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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字孔明
,

人称卧龙
,
徐州琅邪 国阳都县 ( 今山东沂南县 ) 人

,

三国时期杰出

的政治家
、

军事家和外交家
。

诸葛亮品德高尚
,
格守诺言

,
扶弱抑强

,

忠于职守
,

在他

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高尚
、

智慧
、

勤劳
、

勇敢的品格
,
赢得了世世代代 人 们 的 敬

仰
,

成为家喻户 晓的历史人物
。

在历史小说 《 三国演义 》 中
,
诸葛亮之忠诚与曹操之奸

诈
,
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两人是一对一正一反互相衬映的历史人物
。

尽管历史的本

来面 目
,

诸葛亮并不如是之好
,

曹操也不如是之坏
,

但历史的大节却是曹操 要 谋 纂 汉

室
,

诸葛亮要兴复汉朝
,
这一奸一忠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

本文在结语中将两人作一些

比较
,

应当是有意义的
。

一 以兴灭继绝复兴汉室为已任

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 四年
,
死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

, 即公元一八一 至 二 三 四

年
,
享年五十四岁

。

他出生的第四年
,

公元一八四年就爆发了黄巾大起义
。

公元一九O

年
,
关东诸侯起兵讨董卓

,
天下分裂

,
军阀割据混战了三十多年

,

到公元二二O 年曹王

称帝建魏
,

二二一年刘备称帝建蜀
,
二二二年孙权称吴王建元

,

天下三 分
,

才 走 向 了

相对的统一
。

诸葛亮就是在这干戈扰攘的乱世中涌现出来的一位不凡的政治家
。

可与曹

操
、

刘备
、

孙权三个开国之主相提并论
。

在引导历史走向三分的人谋因素中
,
诸葛亮是

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

公元二O 七年
,

刘备三顾草庐
,
请计于诸葛亮

。

诸葛亮精辟地 分析了天下的形势
,

提出了统一天下
,

应走鼎足三分
,

联孙抗曹的道路
,
这就是著名的 《 隆中对策 》

。

这是

诸葛亮为刘备提出的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
,

也是诸葛亮一生行动的纲领
。

从

此刘备的事业才出现了转机
,
终于建立了蜀汉政权

。

事势的发展证明了诸葛亮的伟大预

见
,

他无愧于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战略家
。

诸葛亮提出隆中路线
,

时年二十七岁
,

正当年少有为之时
,

他不北走曹操或南归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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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
。

〔 六 O 〕 “
暂疑竹逞

,

真成柳泉
”
句

,

他

〔 五八 〕 “
射策兰台 之前

,

鸣涛 北 阅
”

本作
“
暂疑林竹迂

,

真成都柳泉
妙 。

句
,

敦煌本脱
“ 兰台 之 前 鸣铸

”
六 〔 六一 〕搏

,

全唐文作
“
尊

” 。

敦煌本自

字 , 据他本补
。

此以下全残
。

〔 五九 〕会集
,

他本作
“
合集

” 。

( 资任编辑
:
孙亚英 )



权
,
偏偏慨然允诺辅佐刘备打天下

,

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之举
。

无论从个人 的 主 观愿

望
,

还是从当时的客观形势
,

诸葛亮的选择
,

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险途
。

诸葛亮避乱荆州
,
不仕刘表

,
隐居隆中

,
也和避乱荆士 的群士一样

,

目的是 “
待时

风翔
” ① ,

正如诸葛自己所说
,

在乱世之中
, “

天下英雄隅唱
,
冀有所望

” , “
智能之

士思得明君
” ②

。

请看周瑜劝鲁肃佐孙权的说词
。

其言日
:

昔马援答光武云
, “ 当今之世

, 非但君择臣
, 臣亦择择君

” 。

天主人 ( 指孙权 ) 亲

赞贵士
,

纳货银异
,

且吾闻先哲秘论
,
承运代刘 氏者

, 必兴于东南
,

推 步事 势
, 当 其 历

数
, 终构帝基

, 以协天符
, 是 烈士攀龙附凤胎绮之秋

。

吾方达此 , 足下不 须以 子扬之言

介意也
。

③

周瑜斥曹操
“
托名汉相

,
其实汉贼

” ④
,

而他之佐孙权目的也是
“
承运代汉

” 。

他劝鲁

肃
“
攀龙附风

” ,
佐孙权讨个出身

。

所谓
“ 子扬之 言

” ,

指鲁肃友刘子扬写 给鲁 肃 的

信
,

劝鲁肃往依在巢湖拥众万余的郑宝
。

周瑜劝鲁肃改从孙权
,

因孙权招 贤纳士
,

势力

盛大
,

有帝王气象
,
不似郑宝行将为人所并

。

鲁肃听从了周瑜的劝告
,

欣然过江
。

再看形势
。

鲁肃对孙权说
, “ 汉室不可复兴

,

曹操不可卒除
” ,

趁北方多务
,

剿除

黄祖
,
进伐刘表

, “
竞长江所极

,
据而有之

,
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 ⑤
。

这是公元二

0 0 年时的形势
。

到了公元二 O 七年
,

形势更明朗
,
曹

、

孙势力更加强大
,
而刘备尚无

立锥之地
,
寄人篱下

,

为荆州牧刘表看守北方的大门
,

屯驻新野
,

兵微将寡
。

当时刘备

已四十七岁
,
行将半百

,
除了曹操

、

孙权
、

鲁肃等有识之士
,

一般人似已把他遗忘
。

刘

备电驻新野六
、

七年
,
却没有南来北往的士人去依附他

。

颖川士人杜袭
、

繁钦
、

赵俨
、

石广元
,
汝南孟公威等人

,

当曹操挟天子都许以后都纷纷北还
。

石广元和孟公威都是诸

葛亮的好友
。

待时荆州的北方士人
,
只有颖川徐庶一人依归了刘备

。

徐庶向刘备推荐诸

葛亮
,

刘备三顾草庐
。

此时孙权已提兵西上
,
行营柴桑

, 正在征讨黄祖
,

眼看曹操也要

大举南下
,

荆州就要腹背受敌
。

为免祸计
,

为前途计
,
都要慎重选择

。

刘表手下 的文武

部属韩篙
、

蒯越等人劝表
“ 举州以附曹公

” ⑥
。

诸葛亮恰在此时毅然出山
,

轴佐刘备兴

复汉室
。

这本身就与众不凡
。

一生谨慎的诸葛亮为何要选择这样一条荆棘丛生的政治道路 ? 裴松之作了如下的分

析
:

老氏称知人者智
,

自知者明
, 凡在贤达之流

, 固必兼而有焉
。

以诸 葛亮之鉴识
,

岂

不 能 自审其分乎 ? 夫其高吟侯时
,

情见乎言
,

志气所存
,

既 已定于其始矣
。

若使 游步中

华
,

骋其龙光
,

岂夫多士所能沈聆哉 ! 委质魏 氏
,

展其器能
,

诚非陈长文
、

司马仲达所

能 胡顽
,
而 况于余哉 ! 苟不患功业 不就

,

道之不行
,

虽志恨 宇宙而 终不北 向者
,

盖以权

御 己移
,

汉柞将倾
,

方将用赞宗杰
,

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
。

裴松之这段话见于 《 诸葛亮传 》 所引 《 魏略 》 后的按语
。

《 魏略 》 载
,
孟公威北还

,

诸

葛亮对他说
: “

中国饶士大夫
,

遨游何必故乡邪 l ”
裴松之针对这话分析诸葛亮不北依

曹操的本心
。

裴氏认为诸葛亮不是畏俱北方士人的竞争
,

不愁没有官做
,
而是要兴复汉

室
,

他依归曹操达不到这个口的
。

因为
“
权御巳移

,

汉柞将倾
” ,

曹氏篡汉之心
,

巳昭

然若揭
。

裴松之的这个分析是正确的
。

诸葛亮自比管仲
、

乐毅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

管仲

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
,

九合诸侯
,
一匡天下

。

乐毅辅弱燕报强齐
,
一举下齐七十余城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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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灭亡了齐国
。

诸葛亮要干一番事业
,

自比管仲
、

乐毅
,

不仅表明了他兼有将相之才
,

而且表现了他不苟且许身的抱负
。

他以兴微继绝兴复汉室为已任
,

这是他的志趣
。

但是
,

兴复汉室
,

谈何容易
。

自黄巾起义喊出
“
苍天已死

,
黄天当立

” ⑦的口号以

来
, “

汉柞诸已尽
”
就逐渐成为了当时人们的普遍观念

。

早在一八四年
,

汉阳 ( 今甘肃

甘谷 ) 人阎忠就谏说中朗将皇甫篙
,
劝他趁战胜黄中之声威

,

结束黑暗的东汉统治
,

迁

移汉柞
。

阎忠说
: “

夫木朽不雕
,

世衰难佐
,
将军 虽欲委忠难佐之朝

,

雕画朽败之木
,

犹逆坂而走丸
,

必不可也
” 。

⑧董卓乱政
,

东汉 巳名存实亡
。

诸葛亮立志兴复汉室
,
并

不是要维护东汉的黑暗统治
,

而是要兴高帝之业
,

重走光武中兴之路
。

刘备屡遭挫折而

壮心不已
,

并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
访求人才

。

三顾草庐
,

诸葛亮
“
由是感激

,

遂许先帝

以驱驰
” ⑨

。

诸葛亮自述说
: “ 臣本布衣

,
躬耕于南阳

,

苟全性命于乱世
,

不求闻达于

诸侯
” 。

L他在 《 诫子书 》 中又说
:

t’4 卜淡泊无以明志
,

非宁静无以致远
” 。

L这都是真

实思想
, 与自比管仲

、

乐毅的功业思想也不矛盾
。

公元一九三年
,

诸葛亮十三岁时就跟

随叔父诸葛玄到了荆州
,
到公元二O 七年他已隐居隆中十五年

。

这期间世事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
。

诸葛亮既不出仕刘表
,
也不往依其兄诸葛瑾

,

过江辅孙权
。

如果没有刘备的三

顾草庐
,

或者刘备虽三顾草庐而非英雄
,

诸葛亮可终老黄泉
,

也是不会出山的
。 “

亲贤

臣
,

远小人
,

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 亲小人
,
远贤臣

,

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 。

L诸葛亮深

知东汉政治之腐败
。

所以他不辑佐刘表
,

因刘表亲小人
,
远贤臣

。

而 刘 备
, “ 王 室 之

宵
,

英才盖世
” ,

且
“
信义著于四海

,

总揽英雄
, 思贤如渴

” L
,

具有兴复汉室以成高

帝之业的主观条件
,

这就是诸葛亮慨然允诺
,
出山相辅的原因

。

正由于诸葛亮有淡泊之

志
,

也才具有
“
士为知己者死

” 的高尚情操
。

所以他不 辞危难辅佐刘备
,

把报答知遇之

恩与匡救天下的抱负统一起来
,

从而选择了一条前途多艰 的政治道路
。

二 引导历史走向三分再求统一

陈寿所写 《 诸葛亮传 》 是 《 三国志 》 最优秀的篇章之一
。

在诸葛亮一生的活动中
,

传文着重记载了他的 《 隆中对策 》 ,
出使江东

,

挥师北伐这三件大事
。

《 隆中对策 》 与

出使江东是谋求三分鼎立 , 出师北伐是力争统一
。

让我们先来研究诸葛亮是如何引导历

史走向三分的
。

刘备在未得诸葛亮之前
,

他转战了二十多年
,
先后依附过公孙攒

、

陶谦
、

曹操
、

袁

绍
、

刘表
,

两次得徐州
,

又两次失掉徐州
,
没有立锥之地

,

势单力弱
,

寄人篱下
。

公元

二O 七年
,

刘备三顾草庐
,

请计于诸葛亮
。

诸葛亮为刘备设计了兴复汉室的可能道路
,

发表了 《 隆中对策 》
。

诸葛亮隐居隆中
,

密切注意时局 的发展
,

所以对天下形势了如指

掌
。

按照古代政治家总结的历史经验
,

要统一天下
,

须得占有天时
、

地利
、

人和
,

这三

者缺一不可
。

《 隆中对策 》 就是根据这一理论分析天下大势
。

从天时
,

即当时的形势来

看
,
曹操统一北方

,
三分天下其二

,
人力

、

物力
、

财力都占了压倒的优势
, “

此诚不可

与争锋
” 。

孙氏据有江东
,

已历三世
, “

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
” 。

也就是说
,

南北已成

对峙之局
。

但孙氏不足以单独对抗曹操
,

而占有地理形胜的荆
、

益尚在庸 主 手 中
。

因

此
,

诸葛亮的规划
,

统一天下分两步走
。

第一步
,

刘备要避实击虚
,

不失 时 机 地 夺 取

荆
、

益建立根据地
,
在地利上造成三分天下的均势

。

第二步
,

依靠
“
人和

”
与

“
人谋

”

·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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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来等待天下之变
,

实现统一
。

诸葛亮把
“
人和

”
与

“

人谋
”
强调为首位

,

可 以说是

《 隆中对策 》 的主旋律
。

所谓
“
人和

”
有三方面的内容

。

第一
,

是 “ 贤能为之用
” ,

要

总揽英雄
,
赢得天命故归

,

使众士墓仰
,

若水之归 海
』

第 二
,

是 “ 国 险 而 民 附
, ”
即

内修政理
,

和抚夷越
,

使人民归附
。

第三 是
“
外结好孙权

” ,

壮大力量
,

才 能 抗 衡 曹

操
,

以待天下之变
,

两路北伐
。

如 果真有这一天
,

则
“
霸业可成

,

汉室可兴 ” 。

总起来

说
,

隆中路线就是顺应时势
,

依靠人谋
,

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

符合客观的实际
,

所以能预见历史之变
。

公元二O 八年
,

曹操大举南下
,

兵不血刃下荆州
,

刘备败于长阪
。

诸葛亮
“
受任于

败 军之际
,

奉命于危难之间
” ,

出使江东
,

联结孙权
。

如果联盟不成
,

刘备只能步田横

的后尘
,

远遁苍梧
。

本来孙氏集团的既定方针是极长江之险与曹操抗衡
。

孙权大将周瑜
、

鲁肃
、

甘宁等人主张进伐刘表
,

渐窥巴蜀
,

据襄阳以整操
,

北方可图
。

公 元二 O 八 年

春
,

孙权移营柴桑
,

亲自统兵抢先发动了争夺荆州之战
。

孙 权是要吞并荆州
,

而不是联

合荆州
。

显然
,

刘备若不占有荆州
,

就没有联吴的资本
。

所以隆中对策发表后
,

刘备并无

联孙的行动
,

他在等待时机夺取荆州
。

可是深谋远虑的曹操是不允许刘备从容 占有荆州

的
。

他不失时机地发动了荆州战役
,

使刘备成了丧家之犬
,

几乎使诸葛亮的隆中路线化为

泡影
。

当时曹操声威远饰
,

江东震动
。

孙权的柴桑行营
,
一片主和声

。

曹操又给孙权投

去战书
,

并提兵东进
。

孙权在和与战之间犹豫不决
。

眼看江东
、

自身难保
。

在这种危急

时刻
,
诸葛亮出使江东

,

订立同盟
,

共拒曹操
,

实际上是引江东之兵击退曹操
,

为刘备

夺荆州
。

这是多么艰难的使命 ! 若果孙权降操
,

诸葛亮将被扣为人质
,

成为曹操的俘虏
。

所以
,

诸葛亮出使江东
,

不只是任务艰 巨
,

而且前途多凶
,

要有大智大 勇
。

诸 葛 亮 冒

难而行
,

并且 完满地完成了使命
。

孙权答应
,

打败曹操
,

荆州归刘
。

这显示 了诸葛亮不

凡 的外交才干
。

在缔 结刘孙联盟 的过程中
,

具有战略远见的政治家鲁肃发挥了重要作用
。

早在公元

二 0 0 年
,

鲁肃就对孙权说
: “

为将军计
,

淮有鼎足江东
,

以观天下之衅
” 。

鲁肃还强

调说
: “

规模如此
,

亦自无嫌
” 。

L所以 曹操大军压境
,

鲁肃力主联刘 , 赤壁战后
,

又

劝孙权借荆州给刘
。

由此可见
,

引导历史走向三分
,

鲁肃也是一个重要人物
。

但是
,

鲁肃预见的鼎立
,

与诸葛亮的隆中路线有本质的不同
。

鲁肃替孙 权 规 划
,

“
竟长江所极

” 以拒曹操
,

若事势发展不利
,

退而求其次
,

鼎立江东
。

诸葛亮的隆中路

线替刘备规划
,

只有鼎立
,

刘备才能生存
。

孙
、

刘两家战略基点的不同
,

从而孕育了后

来孙
、

刘两家争夺荆州之战
。

但是
,

正 因为孙
、

刘两家都有着鼎立的预想
,

所以 曹操进

逼
,

孙
、

刘两家在危难之际结成了同盟
。

假如曹操采纳了贾诩
、

程显之计
,

不急于东进
.

先巩固对荆州的 占领
,

抚纳刘璋及关西诸将
,

是完全有可能统一天下 的
。

又假如赤壁 之

战
,
曹操胜利了

,

那末曹氏统一天下也是必然之势
。

曹操败北
,

孙权不借荆州给刘备
,

这又有两种可能
:
或者孙权控制了刘备

,

完成 了
“
竞长江所极

” ,

划江分治 成 为 南 北

朝 , 或者孙
、

刘火并
,

曹操再度南下
,

渔人得利
,

完成一统
。

如果周瑜不死
,

这两种可

能性都是存在的
。

如 上分析
,

诸葛亮提出隆中路线
,

与其说是预见三 分
,

勿宁说是依靠

人谋来引导历史走 向三分
。

因为当时形势
,

历史走向统一
,

存在着多种可能
。

由于三 分

的实现
,
所以我们说诸葛亮预见 了三 分

。

先前
,

刘备失败
,
只是依附别人

,

站不高
,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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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
。

刘备得诸葛亮
,

胸藏夭下三分规划的隆中路线
, 眼界豁然开阔

。

他尽 管 败 于 长

阪
,

走投无路
,

但并不去依附孙权
,

而是派出诸葛亮去联合孙权
,

订立双边同盟
,

共拒

曹操
。

诸葛亮运 用他的智慧
,

巧妙地利用曹操东进
,

孙权不甘屈膝的形势安 因势利导
,

争得了刘备立足荆州的地位
。

所以我们说
:
在引导历史走向三分的人谋因素中

,

诸葛亮

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

三 兴复汉室何以未能成功

诸葛亮的隆中路线只实现了一半
,

完成了三分
,

而没有完成兴复汉室
。

公元二一九

年
,

刘备取得汉中
,

跨有荆
、

益具备了两路北伐的条件
。

关羽出兵攻襄阳
,

大败曹兵
,

威震华夏
,

曹操曾议迁都避羽
。

这只是一路北伐
,

竟有如此威力
,

因许昌以南拥汉反曹

的暗流相当强大
。

这说明兴复汉室仍然具有可 能性
。

这一可能性是怎样丧失的呢 ? 简略

地 回答
,

有两方面的原因
。

第一
,

事势的发展
,

难可逆见
,

主要是昊国 背盟
,

关 羽 失

荆州
。

第二
,

刘备和诸葛亮都不是完人
,

在执行隆中路线时一再犯错误
,

带来了形势逆

转
。

先看刘备之失
。

隆中路线执行 之初
,

刘各处于逆境
,

十分小心
,

人谋总能依循玄观的形势
。

就拿夺

取荆
、

益来说
,

这本是隆中路线的既定方针
。

但是刘备打着
“ 兴复汉室

” 的口号收揽人

心
,

向同姓手中夺地盘
,

同室操戈
,

于理不顺
。

因此刘备采 取了 崔 慎 的态度
。

他得荆

州
、

夺益州都是后发制人
,

于是获得了成功
。

赤壁之战的胜利
,

一方面是曹操未在荆州站

稳脚跟
,

就冒险东进
,

推动了孙
、

刘结谋
。

另方面是孙权识大体
,

顾大局
。

刘备
、

诸葛亮

因势利导
,

实现了隆中路线的第一步
。

但是当刘备取得荆
、

益和汉中以后
,

势力达到了

鼎盛
,

两路北伐的基地 已经形成
,

却利令智昏
,

急于求成
,

犯了曹操冒进赤壁的同 样错

误
,

葬送了隆中路线有可能实现的大好条件
。

荆州是昊国的上流 门户
,

刘备得益州后
,

孙权全力来争
,

诸葛亮和刘备都低估了孙权的决心
。

刘备得益州
,

不立 即北进汉中
,

而

东下与孙权争江南三郡
,

既失联昊信义
,

又失夺取汉中的战机
。

后来虽得汉中
,

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
,

只得其地而不得其民
。

此其一失
。

刘备得汉中后
,

还未站稳脚跟
,
就盲目

地命关羽北伐
,

又调走驻守宜都的孟达
,

使荆州成了一座空城
,

被孙权袭 夺
。

此其 二

失
。

夷陵兵败
,

耗尽 国力
,

乃是三失
。

蜀汉小国
,
一失再失而三失

,

于是元气大伤
,

几

乎亡国
。

痛定思痛
,

诸葛亮在 《 后出师表 》 中说
: “

先帝东连昊越
,

西取巴蜀
,

举兵北

征
,

夏候授首
,

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
。

然后昊更违盟
,
关羽毁败

,

梯归磋跌
,
曹王

称帝
。 ”

假若诸葛亮和刘备没有这三失
,

不与孙权争三郡
,

则可早 日得汉中
,

蜀汉力最

将大增
。

如果刘备进一步把四战之地的荆州还给吴国
,

命关羽
、

孟达退守宜都
、

上庸一

线
,

两国协同北伐
,

刘备必得关中
,

三 国局势当是另外一番面貌
。

荆州既失
,

刘备能忍
,

保持国力
,

诸葛亮的北伐
,

或许也能蚕食魏境
。

当然这些推论不能代替历史
,

但诸葛亮

北伐的失败
,

刘备要负主要责任
,

应无疑义
。

这大概是后世人们对诸葛亮的失败抱同情

与婉惜的主要原因吧 !

再看诸葛亮北伐之失
。

诸葛亮北伐
,

前后六次
,

五次进攻
,
一次防守

。

后以失败告终
,
这并非意外

。

因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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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政洽
、

经济
、

军力的综合较最
,

无论哪一个方面蜀汉都是劣势
。

但战争又不能单

以强弱之势论成败
。

曹
、

孙
、

刘兰方是初邻是以弱胜强
,

力挫群姚
,

才争得 了 兰 分 之

势
。

诸葛亮北伐仍有一线成功的希塑
。

忿杀望就在第一次出师
,

曹魏关中空虚
, “

朝野

恐惧
” ,

陇右三郡叛魏应亮
。

假若请葛亮梁纳魏延之策
,

第一次直指长安
,

一 举 奄 有 关

中
,

则关下震动
,

中原人士旅踵西归
,

昊人拼力北进
,

强弱形势不是不可以易位的
。

只

可惜诸葛亮过千谨慎
, “

虑多决少
”

9
,

不敢用奇
,

丧失了这一取胜的机会
。

“ 出师来

捷身先死
,

长使英堆泪满襟
”

O
,

可概也失 !

陈寿评论诸葛亮
a
奇谋为镜

” ,

尽替准到了后人的讥议
,

但他的评论却是公 允的
。

陈寿认为诸葛亮之才
, a

于洽戎为
一

长
,

寄谋为长
,

理民之千
,

优于竹略
”
回

,

是很有分

寸的
。

陈寿六传文的总评中 又说
,

诸葛亮
“
可谓识洽之 良才

,

管
、

肖之亚匹
” ,

而
“
应

变将略
,

非其所长
” ,

部是有根据的
。

诸葛亮不仅第一次北伐兵多于敌
,

又得三郡响应

失败了
;
而日畏后一次北代

,

两军相持
,

缺乏高招打破德局
,

也是明证
。

从 恺休战略上

来 肴
,

诸葛亮平取陇右是错误的
。

诸茸亮油战略是
“
蚕食雍

、

凉
,

广拓 境 土
,

徐 图 中

原
。

其休实旅
,

第一步夺取凉州
,

竿二步夺取关中
,

积小胜以为失胜
。

这就是请葛亮北

伐
,

宪用乒千祁山而后转向类中的原周
。

诸葛亮这一战略形成了弱蜀与强魏打消耗 故
,

必筱无疑
。

以 明胜祝
, ,

沐须用寄
,

式奢乘虎 出箕不意
。

请葛亮第一次 出师兼有用寄和乘

虚之势
。

朱能用寄 巳气火人
:

乖虎而听技明力不如人
。

既如此
,

就应闭哭息民
,

节养闰

力
。

诸葛亮连年动众
,

虎耗围力
,

加建了蜀汉 的灭亡
,

也是失策的
。

曹魏木来的方针是

冤灾昊
,

后取蜀
。

后来肴到 踌围食弱
,

才改变方针
,

宪灭蜀
,

后灭昊
。

蜀二世而亡
。

纵观历史过程
,

降中路线的夭析
,

巴萌芽于刘备与孙权南争兰郡
。

蜀巨 廖 立 批 评

说
:

昔 宪
』

帝不取汉 中
,

走与吴人争南三郡
,

卒 以三邵与吴人
,

徒劳授吏士
,

无益 而

还
。

既亡汉 中
,

使夏侯渊
、

张邵深入于 巴芬 儿丧一州
。

后 至汉 中
,

使笑俊 身死无 卡

遗
,

上庸夜败
,

徒失一方
。

是 羽怡 恃勇名
,

作 军无法
,

直以意 突耳
,

故前后数丧师

也
。

L

三分鼎立
,

外连孙昊
,

乃是刘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

刘各不识天休
,

与孙权南争兰郡
,

导致昊蜀交恶
,

关羽臾败
,

形势发生了逆转
。

诸葛亮出师北伐在不具各两路北伐的条件

下
,

只有靠主观努力了
。

而且刘各迟得 汉巾
,

丧失了北伐的时机
。

等到诸葛亮出师
,

北

方早已建立 了魏闰
, “ 兴复汉室

” 已成了过时 口号
。

诸葛亮出师秦川
,

尽管
“
百 姓 安

堵
,

军无私焉
” ,

但
“
革食壶浆以迎王师

” 的预想成了泡影
。

诸葛亮病逝五丈原
, “

杨

仪等典军而出
,

百姓奔告宣王
” L

。

由此可见
,

隆中路线引导历史走向三分
,

是因为历

史取势具有三 分的可能
,
诸葛亮北代

,

是在兴复汉室已无可能性的情况下作主观努力
,

虽肩卜卜诸葛
,

也是无能为力的
。

四 如何评价诸葛亮的历史贡献

诸葛亮北伐失败
,

兴复汉室的 目的没有实现
,

但他不失为三国时期第一流 的政治家和

军率家
,

也是杰出的外交家
。

因为他是在极端因难的条件下辅佐刘备
,

实现三分
,

且 把

弱小的蜀 国治理得最有条理
。

范文澜在 《 中国通史简编 》 中对诸葛亮治蜀有比较公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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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
。

兹依范书所述
,

参以己意
,

条列为如下五个方面
。

⑧

( 一 ) 和吴
。

公元二二三年
,

刘备死后
,

诸葛亮执政所办的第一件大事
,

就是派邓芝

使吴
,

劝孙权绝魏
,

专与蜀汉和好
。

公元二二九年
,

孙权称帝
,

诸葛亮力排众议
,

又派

陈震使昊恭贺
,

并订立了吴蜀中分天下的条约
,

表明了蜀国已奉行现实的灵活外交
。

尽管

这个条约只是一纸空文
,

可是在心理上使昊蜀消除了成见
,

达到了比较巩固的同盟
。

诸

葛亮北伐
,

不仅无东顾之忧
,

还取得了昊 国北进的呼应
。

( 二 ) 和臾
。

诸葛亮二二五年进兵南中
,

采用马谈
“
攻心为上

,

攻城为下
,

心战为

上
,

兵战为下
” 的建议

,

七擒七纵孟获
,

终于使南夷诚心归服
,

达到了安定 后 方 的 目

的
。

( 三 ) 明法
。

刘备得了益州以后
,

驻兵汉中
,

专力征伐
,

而以诸葛亮坐 镇 成 都 理

国
。

诸葛亮选用贤吏
,

以严法治国
。

诸葛亮对法正说
,

由于刘璋暗弱
, “

德政不举
,

威

刑不肃
” ,

故
“
今威之以法

,

法行则知思
,

限之以爵
,

爵加则知荣 , 荣思并济
,

上下有

节
。

为治之要
,

于斯而著
” 。

@ 显然
,

诸葛亮的严法 是针对汉末政治腐败
,

豪强自咨的

现实提出来的
,

目的在于整屯吏治
,

抑制豪强
,

刷新政治
,

因而取得了成功
。

陈寿评论

说
: “诸葛亮之为相 国也

,

抚百姓
,

示仪轨
,

从权制
,

开诚心
,

布公道
,

·

一终于邦域

之内
,

咸畏而爱之
,

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

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 ” L又说 : “

亮为永

相
,

… …科教严明
,

赏罚必信
,

无恶不作
,

无善不显
,

至于吏不容奸
,

人怀 自厉
,

道不

拾遗
,

强不侵弱
,

风化肃然
。 ” L

( 四 ) 治军
。

陈寿评论诸葛亮长于治戎
,

称赞他 出师北伐
, “

戎阵整齐
,

赏罚肃而

号令明
” ,又说诸葛亮

“
推演兵法

,

作八阵图
,

咸得其要
” 。

蜀兵在诸葛亮的训练下
,

纪

律严明
,

战斗力强
,

以弱抗强
,

在秦岭 山中自来自去
,

强大的魏军反而采取守势
。

诸葛

亮长于巧思
,

创造了新式的连弩箭元戎
,

设计了减轻人力的运输工具木牛流马
,

制造了

锋利的钢刀
。

器械的改进
,

进一步增强了蜀军的战斗力
。

( 五 ) 正身
。

孔子说
, “

其身正
,

不令而行 , 其身不正
,

虽令不从
” L

,

诸葛亮是

格守这一格言的典范
。

诸葛亮正身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

第一
,

是虚心纳谏
。

第一次

出兵北伐失败
,

诸葛亮向全军发出 《 劝将士勤攻已阔教 》 , 又向后主上 表 《 街 亭 自贬

疏 》
,

自贬三等
。

第二
,

是不增殖财产
。

诸葛亮在军
, “ 随身衣食

,

悉仰于官
,

不别治

生
,

以长尺寸
” L

,

与士卒共甘苦
。

他曾上表后主说
: “

若 臣死之日
,

不使内有余帛
,

外有赢财
,

以负陛下
。 ” L诸葛亮正身

,

一般官吏也不敢公然贪污
,

这对人民是有益处

的
。

诸葛亮二十七岁走出隆中辅佐刘备
,

五十四岁病逝
,

恰好半生操劳
。

诸葛亮以
“
鞠

躬尽瘁
,

死而后 已
” 的精神

,

效忠蜀汉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

不折不扣地实践了自己的诺

言
。

诸葛亮公忠体国的精神
,

有如屈原效忠楚国的精神
, “ 虽九死其犹未悔

”
@

,

赢得

了世世代代人民的广泛称烦
。

其实
,

诸葛亮并非完人
。

他误用马谈
,

迁就李平
,

就失知

人之明和用人之明
。

魏延
、

杨仪不相能
,

诸葛亮没能和和
。

关羽骄憋
,

诸葛亮不能喻以大

义
。

蜀 国偏于西睡
,

人才本来就少
,

诸葛亮没能竭力开发
。

《 前出师表 》 推荐的贤才
,

除张裔一人为蜀中人士外
,

全皆为追随诸葛亮 的荆土人士
。

诸葛亮斤斤于亲己之二流 贤

才
,

不能不说气度有些偏狭
。

诸葛亮立国于蜀而不能取用蜀地之才
,

李平
、

彭采
、

廖立



等一流人才均以过失废锢
,

更是不能容忍的失误
。

诸葛亮死后
,

蜀中发生魏
、

杨火并
,

自相摧残
,

蜀中无大将
,

廖化作先锋
,

诸葛亮是有责任的
。

若以诸葛亮比于曹操
,

无论事功
,

还是用人
、

治政
、

用兵等各个方面
,

都要逊色一

筹
。

但人们对诸葛亮却作了过誉的评价
,

而曹操却遗臭万年
。

这是因为两人的品格根本无

法相比
。

曹操奸险诈伪
,

残忍好杀
,

他躲在汉献帝背后来完成曹氏的基业
,

既是曹操政

治上的成功所在
,

也是他品格上的卑劣所在
。

评价历史人物
,

不能只看事功而不计其品

格
。

诸葛亮公忠体国
,

竭其力而死的精神
,

是激发人们向上的宝贵文化历史遗产
,

这是

曹操所无法比拟的
。

注释
:

① 《 三国志
·

杜袭传 》 。

以下凡引 《 三国志 》

只注传名
。

②⑨L⑧⑥@ 《 诸葛亮传 》 。

文中未注明出

处者
,

即引自本传
。

③自⑧@ 《 鲁肃传 》 。

④ 《 周瑜传 》 。

⑥ 《 刘表传 》 。

① 《 后汉书 》 卷七一 《 皇甫尚传 》 。

骨
` 贾诩传 》 裴注弓卜 九州春秋 》 。

. @ 《 诸葛亮传 》 所载 《 前出师表 》 。

0 中华书局版 《 诸葛亮集 》 文集卷一
。

L 《 晋书 》 卷一 《 宜帝纪 》 司马璐语
。

O 》 杜甫 《 蜀相 》 诗
。

L⑧ 《 诸葛亮传 》 所载陈寿 《 进 诸 葛 氏 集

表 》 。

L 《 赓立传 》 。
.

L 《 请葛亮传 》 裴注引 《 汉晋春秋 》 。

@参阅范书 《 中国通史简编 》 修订本第二编

第2 0 5至 2 0 8页
。

@ ( 诸葛亮传 》 裴注引 《
’

蜀记 》 所载郭冲五

事之一
。

⑥ 《 论语
·

子路 》 。

国屈原斌 心离骚 》 。

“
专业对口

” 与人才流动

允许人才流动是保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

个重要间题
.

近来读报
,

葱然感到人们对这个问

题的看法
,

似乎还不太一致
。

`

比如
,

我有一位朋友
,

是在大学任教的中年

教师
,

最迎接受了另一所大学的聘请
,

希望从这

个学校
“

流动
”

到那个学校
。

当他把这个想法向

领导提出来时
,

便遭到了坚决的拒绝
。

理由很简

单
,

就是
:

你 已经对
’

口了
,

不属于人才流动的对

象
。

“

专业对 口
”

了
,

是否 就 不能进行人才流

动?

诚然
,

允许人才流动
,

首先是针对那种用非

所学
,

学用不一致
,

对知识分子使用 不 当 的 现

象
。

不改变这种现象
,

就不能很好地调动知识分

子的积极性
,

就会埋没人才
.

然而
,

做到了
`

专

业对 口
” ,

并不等于就已经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

辰性J 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需耍做很多的工

作 , 比如人才积压
,

或者工作条件
,

生活条件安

排不合理
,

都有可能影响知识分子积 极 性 的发

挥
。

就以我的那位朋友来说吧
,

虽然 是 已 经 专

业对 口 ”
了

,

但他所在的教研室
,

人才
`

济济
` ,

论资排辈
,

还只能排在
`

小
”

字夸中风 因此
,

在安排工作时
,

至今一家数口还只能住在一间十

几乎方米的房子里
.

而聘请的单位
,

只有一位年

逾古粉的老教授
,

其余的都是近几年毕业的青年

教师一 没有中年骨干
,

而且艘清的单位还同慈提

供相应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

从人才
`

济济
.

的

比校护 到急需人才的那校 ; 从工作条件补生活条

件较差的此校扩 到工作
、

生活条件较好的那校
,

显然卜 后者更能发挥他的作用
。 .

专业对 口
”

不

能成为拒绝人才流动的理由
。

作为领导者
,

当听

到自己的被领导提出要求
“

流动
”
的报告时

, ’

起

码首先应津认真地思索一下对知识分子政策落实

得如何
。

只有这样
,

才能举一反三
,

更好地更全

面地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
。

、

( 竹君摘街 `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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