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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国内诸葛亮研究概述
马　强

　　摘　要:文章总结了自 1985 年以来国内诸葛亮研究的基本概况。作者认为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开展

的诸葛亮研究是改革开放 、学术繁荣的标志之一 , 由此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学术研究队伍 , 相继涌现出一批以研

究三国与诸葛亮而知名的专家学者(以临沂 、成都 、襄樊 、汉中等地最为突出)。文章在梳理近 20 年该研究选题多

元化的基础上 ,指出诸葛亮文化遗迹研究与旅游业开发已形成良性互动 , 并预见与诸葛亮文化研究相关的各地旅

游业还将由之更加兴旺发达。文章还特别对《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自创刊来常年坚持开设“三国与诸葛亮”的

特色栏目给予了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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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三国文化与历史人物研究中 ,著名政治家 、军事家诸葛亮始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1985

年我们曾经在诸葛亮研究会襄樊联会上提交《近年来全国诸葛亮研究综述》和《三届诸葛亮研究联会论文述

评》文章 ,介绍过文革后十年间国内诸葛亮研究的概况①。光阴似箭 ,岁月如梭 ,十五 、六年时间很快又过去

了 ,在此期间国内诸葛亮研究与时俱进 、更加繁荣昌盛 ,成立了诸多的研究机构 ,发表了更多的研究成果 ,仅

出版诸葛亮传记著作就达 20种之多。其它学术专著和论文集也将近 20余种 ,发表论文 500多篇。尤其是

诸葛亮研究联会 ,已由最初的成都 、襄樊 、汉中三家发展到今天的山东临沂 、浙江兰溪 、甘肃天水等多个兄弟

省市加盟的全国性群众学术团体 ,已先后在成都 、汉中 、襄樊 、临沂 、兰溪 、天水等地举办过十二次学术会议 ,

结集出版论文集十一部。此外国内各高等院校及其它文博考古部门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诸葛亮的研究 ,发

表了不少重要论著。诸葛亮研究呈现出一片方兴未艾的勃勃生机。

一 、诸葛亮研究队伍日益扩大
学术研究繁荣的前提是研究队伍的健全与机构组织的有效领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学

术研究春天的到来 ,各地的文史研究组织雨后春笋般出现。对诸葛亮研究来说 ,最令人瞩目的新气象就是

各地诸葛亮研究会的相继出现及其富有特色的工作。在有关党政部门的关怀重视下 , 1983年由四川成都 、

湖北襄樊 、陕西汉中三地市率先发起建立了诸葛亮研究联会 ,以加强研究工作的横向联系 ,并且在同年 10月

于成都召开了全国诸葛亮学术研究首届研讨会。以后山东临沂 、河南南阳 、浙江兰溪 、甘肃天水等地也相继

成立了诸葛亮研究会 ,组织老中青学者展开了积极扎实的研究活动。这些研究组织结合当地三国与诸葛亮

历史文化遗产与经济发展特点 ,在充分挖掘地方文史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发表了大量论著 ,并轮流在七地市

召开了十二次全国学术研讨会 ,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以诸葛亮研究为契机有力提高了各相关地方知名

度和旅游产业的发展 。学术研究同时也培养壮大了研究队伍 ,涌现了一大批以研究三国与诸葛亮而闻名的

专家学者 ,这方面又尤其以临沂 、成都 、襄樊最为突出 ,王汝涛 、王瑞功 、谭良啸 、李兆成 、丁宝斋 、晋宏中等先

生都已是著述丰富的三国诸葛亮研究知名专家 。同时国内一些著名的老一代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者如缪

钺 、王利器 、何兹全 、马植杰 、柳春藩 、朱大渭 、田余庆 、黄惠贤 、陈翔华 、张崇琛 、余明侠等教授也都有三国诸

葛亮研究的重大新著问世 。此外 ,国内一些高校学术刊物如《成都大学学报》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汉中

师范学院学报》 、《襄樊学院学报》 、《许昌师专学报》等也相继开辟了三国与诸葛亮研究专栏 ,为发表研究成

果提供了宝贵的载体和园地。特别是《成都大学学报》从创刊至今常年开设固定的“三国与诸葛亮”栏目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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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不少颇具学术价值的论文 ,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良好的影响。

二 、近二十年来诸葛亮研究选题与范围逐渐多元化
无论是新领域的开拓还是传统课题的深化都取得了可喜的突破和成就 。大致可归纳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诸葛亮的家世与后裔流传 。诸葛亮的家世与后裔流传问题过去因文献记载缺乏很少有人涉及 ,

从八 、九十年代开始山东临沂和浙江兰溪学者运用方志家谱资料开始探索 ,姜开民 、何玮根据在山东省莒县

发现的《全裔堂诸葛氏宗谱》发表《琅岈诸葛亮世家初探》 ②,探讨了琅岈诸葛氏家世的流传与演变 。认为自

汉末到清末 ,诸葛亮后代共传三十八代 ,一直住在诸葛城 ,直到清光绪年间才从那里迁走;而刘骥家的《诸葛

故里古迹考》 ③则对今沂南县境内有关诸葛亮的名胜古迹作了考证 ,并根据北齐 、隋 、明 、清各代碑刻认为沂

南确实有一支诸葛亮家族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息衍传。著名诸葛亮研究学者王汝涛先生则对莒县《全裔堂诸

葛氏宗谱》持审慎态度 ,他在对这部新发现的《宗谱》所载所谓诸葛亮家谱世系进行深入严密考证后得出结

论:作为一部家谱 , 《全裔堂谱》当自有价值 ,但作为研究诸葛亮家世的资料 ,则可疑之点甚多 ,必须认真鉴别

后才能引用④。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赴山东考察组写的《诸葛亮故里考察记》 ⑤根据他们赴鲁地考察的结果

指出汉代阳都城确切遗址应在沂南县 ,而诸葛亮祖籍虽在诸县 ,但至迟在西汉时已迁走。

《三国志》等历史文献记载诸葛亮的后裔仅仅至四世诸葛京而中止 ,诸葛亮这一历史伟人的后代何在成

为一个悠久的历史之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浙江兰溪市诸葛亮后裔聚居地诸葛村的发现曾轰动全国 ,经过

兰溪市学者对流传至今的《高隆诸葛氏宗谱》等历史资料的努力考证 ,现在已基本理清了诸葛亮之孙诸葛京

嫡传后裔诸葛利于唐末五代时由成都宦游山阴(今浙江绍兴),后转任寿昌(浙江建德)其子孙在浙江繁衍六

大支 ,基本散居在浙江中西部的建德 、龙游 、金华 、兰溪等地 ,其中以兰溪市诸葛村为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

地 ,从而解开了诸葛亮后裔下落的“千古之谜” ⑥。这一发现及研究当时被认为是九十年代我国诸葛亮研究

的重大成果之一 ,新华社为此向全世界发表了《诸葛亮后裔今何在 ,千古之谜已解开》的电讯稿 ,数十家国内

外报刊 、电台竟相转载 ,在国内外引起过极大关注 。

2 、关于诸葛亮政治思想的属性讨论。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属性向来是诸葛亮研究的中心话题 ,八九十年

代以来也仍然是诸葛亮研究的重要内容。王汝涛先生认为 ,诸葛亮的政治思想中杂有道 、儒 、法三家因素 ,

但作为一个政治素养端粹的政治家来说 ,心目中并没有家数 、流派的成见 ,而是吸取三家政治思想之长 ,摈

弃其短的⑩;李星基于诸葛亮治蜀中体现的德刑并举的政策特点提出诸葛亮政治思想为“外法而内儒”的新

观点 11;臧振在《论诸葛亮的思想史地位》中则从两汉至魏晋思想史发展脉络论证诸葛亮属于黄老学派思想

范畴 ,并指出诸葛亮去世标志着汉初以来的黄老学派退出了历史舞台 ,最终被老庄玄学取而代之 12。余明

侠先生《诸葛亮评传》一书通过对三国文献史料的全面考察 ,比较准确全面地揭示了诸葛亮思想的全貌。作

者认为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如同哲学思想一样“很难简单地归属于哪一家 、哪一派 。大体上说 ,儒 、法 、道 、墨

兼而有之” ,但从基本倾向而言 ,“儒家的思想色彩要深厚些” 。此书还对诸葛亮的哲学 、伦理思想这些空白

领域作了开拓性探讨 。

3 、关于诸葛亮的成才。诸葛亮是历史上罕见的政治 、军事奇才 ,但过去学术界对诸葛亮的成才问题一直

缺乏应有研究。近年来随着人才学研究在我国的兴起 ,也引起了学界对诸葛亮成才原因 、环境的关注。湖

北学者率先倡导并进行研究 ,并发表不少有价值论文。反映了九十年代诸葛亮研究的一个新趋向 。1998年

在湖北襄樊召开的诸葛亮研究会主题即“诸葛亮的成才之路”。会后结集出版的《诸葛亮的成才之路》一书

就集中收集了王汝涛 、丁宝斋 、丁毅华 、张崇琛 、晋宏中 、雍际春等教授近二十篇相关论文。分别从诸葛亮的

家世 、家学 、汉末琅岈 、襄阳地区的深厚文化环境 、成才的个人休养及其客观因素 、社会背景 、治学之道等多

角度 、多侧面讨论了诸葛亮成为历史奇才的综合原因 ,读来都颇具启迪感发意义 。

4 、关于诸葛亮的治蜀成败的评价 。治理蜀汉是诸葛亮政治才干的的集中体现 ,也是诸葛亮政治生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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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成功。八十年代初朱大渭先生曾发表长篇论文《论诸葛亮治蜀———兼论诸葛亮是儒法合流的典型人

物》 13 ,对诸葛亮治理蜀汉的政治 、经济 、军事策略作过全面的论述 。不久 ,缪钺教授也发表《政治家诸葛亮

散论》 14,也对诸葛亮治理蜀国的国策 、方针 、实效作了深入的探讨。并把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与诸葛亮作了

比较研究 ,认为王安石在政治上虽也很有作为 ,但与诸葛亮相比 ,在政治才干与品德方面仍然略逊一筹。襄

阳师专余鹏飞先生《诸葛亮经济思想初探》一文认为诸葛亮治蜀是以农为本 、轻徭薄赋 、提倡节流反对奢侈

为重 ,因而蜀汉社会经济才会出现“田畴辟 、仓禀实”的丰盛景象 。其后余教授在出版的《三国经济史》(河南

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一书中对诸葛亮治蜀又作了系统的述论。九十年代研究诸葛亮治蜀有分量的论著

仍然不少 ,余明侠教授的《诸葛亮评传》、马植杰先生的《诸葛亮传论》 15、朱大渭 、梁满仓先生《武候春秋》 、盛

林中先生《诸葛亮与蜀国的清明政治》 16等论著(文)都是其中的荦荦大著 ,值得一读。但这些论著对诸葛亮

治蜀的评价几乎都是众口一辞的赞誉 ,而少有不同意见 。

5 、关于诸葛亮北伐探讨 。诸葛亮与蜀汉集团的最高政治目标是“恢复汉室 ,还于旧都” ,因此屯兵汉中 ,

出师祁山北伐曹魏的军事行动成为诸葛亮晚年的主要内容 。1984年诸葛亮研究会勉县年会中心议题即是

诸葛亮的北伐。同时 ,八十年代对北伐成败的争鸣曾经一度是诸葛亮研究的热点 ,陈克华 、张大可 、尹韵公

等先生都曾著文对诸葛亮连年劳师动众举国伐魏提出否定性评价 17。但以后更多的学者则是从具体的过

程 、事件角度客观地探讨北伐失败原因 。臧振《诸葛亮北伐失败原因再探》 18另辟蹊径 ,从秦汉农民战争角

度探讨北伐失败原因 ,认为由于农民战争的巨大作用以及中原地区上层建筑的更新与生产关系的重组 ,使

诸葛亮那改良后的蜀汉旧邦无论如何无法战胜中原那革命后的新邦 ,这才是诸葛亮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

此说不失为有新意的一家之言 。近年来研究北伐文章较少 ,但也有一些从新角度探讨的见解 。在 2000年成

都研究会上 ,徐学书提交的论文《蜀汉诸葛亮与前蜀王建六次北伐》  20将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与五代时期的王

建不同时代自蜀地北伐关中的军事战争作了比较研究后认为 ,诸葛亮北伐末竞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

弱 ,首次北伐中诸葛亮未能迅速防守叛魏降蜀的陇右三郡 ,加上关键战役中用人不当以及后来北伐缺人乏

兵等;徐日晖从曹魏在陇右河西地区的坚实军事防御角度论证了诸葛亮出师祁山屡战屡败的军事地理原因

 21,很有说服力 。

6 、有关诸葛亮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地域文化的关系的探讨 。九十年代随着我国传统文化研究热的逐渐升

温 ,对三国 、诸葛亮的研究也开始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将诸葛亮文化现象放在中国悠久丰富的传统文化宏观

背景下加以考察 ,注重分析儒 、道主流思想对诸葛亮思想的影响 ,同时 ,1992年成都诸葛亮研究会上也首次

提出“诸葛亮文化”这一命题 ,将诸葛亮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研究 ,成为诸葛亮研究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

标志。在这届年会上 ,有三篇论文引人注目 ,一是鲁才全的《关于诸葛亮与传统文化的两点思考》 ,二是丁宝

斋的《诸葛亮与中国传统文化》 ,三是张晓刚 、刘霞的《诸葛亮文化现象浅论》 22。前两文重点把诸葛亮思想

行为表现与儒家学说要求作了深入仔细的对比论析 ,都认为诸葛亮是中国优秀传统孕育塑造的精英人物;

后者则认为在诸葛亮身上聚集着中国人的人生态度 、政治理想和道德品质 ,诸葛亮这一典型已深入到人们

的文化意识之中与日常社会生活里 ,形成了一种蕴涵丰富的诸葛亮文化现象 23;不久 ,龙显昭 、蔡东洲等学

者也在《三国文化历史走向》一书中重点考察了诸葛亮在文化长河中由英雄名士向神化 、智化的形象转化

 24。1998年襄樊研究会上围绕诸葛亮成才问题集中交流了一批从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诸葛亮的

学术论文。其中李来廷《青年入仕思想对诸葛亮世界观形成的影响》论证诸葛亮青少年时代主要接受的是

儒家思想的教育 ,儒家入仕思想对诸葛亮影响至深 ,治理蜀汉就是儒家入仕思想的成功实践 ,诸葛亮的思想

道德标准达到了儒家入仕思想所规定的最高境界 25;雍际春 、邹轩《汉末文化环境与诸葛亮成才》则重点结

合东汉末年社会主流文化氛围与诸葛亮宏观世界安邦治国的政治实践作了两方面的双向考察 ,指出诸葛亮

的思想是以儒学为主 ,兼收道 、法 、阴阳 、纵横及兵诸家形成的 ,是自成一家的文化系统 26。在最近几次诸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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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研究会上 ,诸葛亮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成为讨论的新热点。王汝涛 、王晓真《家学·反思·成才》  27、丁宝斋

《诸葛亮与汉末襄阳大姓》 28、杨代欣《刘表 、诸葛亮与荆州学风》 29、梁宗奎《管仲对诸葛亮成才的影响》  30、

刘存祥《琅岈文化对诸葛亮成才的影响》 31等都着重分析了琅岈文化 、襄阳文化与诸葛亮的关系;马强《汉水

流域与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战略》 32则专门论证了汉水流域在诸葛亮政治军事实践中的重要地位 ,认为汉水

襄阳 、汉中两大区域在蜀汉北伐战争中意义尤其重大 ,特别是汉中作为曾是汉高祖建立汉祚的发祥地以及

高祖君臣在汉中的军事实践对诸葛亮影响甚大。作者今年发表的另一篇《诸葛亮崇拜与古代蜀汉地区的民

间信仰》 33则从区域文化地理角度对蜀汉地区古老的祭祀诸葛亮民俗作了特点与原因分析 。梁中效《蜀道

线上的诸葛亮文化》 34也选题颇新 ,认为诸葛亮在蜀道线上辉煌的文治武功是中国西部文化辉煌的典型 ,而

诸葛亮文化则是中国西部文化兼融并包的象征 ,也是蜀道线上最具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冯岁平《虚白道人

及其忠武侯祠墓志》 35详尽缜密考证了嘉庆年间道人李复心生平及其《忠武侯祠墓志》一书的重要史料价

值 ,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 ,看来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诸葛亮不失为一种新突破。

7 、诸葛亮传记新著及传记文献整理出版。传记著作是对历史人物生平研究的综合性成果 ,不同时代的

人物传记体现了学者的研究视角及理论方法以及时代特色。而传记文献整理及汇编则是学术研究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和总结。九十年代国内诸葛亮研究的另一重要收获就是十余部诸葛亮传记著作的相继出版以

及以《诸葛亮研究集成》、《诸葛亮传记集》等书的编辑问世。在传记著作中 ,余明侠教授的《诸葛亮评传》(南

京大学中国思想家丛书之一)、张崇琛教授的《诸葛亮世家》、谭良啸先生的《卧龙辅霸》 、台湾陈文德先生的

《诸葛亮大传》、周殿富先生的《诸葛武侯全传》 、李兆成先生的《一代贤相诸葛亮》等都是各有偏重 、颇具特色

的传记新著 ,代表了九十年代诸葛亮传记的学术水平。在诸葛亮研究历史文献整理及研究方面 ,九十年代

以来也有重要开拓 ,王瑞功等先生主编的《诸葛亮研究集成》(齐鲁书社1997年出版)、陈翔华教授主编的《诸

葛亮传记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中心影印出版)是其中两部分量厚重的诸葛亮文献研究巨著。前者

分上下两编钩沉辑录了自三国至清末有关诸葛亮的各种文献资料 ,后者则汇编影印了西晋以来到明清历代

撰著的诸葛亮传二十余种 ,包括一些极为珍贵的早期刻本 ,具有很强的学术资料价值 。

三 、诸葛亮文化遗迹研究与旅游的良性互动
在当年诸葛亮主要活动地的山东 、湖北 、四川 、陕西 、甘肃 、云南及诸葛亮主要后裔聚居点的浙江等地 ,

至今仍留有不少有关诸葛亮的纪念性遗迹 ,成为十分宝贵的文化旅游资源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八十年代

以来各相关地区在诸葛亮遗迹的研究与保护 、开发与宣传方面作了大量很有成效的工作 ,不仅典型体现了

诸葛亮研究的时代特色 ,也有力推动了相关地区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在四川 ,以成都

武候祠为代表的文博工作者在这方面起步较早 ,自八十年代初开始即十分重视诸葛亮研究 ,至今已编撰出

版了大量研究 、宣传诸葛亮以及成都武候祠的学术性 、科普性书籍 ,这些工作为成都及武候祠旅游业带来十

分明显的经济效益 ,旅游参观人数逐年上升 ,年创汇在千万以上 ,以至于武候祠已成为成都旅游业的龙头与

名片。湖北襄樊 、河南南阳 、陕西沔县 、甘肃天水 、浙江兰溪等地诸葛亮研究以及相关文化遗迹的保护 、宣传

也搞得有声有色 ,大大地带动了当地的三国旅游热及其文化产业的发展。如襄樊的诸葛亮文化节 、勉县的

武候墓清明庙会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研究也有力促进了旅游业的兴旺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 ,勉县武候

墓 、祠近年来游客日众 ,成为陕南最大的历史文化旅游胜地 ,并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

典型的实例 。至于兰溪诸葛村因学术研究被认为是诸葛亮嫡传后裔聚居地并在全国媒体宣传后 ,很快得到

浙江省和兰溪市的高度重视 ,不仅及时成立了兰溪市诸葛亮研究会 ,而且于 1993年争取在兰溪召开了全国

第七届诸葛亮学术研讨会 ,旅游业自 1992年以后更是突飞猛进地发展。据包瑞田先生介绍 ,仅诸葛村 1998

年1—9月游客已达 10万之众 ,门票收入已超过 100万元 ,同时一大批古建筑也得到了较好的维修 、保护和

利用 36。可以预见 ,随着三国与诸葛亮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诸葛亮文化遗迹所在的各地旅游产业还将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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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旺发达 。

以上从三个大方面 、 七个小方面对 1985年至今将近 20年来国内诸葛亮研究情况特别是一些新动向 、

新发现 、新观点作了简要综述 , 其它还有诸如诸葛亮军事思想 、法制思想 , 诸葛亮早年隐居的躬耕地地

望 、 《隆中对》 、 “八阵图” 、 《后出师表》 、 木牛流马等问题 , 国内学术界也一直在争鸣探讨 , 有不少有价

值的论著发表。

从以上的回顾归纳中不难看出 ,近二十年来国内诸葛亮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成就 ,呈现出方

兴未艾的勃勃生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历史人物研究的繁荣和地方文史研究与区域经济开发的良性

互动。但也无须讳言 ,在国内诸葛亮研究中 ,有时也多少存在由此一极端倒向彼一极端的偏激以及用乡情

代替科学的缺点 。此外从新史料 、新的交叉学科研究的成果仍较少 ,与国外有关诸葛亮研究的学术团体也

缺少联系 ,这是今后诸葛亮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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