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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寿的《三国志》关于诸葛玄的记载太简略了，袁晔的《献帝春秋》中关于诸葛玄的记

载不但与《三国志》不矛盾，而且还能对其进行一些细节上的补充。诸葛玄任豫章太守确实是袁

术所任命的，汉献帝兴平二年(195 年)诸葛玄在背弃袁术归依刘表后，派人护送诸葛亮等侄子侄

女到达荆州，而自己仍留在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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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诸葛玄之死，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病死于荆州，一种是被杀于西城。前一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

《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

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

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1］

这个记载并没有明确记载诸葛玄之死，只记载了他在受到朱皓的攻击后前往荆州依附刘表，于是人们根据

这个记载便作如下推论，既然诸葛玄很早就到了荆州，史书上又没有他到其他地方的记载，所以他一直呆在

荆州，直到生病而死。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推论，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后一种说法主要是根据《诸葛亮传》
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

初，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

从扬州刺史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1］

这个记载明确地提供了诸葛玄的死因是被反民所杀，并且死亡的时间和地点记载的都十分明确。然而相信

这个记载的人并不多，原因是人们认为《献帝春秋》是一本不经之书，“多传闻异词”［2］《武帝纪·兴平元年》，而《三国

志》的作者陈寿是著名的史学家，史书上说他“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丘明即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

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3］《陈寿传》及史臣曰因此，大多数人宁愿相信

陈寿的记载。然而笔者认为，重新探讨诸葛玄之死很有必要，因为这段历史不仅对少年时代的诸葛亮的成

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还这牵扯到如何认识当时的形势，如何评价《献帝春秋》这本书，如何看待《三国志》与

《献帝春秋》两个不同记载的关系，如何理解《三国志》记载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笔者愿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以就正于方家。
一、诸葛玄任豫章太守的政治背景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诸葛玄是接

受了袁术的任命而去豫章郡任太守的。从诸葛玄来看，当时他所居住的临沂属徐州，而徐州正经受着曹操

复仇式的进攻，诸葛玄正想领着家人躲避战乱。从袁术这方来看，也有他自己的打算。袁术与其从兄袁绍

不和，就在他请诸葛玄的前一年(192 年)，扬州(治今安徽寿县) 刺史陈温病死，袁绍派袁遗领扬州刺史，不

料遭到袁术的截杀。袁遗败走，被乱兵所杀。袁术任陈瑀为扬州刺史。第二年春天，袁术被曹操、袁绍打

败，向九江郡(治今安徽寿县) 方向败退。而扬州刺史陈瑀竟派兵拒不让袁术入境。袁术便在淮北大集兵

力，攻打寿春(即今寿县)。陈瑀敌不住，弃城而逃。袁术占据寿春，自领扬州，兼称徐州伯。袁术占领淮南

后，急需扩充地盘，扩大实力，邀请诸葛玄任豫章太守，便出于这种需要。
诸葛玄出任豫章郡太守，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形势。当时天下大乱，豪强并起，中央朝廷的权威已不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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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除了朝廷任命地方行政长官外，有的地方豪强也自己任命行政长官，有的就干脆自己任命自己。诸葛

玄豫章太守的职位就不是朝廷任命，不但诸葛玄的官职不是朝廷任命，就连任命诸葛玄的袁术的官职也不

是朝廷任命。当时，朝廷任命的扬州刺史并非袁术，而是刘岱的弟弟刘繇。但袁术已经占据了寿春(扬州治

所)，刘繇不敢与袁术硬抗，便被吴景、孙贲迎到曲阿。但是，刘繇并不信任吴景、孙贲，认为他们是袁术所任

命，又是孙策的亲戚，害怕有朝一日被其所并。所以，刘繇到达曲阿以后不久，便将吴景、孙贲二人赶到历阳

(今安徽和县)，并派樊能屯驻横江渡口，张英屯驻当利渡口，以抵御吴、孙二人的反攻。袁术知道消息后，立

即组织力量反攻，争夺江东地区的战斗由此展开。汉献帝兴平二年(195 年)，即诸葛玄到达豫章的第三年，

孙策接受了袁术的派遣，向刘繇发起了进攻
［1］《吴书》卷1《孙策传》裴注引《江表传》。他至历阳，打败了把守在长江对岸的

樊能、张英二人，接着又攻下刘繇建于牛渚的营地，夺得大量的粮谷和武器装备。然后又攻下秣陵县( 今江

苏江宁南)、湖熟县(今江苏江宁东南)、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兵锋直指曲阿。刘繇组织兵力，与孙策在

曲阿决战，被孙策打败，逃到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丹徒离曲阿并不远，仍有被孙策攻击的危险。若想开

辟新天地，刘繇必须选择一个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地区。刘繇想到会稽(治今浙江绍兴) 去。谋士许劭说:

“会稽富实，策之所贪，且穷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连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贡献，与曹兗州

相闻，虽有袁公路隔在其间，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济。”［1］《吴书·刘繇传》裴松之注引袁宏《汉纪》许

劭不主张到会稽而主张到豫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豫章北连豫壤，西接荆州，与曹操、刘表联系方便，可以得

到他们的支持。可见刘繇与曹操、刘表等人的关系是紧密的。
刘繇南下豫章，决定了已在豫章的诸葛玄必然受到攻击的命运。从派别分野角度看，诸葛玄属于袁术

一派，而刘繇是袁术的对立面，他决不会让诸葛玄在豫章稳坐太守宝座的。早在刘繇南下豫章前，东汉朝廷

就派一个名叫朱皓的人担任豫章太守。但那时诸葛玄已至豫章上任，想作太守就得把诸葛玄赶下台。然而

朱皓除了一纸委任诏书之外两手空空，只得求助于刘繇。刘繇也正想把袁术势力逐出豫章，便借给朱皓一

些兵。朱皓领兵攻打诸葛玄，诸葛玄敌不住，退保西城(在豫章郡，治南昌西)。
二、《献帝春秋》关于诸葛玄的记载是可信的

《献帝春秋》记载:“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按照这个记载，则诸葛玄一直到建安二

年(197 年)还呆在西城。《献帝春秋》所说可信程度怎样? 我们还是先看看它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吧。
《献帝春秋》的作者是三国孙吴人袁晔，是袁迪的孙子。袁迪在世时，与陆瑁的关系很好，《三国志·吴

书》卷 12《陆瑁传》记载:“陈国陈融、陈留濮阳逸、沛郡蒋纂、广陵袁迪等，皆单贫有志，就瑁游处，瑁割少分

甘，与同丰约”。陆氏与诸葛氏的关系又很密切。据史籍记载，诸葛瑾在南郡任官时，有人秘密向孙权告发

说诸葛瑾私通刘备。陆瑁的哥哥陆逊立刻上表保明诸葛瑾没有此事
［1］《吴书·诸葛瑾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这件事可

以证明陆氏与诸葛氏的关系非同一般。姚振宗评价《献帝春秋》说:“晔祖迪与张紘过江，当在献帝初年，下

至吴亡，凡九十余年。晔生长于吴，所作多传闻异词，其人或未尝入晋。”［2］《武帝纪·兴平元年》袁迪至袁晔在孙吴生

活了九十多年，因此，袁迪很可能通过陆氏了解诸葛瑾家族的事情，并将听来的事情告诉了袁晔。这是《献

帝春秋》记载诸葛家族材料可信的第一个理由。卢弼对《献帝春秋》的评价是:“袁氏书虽不经，颇资异闻，

《通鉴》亦采之。”［2］《武帝纪·兴平元年》《资治通鉴考异》在很多地方引了《献帝春秋》的记载。卢弼说这是因为它

“颇资异闻”，其实也不仅仅如此。众所周知，《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有很深的史学修养，很高的史学才

华，很严谨的治学态度。他对《献帝春秋》的态度也说明了这本书的史料价值。这是《献帝春秋》记载诸葛家

族材料可信的第二个理由。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也大量引用了《献帝春秋》。例如袁绍反对董卓废

少立献的记载:

卓欲废帝，谓绍曰:“皇帝冲闇，非万乘之主。陈留王犹胜，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痴，亦知

复何如，为当且尔;卿不见灵帝乎? 念此令人愤毒!”绍曰:“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

戴之来久。今帝虽幼冲，未有不善宣闻天下，公欲废适立庶，恐众不从公议也。”卓谓绍曰:“竖子!

天下事岂不决我? 我今为之，谁敢不从? 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绍曰:“天下健者，岂唯董公?”引

佩刀横揖而出。
这与裴松之的记载在根本上是没有出入的，细节上入微的描写，正对《三国志》是个很好的补充。这是《献帝

春秋》记载诸葛家族材料可信的第三个理由。
基于以上三个理由，笔者认为，《献帝春秋》是一部可以相信的有价值的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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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理解《三国志》和《献帝春秋》不同的记载

为了更好的理解两个记载，我们再把《三国志·诸葛亮传》和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放在一起比较一

下。《三国志·诸葛亮传》说:

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

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
《献帝春秋》说:

初，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

从扬州刺史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而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
关于诸葛玄任豫章太守及以后的情况，陈寿的《三国志》与袁晔的《献帝春秋》有两个地方似乎存在着矛盾:

第一，诸葛玄任豫章太守，《三国志》说是袁术任命的，《献帝春秋》说是刘表任命的。第二，诸葛玄是朱皓一

来即跑到荆州，还是一直在豫章呆到建安二年? 《三国志》与《献帝春秋》的说法似乎是不同的。
毫无疑问，《三国志》的记载是应当相信的，但遗憾的是《三国志》的记载太简略了。而当我们把《献帝春

秋》作为一种有参考价值的异说传闻去对待去分析时，就会发现《献帝春秋》中所传递的某些信息，不但与

《三国志》不矛盾，而且还能对其进行一些细节上的补充。
诸葛玄任豫章太守确实是袁术所任命的，但《献帝春秋》根据什么传闻说成是刘表所任命呢? 这里就传

递出一个重要信息，诸葛玄的立场发生了一个大转变，由袁术一方转到了刘表一方。这个转变，大约就发生

在刘繇攻破笮融前后。
有两件事可以作为上述信息的佐证。
第一件事是袁术称帝野心的暴露。《后汉书·袁术传》记载:“兴平二年冬，天子播越，败于曹阳。术大

会群下，因谓曰:‘今海内鼎沸，刘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何如?’众莫敢

对。”［4］
众人不回答，实际上就是一种不赞成态度。这件事袁术的许多部下及同盟者都知道，诸葛玄也一定

听说了。无论是从家学、家风角度，还是从士人的普遍心里反映，诸葛玄都会对这种僭越企图深恶痛绝。此

时，正值笮融、朱皓、刘繇互相攻伐，诸葛玄非常清楚，无论谁胜，都会把他当作袁术的势力加以逐除。是继

续依附袁术和他们作对，还是脱离袁术以求新的发展，诸葛玄毅然选择了后者。
第二件事是刘繇停止了攻打诸葛玄。刘繇是汉献帝兴平二年(195 年) 打败笮融的。建安三年(198

年)，刘繇病死时，手下还有士众万余人。［5］《汉纪·建安三年》刘繇并非没有力量攻打诸葛玄，然而从 195 年到 197
年诸葛玄被反民所杀，刘繇与诸葛玄竟相安共处两年多。我们知道，刘繇与袁术是政敌，与刘表是盟友。只

有诸葛玄公开宣布脱离袁术归依刘表，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诸葛玄既然脱离袁术，就不会再说自己豫章太

守之职是袁术所署，而是称刘表所任。所以刘表署诸葛玄为豫章太守之说不无依据。《献帝春秋》作为传闻

异词，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一开始就说成刘表所署固然错误，但它传递的诸葛玄背袁归刘的信息无疑是正

确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说，诸葛玄与刘表有旧，“往依之”，这是历史事实。问题是如何理解“往依之”
这三个字。抛弃豫章，带领侄儿侄女前往荆州固然是“往依之”，然而，自己留在豫章，派人护送侄子侄女到

荆州，并致归依之意，难道不也是“往依之”吗? 想当初，诸葛玄被朱皓所攻，退守西城，他据城与之对峙，也

没有离开豫章郡。笮融、朱皓、刘繇打得那样热闹，他也没有离开豫章郡。现在脱离了袁术，不再作为刘繇

的敌人而被攻击，他为什么要离开豫章呢?

将侄子侄女送到荆州，已经为他们提供了安定的栖息之地。自己留在豫章，又避免了全家寄人篱下的

窘境，会使刘表待子侄们更好，使子侄们更安全。
更重要的是，诸葛玄留在豫章，还有发展的余地。当时豫章北有袁、曹雄据，东有孙策拓土，西有刘表稳

坐，而唯一的发展方向就是南方。留在豫章，就可以西以刘表为援，伺机向南发展。
基于以上三点理由。我们认为，在汉献帝兴平二年(195 年)，诸葛玄在背袁归刘后，派人护送侄子侄女

到达荆州，而自己仍留在西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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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湖北文理学院余鹏飞教授认为:也有可能是诸葛玄亲自把他们送到荆州牧刘表手里，然后又返回西城。这样一来既可拜访旧友，拜托

请刘表对其多加关照;又可来安排他们日后的生活，便于打开场面使诸葛亮与刘表家族及襄阳众多豪族取得联系以得到友持，这样日后诸葛亮

的两个姐姐嫁与蒯家与庞家，自己与黄承彦的女儿联姻，以及与刘表长子刘琦亲密关系等等情况的出现都是必然的，也是众人可以理解的。这

是对笔者所解释的“往依之”具有完善意义的补充。



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于初平四年(193 年) 到达豫章(今江西南昌) 后，不久就被朱皓的军队赶到西城，

他算是亲身体验了战争的残酷性，也更加对分裂战乱局面更加深恶痛绝。这段经历对于他日后兴复汉室恢

复统一的志向的确立具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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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of for That Zhuge Xuan Died in Xicheng

LIANG Man － cang

( Institute of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Ｒecords about Zhuge Xuan in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by Chen Shou were too brief，and the
records about Zhuge Xuan in Xiandi Chunqiu by Yuan Ye gave some detailed supplements． As a matter of fact，
Zhuge Xuan was appointed as prefecture chief by Yuan Shu in Yuzhang，however，he betrayed Yuan Shu and paid
allegiance to Liu Biao in 195，and sent someone to escort Zhuge Liang and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Jing Zhou，

leaving him by himself in Xi Cheng．
Key words: The Three Kingdoms; Zhuge Xuan; Zhuge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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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Advantages of Productive Ｒecitation Based on Key Words Schema

WANG Xiao － 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Xiangyang 441053，China)

Abstract: Many English learners had once a bittersweet experience in text recitation，which came from their com-
mon understanding that text recitation equals rote － learning． To solve the problem，this paper offers a new method，

Productive Ｒecitation Based on Key Words Schema． This method takes lexical chunks as key words in reciting． U-
sing pictures replace lexical chunks to produce visual images in mind． Use mind mapping as the tool to manage lex-
ical chunks and the reciting． All these plus with the visual and listening input，help make reciting more enjoyable
and simplify the recitation． The cognitive advantages of the new method are obvious． Lexical chunks can help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ords and grammar． Mind mapping is useful in building text schema． The two as a whole can help
improve memory． Applying the new method can inspire learners’imagination and develop their ability of autono-
mous learning．
Key words: Text Ｒecitation; Mind mapping; Lexical chunks; Keywords Schema; Visu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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