年 ( 2 47 年 )
,

出陇西 (治今甘肃陇西 )
、

南安 (治今甘肃陇西西

南 )
、

金城 (治今甘肃兰州市东 )
,

胡王治无戴降
,

徙其部落以还
。

十二年 ( 249 年 )复出西平 (治今青海西

宁 )
。

十六年 ( 2 53 年 )围南安
。

十七年 ( 2 54 年 )复出陇西
,

魏狄道 (今甘肃临挑 )长举城降
。

姜维大败魏

军
,

拔河关 (今甘肃临夏县西 )
、

狄道
、

临挑 (今甘肃崛县 )三县民居于绵竹
、

繁县
。

十八年 ( 2 55 年 ) 出狄道
,

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干挑西 (指挑水以西
,

即今兰州市西南 )
,

杀敌数万人
。

最后魏军战蜀
,

姜维表后主
:

“

闻钟会治兵关中
,

欲现进取
,

宜并遣张翼
、

廖化督倾军分护阳安关 口 (指阳平关 )
、

阴平桥头 (指阴平险

道 )
,

以防未然
。 ’ ,

2[] 《 , 书》御 4《姜维传》由于黄皓专权
,

置维表于不顾
,

致使邓艾偷渡阴平
,

蜀汉灭亡
,

由此可见
,

阴平
、

武都二郡对蜀汉北部边防的重要战略地位
。

更为重要的是
,

诸葛亮率卒十万
,

对抗魏国名将司马茹二十万大军
,

以弱小的蜀汉抗衡强大的魏国
,

县
屡次主动进攻

,

接连取胜
,

把主战场推向魏境
。

司马茹不敢与之决战
,

连魏国臣僚皆说
: “

公畏蜀如虎
,

奈

天下笑何
。 ”

《通鉴
·

魏纪》明帝太和五年 ( 2 31 年 )胡《注》称 : “

筋实畏亮… …及进而不敢战
,

情见势屈
,

为

诸将所笑
。 ”

这就大大地宣扬了蜀汉国威
,

鼓舞了蜀汉君臣和军民振兴蜀汉的壮志
。

因而诸葛亮北伐其预

期战略目标虽未实现
,

但对蜀汉国力的增强
,

对主敌曹魏的防御
,

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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