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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沉，已形成一种形式

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关于诸葛亮，除史传记载外，有传说故事、论赞诗

文、话本戏曲、小说评话、绘画雕刻、名胜古迹、祠庙祭祀等多种表现形式。这

一文化现象的影响，也从历史走向现实，从国内走向国外，从政治、军事、经济

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正在日益扩大和深入。本文仅就其形式，成因及

意义略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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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文化现象表现形式虽多，而其本源，或者称为源头，无疑当是陈寿的

《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引。《三国志》书中除《诸葛亮传》外，提及诸葛亮的

地方还有 55 处之多（含裴注，见《三国志人名索引》，中华书局 1980 年出版）。

《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引把诸葛亮的生平、业绩、道德、情操都记录了下来，

以后的各种诸葛亮文化现象，都是以此为母体发展和衍生的。 

  不少学者指出，裴松之注引中的“七擒孟获”、“大星殒落”、“死诸葛走

生仲达”等，带有传说的性质。这说明，在诸葛亮死后，关于他的传说故事已开

始在民间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不断的流传、加工、改编和创造，诸葛亮

的传说故事日益丰富和精彩。根据目前出版的《三国外传》（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年出版）、《三国人物别传》（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0 年出版）、《三国名

人传说》（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4 年出版）、《诸葛亮传奇》（陕西美术出版社

1989 年出版）、《诸葛亮的传说》（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等书统计，

关于诸葛亮的美好传说故事已达 150 个之多，流传地区也很广。这种民间口头文

学形式，是诸葛亮文化现象生根发展的肥沃土壤。 

  对诸葛亮的评赞在三国时代就开始了。蜀国的吕凯称“诸葛亮英才挺出”。

（《吕凯传》）邓芝对孙权说：“诸葛亮亦一时之杰。”（《邓芝传》）魏国的

刘晔说：“诸葛明于治而为相。”（《刘晔传》）贾诩称“诸葛亮善治国”（《贾

诩传》）。吴国的大臣张俨著《默记·述佐篇》，评论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优劣（《诸

葛亮传》注引）。西晋的张辅著有《乐、葛优劣论》，专论乐毅与诸葛亮的短长，

对二人作比较认识。其后，评赞诸葛亮的言谈文章不断。明末自称诸葛亮的三十

六世孙诸葛羲、诸葛倬辑《诸葛孔明全集附评传》一书（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6

年重印），搜集历代评论编为四卷。清代张澍编的《诸葛亮集》（中华书局 1960

年出版），辑录了唐代及唐以前评赞诸葛亮的文章，编为二卷。可惜搜录得都不

全。由于目前没有关于诸葛亮论赞的专著，其数量难以精确统计。 



  从东晋桓温的《八陈图》诗开始，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歌就不绝于书，仅唐

代就达 40 首之多。我曾经从自己搜集到的三百多首（下限为清代）中选出 90

首，辑成《历代咏赞诸葛亮诗选注》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我

发现这些诗篇，凡诸葛亮的事迹和遗迹，无一不咏及；诗篇的作者包括上至帝王

将相，下至庶民百姓的各种人士，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种

罕见的现象。  

关于诸葛亮的画像和雕像（或塑像）最早出于何时，不见诸记载，不过，唐代大

画家阎立本已绘有诸葛亮画像（见清赵冀的《石刻诸葛忠武侯像歌序》），宋代也

有诸葛亮画像（见苏轼的《诸葛武侯画像赞》），还有《三顾草庐图》（见《大籁

阁旧藏宋人画册》）。只可惜这些绘画作品没有保存下来。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有明

代《三才图会》书中的孔明半身像和清代南熏殿藏《历代名臣画像》中的诸葛孔

明造像。关于诸葛亮故事的绘画资料则十分丰富。元代的《三国志平活》和《三

分事略》二书均为上图下文，插图中有许多关于诸葛亮故事的图画。多种明刻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清代刻本《绣像全图三国演义》中，也有许多诸葛亮故事

的绘画。如明瓦历十九年刻本中有 19幅，清代《第一才子绣像全图三国演义》

中有诸葛亮一幅绣像和 40幅插图。只是这些绘画都不甚高明而已。现在出版的

几种《三国演义》连环画，都是出自画家之手，就已经进入较高层次的绘画艺术

的领域了。 
  唐代四川的武候祠内已有诸葛亮的塑像。杜甫诗中有“宗臣遗像肃清高”，武

少仪的诗句“武候神像俨如存”等，就是明证。宋代的朱熹曾立孔明木刻像在白鹿

山洞内（见《坚瓠余集》卷四引《闻见杂录》）。其后，各地陆续兴建的武候祠庙

内，均有孔明塑像。 
  唐代的“说话”，宋代的“讲史”，都有“说三分”的故事，其中有不少是关于诸

葛亮的内容。“说话”和“讲史”后来发展成说书艺术，受到下层百姓的欢迎。由中

央电台播出的袁阔成演说的评书《三国演义》，在那段时间曾掀起了一股不小的

“听评书三国故事热”，其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故事是最精彩的部分，倍受听众喜爱。 
  现存的元末明初的三国故事戏曲有 54种，有关诸葛亮的剧目达 15种之多。

在近现代舞台上，三国戏特别多，有“数不清的三（国）列国（戏）”之说，而诸

葛亮的剧目有 59种（参见陶君起著《京剧剧目初探》，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3年
出版）。近现代各地还出现了擅演以诸葛亮为主要人物的戏曲名角。 
  罗贯中所著《三国志通俗演义》，把诸葛亮作为该书的中心人物。清初毛宗

岗在评改此书后，著文说：“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

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历稽载籍，贤相如林，而名高万古者，莫如

孔明。其处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度。在草庐之中，

而识天下三分，则达乎大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

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

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贤相中第一奇人。” 罗贯中把诸葛亮

描写成一个忠贞忧勤的丞相和神机妙算的军师，塑造为一个封建社会尽善尽美的

经纶济世之土。《三国演义》小说的广泛流传和深远影响，使该书成为诸葛亮文

化现象中最精彩的组成部分。 
  众多名胜古迹，是诸葛亮文化现象的一个特色。这些遗迹一部分为诸葛亮显

迹所至而留下，一部分与他间接有关、甚至无关而为后人所附会。捡阅地方志，

可以看到各地在历史上仅以诸葛亮命名的地名就上百。什么诸葛城、诸葛营、诸



葛寨、诸葛堰、诸葛堤、诸葛井、诸葛洞武侯山、武候坡、武侯桥、武侯岩、孔

明寨、孔明洞等等。关于诸葛亮遗迹之多，可以说是我国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

能与之相比的。 
自公元 263年在陕西勉县定军山下为诸葛亮建庙后，四川、云南、贵州、湖北、

河南、甘肃、湖南、山东、江苏、浙江、台湾等十二省的不少地方相继修建起一

座又一座武候祠。历史上究竟有过多少武候祠，已经无法统计了。据有关地方志

记载，清代在云南省有三十四座武侯祠，贵州省有十八座，而四川省有四十座。

仅成都市一地，历史上先后就有过八座。直至今天，全国保存下来的，被列为保

护单位的武侯祠也在十座以上。而且，不少地方的武候祠已形成赶庙会的风俗，

每年定时举办祭祀活动。如台湾南投县的武侯祠，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为诸葛亮

生日，要举行祭祀活动三天，来祭拜者数万；浙江兰溪的诸葛镇，以农历八月二

十三日为诸葛亮的生日，要在镇内诸葛祠堂举行仪式，办庙会，现又改为商品交

易会。 
  诸葛亮文化现象是多种多样的，以上仅是主要部分。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

些表现形式。如诸葛亮在道教方面的影响，在阴阳八卦、星占术方面的种种形式

等。根据文化学的定义，文化从结构和层面上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

文化。名胜古迹，祠庙建筑是物质文明的体现；而诸葛亮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少

建树又属于制度文化；他在伦理道德、社会心理、民间风俗方面产生的影响则属

于精神文化。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函盖面是比较全面的。 
  2．诸葛亮文化现象的主要成因 
  一个历史人物，能够形成一种文化现象，原因是多方面。诸葛亮文化现象的

形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诸葛亮本人是一位杰出人物，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卓有

成就。他“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出佐刘备后，施政治蜀，“外联东吴、内

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

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

也。” （陈寿：《进诸葛亮集表》）诸葛亮一生的所作所为，使西南地区的政治清

明，经济、文化都得到发展，这在客观上符合当时人民要求结束战乱的强烈愿望，

对历史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诸葛亮死后，“黎庶追思”。百姓十分怀念这位清正廉洁、勤勉忠贞的丞相，

留恋他给蜀地带来的安定繁荣。这种深切的缅怀，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减。

唐代的孙樵说：“武侯死殆五百载，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

其爱于民如此而久也。”（《唐文粹》卷五十五上，《刻武侯碑阴》）裴度到成都两

年，耳闻目睹蜀人对诸葛亮的崇拜，他在武候祠祭拜孔明后撰文说：“蜀国之风，

蜀人之心，锦江清波，玉垒峻岑，人海际天，知公德音。”（同上，《蜀丞相诸葛

武侯祠尝碑铭并序》）诸葛亮的功德，如江水长流，如高山长存。因此，人们修

祠建庙祭祀他，保护与他有关的遗迹，同时附会出大量的遗迹，一代一代传颂他

的故事，以表达崇敬之情。 
 
其次是社会政治的原因。在封建社会，为争夺皇位，父子兄弟君臣反目厮杀的事

件层出不断。而诸葛亮身为两朝大臣，刘备在时，他竭忠尽智，为之奔走效力；

刘备死后，他大权在握，独专朝政，辅佐其子更加兢兢业业，日理万机，南征北

战，出将人相，慎始全终，直至殒身五丈原军中。他的忠贞十分难能可贵，倍受

统治者的青睬，所以被历代君王树为典范，让臣子效法。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要求



大臣房玄龄等“企慕及之”，学习诸葛亮（《贞观政要》第十六）。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在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胸怀“正心、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理想，乐于为君王所用。但是，昏君奸臣当道的严酷现实，使他

们空怀建功立业之志，在具济世匡时之才。于是，他们撰文赋诗，把满腹幽怨借

前代的明君良臣宣泄出来。杜甫咏赞诸葛亮的诗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前后

写了十多首诗篇，深情沤歌诸葛亮，在高度评价诸葛亮的同时，又借古人来抒发

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感心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感。 
  在社会动乱之时，在外族入侵之际，人民渴求安定，需要精神力量。“《出

师表》上留遗恨，犹自千年激壮夫。”（薛逢：《题筹笔驿》）在宋元时代，人民

在反抗北方落后民族的侵略压迫时，为了从诸葛亮的谋略智慧和多次北伐的精神

中寻求力量，于是，编织出很多关于他足智多谋的故事，以激励抗敌御侮的斗志。 
  再次是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沉积在人们心里

的价值取向，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起的作用最大。 
  中国传统文化属伦理型文化，提倡人的最高需要是道德需要，人生的最大价

值是道德价值，在道义与生命发生冲突时，它要求后者服从前者，推崇“杀身成

仁”， “舍生取义”。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价值观，就具有十分强烈的伦

理化特征，具有超功利的价值取向。受这种价值观的制约和支配，人们在评判历

史人物和事件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论其好坏善恶，而不是根

据业绩功过来判断其人其事在历史上的作用。以这种伦理型价值观对人物评判最

为突出和典型的例子，可能要数三国时代的曹操和诸葛亮了。 
  诸葛亮与曹操相比，论才干，在理政、打仗、用人等各方面都稍逊一筹；论

功绩，在政治、军事、文学等领域二人的贡献也相差一等。这些，在史学界是公

认的。然而，千百年来，诸葛亮则得到过誉的称颂，名垂宇宙；曹操却屡遭贬斥，

横遭唾骂。原因何在呢？一方面在于二人秉性品格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伦理观，

产生了不同的道德行为；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方面，就是凝结于中国人心理

中的传统价值观所作出的评价。 
  由于传统价值观的伦理化特征，中国人在评判人与事的是非时，总喜欢归为

正反两类。例如忠与奸、正与邪、善与恶、仁德与残暴、信义与狡诈、廉洁与贪

污、聪明与愚笨、勇猛与怯懦等等。在两者之间；人们又总是推崇前者而摒弃后

者。三国人物也曾被归类，清代毛宗岗评改《三国志演义》，就称诸葛亮为“智绝”，
关羽为“忠绝”，而曹操则成了“奸绝”。这种不好即坏的分类是片面性的，不过，

它宣泄了一个民族强烈的爱憎感情。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形成，既是我们民族情感

的表达和宣泄，也是一种文化认同。 
3．诸葛亮文化现象的现实意义 
  诸葛亮文化现象是在 1700多年中逐步形成的。它的形成，是一个滚动发展

的过程，而且至今，这一过程并未结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每当在新的文

化领域中有新的形式出现时，也会有新的诸葛亮文化现象出现。如电视连续剧《诸

葛亮》、《三国演义》邮票、三国人物文化衫等等，就是新时代所产生的新形式。 
  各种表现形式的诸葛亮文化现象，有雅俗之别和古今之分，而且在内涵上也

有差异。历史上的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当他迈进后人的生活和思想

意识中，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时，就被熔铸、再造了。人们不再拘泥于历史事实，

而是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理想追求寄寓在他的身上，并作了种种艺术再造。所以，

作为文化现象存在的诸葛亮，已获得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他不再是某一历史

人物的复制品，而是反映着再造他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种种人物的思想感情、审美



情趣和价值观念。 
  元代中期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刊刻的《三国志平活》，是民间艺人

讲史说书的一个底本。书中的孔明是一个性格粗豪而有神奇本领的军师，兼备“人
也，神也，仙也”于一身。他缺乏雍容儒雅的名士风度，也没有避世逸民的闲散

习性。这是因为处在反抗外族压迫下的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理想和经验创造出

的一个带有浓厚民间色彩的人物。这与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就大大不

同。面唐代诗人笔下的诸葛亮是一个“大名垂宇宙”，受到明主知遇而“誓将雄略

酬三顾”的一代宗臣。 
  无论是贤相的典范，智慧的化身，或者民间祭拜的神人，诸葛亮成为一种文

化现象后，从总体和主流上看，它凝聚着晋唐以来各类人们的历史观、伦理观和

价值观，反映了各阶层人们意识的折衷。 
  诸葛亮文化现象反映出的历史观，是一种英雄史观。中国传观文化中的英雄、

神灵崇拜现象十分突出，对各种历史人物的崇拜影响了中国人的信仰，也反映出

他们的种种愿望。对诸葛亮的崇拜，除去迷信和荒诞的成分外，则是古人对清宫

贤相的崇敬和对太平盛世的渴望。 
  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重人伦关系，重精神境界，重整体观念，重修养践履等。

诸葛亮文化现象反映出的道德观无疑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典型体现。我在《诸葛亮

与传统价值观散论》一文中，指出了他的价值取向是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拙文

载《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 3 期）。评价诸葛亮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若以成败

论英雄，则把事功作为评判的价值标准，那么，诸葛亮北伐的大业未能成功，兴

复汉室的壮志未酬，他是一个失败者。而诸葛亮文化现象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评判

的价值标准，充分肯定并弘扬了诸葛亮的尽忠、尽职、尽责精神和北伐时“知其

不可为而为之”的价值取向。 
  人类对智慧的肯定和崇拜是超时空和超阶级的。诸葛亮文化现象创造出一个

我们民族智慧的崇高典型，这一典型既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各朝各代的人们

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诸葛亮文化现象能够形成和发展，并进入今天的现代生活，

正是因为它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超凡的智慧。 
  诸葛亮文化现象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从总体和主流上看，它体现出的忠贞

品格，坚定意志，折而不挠的精神，廉洁奉公，恪尽职守，任劳任怨，鞠躬尽瘁

等优秀品质，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表现。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在体现

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反过来对今天的中国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今天的中国，是昨天中国的继续，中国悠久历史所创造出来的优秀民族文化，

应该大力弘扬，以为现代化服务。诸葛亮文化现象作为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

的一部分，有不少值得我们继承的东西。 
  在当前改革开放时期，一些人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对个人欲望采取放纵态

度，为满足私利而不择手段，置道德法律、国家和集体利益而不顾，以致损害他

人，危害社会。而诸葛亮文化现象所体现的重义轻利、尊公轻私的价值观，我们

可以继承下来，注入现代社会的新鲜内容，把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人的社会价值

与个人价值统一起来，作为人们高层次的道德要求，用以扼制见利忘义的歪风邪

气，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大业服务。 
  当前社会存在着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并存的现象，而发扬传统的理想人格，

有助于解决这一矛盾。诸葛亮文化现象所体现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包涵有重

责任，讲义务，积极有力，自强不息，提倡立德立功等内容。我们吸取其中的精

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这对于振兴民族精神，补偏救弊，培养“四有”



新人必定有积极的意义。 
  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在我们当今的物质文明建设中能发挥作

用，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将更为突出。这种作用，会随着社会文明的进

步，日益扩大和深入。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 谭良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