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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平元年 ( 19 0 年 )
,

刘表 自北军中侯出

为荆州刺吏
,

在军阀混战 中建立 了一个割据政

权
。

兴平二年 ( 19 5 年 )
,

诸葛亮年方十四
,

随叔父

诸葛玄投靠刘表
。

建安十三年 ( 2 08 年 )
,

刘表死
,

子琼降曹
,

诸葛亮 出山
,

开始了辅佐刘备鼎足三分

的事业
。

诸葛亮在荆州的十三年
,

是诸葛亮学习

成长的一个关键时期
,

汉末荆州政权对诸葛亮的

成长带来 了哪些影响呢 ?

一
、

荆州政权的政治基础

东汉末年
,

在外戚和宦官争斗之后
,

军阀董卓

又控制了朝政
,

各地或以
“

勤王
”

为名起兵
,

或划地

自保
,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已经是有名无实了
,

刘表

就是在这时出任荆州刺史
。

当时荆州北方为军阀

袁术所 占领
,

南方则 由各地的
“

宗贼
” ①结宗 自

保
。

荆州刺史的治地在武陵汉寿
,

刘表走到宜城

道路就阻塞不通了
,

只得单枪匹马来到宜城
,

依靠

当地大族蒯 良
、

蒯越
、

蔡帽
、

庞季等铲除
“

宗贼
”

首

领
,

收编余部
,

移治襄阳
。

至建安三年
,

刘表遂在

荆州建立 了
“

南接五岭
,

北据汉川
,

地方数千里
,

带

甲 十余万
” ②的新政权

。

在 《后汉书
·

刘表传 》 和 《三国志
·

刘表传 》

中
,

记载有刘表僚属蒯 良
、

蒯越
、

蔡帽
、

庞季
、

黄祖
、

宋忠
、

韩篙
、

刘先
、

张允
、

邓羲
、

傅粪等 十余人
,

通过

对这些僚属的考察
,

我们不难看出刘表政权的统

治基础
。

蒯良字子柔
,

蒯越字异度
,

是刘表立足荆州的

主要 支持者
。

《三国志
·

刘表传 》注引 司马彪 《战

略》 曰
: “

刘表之初为荆州也
,

江南宗贼盛
,

袁术屯

鲁阳
,

尽有南 阳之众
。

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
,

贝羽

为华容长
,

各阻兵作乱
。

表初到
,

单马人宜城
,

而

延 中庐人蒯良
、

蒯越
、

襄阳人蔡帽与谋
。

表曰
: `

宗

贼甚盛
,

而众不附
,

袁术因之
,

祸今至矣 ! 吾欲征

兵
,

恐不集
,

其策安 出 ?
’

良曰
: `

众不附者
,

仁不足

也
; 附而不治者

,

义不足
一

也
。

苟仁义之道行
,

百姓

归之如水之趣下
,

何患所至不从而问兴兵 与策

乎 ?
’

表顾问越
,

越 曰
: `

治平者先仁义
,

治乱者先权

谋
。

兵不在多
,

在得人也
。

袁术勇而无断
,

苏代
、

贝

羽皆武人
,

不足虑
。

宗贼帅多贪暴
,

为下所患
。

越

有所素养者
,

使示之以利
,

必以众来
。

君诛其无

道
,

抚而用之
。

一州之人
,

有乐存之心
,

闻君盛德
,

必褪负而至矣
。

兵集众附
,

南据江陵
,

北守襄阳
,

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

术等虽至
,

无能为也
。 ’

表

曰
: `

子柔之言
,

雍季之说也
;
异度之计

,

臼犯之谋

也
。 ’

遂使越遣人诱宗贼帅
,

至者五十五人
,

皆斩

之
,

袭取其众
,

或即授部曲
。

唯江夏贼张虎
、

陈先

拥众据襄 阳
,

表乃使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
,

江南

遂平
。 ”

从上记载不难看到
,

刘表初至荆州依靠的

主要有蒯良
、

蒯越
、

蔡帽
、

庞季四人
,

其 中尤以蒯越

的功劳为大
。

蒯越事又见 《三国志
·

刘表传》注引

《傅子》
: “

越
,

蒯通之后也
,

深 中足智
,

魁杰有雄

姿
。

大将军何进闻其名
,

辟为东曹椽
。

越劝进诛诸

阉官
,

进犹豫不决
。

越知进必败
,

求 出为汝阳令
,

佐刘表平定境 内
,

表得以强大
。

诏书拜章陵太守
,

封樊亭侯
。

荆州平
,

太祖与荀或书曰
: `

不喜得荆

州
,

喜得蒯异度耳 !
’

建安十九年卒
。 ”

刘表曾为大

将军何进椽
,

是二人原为同僚
,

这或是刘表初到荆

州即延揽蒯越的原因之一
。

蒯越一直是荆州政权

的核心成员之一
,

史称其为
“

表大将
” ,

则在担任章

陵太守之外
,

还执掌兵权
。

蒯越具有 明显的亲曹

倾向
,

建安五年
,

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时
,

刘表

从事中郎韩篙
、

别驾刘先主张归依曹操
,

蒯越也持

此议
,

刘表乃遣韩篙使曹
。

建安十三年
,

曹操南

征
,

蒯越又劝刘踪降曹
。

故深受曹操器重
。

荆州归

曹后授以光禄勋
,

封侯
。

蒯良在荆州政权中担任

何职不清楚
,

据 《世说新语
·

惑溺篇 》注引 《晋阳

秋 》 曰
: “

蒯氏襄 阳人
,

祖 良
,

吏部 尚书
,

父钧
,

南阳

太守
。 ”

荆州政权不设吏部 尚书
,

这当是蒯 良归曹

后担任的官职
。

吏部尚书是高官
,

蒯 良又是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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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至荆州时所依靠的主要人员之一
,

其在荆州政

权必担任要职无疑
。

蔡帽是刘表初至荆州依靠的 四人之一
,

他是

襄阳大族
。

《襄阳着旧记》载
: “

蔡帽
,

字德硅
,

襄阳

人
。

汉末
,

诸蔡最盛
,

蔡讽姊适太尉张温
,

长女为

黄承彦妻
,

小女为刘景升后妇
,

猖之姊也
。

攒
,

字

茂硅
,

为郡相
;
淡

,

字文硅
,

为巴郡太守
,

帽同堂

也
。

… …帽
,

刘表时为江夏
、

南郡
、

竟 (章 ) 陵太守
,

镇南大将军军师
;
魏武从事中郎

、

司马
、

长水校尉
、

汉阳亭侯
。 ”

所谓
“

汉末诸蔡最盛
” ,

当指刘表时
,

蔡氏兄弟分掌诸郡
,

蔡帽并以与刘表有姻亲
,

人 中

担任刘表军师
,

执掌权柄
。

《三 国志
·

刘表传 》注

引 《世语》 曰
: “

(刘 ) 备屯樊城
,

刘表礼焉
,

惮其为

人
,

不甚信用
。

曾请备宴会
,

蒯越
、

蔡帽欲因会取

备
,

备觉之
,

伪如厕
,

潜遁出
。 ”

刘表是否曾设
“

鸿

门宴
” ,

自然只是一种传说
,

但 以蒯越
、

蔡谓为辞
,

不难看出二人在刘表政权中的地位
。

尤其在刘表

政权后期
,

蔡帽的地位 日趋上升
,

在决定刘表继承

人上起过重要作用

庞季
,

史不载其籍贯
,

刘表初至荆州
,

他 与蒯

越一起往襄阳城说服 占据襄阳的
“

贼
”

帅张虎
、

陈

先等归降
。

庞 氏是襄 阳大族
,

著名的如汉末名士

庞德公等
,

庞季 当是襄 阳庞 氏家族的一员
。

庞季

事又见《水经注
·

涌水注 》载
: “

(宜城县太山 ) 以建

安三年崩
,

声闻五六十里
,

锥皆屋谁
,

县人恶之
,

以

闻侍 中庞季
。

云山崩川竭
,

国土将亡之占 也 十三

年
,

魏武平荆州
,

两南凋散
。 ”

建安初年
,

刘表 与汉

朝廷通使朝贡
,

汉朝廷往往授使节 以侍 中之职
,

如

刘表从事中郎韩篙就被授 以侍 中职
,

疑庞季侍中

一职也属此类
。

则庞季当为刘表上佐之一
。 )

黄祖
,

刘表大将
,

战功显赫
。

初平三年 ( 192

年 )
,

刘表与袁术部将孙坚争夺襄 阳失利
,

赖黄祖

驰援
,

射杀孙坚
,

反败为胜
。

后黄祖长期担任江夏

太守
,

驻守夏 口
,

防卫荆州东大门
。

其子黄射担任

过章陵太守
。

史书未载黄祖籍贯
,

但刘表来到荆

州初期即拥有精兵强将
,

疑是收编 的荆州豪强大

族
。

韩篙
,

荆州义阳人
,

为荆州名士
。

《三 国志
·

刘表传》注引 《先贤行状 》曰
: “

篙字德高
,

义阳人
。

少好学
,

贫不改操
,

知世将乱
,

不应三公之命
,

与同

好数人隐居于哪西山中
。

黄巾起
,

篙避难南方
一 ,

刘

表逼以为别驾
,

转从事中郎
。

表郊祀天地
,

篙正谏

不从
,

渐见违件
。 ”

建安五年
,

曹操与袁绍相持于

官渡
,

刘表依违于二者之间
,

韩篙与别驾刘先劝表

归曹
,

表犹豫不决
。

遣韩篙诣许昌观曹虚实
。

曹为

离间刘表与韩篙关系
,

授篙以侍中
、

零陵太守
。

篙

还荆州后盛称 曹操之德
,

激怒刘表
,

欲杀之
,

惧其

名望
,

遂囚于狱
。

至曹操取荆州
,

乃授以大鸿护
,

待以交友之礼
,

并使其条品州人优劣而用之
,

相当

后世州大中正之职
。

刘先
,

零陵人
,

为荆州别驾 《三国志
·

刘表

传》注引 《零陵先贤传 》 曰
: “

先字始宗
,

博学强记
,

尤好黄老言
,

明习汉家 }日典
。

为刘表别驾
,

奉章诣

许
,

见太祖
〔

时宾客并会
,

太祖问先
: `

刘牧如何郊

天也?
’

先对 曰
: `

刘牧托汉室肺腑
,

处牧伯之位
,

而

遭 王道未平
,

群凶塞路
,

抱玉帛而无所聘顺
,

修章

表而不获达御
,

是以郊天祀地
,

昭告赤诚
。 ’

太祖

曰
: `

群凶 为谁 ?
’

先曰
: “ `

举目皆是
。 ’

太祖曰
: `

今

孤有熊黑之士
,

步骑十万
,

奉辞伐罪
,

谁敢不服 ?
’

先 曰
: `

汉道陵迟
,

群生憔悴
,

既无忠义之士
,

翼戴

天子
,

绥宁海内
,

使万邦归德
,

而阻兵安忍
,

曰莫 已

若
,

即蛋尤
、

智伯复见于今也
。 ’

太祖嘿然
。

拜先武

陵太守
。

荆州平
,

先始为汉尚书
,

后为魏尚书令
。 ”

建安五年
,

刘先曾 与韩篙一起劝刘表归附曹操
,

故

荆州归曹后受重用
。

刘羲③
,

章陵人
,

为刘表治中
。

建安初年
,

刘表

一 面向许昌遣使纳贡
,

一面与袁绍结盟
,

游离于二

者之间
。

邓羲劝表绝袁固曹
,

表不听
,

羲乃称疾辞

职
。

曹操平荆州后授以侍 中
。

宋忠
,

章陵人
,

荆州著名学者
,

《后汉书集解
·

刘表传》注引 《经典序录》云
: “

宋衷字仲子
,

南 阳章

陵 人
,

荆州 五等从事
,

衷 与忠通
。 ”

五等从事
,

王架

《荆州文学记官志》
l

作五业从事
,

五业即五经
,

互

业从事主管学校和著述
)

宋忠在荆州具体负责筹

办州学 ( 当时称文学 )
,

组织儒生编写 《五经章句后

定 》 作为教材 他本人是古文经学大师
,

著作有

《周易注》十卷
、

《世本》四卷
、

《法 言注 》十三卷
、

《太

玄经注》九卷气
。

建安十三年
,

刘踪降曹
,

遣宋忠告

谕刘备
。

荆州 归曹后
,

宋忠随之北迁
。

在北方 曾聚

徒教学
,

著名学者王肃曾从其问学
`

_

张允
,

为刘表后妻蔡氏外甥
。

蔡氏襄阳人
,

疑

其
一

也为襄阳人
。

以蔡氏故
,

深受刘表信重
。

又与刘

表次子刘踪相 睦
,

与其舅 蔡瑙一起极力排斥刘表

长子刘琦
,

在拥 立刘琼继承荆州牧斗争中起过重

要作用
。

傅翼
,

北地泥阳人
,

汉末流移荆州
,

其事见《三

国志
·

刘表传 》注弓! 《傅子 》
: “

翼字公 涕
,

瑰伟博

达
,

有知人鉴
,

辟公府
,

拜 尚书郎
,

后客荆州
,

以说

刘琼之功
,

赐爵关内侯
。

文帝时为侍中
,

太和中

卒
。

粪在荆州
,

目庞统为半英雄
,

证裴潜终以清行

显
;
统遂附刘备

,

见待次于诸葛亮
,

潜位至尚书令
,

并有名德 及在魏朝
,

魏讽以才智 闻
,

翼谓之必

翻
J i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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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

卒如其言
。 ”

傅粪客居荆州期间
,

为刘表政权

东曹椽
。

建安十三年
,

力劝刘琼降曹
,

是曹操平荆

州后受封的十五侯之一
。

以上是 《刘表传》 中出现的汉末荆州政权僚

属
。

此外
,

散见于史籍中还有一些
:

文聘
,

南阳宛人
,

刘表大将
。

《三国志
·

文聘

传》载
: “

文聘字仲业
,

南阳宛人也
,

为刘表大将
,

使

御北方
。

… …太祖征荆州
,

琼举州降
。

… …太祖济

汉
,

聘乃诣太祖
,

太祖问 曰
: `

来何迟也 ?
’

聘曰
: `

先
日不能辅弼刘荆州 以奉 国家

,

荆州虽没
,

常愿据守

汉川
,

保全土境
,

生不负于孤弱
,

死无愧于地下
,

而

计不得 已
,

以至于此
。

实怀悲
J

渐
,

无颜早见耳
。 ’

遂

歇觑流涕
。

太祖为之 呛然
,

曰
: `

仲业
,

卿真忠臣

也
。 ’

厚礼待之… … 乃以聘为江夏太守
,

使典北

兵
,

委以边事
,

赐爵关 内侯
。 ”

北方是荆州最重要

的 门户
,

刘表以文聘防守北大门
,

可见对其的依

重
。

降后赐爵关内侯
,

当是曹操所授荆州十五降

侯之一
。

桓阶
,

长沙临湘人
,

为刘表从事祭酒
。

《三国

志
·

桓阶传 》载
: “

桓阶字伯绪
,

长沙临湘人
,

仕郡

功曹
。

太守孙坚举阶孝廉
,

除尚书郎
。

父丧还乡

里
。

刘表辟为从事祭酒
,

欲妻以妻妹蔡氏
。

阶 白陈

已结婚
,

拒而不受
,

因辞疾告退
。

太祖定荆州
,

闻

其为张羡谋也
,

异之
,

辟为承相椽主簿
,

迁赵郡太

守
。 ”

同上传注引 《魏书》 曰
: “

阶祖父超
,

父胜
,

皆

历典州郡
,

胜为尚书
,

著名南方
。 ”

桓阶祖孙三代

为州郡大吏
,

当是地方大族
,

故刘表曲意拉拢
。

然

桓阶为孙坚故吏
,

不愿与刘表合作
,

前 曾鼓动长沙

太守张羡谋叛
,

后又托疾辞职
。

刘望之
,

南 阳安众人
,

为刘表从事
。

《三国

志
·

刘应传》
: “

刘庆字恭嗣
,

南阳安众人也
。

… …

兄望之
,

有名于世
,

荆州牧刘表辟为从事
。 ”

韩暨
,

南阳堵阳人
,

为刘表宜城长
。

《三 国

志
·

韩暨传 》
: “

韩暨字公至
,

南 阳堵 阳人也
。 ”

避

袁术命召
,

徙居山都之山
。

荆州牧刘表礼辟
,

遂遁

逃
,

南居屏陵界
,

所在见敬爱
,

而表深
J

限之
。

既惧
,

应命
,

除宜城长
。

太祖平荆州
,

辟为垂相士曹属
。 ”

王聚
,

山 阳高平人
,

汉末流移至荆州
,

归依刘

表
。

《三国志
·

王聚传 》载
: “

王聚字仲宣
,

山阳高

平人也
。

年十七
,

司 徒辟
,

诏除黄 门侍郎
,

以西京

扰乱
,

皆不就
。

乃之荆州依刘表
。

表以集貌寝而体

弱悦
,

不甚重也
。

表卒
,

聚劝表子琼
,

令归太祖
。

太

祖辟为皿相椽
,

赐爵关内侯
。 ”

王架与刘表同州

里
,

刘表年轻时曾受学于王聚祖父王畅
,

但王粟在

荆州政权并未担任显职
。

《全后汉文》收有王聚所

作 《荆州文学记官志 》
,

载刘表时兴办州学情况
。

王莱或参加荆州政权的一些文字起草工作
。

弥衡
,

平原般人
,

为汉末名士
,

才名冠世
。

以

狂傲不羁 冒犯曹操
,

被送至刘表处
,

《后汉书
·

弥

衡传》载
: “

刘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
,

甚宾礼

之
,

文章言议
,

非衡不定
。

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

奏
,

并极其才思
。

时衡出
,

还见示
,

开省未周
,

因毁

以抵地
,

表 阮然为骇
。

衡乃从求笔札
,

须臾立成
,

辞义可观
。

表大悦
,

益重之
。

后复侮慢于表
,

表耻

不能容
,

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
,

故送衡与之
。

祖也

善待焉
。

衡为作书记
,

轻重疏密
,

各得体宜
。 ”

弥衡

后也以侮慢黄祖被杀
。

从 以上对史籍所载汉末荆州政权僚属的分析

可 以看 出
,

刘表政权主要由三部人组成
:

一为荆楚

的大族豪强
,

如蒯良
、

蒯越
、

蔡帽
、

庞季
、

张允
、

黄

祖
、

文聘等
,

他们是荆州政权的核心
,

是刘表依靠

的主要力量
;
二是荆楚名士

,

如韩篙
、

宋忠
、

刘先
、

邓羲等
,

他们是刘表争取团结的对象
;
三为外来流

移人士
,

如傅翼
、

王聚
、

弥衡等
,

他们只是点缀
,

量

少而不受重用
。

二
、

荆州政权对外来流移人士的政策

刘表依靠荆州大族的支持
,

稳定 了政局
,

与黄

河流域群雄混战的局面相 比
,

荆州出现 了一个社

会相对安定
,

经济有所发展的时期
,

从而吸引了北

方大批逃避战乱的人们移居此地
,

其中有不少随

之避难而来的士人
。

对这些南来的士人
,

荆州政

权大体采取了如下政策
:

1
.

对流移人士予以接济资助
,

待 以宾礼
。

《后汉书
·

刘表传》谓
: “

初
,

荆州人情好扰
,

加

四方骇震
,

寇贼相扇
,

处处糜沸
,

表招诱有方
,

威怀

兼治
,

其奸滑宿贼
,

更为效用
,

万里肃清
,

大小咸悦

而服之
。

关西充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
,

表安慰贩

赡
,

皆得资全
。 ”

散见于史籍中受刘表礼待的如
:

《三 国志
·

杜袭传》
: “

杜袭字子绪
,

颖川定陵人

也
。

曾祖父安
,

祖父根
,

著名前世
,

袭避乱荆州
,

刘

表待 以宾礼
。 ”

同上 《和洽传》
: “

和洽字阳士
,

汝南

西平人也
。

举孝廉
,

大将军辟
,

皆不就
。

遂与亲旧

俱南从 (刘 )表
,

表 以上客待之
。 ”

同上 《裴潜传 》
:

“

裴潜字文行
,

河东 闻喜人也
。

避乱荆州
,

刘表待

以宾礼
。 ”

2
.

延揽儒士从事文化教育事业
。

《三 国志
·

刘表传》注引 《英雄记 》曰
: “

州界群

寇既尽
,

表乃开立学官
,

博求儒士
,

使纂毋闻
、

宋忠

等撰《五经章句 》
,

谓之后定
。 ”

在刘表开立的学宫

中
,

据王架 《荆州文学记官志》载
,

讲授的儒士有三

江汉论坛 1 ,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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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人
: “

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所作文学
,

延朋徒

焉
。

五载之间
,

道化大街
,

看德故老茶毋 阎等负书

荷器
,

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
,

于是童幼猛进
,

武

人革面
,

总角佩麟
,

委介免胃
,

比肩继踵
,

川逝泉

涌
,

宜宜如也
,

兢兢如也
。 ”

而在州学就学的生徒

则有千余人
,

《刘镇南碑 》载
: “

笃志好学
,

吏子弟
、

受禄之徒盖千计
。

洪生巨儒
,

朝夕讲诲
,

阎阎如

也
。

虽沫泅之间
,

学者所集
,

方之蔑如也
。 ” ⑥

在荆州讲学的外地学者除纂母阎外
,

另 如颖

容
,

《后汉书
·

儒林传 》
: “

颖容
,

字子平
,

陈国长平

人也
。

博学多通
,

善 《春秋左 氏》
,

师事太尉杨赐
,

郡举孝廉
,

州辟公车
,

征皆不就
。

初平中
,

避乱荆

州
,

聚徒千余人
。

刘表以为武陵太守
,

不肯起
,

著

《春秋左氏条例 》五万余言
。

建安中卒
。 ”

颖容聚徒

千余人讲学的地方
,

当就是州学
。

颖川人 司马徽也是州学教授
,

《三国志
·

尹默

传 》载
: “

尹默… …梓幢涪人也
,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

崇章句
。

默知其不博
,

乃远游荆州
,

从司 马德操
、

宋仲子等受 占学
,

皆通诸经史
,

又专心精于 《左氏

春秋 》
。 ”

宋仲子是刘表的五业从事
,

尹默一 同受

学于司马德操
、

宋仲子
,

明显二人共同执教于州

学
。

3
.

政治上排斥外来人士
。

虽然汉末荆州政权中也有如傅翼这样的外来

人士参与政事
,

对儒士颖容也准备授以武陵太守
,

便就整个荆州的流移人士来说
,

在政治上基本是

受排斥 的
。

王架说
: “

士之避乱荆州者
,

皆海 内之

俊杰也
,

表不知所任
,

故国危而无辅
。 ” ⑦著名的如

刘备
,

本为历经
一

百战之将军
,

但刘表优礼而不能重

用
`

⑧ 。

当时流移荆州人士后来在南北各方大有作

为者不胜其数
,

在荆州都未能得到任用
。

三
、

汉末荆州政权对诸葛亮成长的影响

荆州政权优礼儒生名士的政策
,

吸引 了大批

文人学士的南迁
,

使荆州成了当时的学术文化 中

心
,

荟萃了全国 的优秀人才
,

这为诸葛亮的成长提

供了一个 良好的文化氛围

诸葛亮兴平二年 ( 195 年 ) 随叔父诸葛玄来到

襄阳投靠刘表
,

至建安十三年 ( 2 08 年 )离开
,

在襄

阳生活
一

了十三年之久
。

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

年 ( 18 1 年 )
,

在襄 阳的年龄是 14 岁 至 27 岁
,

正是

人生成长最重要阶段的青少年时期
,

人才荟萃的

襄 阳使诸葛亮获得了不少 良师益友
。

可称之为诸葛亮师辈的如庞德公
,

德公是襄

阳名士
,

刘表 曾数次延请德公出仕
,

均遭拒绝
,

终

生不人襄阳城
。

诸葛亮二姊嫁德公子
,

故诸葛亮

与其来往密切
, “

每至公家
,

独拜公于床下
” 。

十分

尊重德公
,

德公也异常器重年轻的诸葛亮
,

为他延

请名誉
,

称之为
“

卧龙
” 。

另一师辈人物是司马徽
,

司马徽是外来流移

人士
,

著名的古文经学家
,

在州学讲授
。

他与庞德

公是至交
,

二人隐居于汉水 中的鱼梁洲上
,

司马徽

小德公十岁
,

尊德公为兄
。

虽然现在还不清楚诸

葛亮是否曾进人州学学习
,

但就二人同庞德公的

关系看
,

他们之间肯定有交往
。

司马徽也十分器

重诸葛亮的才干
,

当刘备 向他请教对形势 的认识

时
,

他谦虚地说
: “

儒生俗士
,

岂识时务 ? 识时务者

在乎俊杰
。

此间 自有卧龙
、

凤雏
。 ’ , ⑨向刘备推荐了

被称作
“

卧龙
”

的诸葛亮和另一被称作
“

凤雏
”

的荆

州人士庞统
。

聚集在襄阳的年轻学子
,

也汇集 了当时的精

英人才
。

与诸葛亮一起游学的有颖川石韬 (字广

元 )
、

徐庶 (字元直 )
、

汝南孟建 (字公威 .) 博陵崔州

平
。

他们之间不仅互相切磋学问
,

而且相互激励
志向

,

以天下为己任
。

《三国志
·

诸葛亮传 》 载
:

,’( 诸葛 )亮躬耕陇亩
,

好为 《梁父吟》
。

身长八尺
,

每 自比于管仲
、

乐毅
,

时人莫之许也
。

惟博陵崔州

平
、

颖川徐元直与亮友善
,

谓为信然
。 ”

同传注引

《魏略》曰
: “

亮在荆州
,

以建安初与颖川石广元
、

徐

元直
、

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
,

三人务于精熟
,

而亮

独观其大略
。

每晨夜从容
,

常抱膝长啸
,

而谓三人
曰

: `

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
。 ’

三人问其所

至
,

亮但笑而不言
。 ”

从字里行间
,

不难看到当年

这些青年学子指点江山的豪迈气概
。

在互相激励

的同时
,

他们还相互援引推荐
。

徐庶后依刘备
,

甚

受器重
,

他极力向刘备推荐诸葛亮
,

促成了刘备三

顾茅庐
。

一直到数十年后
,

诸葛亮还怀念当年学

友对他的帮助
: “

昔初交 (崔 ) 州平
,

屡 闻得失
。

后

交 (徐 )元直
,

勤见启诲
。 ” L虽然这些年轻人后来

归属于不同的政权
,

但都事业有成
,

不是一般等闲

之辈
。

孟建先回到北方
一 ,

官至凉州刺吏
,

征东将军吼

徐庶建安十二年曹操南征时
,

由于母亲为曹操所

俘
,

遂 与石韬 一起回到北方
,

庶仕至右中郎将御史

中垂
;
韬历任郡守

、

典农校尉L

诸葛亮 与荆州当地的优秀青年也有交往
。

庞统

是庞德公侄子
,

自小 即为庞德公看重
,

称之为
“

凤

雏
” ,

深受司马徽赏识
,

称之为
“

南州士之冠冕
’ ,

L
。

诸

葛亮与庞统既是亲戚
,

又同受教于庞德公
、

司马徽
,

二人之间的交往应该是相当深的
。

庞统归附刘备

之初
,

不甚受重视
,

诸葛亮屡 向刘备推荐
,

始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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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在建立蜀汉政权过程 中
,

发挥了重要作用
。

正是在居住荆州期间
,

诸葛亮完成 了从青年

学子向战略家的转变过程
,

从而得以洞察天下大

势
,

向刘备提出隆中对策
。

荆州所荟萃 的大量优

秀人才和浓厚的文化氛围
,

无疑是诸葛亮成长的

重要作用
。

人称
“

诸葛亮一生惟谨慎
” ,

诸葛亮谨慎的性

格与他在汉末荆州的这段生活是否有关联呢 ? 如

前所述
,

刘表是依靠荆州土著的豪强大族建立政

权的
,

他在政治上极力排斥外来人士
,

不仅如此
,

刘表本人度量狭窄
,

妒贤忌能
,

听信谗言
,

不能容

直言之士
。

士人弥衡被曹操送至荆州后
,

本对刘

表忠心无二
,

但由于不容于刘表周围的人
,

以谗言

被逐 出襄阳
,

为黄祖所杀
。

即使是荆州人士
,

从事

刘望之以直言被杀
,

从事 中郎韩篙受命出使许昌
,

以接受汉爵遭猜忌
,

险至杀身之祸
。

连刘表 自己

的儿子刘琦也因谗言而疏远
。

在这样的一种政治

气氛下
,

许多士人都明哲保身
,

谨言慎行
。

《世说

新语
·

言语篇》注引 《司马徽别传》 曰
: “

徽字德操
,

颖川 阳翟人
。

有人伦鉴识
,

居荆州
。

知刘表性暗
,

必害善人
,

乃括囊不谈议时人
。

有以人物问徽者
,

初不辨其高下
,

每辄言佳
。

其妇谏 曰
: `

人质所疑
,

君宜辨论
,

而一皆言佳
,

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 ?
’

徽

曰
: `

如君所言
,

亦复佳
。 ’

其婉约逊遁如此
· ·

一人
谓刘表曰

: `

司 马德操
,

奇士也
,

但未遇耳 !
’

表后见

之
,

曰
: `

世间人为妄语
,

此直小书生耳
。 ’

其智而

能愚 皆此类
。 ”

司马徽不仅精通古文经学
,

而且善

于鉴别人才
,

他赏识和器重的诸葛亮
、

庞统后来都

成为千古 流传 的人物
,

可见他本人决非等闲之

辈
。

他之所以
“

智而能愚
” ,

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政

治环境压迫所致
。

不仅是司马徽
,

与司 马徽抱定同样态度的人
比 比皆是

。

《三 国志
·

裴潜传 》载裴潜虽受刘表礼

遇
,

但
“

私谓所亲王架
、

司马芝 曰
: `

刘牧非霸王之

才
,

乃欲西伯 自处
,

其败无 日矣
。 ” ,

《三 国志
·

杜

袭传》载袭在荆州
, “

同郡繁钦数见奇于 (刘 )表
,

袭

喻之曰
: `

吾所以与子俱来者
,

徒欲龙蟠幽蔽
,

待时

凤翔
,

岂谓刘牧当为拨乱之主
,

而规长者委身哉?

子若见能不已
,

非吾徒也
,

吾其与子绝矣 !
’

钦慨然
曰

: `

请敬受命
。 ’

袭遂南适 长沙
” 。

和洽在荆州时
,

刘表虽以宾礼待之
,

洽
“

谓
`

昏世之主
,

不可亲近
,

久而砧危
,

必有谗愚间其中者
’ ,

遂南渡武陵
” L

。

不仅外来北方人士在刘表政权下战战兢兢
,

不少荆州土著人士也视刘表政权为是非之地
,

避

之唯恐不及
。

《襄阳首 旧记 》载
: “

庞德公
,

襄阳人
,

居涌水上
,

至老不人襄阳城
。

躬耕 田里
,

荆州牧刘

表数延请
,

不能屈
,

乃 自往候之
。

谓公曰
: `

夫保全

一身
,

孰若保全天下乎 ?
’

公笑 曰
: `

鸿鹊巢于高林

之上
,

暮而得所栖
;
龟矍穴于深泉之下

,

夕而得所

宿
。

夫趋舍行止
,

亦人之巢穴也
,

但各得其栖宿而

已
,

天下非所保也
。 ” ’

此外如桓阶
、

韩暨
,

也都不

愿 出仕荆州政权
。

诸葛亮在襄阳生活的时期正是其性格发育成

长 的重要时期
,

庞德公
、

司 马徽又是其成长道路上

二位导师般的人物
,

二人的人生态度不可能不给

诸葛亮性格的形成带来重要的影响
,

有一件事很

生动地反映了诸葛亮 的性格
。

《三国 志
·

诸葛亮

传 》载
: “

刘表长子琦也深器亮
,

表受后妻之 言
,

爱

少子琼
,

不悦于琦
。

琦每欲亮谋 自安之术
,

亮辄拒

塞
,

未与处画
。

琦乃将亮游观后 园
,

共上高楼
,

饮

宴之间
,

令人去梯
,

因谓亮曰
: `

今 日 _

L不至天
,

下

不至地
,

言出子 口
,

入于吾耳
,

可以 言末 ?
’

亮答曰
:

`

君不见 申生在内而危
,

重耳在外而安乎 ?
’

琦意感

悟
,

阴规出计
。 ”

刘琦
“

每欲与亮谋 自安之术
” ,

可

见二人并非一般交情
,

而亮非要至
“

上不至天
,

下

不至地
”

的高楼之间方才为其划策
,

这既说 明诸葛

亮深知刘表的为人
,

不愿介人其家事
,

也说明 当时

谗愚成风
,

诸葛亮担心密告而谨慎 自保
。

刘备三顾茅庐是众所周知的故事
,

但为什么

诸葛亮非要刘备三顾茅庐始才
“

隆中对
”

呢 ? 是诸

葛亮没有仕进之心吗 ?不然
,

诸葛亮以管
、

乐 自许
,

正是要建功立业
,

名垂青史
。

是嫌荆州僻远
,

非 中

华之地
,

不愿效力吧 ? 也恐不然
,

当年孟公威欲 自

荆州北归
,

诸葛亮不是劝他
“

中国绕士大夫
,

遨游

何必故乡 邪
”

卿 诸葛亮 不愿见刘备
,

当另有原

因
。

刘备是天下袅雄
,

不得已归依刘表
,

而时刻以

功业为念L
,

四处招揽人才
,

尤其是不为刘表所依

重的外来流寓人士
。

他访士于司 马徽
,

引徐庶于

摩下
,

都是在积极地延揽人才
。

他不顾将军之尊
,

三顾茅庐延请一年轻学子
,

正是求贤若渴的急切

表现
。

但他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刘表的戒备
。 “

荆州

豪杰归先主者 日多
,

表疑其心
,

阴御之
。 ” ⑥以诸葛

亮之明
,

不会不知道刘表与刘备之间这种微妙关

系
,

而诸葛亮与刘表政权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他的叔父与刘表是旧友
,

举家投奔刘表而来
; 岳父

与刘表同为蔡讽之婿
,

他回避刘备
,

正是顾忌到这

些关系
。

但刘备的礼贤下士
,

一

与刘表的妒贤忌能
,

构成了强烈对 比
,

刘备的推心置腹
,

与刘表的虚情

假意
,

又形成 了鲜 明的反差
, “

士为知己者死
” ,

这

是诸葛亮抛弃顾虑
,

投依刘备的真正原因
。

诸葛

亮在 《出 师表》中说
: “

臣本布衣
,

躬耕于南阳
,

苟全

性命于乱世
,

不求闻达于诸侯
。

先帝不以 臣卑鄙
,

江汉论坛 1 9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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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代 的 鄂 州 南 草 市

—
江汉平原市镇的个案分析

口 杨 果 (武汉大学历 史系
,

副教授
、

博士 武汉 4 3 0 0 7 2 )

宋代是江汉平原市镇发展的重要时期
,

这有

两个主要的标志
,

一是小市镇的兴起与发展
,

笔者

对此有另文探讨
;
第二个标志就是大型市镇的出

现
,

鄂州南草市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

它的发展可

以说是本区市镇发展 的一个缩影
。

本文试图主要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南草市的成长作一点探讨
,

复原其历史面貌
,

并从 中得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

结论
。

从空间关系和功能结构来看
,

宋代的鄂州城

与其南门外的南草市可称为府州级城镇与卫星城

结合的大城镇
,

虽然元明以后南草市逐渐消失
,

融

为鄂州的一个部分
,

但在宋代
,

南草市是在鄂州附

近
、

作为其辅助市场存在的
,

鄂州的区域 自然地理

狠 自枉屈
,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

咨臣 以当 世之事
,

由是感激
,

遂许先帝 以驱驰
。 ” L应该真实反映了

他当时的心情
。

赵翼 《廿二史札记 》
“

三 国之主用

人各不同
”

条说刘备用人以
“

性情相契
” ,

诸葛亮与

刘备就是一个性情相契的典型例子
。

《资治通鉴》

载诸葛亮与刘备相识于建安十二年
,

而真正成为

刘备幕僚是在第二年刘表死后
,

曹操大军南征时
,

故诸葛亮 自谓
: “

后值倾覆
,

受任于败军之际
,

奉命

于危难之间
。 ” L从相识到出 山

,

其间大概只能算

是刘备的宾客
。

三顾茅庐反映的是刘备爱贤的故

事
,

但从中也可以看到诸葛亮谨慎的个性
。

“

时势造英雄
” ,

是汉末天下纷争
、

群雄相斗的

局面呼唤人才
,

为大批的政治人才脱颖而出提供
了用武之地

,

而汉末荆州的特殊政治文化环境
,

也

是孕育英才的一个火炉
,

诸葛亮就是 由这火炉中

锻炼出来的英雄
。

注释
:

① 宗贼是在汉末社会动乱中民间 以宗族乡里关系为

基础组织起来的武装集团
。

详见唐长孺先生 《孙吴建国及

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 》
,

载 《魏晋南北朝 史论丛》
,

三联书

店
。

② 《后汉书 》卷 7 4 《刘表传》
。

③ 邓羲
,

《后汉书
·

刘表传》作邓义
。

④ 《全后汉文 》卷 9 1
。

⑤ 见 《隋书
·

经籍志 》
,

参见唐长孺先生 《汉末学术中

心 的南移与荆州学派 》
,

载 《襄阳师 专学报 》 1
98 9 年第 2

期
。

⑥ 《全三 国文 》卷 5 6 《刘镇南碑》
。

⑦ 《三国志 》卷 2 1 《王聚传》
。

⑧ 《三国志 》卷 6 《刘表传》
: “

刘备奔表
,

表厚待之
,

然

不能用
。 ”

⑨L 《襄 阳首 旧记》
。

L 《三国志 》卷 39 《董和传》
。

沉
) 《三国 志 》卷 1 5《温恢传》

。

LL 《三国志 》卷 35 《诸葛亮传》引 《魏略 》
}

L 《三 国志 》卷 2 3 《和洽传》
。

L 《三 国志 》卷 犯 《先主传》注引 《九州春秋》 曰
: “

备住

荆州数年
,

尝于表坐起至厕
,

见牌里肉生
,

慨然流涕
。

还坐
,

表怪问备
,

备曰
: “

吾常身不离鞍
,

骸肉皆消
。

今不复骑
,

骸

里肉生
。

[J 月若驰
,

老将至矣
,

而功业不建
,

是以悲耳
。 ”

L 《三 国志
·

先主传 》
。

LL 《三国志
·

诸葛亮传 》
。

( 责任编辑 黄长义 )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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