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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群雄角逐，风云变幻，争战不已。经过长期战争，形成魏、蜀、吴三国，天下鼎

足三分。当时，首先认识到和提出“鼎足对峙”的，是孙权集团的鲁肃，其次是刘备集团的

诸葛亮。他们虽然提出“鼎足分立”，但并不主张停留在鼎足分立的局面上，最终是要消除

分裂，结束割据混战，统一全国。所以，他们同是具有政治远见的人物。而后人对他们二人

的评论却有高有低，甚不公允；诸葛亮足智多谋，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智慧的象征；鲁肃不仅

在小说家笔下是一个十分可笑的庸人，就是习凿齿那样的史家亦斥之为“小人”。真有天渊

之别!将亮、肃二人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分析与建议加以对照研究，便可以澄清是非，也将有

助于对此期历史的理解。 
一《合榻密议对》与《隆中对》同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黄巾大起义失败后，各地州牧、郡守与当地豪强地主相勾结，酿成了据地自雄，相互吞并，

争战不已的军阀混战局面。置身于割据混战中的群雄，不少的人浑浑噩噩，没有政治目标，

更说不上顺应时代的要求，肩负历史的使命了。另一些人，则抱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如：袁

术以“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图谋取代刘家天下。

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成了全国军阀中最强大的一个，最后想作周文

王。孙权没有袁术那样的奢望，也没有曹操的“总御皇机，克成洪业”的条件与魄力，只想

凭借父兄“余绪”，占有江东六郡，以此为基础，争作群雄的首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之余业，思有桓、文之功”，最终目标是仿效春秋时代

的齐桓、晋文，纠合诸侯，一匡天下，当一个扶持汉室的霸主。但时移事易，事易备变，而

孙权却食古不化，世变而不知变。他为之奋斗的目标能够达到吗?孙权和鲁肃的《合榻密议

对》就从这里开始。 
鲁肃提出《合榻密议对》的刚间是建安五年（200）十月。那时，官渡之战刚刚结束。在官

渡之战中，袁绍先后共损失七万多人马，冀州（袁绍占有冀、幽、青、并四州、冀州为其中

心）城邑多降于曹操，袁绍元气大伤；而曹操的声望和实力，则有加于战前。自从曹操在建

安元年（196）迎献帝于许昌之后，形成了“挟天予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又在官渡之战

中获胜，击败了中原最为强大的军阀 
袁绍集团，有“克成洪业”的曹操怎么会让孙权再作桓、文呢?犹之乎刘邦要尊崇义帝而遭

到项羽的阻挠一样。所以，孙权尊王无路，其阻力主要来自曹操。孙权能消灭曹操吗?不可

能。所以，鲁肃认为孙权的设想是不现实的。鲁肃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为孙权设计

出与群雄角逐的整套战略方案。鲁肃说： 
“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

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

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猝）除”，是鲁肃对当时形势进行深刻分析而得出的第一个

重要结论。虽然曹操在官渡之战中获胜，但袁绍集团还没有彻底瓦解，中国北方还将是军阀

角逐的场所。据此，鲁肃又得出第二个结论：“北方诚多务也”。鲁肃正是从对当时形势的分

析出发，提出了统一全国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鲁肃又规定其斗争策略为三

个步骤；第一步，“鼎足江东”，以江东六郡为根据地，与其它军阀对峙。第二步，占有长江

中下游南岸地区。第三步，打出帝号，削平群雄，统一全国。 
鲁肃的这一整套战略和策略，是否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有没有可行性?对这两



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剖析。 
首先，剖析“汉室不可复兴”。大家知道，东汉王朝由于外戚、宦官更迭执政的结果，到桓、

灵时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经济凋敝，人民困苦，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喊出了“苍

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充分表明广大人民对东汉政权的唾弃和

推翻的决心。在统治阶级中，世族官僚地主的代表人物袁术认为，“汉之失天下久矣，”已经

“绝命”了。袁绍的部下郭图、淳于琼也说“汉室陵迟，为日久矣。”所以他们拥兵自立，

脱离朝廷，不断进行混战企图取汉室而代之。可见，当时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都认为东汉

政权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它的覆亡已经无法避免，再要兴复汉室，只能是徒劳无益了。 
其次，剖析“北方诚多务也”。官渡之战结束后，曹操便以为黄河以北平安无事，打算南攻

荆州刘表。苟或则认为：“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

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曹操接受了苟或的意见，取消南征刘表的打

算，继续致力于消灭袁绍余部的战争。先后灭掉袁尚、袁熙，直到建安十一年（206）消灭

了高干，曹操才统一了中国北部。事实证明，鲁肃在建安五年估计“北方诚多务”，曹操一

时不能南下，鼓励孙权抓紧时机，扩大势力范围，是完全正确的。 
最后，剖析黄祖、刘表是否可以攻取。建安四年十二月，孙策进至夏口攻黄祖，刘表出兵援

助黄祖。孙策的“吏士奋击，踊跃百倍”，大败黄、刘军队，黄祖逃走，杀死刘虎、韩唏（刘、

韩皆为刘表派去支援黄祖的将领）以下二万余人，赴水淹死的一万多人，获船六千余艘，财

物山积。经过这次打击，孙策认为他竹已经完全丧失了抗御能力，所谓“表之鸱张，以祖气

息，而祖家属部曲，扫地无余，表孤特之虏，成鬼行尸”。足见江东有力量打败黄祖与刘表，

占据江夏和荆州。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来，鲁肃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战略方案具有现实意义。以江东的

力量为基础，经过努力，占有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做到了这一步，南北

对峙的局面就形成了。至于孙权与北方争衡，鹿死谁手，就要看谁顺潮流，得民心以经济军

事实力和斗争艺术等条件的变化而后定。 
鲁肃为孙权提出统一全国的战略方案之后七年，即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时，诸

葛亮提出《隆中对》。其内容为： 
（1）曹操强大，不可同他争锋。 
（2）孙权可与联合。 
（3）荆州是个好地方，刘表“不能守”，当夺而有之。 
（4）益州也是个好地方，刘璋闇弱，张鲁在北，内部矛盾，可据而有之。 
（5）消灭北部割据势力，最后统一全国。 
鲁肃和诸葛亮的对策都是以本集团为中心，第一步是壮大自已（孙、刘基础不同，但都需要

壮大），然后对付北方的曹操集团，最后由本集团统一全国。肃、亮的战略方案，可谓英雄

所见略同，殊途同归，两个对策都具有指导意义，同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但是，这两个方案所发生的作用显然不一样。刘备听了诸葛亮的对策，立即称说：“善!”从

此，他们建立了鱼水关系，诸葛亮成了刘备的谋主，刘备集团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如李白

所讴歌的“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了。孙权只想保江东，守成业，作一个徒有虚名的霸

主，没有统一全国的宏图大志 l 和思想基础，所以，在他听了鲁肃的对策后，说：“今尽力

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立即给回绝了。鲁肃仍然信心十足，盼望着孙权统一

中国那一天的到来。赤壁战后，孙权不仅没有夺占全部荆州，反而在荆州这块土地上哺育了

刘备集团，使之成为鼎足三分有其一，这是鲁肃作《合榻密议对》时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二诸葛亮、鲁肃与孙、刘联合抗曹 
孙、刘联合抗曹，在夺取赤壁之战胜利的过程中起过巨大作用，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孙、刘联合抗曹策略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倡议者是谁？似乎已经不成问题。近



年出版的《诸葛亮》一书在“出使柴桑”一节中有如下一段话： 
“在这严重时刻，刘备赶忙跟诸葛亮商议。诸葛亮认为，联合孙权一致抗曹的时机已经成熟，

并且愿意亲自前往东吴。促进联合，共商抗曹大计。…… 
“诸葛亮乘船到了孙权的驻地柴桑，……两人一交谈，诸葛亮觉得孙权对抵抗曹操还有些犹

豫不决……。 
“孙权听了诸葛亮的一番话，勃然变色……决心跟曹操血战到底。” 
读了这段文字，当然只能得出这样的看法：（1）孙、刘联合抗曹发生在曹操进驻江陵之后；

（2）孙、刘联合的形成，取决于诸葛亮的柴桑之行。那么，不言而喻，孙刘联合抗曹策略

的倡议者和制定者当然就是诸葛亮了。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起码孙、刘抗曹策略形成过

程的脉络是混乱不清的。虽然该书也提到鲁肃曾向孙权建议联合刘备，但既没有指明时间，

也没有说明鲁肃为之所做的努力。其实这样的看法，早已有之，我们不妨举几家有代表性的

意见。 
杨戏《赞诸葛丞相》：“忠武英高，献策江滨，攀吴连蜀，权我世真”。 
陈寿《进诸葛亮集表》：“魏武帝南征荆州……亮时年二十七（当为二十八…一笔者），乃建

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靓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

备……”。 
张拭《诸葛亮传》：“……时权拥兵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权大悦，即遣周瑜、程

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左将军，并力拒操，遂破操于赤壁”。 
从以上引文中，我们只能看到诸葛亮倡议建立孙、刘联合抗曹阵线，并为之奔走游说，别无

他人；刘备集团是赤壁之战抗曹的主力，孙权的力量仅仅起着辅助作用。这就未免有主从颠

倒之嫌了。 
孙、刘联合的思想，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已经形成了，但无行动。作为军事上的孙、刘联

合抗击曹操则是在赤壁之战前不久由鲁肃提出的。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率大军南

击刘表，刘表不能抵挡曹操的进攻。曹操若得荆州，并刘表，依次便要侵江东，并孙权，乃

势所必然。鲁肃敏锐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八月，刘表病死了。鲁肃认为，荆州不应落入曹

操手中，若然，对孙权集团则大为不利。所以，必须赶紧把荆州拉过来，抢在曹操的前面。

这当然是出于维护孙权集团利益的需要。正当曹军挺进荆州的时候，鲁肃提出了孙、刘联合

抗曹的策略。《鲁肃传》述其过程说： 
“刘表死，肃进说日：‘夫荆楚与国邻接，……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

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

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

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

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拱所先。’权即遣肃行”。 
早在八年前，鲁肃就向孙权献计，夺江夏，占荆州，被孙权拒绝了。现在，鲁肃仍然认为，

孙权集团一定要去占领荆州。因为那里是“帝王之资”，现在，曹操打来了，当前要务是抵

抗曹操，孙权集团独力不能支持，必须要联合荆州，并力以拒，才能取胜；所以，鲁肃在新

的情况下仍然是把荆州当作抗曹的一个关键问题。但荆州牧，刘表的两个儿子不和睦，刘表

部下各有打算，都靠不住，只有依靠寄寓荆州的刘备。刘备是有名的反曹派，又有很高的威

信，由他出面“抚表众”，把荆州的力量组织起来，便会成 一支重要的抗曹力量。所以，

刘备是当时荆州抗曹势力的主要代表。鲁肃提出的孙刘联合抗曹的思想在这时就已成熟了。

这是刘表刚死时鲁肃去荆州前的估计。 
可是，当鲁肃还在途中时，荆州的情况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刘表死后，次子刘琮代为荆州牧，

屯驻襄阳。九月，曹军进至新野，刘琮举州投降。当刘备知道刘琮投降时，曹操大军已经迫

近。仓卒之际，“乃呼部曲议。或劝备劫将琮及荆州吏士径南到江陵，”刘备没有同意。刘备



率军“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刘）琮，荆州可有，”刘备仍然不同意。于是继续南行，

行到当阳之长阪，被曹兵追及。刘备弃妻子，而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走，衔命

前来联络刘备的鲁肃恰在这时赶到，刘备向鲁肃表示，他将投奔老朋友苍梧太守吴巨。苍梧

郡属交州，治仁信，即今广西梧州市。苍梧在当时是边郡。刘备准备投．奔到那里，实际上

是为了逃避中心地区的斗争，自动放弃与其他军阀的角逐。这与披发入山林当隐士差不多。

刘备投苍梧太守吴巨，当在部曲会议上就已定下了；很可能是出自刘备的独断。 
去苍梧，对刘备集团是一件大事，关系着刘备集团的前途。在此紧要关头，诸葛亮没有提出

联合孙权抗击曹操的问题。因为刘备集团力量微弱，自身没有一定实力，也就没有与有实力

的一方进行联合的条件，故在这时无法提出联孙的问题，所以诸葛亮也只得跟随刘备往苍梧

逃跑。 
鲁肃与刘备一行相遇于当阳。他并没有因刘备的失败而灰心，仍然按照既定方案行事，“宣

腾（孙）权旨，及陈江东疆固”，并献策说：“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使自结于东，崇连和之

好，共济事业”。就在这时，鲁肃明确向刘备提出孙，刘联合抗击曹军南下的问题。刘备听

从鲁肃的意见，不去苍梧，而率残余军队进驻鄂县之樊口。曹军占据江陵，顺流东下，形势

万分紧急。在这种形势下，诸葛亮才对刘备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这句话很

有分寸。诸葛亮并没有说与孙权联合抗曹，而是向孙权求救，希望得到孙权的援助，挽救刘

备集团的危亡。截至诸葛亮去柴桑之前，诸葛亮并没有提出孙刘联合抗击曹军游说的任何方

案，可是，有人却说诸葛亮去柴桑之后，孙权才抗曹，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被人们称为“良

史”的陈寿，在叙述孙刘联合抗曹一事时，前后不一，裴松之已发觉牴牾之处，指其“非载

述之体”。 
三诸葛亮阻刘备京口之行与鲁肃建“借荆州”之议 
荆州殷富，又是战略要地，所以，鲁肃、诸葛亮都主张由本集团占有荆州。于是，荆州便成

了孙、刘两家必争之地。赤壁战前，孙、刘任何一方都无力占据它。赤壁战后，当曹军北窜，

孙权军队主力正忙着与留下来的曹军继续作战的时候，刘备一方面表刘琦为荆州刺史，使荆

州在统属关系上与孙权划清界限，一方面向南开拓地盘。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

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等都投降了刘备，庐江郡将雷绪亦率部曲数万口归附。刘备抢在

孙权之先占领了荆州的江南四郡。这是刘备集团的一大胜利，对刘备集团的前途至关重要。 
刘备集团的这一行动，显然是在诸葛亮一贯主张夺取荆州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先主收江

南诸郡，乃拜元勋”，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进驻江北；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

军；赵云领桂阳太守；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

军实”。诸葛亮没有辜负刘备的信任与重托，积极开展军事活动，搜罗人才，扩充实力。从

此，刘备集团创建了根据地，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其第一大功应当是属于诸葛亮的。 
刘备集团占有江南四郡（包括襄阳、宜都），并在荆州地区取得绝对优势后，被部下推上荆

州牧的宝座，成了大半个荆州地区的统治者。与此同时，孙权任命周瑜领荆州所属的南郡太

守，程普领江夏太守。这样，在荆州地区就形成孙刘势力交错的形势。赤壁战后，孙刘的荆

州之争的第一个回合到此结束。刘备在第一个回合中占了上风。“权稍畏之，进妹固好”。但

这并不是孙刘争夺荆州的结束，而是第二个回合的开始。孙权表面上承认孙刘分割荆州（不

包括曹操控制部分），联姻固好，暗地里却对刘备施加压力，使之陷于相当困难的境地。后

来，诸葛亮回忆刘备当时的处境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

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逼得刘备难以忍受，感到处境“危

急”。建安十五年（209）十二月，刘备只得亲赴京口，面见孙权，“绸缪恩纪”。以缓和紧张

局势，创造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刘备去京口，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鲁肃传》说：“求都督荆州。”就是说，要求把孙权

占有的南郡、江夏郡划归刘备管辖，刘备希望成为荆州（不包括曹操占领部分）之主。如果



这个要求能够达到，那么孙权对刘备所造成的“危急”形势也就随之而解。刘备此行，事先

经过研究讨论。诸葛亮考虑到孙权不会答应刘备的要求，并将扣留刘备，因而坚决反对刘备

去京口。这表现了诸葛亮的谨慎小心。刘备则富有冒险精神，他认为：“仲谋所防在北，当

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断然成行。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刘备一到京口，立即引起孙权

集团中一些人的反感。周瑜一马当先，主张扣留刘备，周瑜上疏说： 
“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

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指关、张——笔者），各置一方，使

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粤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

雨，终非池中物也。 
周瑜的态度十分明确，就是要把刘备集团吃掉。孙权部下吕范的态度也与周瑜相同。顾全大

局的鲁肃却不同意这样作。 
赤壁战后，曹操并没有组织兵力南下，但是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的存在，则是不

容忽视的。几年以前，鲁肃建议孙权抢先从刘表手里夺过荆州，扩大地盘，增强实力，北争

中原，而孙权却没有这样作。现在，大半个荆州落入刘备之手，刘备集团显然比战前增大了。

因而刘备的地位也比战前更为重要；南北对峙的形势也已经明朗，要维持这种鼎足三分的局

面，南方要与北方抗衡，孙权集团独力是不能担负起这一任务的。因而，鲁肃等人不赞成扣

留刘备。鲁肃认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必须把刘备作为抗曹的

伙伴和同盟者。这是鲁肃解决孙刘争夺荆州问题方案的出发点。如果按照周瑜、吕范的意见

办理，扣留刘备，火并刘备集团，曹操乘势南下，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孙刘双方都认识到他们的主要敌人在北方。坚持分裂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为了孙刘两个军阀

集团的生存，保持南北均势，只有彼此妥协，维持联盟，共同对付北方的曹操集团。在此基

础上，鲁肃提出了“借荆州”的构想： 
“吕范劝（孙权）留备，肃日：‘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

信未洽，宜以借备，使安抚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 
鲁肃张把荆州借给刘备。这样，孙刘两家争夺荆州的问题就可以暂时得到解决了。从表面上

看来，刘备京口之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不仅不能“都督荆州”，反而丧失了从曹操手中夺

来的四郡的主权，吃亏不小。但是，刘备在“借荆州”的名义下可以驻守荆州，有立足之地，

以图来日的发展。同时，孙权在“借荆州”的名义下，不战而获得对荆州的长沙、武陵、桂

阳、零陵四郡的所有权，为以后索取荆州立下了依据。鲁肃的“借荆州”之议，是双方经过

一番紧张斗争之后取得暂时妥协的产物。这种方式也是当时孙刘两家所能共同接受的方案。

这就是流传很广的“刘备借荆州”故事的由来。 
鲁肃劝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这对孙刘两家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当曹操得知“借荆州”的

消息，感到震惊。当时，他正在写字，不禁笔从手中掉下。司马光认为此事不实，故《通鉴》

不采用这条材料。其实，这条材料不假。清代的袁子才作了合理的解释。他说：“荆州已非

曹有矣，以一家物与一家，与曹何与？而乃骇然震惊者，正恐鲁肃之计行，两雄相倚，而天

下难争故也。”“借荆州”之约成，维护了孙刘联盟，才使曹操震惊，曹操不得不暂时搁置兴

师南伐的打算。 
鲁肃劝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乃是从实际出发的明智抉择：对曹操，“多操之敌”；对孙权，

“为自树党”，体现了鲁肃的“独断之明”，是“深于为吴而得计者”。 
这里需要附带指出一点。许多史家认为，刘备收取江南四郡，是从曹操手中夺取的，与孙权

无关，因而没有“借荆州”这件事。赵翼就是持这种看法，他说：“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

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赵氏举了许多证据佐成其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如《先主传》：

“（建安）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

相与’。权忿之……”这条史料当不是出自吴人之手，赵翼却没有引证。它清楚地表明：（1）



孙权正式遣使向刘备索荆州；（2）刘备承认该还荆州，只是要求宽限还期；足证借荆州是事

实，不是吴人的“事后之论”。 
四结束语 
陈寿评：“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力”正确地分析形势，提出正确的战略

和建议，在这些方面，鲁肃并不亚于诸葛亮。他们同是具有远见卓识、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