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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对》才是诸葛亮失败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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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人们提到诸葛亮，往往评价他帮刘备制定的军事战

略《隆中对》是“高才天下知”，《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甚至称其为“万古之人所不能及

也”。不过若正视历史，可看出《隆中对》确定的目标并非三国割据，而是要一统天下，这个战

略意图最终以失败告终。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在点评时便认为：“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

分兵力。”刘备把军队分散在四川和荆州，犯了两线作战的大忌，这正是致败之源。 

  公元207年，困于新野的刘备亲顾三请感动了诸葛亮。这位年仅26岁的隐士为刘备献策，选择

了先夺荆州为家、次取四川，再两路北伐争天下的发展方向。这番纵论天下大势的《隆中对》，

使潦倒无助的刘备有拨开迷雾见云天之感，随后按策实行。而实际上，刘备尽管一度成由《隆中

对》，最后败也由《隆中对》！ 

  《隆中对》中确有高明之处，古今战略家对此都有共识。诸葛亮主张实力弱小的刘备不要与

北方强敌曹操争锋，也不可向江东“地头蛇”孙吴两代盘踞的老巢发展。不过他的“三步走”战

略方针却考虑不周，其中第一步夺取荆州，便违反了避强击虚的原则。 

  荆州地处江汉平原且河流交错，曹军和东吴都势在必争。赤壁之战获胜后，刘备控制了荆

州，派关羽负责镇守。公元219年，刘备率主力击败曹操夺取了汉中，关羽也进攻襄阳，企图呼

应。结果军力很弱的关羽随即遭到曹操、孙权两军的夹击，败走麦城。而此时刘备的主力正在汉

中，与荆州千里之遥，无法及时驰援，关羽身死地失。诸葛亮所设想的两路北伐，恰恰造成了首

尾不能相顾的局面。3年后，刘备反攻荆州，连打700里山隘险关，全军疲惫不堪，终遭大败，蜀

汉衰落的大势从此不可挽回。 

  若今天的战略研究人员为刘备谋划，应该会把根据地选在汉中而非荆州。此处距新野不远，

统治者张鲁行“五斗米教”，剥夺平民财产统归教产并取消货币，生病靠念咒而不吃药，简直与

邪教无异，其部战斗力也弱。刘备率军攻占当属不难。落脚后南可取四川，北可收陇西。另外，

在诸葛亮刚出茅庐时，曹操便以主力南下争荆州，这势必同孙权火并，正好利于刘备，可惜这一

机遇未被抓住。《隆中对》12年后，刘备才攻取汉中，曹军却在七八年前已占关中、西凉。若是

刘备能先行控制西北，就能建立起强大骑兵，统一天下的目标便有可能实现。可叹诸葛亮计不出

此，估计是因古代信息流通不畅，不大清楚西北、西南形势。 

  纵观中国古代，有一基本规律──凡南北分裂者北强南弱，凡东西分裂则西强东弱。其根本

原因，便是东部和南部养马困难，缺乏骑兵便难取得陆战优势。后来诸葛亮北伐时，就面对蜀魏

实力相差悬殊的事实，尤其是川中山地兵难以在平原击败魏军铁骑。这位贤相纵然把“鞠躬尽

瘁”的敬业精神发挥到极致，最终也无法挽回“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遗憾。战略上的错误无

法用战役的胜利来弥补，《隆中对》战略之误，也不能以盲目歌颂贤者的溢美之词来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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