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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诸诸诸葛亮在葛亮在葛亮在葛亮在汉汉汉汉中的休士中的休士中的休士中的休士劝农劝农劝农劝农    

  诸葛亮在汉中曾因地制宜，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既为北伐曹魏解决物资供应，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更为汉中盆地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利用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诸葛亮为实现他全力辅佐蜀汉帝业，达到“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目的，于建兴五年至十二年(公元227—234)率诸军北驻汉中，“营沔

北、阳平、石马”(即今勉县的汉江两岸，老城镇至旧州铺一带)，以汉中为根据地，向曹魏展开五次北伐。为了解决北伐期间的粮草供给，诸葛亮

在汉中曾“休士劝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因地制宜，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既为北伐曹魏解决物资供应，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更为汉中盆地的农

田水利建设和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诸葛亮为什么屯军在汉中 

  汉中，地处陕西南部的汉江上游，北屏秦岭，南障巴山，汉水横贯其间，形成了“上从勉县的老城镇，下至洋县龙亭镇，东西狭长175公里，

南北宽约2.5—10公里”的一个比较宽阔的盆地平原。由于汉中地接秦、陇、蜀、楚，路通川、甘要津，所以，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行旅通商的要

地。 

  从军事地理位置来看，汉中“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古道交错，关隘重锁，易守难攻，历来就有“西

垂重镇”之称。高祖刘邦因此“以成帝业”；张鲁在汉中“断绝谷阁”以“五斗米教”“雄据巴汉垂三十载”；三国时期，曹操征张鲁，留夏侯渊

屯驻汉中，图谋西蜀；刘备为攻魏又进军汉中，杀夏侯渊于定军山，并在汉中“设坛称王”。因此，三国时期，汉中成了蜀魏互相吞并而争夺的军

事要冲。曹操若据有汉中，便等于控制着西蜀的大门，伺机灭蜀；刘备若占据汉中，进可以北攻曹魏，退可能养精蓄锐。特别是对于巩固蜀汉政

权，开拓疆土，扩充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屯军汉中呢？是因为他在《隆中对》中规划的立国大计，本是可以实现的，但因关羽刚恒自用而失荆州；刘备复仇，断

了和吴的“联吴抗曹”的战略决策，这样一来，使得本来就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弱蜀出现了势穷力单，孤军无援的境地。由于受蜀汉当时所处的困

境所限，诸葛亮为了扭转“坐以待亡”的被动局面，率军北驻汉中，挥师北伐，是必由之路，因此说：“汉中是蜀的咽喉”，汉中安则蜀安，“若

无汉中，犹无蜀矣”。 

  “军以粮食为本”，军事活动的根本保证是以物资为基础的。诸葛亮要北伐曹魏，首先应考虑的粮草资源，蜀都虽号“天府”，但距前线远隔

千里，道险运艰，无法保证军需供给，因此，诸葛亮不能不在汉中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来解决北伐的军事供应。 

  汉中盆地，土肥水美，气候宜人，历来盛产多种粮食作物，又有“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富庶的物资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但满足了

当地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且还保证了历史上政治与军事活动的需要。西汉初年，高祖刘邦“定三秦”时留萧何常居守汉中，“使给军食”；汉武帝

时，朝廷为了取运“汉中之谷”，曾令张汤开褒斜道，想以此漕运：东汉末年，张鲁也在“财富土沃”的汉中以“五斗米教”教化百姓，“立义

含、置义米、义肉其中”，让路人量腹取用；曹操征汉中时，曾在勉北米仓下山屯米“数千万囊”；刘备取汉中时，法正就曾向刘备建议，夺取汉

中后可“广农积谷”。上述史实说明两汉三国时期，汉中的资源条件，为当时的重大军事活动提供了优厚的经济基础。这些条件和基础，也必然被

诸葛亮在汉中屯兵北伐所利用。 

  2.诸葛亮休士功农的历史背景与重要意义 

  三国之中，蜀汉国力最弱，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割据政权，从规划立国蓝图，到人蜀建国开创帝业，以至偏安益州一隅而与魏、吴两国鼎立争雄

达四十余年，是同诸葛亮智慧才能和鞠躬尽瘁的实干精神分不开的。他之所以要北伐，其目的就是要打破魏强蜀弱力量悬殊的严重局面。荆州失守

后，蜀汉政权唯有益州一地，在国小民贫的情况下，又不断对外用兵，从章武元年刘备发动大规模东征与孙吴争夺荆州；接着就是诸葛亮的南征北

伐，战争几乎连年不断，大量加重在益州人民的兵役和劳役负担，既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又直接影响农副业的生产。如：魏、蜀争夺汉

中时，前方告急，需要征调大批农业劳力补充兵源，时至春夏大忙，诸葛亮因此犹豫不决，但为了避免“家门之祸”，最后迫不得已采纳了“男子

当战，女子当运”的主张，在农忙的关键时节抽调大批劳力脱离农事，对于粮食生产的损失和破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再如，每遇大的战役之后，

还需征发大批兵丁充实军队。夷陵战后，仅巴西郡就立即征发兵士五千以补充军队缺额(见《蜀志•马忠传》)。农业人口的不断减少，促使益州农业



经济的日趋衰弱。 

  早在刘备夺取汉中之前，法正就建议攻取汉中然后“广农积谷”，在当时它只是作为一项战略计划而提出来的，但也反映了当时益州国库空

虚，粮食不足，需要另外开辟粮食基地的要求。鉴于益州的经济状况，诸葛亮叹息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封建社会以农立

国，凡志存远图的贤能之士都尊崇“王者之治，崇本抑未，务农重谷。”决敌资应先是粮食，但蜀汉却不得不主要依赖于蜀锦的税收和贸易来维持

战争的重负，足见蜀汉当时经济的恶化和粮食之短缺。同时也证实了诸葛亮北伐不仅有运粮之艰，而且有缺粮之患。因此，为了保证北伐中的军粮

供应，减轻蜀国朝廷和百姓的负担，诸葛亮不但有实行屯田的必要，而且休士劝农迫在眉睫。 

  诸葛亮在汉中屯田，是因为汉中靠近北伐前线，也是产粮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据《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载：“汉中户出十万，财富土

沃”，但曹操在放弃汉中时“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接着又使汉中“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曹操又“恐刘备北取武氏，以

逼关中”于是又“徙氏五万余，落出扶风、天水”。因此蜀在夺取汉中后，只是“得地而不得民也”。诸葛亮在汉中可以掌握大片无主土地，但要

实行屯田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劳动力，故诸葛亮要在汉中体上劝农，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军队参加农业生产，实行军屯。于是，从建兴十年起，诸葛

亮暂停北伐的军事活动，“休上劝农于黄沙”重点在汉中发展粮食生产。 

  3.诸葛亮休士劝农的主要措施与效果 

  史载，从建兴十年(2s2年)起，诸葛亮“休士劝农于黄沙”重点发展农业生产，时间达二年左右，此间军队无作战任务，当时汉中地广人稀，

劳动力严重缺乏，诸葛亮又“每以粮少为恨”，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深通“务地之本”的诸葛亮是不会让十万大军终年坐食军饷，把大批精壮劳力

放置不用。那么，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究竟采取了那些有效措施来发展生产，扩大经济效益呢？ 

  (1)设置“督家”官吏，兴修水利汲施。汉中盆地是一个“赋贡所出”的鱼米之乡，气候温和，粮食作物种类繁多，而稻米尤享盛誉。当年，

诸葛亮率军到汉中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命吕义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给军粮”，后来，为加强北伐的军需供应，又令杨义在汉中“规划

分布，筹度粮谷”，同时，诸葛亮还十分注重兴修水利，并把它视为粮食丰收的根本保证，对西汉初年萧何在汉中所开创的“山河堰”等水利设施

“遗迹增筑”、这些史实说明了诸葛亮在汉中曾把“督农”和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解决北伐军需物资的第一步措施来抓。 

  近年来，在汉中及勉县的蜀汉墓葬出土文物中，反映水利设施的有两类：一是陶陂地，多近圆形，基面积不大，蓄水量也小，但它能够依其地

势，适应于浅山丘陵地带农田灌溉；二是陶陂塘，它适应于陕南平坦地带的小型蓄水设施，多为方型而规整，分布面广，对平川的农田灌溉较有实

效。上述陂、塘模型的出土是蜀汉时期为发展农业生产而兴修水利的实物例证，同时又说明了诸葛亮当年休士劝农时除整修延用了前人所开创的水

利设施外，还在汉中因地制宜地增筑了一系列适应于浅山丘陵和平川地带农田灌溉的陂、槽畜水设施。 

  (2)开拓农田，实行军屯。诸葛亮的休士劝农，就是让军队参加农业生产，实行军屯。汉中的水稻产区，主要在盆地平原及汉江干、支流的沿

岸。其稻田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平川地带的两季田，年产一稻一麦，较为正规，另一类则是浅山丘陵地区的冬水田，此类田因受气候与特定环境的

限制，一年只种一季稻谷，故又叫一季田。冬水田多因地势而就，故多为不规则型，是丘陵地带的典型稻田。从汉中的自然条件来看，诸葛亮当年

在此“督农”的主要生产形式是种田，而“筹度粮谷”和“使给军食”的主要对象又是稻谷，所以，稻田的多寡优劣将是诸葛亮生产军粮的重要条

件。诸葛亮当年休土劝农时，除耕种无主田地外，还需开拓新的田地，其中包括占一定比例的汉江谷地丘陵地带的荒地。据《诸葛亮传》载：“黄

沙屯，诸葛亮所开也。”黄沙在今勉县东25里的汉江北岸，南北两岸均为丘陵地带，也是开的范畴。所以诸葛亮当年开“黄沙屯”有可能是因地制

宜开丘陵地带的冬水田，原因是靠近汉水两岸的平川田地早已有之，不在开的范围之内。从本地考古资料看，三国以前的两季田模型在“勉县”、

“汉中”出土过，但蜀墓中出土的冬水田模型，除在勉县发现外，各地不见有例。据此而知“冬水田这种稻田形式应属于诸葛亮北伐时在汉中休士

劝农时首创于勉县黄沙一带，而且一直沿袭至今”。 

  除开拓农田外，诸葛亮还需动员北伐军将士实行“军屯”，即一边种田一边打仗，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和地理环境来发展生产，补充军需。建兴

六年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围祁山”时，曾令赵云、邓芝为疑军据斜谷，在紧张而危险的御敌空隙中，赵云还在“赤崖屯田”，赤崖，在褒斜道

的峡谷中，想必所屯的也是新开的“冬水田”之类，种的是水稻或蔬菜之类；建兴十二年第五次北伐“驻五丈原”时，仅仅百余大，诸葛亮还采取

“分兵屯田”，令蜀军“耕者杂于”当地“居民之间，百姓安堵军无私焉”。从上述史实看来，诸葛亮当时把“军屯耕战”看的是如何重要。1978

年在老道寺一座蜀汉墓中，不但出土了陶陂塘模型和冬水田模型，还出土了二件持锸俑，两件红陶质，是军士装束，一件灰陶质，系农耕形象，这

组持锸俑是当年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采取军屯耕战措施的珍贵实物例证。两件军士持锸俑和一件耕农俑的比例表明：当时军屯的将士多于当

地居民。当这批考古资料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日本和美国的关注，1984—1986年，这两件持锸俑随《中国历代陶俑》珍展应邀先后到日本和美国巡

展，后又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征调展出。上述考古资料真实地再现了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上劝农的措施。 

  (3)发展副业生产，促进备业兴旺。诸葛亮不仅重视粮食生产，重视农田水利，而且还重视副业生产，使各业兴旺，从考古资料而知，我国稻

田养鱼最早见于东汉之前的汉中勉县一带，而冬水田中的养鱼资料，也始于勉县出土的蜀汉墓中，且冬水田模型中不但有菱角、莲花等水生植物，

还有鲤鱼、鲫鱼等四种鱼类，这些水生植物与动物，再现了当时诸葛亮休上劝农期间发展淡水养殖业的情景；在池塘与稻田中繁养鱼类和栽植莲

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必然是诸葛亮不可遗漏的副业生产措施之一。另据蜀墓中出土的陶鸡、陶鸭、滑石猪、陶狗，盘角羊等家畜家禽等陪葬明器

来看，再现了蜀汉时期汉中地区家庭副业的繁荣景象。汉中丰富的水生资源和物资无疑为当时诸葛亮的北伐军生活提供了方便，而各业繁荣发展的

盛况，也可以说是诸葛亮在汉中休上劝农期间所提倡的结果。 



  另外，诸葛亮还号召将士节俭备荒，以此充实军资。他认为：“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

储其后。”并且还把俭朴节流提高到“治人之道”的高度来看待，他提出以庶人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凡超过庶人生活所需之物，都属于奢侈禁止之

列。为了减轻蜀汉百姓的徭役负担，诸葛亮曾经实行“减兵省将”的政策和“十二更下，在者八万”的军土轮换制，尽量压缩兵丁投入农业生产，

也节俭了军队的支出。 

  4.诸葛亮的休士劝农对汉中盆地农田水利的促进与发展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充分利用了汉中优厚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

解决，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是显著的。当地人民

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只有富国强

兵，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据李仪祉先生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

千余亩，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汉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据考古调查统计，全区至今尚保

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一些堰渠经历代使用维修，一直延用至今。同时各地在继承和学习古代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经验的基础上，又不断增修

了大批塘、库、陂池等水利设施。仅勉县就增修了能蓄十万立方水的水库三十七个；塘与陂池达三百多个；冬水田至今仍有五万多亩。从出土的塘

库，水田模型与今比较，足以说明本地区自汉以来，在广泛开发利用水利资源，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就一直因地制宜，以小型为主的形式修筑堰

渠、塘库，逐步将丘陵地带改变为良田。上述实事说明，汉中盆地古代农田水利设施至今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和不断改进利用，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

休上劝农时，开拓农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朗。作者：侯素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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