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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诸葛亮文化既具有广义文化的含义，也具有狭义文化的含义。从广义文化的含义

来讲，所谓诸葛亮文化是指诸葛亮-生，尤其是指诸葛亮在出山从政掌握了蜀汉大权之后，

他的意识形态及其在他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所建立的制度、组织机构，及其规范管理下所创造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在诸葛亮治理下蜀汉的物质生产、社会意识、精神生活、

科学技术、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与诸葛亮有关的遗迹、遗存等等。从狭义的文化含义来

讲，诸葛亮文化是指诸葛亮一生实践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

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等，以及在他的意识形成指导下所构建的与他的意识形态相

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等。由于历史的发展，时代的久远，社会的进步，广义的诸葛亮文化

在社会物质生产方面的成果，在今天看来显然是落后了。所以，这些方面并不是我们继承和

弘引扬的主要之处。而诸葛亮文化在其精神财富方面，则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

宝库。例如，诸葛亮身上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其人格、道德、其官德，其智慧谋略，其治政、

治军、理民、外交、抚夷政策等方面的文化精粹，则是我们应当重点加以研究的。 
（一） 

  诸葛亮文化既具有广义文化的含义，也具有狭义文化的含义。从广义文化的含义来讲，

所谓诸葛亮文化是指诸葛亮-生，尤其是指诸葛亮在出山从政掌握了蜀汉大权之后，他的意

识形态及其在他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所建立的制度、组织机构，及其规范管理下所创造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在诸葛亮治理下蜀汉的物质生产、社会意识、精神生活、科学

技术、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与诸葛亮有关的遗迹、遗存等等。从狭义的文化含义来讲，

诸葛亮文化是指诸葛亮一生实践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

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等，以及在他的意识形成指导下所构建的与他的意识形态相适应

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等。由于历史的发展，时代的久远，社会的进步，广义的诸葛亮文化在社

会物质生产方面的成果，在今天看来显然是落后了。所以，这些方面并不是我们继承和弘引

扬的主要之处。而诸葛亮文化在其精神财富方面，则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宝库。

例如，诸葛亮身上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其人格、道德、其官德，其智慧谋略，其治政、治军、

理民、外交、抚夷政策等方面的文化精粹，则是我们应当重点加以研究的。 
  在研究诸葛亮文化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即诸葛亮历史文化本身与诸葛亮文化现

象是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的概念。诸葛亮历史文化是渚葛亮真实的历史，而不

是夸张、溢美、渲染、附加、虚拟、附会、神话传说 
  等等。诸葛亮文化现象则不必拘泥于诸葛亮本身的历史真实，它可以七分真实三分虚构，

也可以三分真实七分虚构，也可以全部虚构，进行全新的创作等等。作为-个史学研究工作

者，则更应该首先着重于诸葛亮历史文化的研究。 
  由于诸葛亮历史文化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集大成者，是儒、道、法、墨、黄、老等等中

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笔者在此短文中只能择其要者，对诸葛亮历史文化的内涵加以

挂一漏万的粗疏探讨。 
（二） 

  诸葛亮历史文化方面可以从其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两个方面加以概述。 
  首先，从诸葛亮文化的物质成果方面来看，概括起来讲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在以法治

蜀，以德化人方面，他主持制定了《蜀科》，还亲自写下了《八务》、《七戒》、《六恐》、《五

惧》等整顿吏治方面的法规、法令，还兴学校办教育，德化民众。 
  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采取了“务农植谷，闭关息民”，奖励农耕，兴建和保护水利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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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修堰筑堤，以防水患；精兵省将，休士劝农；架桥修路，分兵屯田，设置农官等政策措

施。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实行盐铁官营，设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重视冶铁和军械器具的

创作、改进和创新，设置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具，制作了当时较魏、吴远为先进的军械

器具。 
  在商业贸易方面，重视蜀锦生产，发展蜀锦贸易，设置锦官。 
  在外交政策方面，实行了联吴抗魏，解除东顾之忧，率军北伐，五出祁山。 
  在民族政策方面，实行了抚夷方针，平定南中，达到夷、汉粗安，使夷族出粮出兵，支

持北伐的目的，等等。 
  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十多年间，蜀汉社会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

朝会不华，路无醉人”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吏不容奸，人怀自励”的清正廉洁的政治局面。 
  以上这些方面的物质成果，当然其中也蕴含了精神成果，是值得认真总结，研究和借鉴

的。 
  然而更主要的，更值得研究的是堪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典型的诸葛亮文化精

神方面的成果。这些方面的内容归纳起来至少也有以下五个方面： 
  爱国主义精神。诸葛亮是蜀汉忠臣，也是千古与忠君的典型。无论对先君刘备还是对后

主刘禅，他都忠心耿耿。他受刘备三顾之恩，“由是感激，遂许先帝（刘备）以驱驰”，“竭

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他受托孤之重，辅佐后主刘禅“政事无巨细”，咸由他决，然“专

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决不像曹孟德、司马仲达

那样觊觎帝位。他既无篡位之意，又无贪财之心。为了复兴汉室，统一天下，忘我工作，积

劳成疾，直至病死军中。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的精神

成为千秋之楷模；他三代尽节，一门忠烈的高贞品德和家风，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典范，

永远值得效法。 
  民本主义思想。民为邦本，仁政爱民，敬德保民，惠民利民是中国古代以德治国思想的

核心内容。它要求官员们以宽厚、仁爱之心来管理国家，教化百姓。惟如此，才能治国安邦，

天下太平。诸葛亮是这种优良传统思想的模范实践者。他有仁德之心，以德育民，主张“治

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诸葛亮集·又称蒋琬》）。在蜀

汉他做了许多利民惠民的好事，致使老百姓在他死后，思恩怀德，私祭于野。 
  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经世致用，就是指对治理国家具有实用价值。诸葛亮是杰出的政

治家、军事家，不是学术研究人员，但他的治学精神，却具有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他不主

张死读书，而是主张学以致用。他本人在读书中，“观其大略”，抓住书中纲领，体会书中精

要，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和教训，以作为自己分析观察现实社会状况，了解掌握天下形势，

从而借鉴治国之术的冶学态度和方法，成为 1000 多年来经世致用学术风格的典范，流传至

今而不衰。 
  任人唯贤的施政原则。中国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要把“任人唯贤”作为施政原则，是因为

一切法律、政令、治国措施都要人去贯彻执行。官吏的贤愚优劣对法律政令的畅通影响极大。

所以，要选拔任用贤才，要有好的官吏治理国家，诸葛亮在治理蜀汉时，继承、弘扬了这一

优良传统，他认为“任人唯贤”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治乱安危的大问题。他曾打比喻说，国家

需要辅政的官，就好比房子需要柱子一样，柱子不可细，细了房子要倒，官吏不可弱，弱了

国家就要倾败。为了“举贤”，他还“筑高台于成都之南，以延四方之士”（《华阳国志》），

不受人才来自何地、何方、先后的限制，而是以是否“贤才”为标准。诸葛亮还善于使用人

才，用人能“尽其器能”，发挥其特长。 
  几近完美无缺的人格道德和官德典范。诸葛亮—生的实践，已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人格道

德和官德理想的最高典范，而这些道德、官德典型如果剔除其阶级性，则可成为全人类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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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超越时空、超越地域的人格道德、官德典范。例如，他勤奋好学，躬耕苦读，博览群

书，学以致用；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不求闻达，不竭权门；他清高自许，慎重择主，以

待明君；为报三顾知遇之恩，以身相许，以其智慧谋略，以优异的治政、治军、治国、外交、

理民、抚夷的才能辅助朝廷，治理蜀汉；他忠于汉室，不分先君后主；他贵而不骄，富而不

奢，不忘故交；他讲信义，重承诺；礼贤下士，提拔重用贤才；他虚心纳言，严于律己，勇

于自责；他心平如秤，公正无私；法不阿贵，赏罚分明；他以民为本，较有仁德之心，且能

以革新思维，创造发明不少新式生产工具和先进军事器具利民惠民卫民；他清正廉洁、节俭，

以及三代尽节、一门忠烈的家风等等，都是堪称为人格、道德、官德的典范，永远值得官民

效法、弘扬。 
（二） 

  诸葛亮历史文化方面可以从其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两个方面加以概述。 
  首先，从诸葛亮文化的物质成果方面来看，概括起来讲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在以法治

蜀，以德化人方面，他主持制定了《蜀科》，还亲自写下了《八务》、《七戒》、《六恐》、《五

惧》等整顿吏治方面的法规、法令，还兴学校办教育，德化民众。 
  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采取了“务农植谷，闭关息民”，奖励农耕，兴建和保护水利设

施，修堰筑堤，以防水患；精兵省将，休士劝农；架桥修路，分兵屯田，设置农官等政策措

施。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实行盐铁官营，设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重视冶铁和军械器具的

创作、改进和创新，设置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具，制作了当时较魏、吴远为先进的军械

器具。 
  在商业贸易方面，重视蜀锦生产，发展蜀锦贸易，设置锦官。 
  在外交政策方面，实行了联吴抗魏，解除东顾之忧，率军北伐，五出祁山。 
  在民族政策方面，实行了抚夷方针，平定南中，达到夷、汉粗安，使夷族出粮出兵，支

持北伐的目的，等等。 
  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十多年间，蜀汉社会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

朝会不华，路无醉人”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吏不容奸，人怀自励”的清正廉洁的政治局面。 
  以上这些方面的物质成果，当然其中也蕴含了精神成果，是值得认真总结，研究和借鉴

的。 
  然而更主要的，更值得研究的是堪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典型的诸葛亮文化精

神方面的成果。这些方面的内容归纳起来至少也有以下五个方面： 
  爱国主义精神。诸葛亮是蜀汉忠臣，也是千古与忠君的典型。无论对先君刘备还是对后

主刘禅，他都忠心耿耿。他受刘备三顾之恩，“由是感激，遂许先帝（刘备）以驱驰”，“竭

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他受托孤之重，辅佐后主刘禅“政事无巨细”，咸由他决，然“专

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决不像曹孟德、司马仲达

那样觊觎帝位。他既无篡位之意，又无贪财之心。为了复兴汉室，统一天下，忘我工作，积

劳成疾，直至病死军中。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的精神

成为千秋之楷模；他三代尽节，一门忠烈的高贞品德和家风，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典范，

永远值得效法。 
  民本主义思想。民为邦本，仁政爱民，敬德保民，惠民利民是中国古代以德治国思想的

核心内容。它要求官员们以宽厚、仁爱之心来管理国家，教化百姓。惟如此，才能治国安邦，

天下太平。诸葛亮是这种优良传统思想的模范实践者。他有仁德之心，以德育民，主张“治

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诸葛亮集·又称蒋琬》）。在蜀

汉他做了许多利民惠民的好事，致使老百姓在他死后，思恩怀德，私祭于野。 
  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经世致用，就是指对治理国家具有实用价值。诸葛亮是杰出的政

3 方略知识管理系统 http://www.firstlight.cn6/12/2007 



治家、军事家，不是学术研究人员，但他的治学精神，却具有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他不主

张死读书，而是主张学以致用。他本人在读书中，“观其大略”，抓住书中纲领，体会书中精

要，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和教训，以作为自己分析观察现实社会状况，了解掌握天下形势，

从而借鉴治国之术的冶学态度和方法，成为 1000 多年来经世致用学术风格的典范，流传至

今而不衰。 
  任人唯贤的施政原则。中国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要把“任人唯贤”作为施政原则，是因为

一切法律、政令、治国措施都要人去贯彻执行。官吏的贤愚优劣对法律政令的畅通影响极大。

所以，要选拔任用贤才，要有好的官吏治理国家，诸葛亮在治理蜀汉时，继承、弘扬了这一

优良传统，他认为“任人唯贤”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治乱安危的大问题。他曾打比喻说，国家

需要辅政的官，就好比房子需要柱子一样，柱子不可细，细了房子要倒，官吏不可弱，弱了

国家就要倾败。为了“举贤”，他还“筑高台于成都之南，以延四方之士”（《华阳国志》），

不受人才来自何地、何方、先后的限制，而是以是否“贤才”为标准。诸葛亮还善于使用人

才，用人能“尽其器能”，发挥其特长。 
  几近完美无缺的人格道德和官德典范。诸葛亮—生的实践，已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人格道

德和官德理想的最高典范，而这些道德、官德典型如果剔除其阶级性，则可成为全人类超越

阶级、超越时空、超越地域的人格道德、官德典范。例如，他勤奋好学，躬耕苦读，博览群

书，学以致用；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不求闻达，不竭权门；他清高自许，慎重择主，以

待明君；为报三顾知遇之恩，以身相许，以其智慧谋略，以优异的治政、治军、治国、外交、

理民、抚夷的才能辅助朝廷，治理蜀汉；他忠于汉室，不分先君后主；他贵而不骄，富而不

奢，不忘故交；他讲信义，重承诺；礼贤下士，提拔重用贤才；他虚心纳言，严于律己，勇

于自责；他心平如秤，公正无私；法不阿贵，赏罚分明；他以民为本，较有仁德之心，且能

以革新思维，创造发明不少新式生产工具和先进军事器具利民惠民卫民；他清正廉洁、节俭，

以及三代尽节、一门忠烈的家风等等，都是堪称为人格、道德、官德的典范，永远值得官民

效法、弘扬。 
（三） 

  研究诸葛亮历史文化，举办诸葛亮文化节，其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弘扬诸葛亮文化，培

育“四有”新人，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推动当地的经济文化的发展，造福于民

众。为此，至少应在以下七个方面下工夫。 
  （一）弘扬诸葛亮文化就要爱国图强。 
  弘扬诸葛亮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要求人们，尤其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胸怀天下，以

祖国的富强发展为己任，公而忘私，表现出义无反顾的能动性和坚定性，为国家“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要求社会每个成员要有报国忘身的精神，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承担

促进国家兴盛、民族复兴的重任；对国家要尽忠尽职，公而忘私，舍家为国；在国家、民族

出现危机、人民利益受到损害的关键时刻，要忘我舍身，保国利民；要富国兴邦。在和平年

代，则要努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举办“一节一会”，开展商业贸易，不失为促进本地经济发

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富国就要大力发展物资生产，实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

畅其流，并做到藏富于民。 
  （二）弘扬诸葛亮文化就要仁政爱民。 
  弘扬诸葛亮文化中的仁政爱民思想，就要善待百姓。善待百姓就要“敬德保民”，爱民

如子，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衷心拥护，这种”敬德保民”的治国思

想，一方面要教化民众，另一方面要求官员们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去教育感化百姓，因为官员

们的自身所作所为是导致社会风气好坏的根源。善待百姓就要牢固树立“民为邦本”的思想，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离了民众，君将不君，国将不国，为了国家的兴盛，必须促民心之所

向，弃民心之所背，使自己的作为符合民心，为老百姓多做善事，不做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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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弘扬诸葛亮文化就要“尊贤惜才”。 
  只有尊贤惜才，选择任用贤才，才能治理好国家，尊贤惜才就要礼贤下士，诸葛亮能够

“筑高台于成都之南，以延四方之士”，当今社会理应做得比他更好。有德无才不具备管理

国家事务的起码条件，有才无德是祸国殃民的根源。所有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要积极推举

贤才，反对妒贤嫉能，举荐人才要对国家、民族负责，尊贤惜才就要知人善任。为此亦需要

做到：出于公心，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要善于用才，能够用其所长，而不用其短；敢

于用才，大胆提拔贤才，反对门第、资历和出身观念。 
  （四）弘扬诸葛亮文化就要秉公执法、廉洁奉公。 
  诸葛亮是秉公执法的典型，弘扬诸葛亮文化必须做到秉公执法。执法者代表国家管理社

会和人民，必须站在国家立场，以国家的法律为准绳，而不能以个人的好恶、私利来管理公

务，违背法律。秉公执法就要赏罚得当，落实到“公”字上，惟有公平合理，赏罚得当才能

做到。要像诸葛亮那样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 
  诸葛亮还是廉洁奉公的典型，弘扬诸葛亮文化就要坚决反对利用职权谋取个人私利，大

力提倡廉洁奉公，为官清正。贪污受贿是国家、社会、人民的大敌，是一种败德，反贪拒贿

根本在于去私，在于坚决制止这种败德，而不是担心被别人发现才不去或不敢于贪污受贿。

当面临物质利益，“可以取，可以不取，取伤廉”时，“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这才是

官吏应有的道德修养，这才是对诸葛亮廉洁之风的真正弘扬。 
  （五）弘扬诸葛亮文化就要倡导诚信。 
  诸葛亮对部属、对卒士讲信义，成为守诚信的崇高道德典型。弘扬诸葛亮文化就要在全

社会大力提倡诚信，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在市场经济已逐步进入信用经济时代，

尤其要提倡诚信，这样才能办好事情，才能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 
  （六）弘扬诸葛亮文化就要以“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精神办好教育，为现代化建

设事业培养出千千万万个能够学精管用，胜任工作的有用之才。 
  （七）弘扬诸葛亮文化就要学习、效法诸葛亮的为人，做一个不计名利得失，堂堂正正

的人；学习、效法诸葛亮做官，忠贞爱国，仁德爱民，秉公执法，赏罚分明，廉洁奉公，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学习、效法诸葛亮做事，胸怀大志，尽职尽贵，谨慎细致，锐意创新，

百折不挠的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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