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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诸葛亮北伐对汉中经济的发展
  

吴、蜀夷陵之战后，刘备临终托孤给诸葛亮的是一个主幼国危、新遭丧败、危机四伏、经济凋弊、
民心动荡不安的危难局面。诸葛亮从建兴元年（223）总统国事，到建兴十二年（234）病卒，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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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建兴元年到四年，这时期诸葛亮“务农殖谷，闭关息民”（1）重
修盟好，解决了东顾之忧；平定南中，取得了“夷汉粗安”，很快稳定了蜀汉的秩序，使经济得到
了初步恢复。二是从建兴五至十二年，是诸葛亮的北伐时期，前期是后期的准备。在这十二年中，
蜀汉各行各业的生产和经济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可为用兵而不误治国。本文试就诸葛
亮北伐对汉中经济带来的变化和发展略述已见，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和学者。
 

一、汉中的地理位置

汉中地处陕西南部的汉江上游、北屏秦岭、南障巴山，地接秦、陇、蜀、楚，路当川、甘要冲，自
古以来，既是兵家必争咽喉，又为行旅通商之要津，古道交错，关隘重锁，易守难攻。汉初刘邦因
此“以成帝业”；（2）张鲁在汉中“断绝谷阁，以五斗米教雄据三十载”；（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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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因此，三国时期，汉中是蜀魏互相吞并而争夺的军事要隘。曹操若据有汉中，等于控制了
西蜀的大门，伺机灭蜀；刘备占据汉中，进可以北攻曹魏，退能养精蓄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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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所以说：“汉中是蜀的咽喉”，汉中安则
蜀安，“若无汉中，则无蜀矣”。（5）
 

二、汉中优越的自然条件得失

汉中盆地，气候适宜，历来盛产多种粮食作物，又有“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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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活所需。高祖刘邦“出定三秦”时留萧何常据守汉中“使给军食”；（7）武帝时，朝廷为了
取运“汉中之谷，曾令张汤开褒斜道，想以此遭运”；（8）东汉末年张鲁又在“财富土沃”的汉
中以“五斗米教”将其治理的物阜民殷。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攻取汉中，张鲁战败投降，汉
中数十年的积蓄都成了曹操的战利品，曾在沔北米仓山下屯米“数千万襄”（9）。当时曹操“军
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险阻，军人劳苦，公于是大飨，莫不忘其劳”。（10）曹操大慷汉中之慨，
换得了三军将士的高兴，殷实的汉中却一扫而空了。除此之外，曹操又把汉中的百姓大量向外迁
徙，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11）魏将杜袭督汉中时，又使汉中“百姓自乐出徙
洛、邺者八万余口”；⑿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杀夏侯渊夺取汉中，魏将张郃退出汉中时，
“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又强迫剩下的汉中吏民内徙关中。（13）据《三国志·魏书·张
鲁传》载：“汉中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刘备得到的汉中仅是一片洗劫一空没有人烟的空地，
是”得地而不得民也”。（14） 蜀国建立后，诸葛“亮命李严移民二万实汉中”（见《三国志·
诸葛亮传》）。魏延镇守汉中时，不得不采取守诸围建坞堡的办法，“柳隐曾担任汉中黄金（今洋
县东60里之黄金峡，晋设县于此）围督”，（15）诸葛亮的北伐大军给汉中带来了生机。建兴五年
（227），诸葛亮率大军北驻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即今勉县），在汉中开府理事。他
首先令赵云、邓芝在赤崖屯田，又在涪陵选拔了三千连弩士举家迁入汉中。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诸
葛亮曾招募五千人到汉中进行屯田，命吕乂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给军食”。（16）后来为加
强北伐的军需供应，又令杨仪在汉中“规划分布，筹度粮谷”。（17）首出祁山失利后，还“拔西
县百姓千余家及冀县男女数千人以还汉中”。随着外地移民不断进入汉中，军队也开始屯田，荒芜
的土地又逐渐被开垦出来，短短几年内不仅迅速改变了荒凉的面貌，而且各行各业都得到了高速度
的发展。当时汉中集中了蜀国最精锐的军队，最高级的工匠，在黄沙建起了技术高超的军工作坊，
以生产“木牛流马”运输工具和刀、斧、箭、弩等军械；（18）在定军山下的武侯坪上，开辟了设
施先进的教兵演武军事训练场地，建造了储备军资物质的大型仓库——赤崖库“以储军资”，又
“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19）随着军事的壮大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原有城镇
的基础上，诸葛亮又在汉中增筑了汉（在勉县）、乐（在城固）二城，既繁荣了地方经济，又加强
了军事防务设施。短暂的七八年间，汉中在军事力量、科学技术、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府库储
备等方面都达到了选进的水平。汉末很多繁华富庶之地经过战乱之后，几十年都恢复不了元气，而
汉中能够很快复苏和发展，不能不归于诸葛亮北伐的功劳。经过诸葛亮的精心治理，汉中的农业生
产和经济逐步得到了发展，粮食增多了，汉中盆地出现“男女布野，农谷栖亩”（20）的繁荣景
象，由北伐之初“亮每患粮不继而退军”，发展到后来“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
阁”，可见当时粮食之丰收。

众所周知，战争是非常消耗人力和物力的，孙子曰：“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
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21）诸葛亮也计算过，仅运粮一项每年就需“蓬旅箪十
万具”。（22）然而，诸葛亮发动的北伐战争能够做到不削弱国家，反而使之逐渐富强。屯军汉中
不仅没有使汉中经济遭到破坏，反而促进了汉中经济的全面发展，北伐中前期出军都因粮食供给不



上而被迫退军，到建兴十二年（234），竞具备了在渭滨与司马懿相持数月之久的军需供给力量，
直到诸葛亮死后退军时，魏军还得到了很多蜀军丢下的粮食。（23）可见，这时运输问题，粮食问
题都已解决的很好了。

现就诸葛亮北伐对汉中经济发展所采取的措施浅析如下 ：

1、 设置督农官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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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都虽号“天府”，但距汉中远
隔千里，道险运艰。因此，诸葛亮一到汉中就招募五千人进行屯田，又安排赵云、邓芝在赤崖屯
田。当时汉中多是无主荒地，躬耕出身的诸葛亮是不会让十万大军终年坐食军饷的，为了尽快发展
农业生产，他利用北伐将士实行军屯，即一边种田，一边打仗。又命吕乂为汉中太守，“兼领督
农，供给军食”。据查，督农一职只设于汉中，他郡无考，这足以证明诸葛亮十分重视军屯耕战措
施。后来，为加强北伐的军需供应，又令杨仪在汉中“规划分布，筹度粮谷”。建兴十年
（232），诸葛亮暂停北伐，“开黄沙屯，休士劝农于黄沙”，重点放在务农植谷，发展粮食生产
方面。同时，诸葛亮还十分注重兴修水利，他对汉初萧何在汉中开创的“山河堰踵迹增筑”。近年
来，在汉中及勉县的蜀墓出土文物中，反映水利设施的有两种：一种是陶陂池多近园形，其面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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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陶陂塘，它适应平
坦地带的小型蓄水设施，多为方型而规整，对平川农田灌溉较有实效。反映稻田模型的也有两类：
一类是平川地带的两季田，年产一稻一麦；另一类则是浅山丘陵地区的冬水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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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田因地势而开垦，多为不规则型，是丘陵地带
的典型稻田（见郭清华《论勉县出土的三国文物》，文博1994年第三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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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一直设袭至今”。（24）另外，在勉县发掘的蜀墓中，还出土了三件持锸俑，两件红陶质
是军士装束，一件灰陶质系农耕形象，这组持插俑是当年诸葛亮北伐时在汉中采取军屯耕战措施的
珍贵实物例证。两件军士俑和一件耕农俑的比例表明，当年军屯的将士多于当地居民。（25）当这
批考古资料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日本和美国的关注，被应邀随《中国历代陶俑》珍展先后到日本和
美国巡展，后又被中国历博和陕西历博征调展览。

2、 注重科技，探究兵法，设营布阵

诸葛亮可为我国历史上少见的重视科学技术在实践中的运用，并亲自搞革新发明的统帅人物，他精
研军事，著有《兵要》、《军令》等文章，设营布阵、探究兵法。汉中通关中的四条古道都穿行于
崇山峻岭之中，运输是当时消耗人力最多，而又最难解决的问题，但诸葛亮精于制作兵器和军事机
械，又设计制造了适应山区运输的木牛流马，顺利地解决了运输问题，为此，陈寿评价他“庶事精
练，物理基本”，他善于巧思，改革弩机，发明的连弩，一弩十矢俱发。他发明的八阵图既可用于
作战又能用于训练，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诸葛亮善于发明和制作军械，使蜀军具有较
先进的新式武器装备，《蜀记》中有：“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陈寿说他
行军“戎阵整齐，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因此，诸葛亮在军队的训练，营阵的布防，
军械的制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表现了军事家的非凡才能。

3、 因地制宜，发展副业，促进各业兴旺

诸葛亮北伐屯军汉中期间不仅重视粮食生产和水利设施，而且还重视副业生产，使各行各业兴旺发
达。从考古资料而知，我国冬水田中养鱼的实物史料始于勉县出土的蜀墓文物中，实物模型中不但
有菱角，莲花等水生植物，还有鲤鱼、鲫鱼、龟、鳖、蛙、螺等多种水生动物，这些水生植物与动
物再现了当年诸葛亮北伐时在汉中军屯耕战期间发展淡水养殖业的情景；在池塘与稻田中放养鱼类
和栽植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是诸葛亮利用汉中丰富的水资源发展淡水养殖业繁荣军队和居民生活
的措施之一。另据蜀墓中出土的陶鸡、陶鸭、陶狗、滑石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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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家禽养殖业的繁荣景象。（28）汉中丰富的水生资源和物质无疑为当
时诸葛亮北伐大军的生活提供了诸多方便，各业发展充分说明诸葛亮北伐期间在汉中不仅重视粮食
生产，而且十分重视副业生产使各行各业兴旺发展，使荒凉的汉中重新得到了开发，经济日臻繁
荣。

4、 提倡节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

诸葛亮的节俭作风，历来被人们所称颁，他号召将士节俭备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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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把俭仆节流提



高到“治人之道”的高度来看待。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权高丞相，家中却仅“有桑八百株，薄
田十五倾”，此外则“无别调度”，临死“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30）在他的带动下，举
国上下，人怀自励，大小官员，节俭成风。如大将军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31）将军邓
芝“死之日家无余财”。（32）费袆“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以车骑，无异凡
人”。（33）为了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诸葛亮还实行“减兵省将”的政策和“十二更下，在者八
万”（34）的军士轮换制，尽量压缩兵丁投入农业生产，既节俭了军队的人员支出，又节省了大量
人力物力资源。

诸葛亮在汉中屯军八年，五次北伐，出兵还军始终以汉中为基，无疑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
他能充分利用汉中优越的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军养军，以战养战，大力发展各
行各业，尽一切力量增加财富。他每次北伐，都摆战场于魏国，把战祸推给了敌国。把战争的损耗
减少到最低限度，大大减轻了汉中人民的负担，当时汉中虽地广人稀，但连年劳师而能足食足兵。
“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35）能达到这种局面，充分显现出诸葛亮卓越的军事才能
与超群的治国能力。正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所说：“他的攻魏计划虽失败了，但他所治理的
蜀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因此，诸葛亮在汉中屯军北伐，不仅没有给汉中带来严重的
损失，而且还促进了汉中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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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国志·蜀书·刘焉传》       （18）（22）（29）（34）《诸葛亮集》

（4）《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20）《三国志·蜀书·将琬传》

（5）《三国志·蜀书·杨洪传》       （21）《孙子兵法·作战篇》

（6）《史记·河渠书》               （23）《晋书·宣帝纪》

（7）《史记·萧何传》               （24）（25）（28）郭清华《从出土文物看诸葛亮在汉中
的军屯》《成都大学学报》1986年3期

（8）《汉书·沟洫志》 中的军屯》《成都大学学报》1986年3期

（9）《三国志·蜀书·赵云传》       （30）（35）《三国书·蜀志·诸葛亮传》

（10）《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31）《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11）《三国志·魏志·张既传》      （32）《三国志·蜀书·邓芝传》

（12）《三国志·魏志·杜袭传》      （33）《三国志·蜀书·费袆传》

（13）《华阳国志·先主志》

（14）《三国志·魏志·周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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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中）
三国在线
武侯祠三国文化特色库
人民网重看三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087ce60100ax1v.html
http://www.e3ol.com/
http://research.wuhouci.net.cn/
http://travel.people.com.cn/GB/139035/181822/?tdsourcetag=s_pctim_aiomsg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大学历史系

相关链接（日）
三国志学会

中日旅游交流与合作发展国际论坛
第三届中日旅游交流与合作发展国际论坛

      --《三国演义》研究与三国文化旅游（诸葛亮）

2019年03月30日

第二届中日旅游交流与合作研讨会

2018年04月01日

第一届中日旅游交流与合作发展研讨会

2017年04月03日

中日旅游交流与合作发展国际论坛（会议专网）
中日三国文化旅游研究中心

中日三国文化研究交流网
中日三国文化旅游研究网
三国文化旅游研究网
三国文化旅游信息网
诸葛亮文化研究交流网
诸葛亮文化旅游信息网
中日曹魏历史研究交流网
曹魏文化旅游信息网
中日蜀汉历史研究交流网
蜀汉遗址旅游信息网
中日东吴历史研究交流网
东吴遗址旅游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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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oweiy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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