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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诸葛亮的逆历史影响

庄俊芳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051)

[摘  要]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易姓受命”民心所向,黄巾起义摧垮了腐朽的东汉政权,群雄并

起,割据分立,曹操“挟天子以令侯”,“唯才是举”,广兴屯田,踞长江以北,经济发展,天下英雄莫不投其麾下。然

诸葛孔明抱“兴复汉室”之念,辅佐刘备,延误了国家统一,五次北伐,以小击大,徒劳无功,加重了人民负担,无法

阻止历史进程。263 年蜀国灭亡,280 年三国统一。

[关键词]  诸葛亮,蜀,曹操,北伐,人民负担

诸葛亮,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长期以来被高度神化,在他的家乡山东临沂更是广为传诵,誉为

“一代贤相,两袖清风”。然而细考其一生,在历史上的作用却适得其反。“兴复汉室”舍曹操保刘备,延缓了

国家的统一,长期的分裂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不适时宜的五次北伐,更加重了人民负担。为客

观的评价诸葛亮的一生,本文试谈些拙见。

一、汉末政治腐败,“兴复汉室”毫无意义

东汉除明帝、章帝以外,几乎都在幼年即位,因而每一代开始都是皇太后临朝称制,这些年轻的皇太后

要掌握朝中大权,只能依靠两种人即她的父兄或身边的奴才,这样在东汉时期,就形成了外戚与宦官专权。

他们掌权后独断专行,致使政治腐败。

如章帝死后,窦太后临朝,其兄弟窦宪、窦景掌握实权,窦氏兄弟骄纵不法,其“奴客缇骑⋯⋯侵凌小人,

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掠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敌”
[ 1]

。安帝时期,政治更加败坏,外戚宦官互相勾结,“属

托州郡,倾动大臣。宰司避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货贿”
[2]

。宦官出行“使者所过,威权翕赫,

震动郡县。”官吏恐慌,“或邪谄自媚。发民修道,缮理亭传,多设储峙,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记”
[3 ]

。

宦官的恃宠横暴,官吏的无耻谄媚,百姓的受害深重,于此可见一斑。

从公元 135—159 年,大将军梁商、梁冀父子相继掌握政权,外戚势力达到极点。“威行内外,百僚侧目,

莫敢违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亲豫”
[ 4]

。地方官每年的供品要把上等送给梁冀,把次等的送给皇帝,甚至年

幼的质帝因说了“跋扈将军”便被毒死。梁冀与妻子穷奢极侈,大肆搜刮财富。携带财物请求升官或免罪的

人,道路相望。霸占多处园苑,“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

殆将千里”[4 ] 。梁冀一家的残暴贪婪,引起了公愤,民间流传“梁氏灭门驱弛”的咒骂声。

梁氏被灭后,宦官单超等五人掌权,称之“五侯”,作威作福,残害百姓,大肆聚财,贪贿以巨万计,“虐遍

天下,民不堪命”,东汉已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刘姓王朝已失去民心,“易姓受命”在民间广为流传,东汉顺

帝时,琅琊人(今山东临沂)于吉曾造《太平清教书》“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 5] 。人们希望一个新的

王朝建立,来减轻他们的负担,特别是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以后,“兴复汉室”已成为过时的口号,毫无凝聚力。

在诸葛亮刚刚宣布北伐时,广汉、绵州、南中、汶山等地人民纷纷起义,反对为无谓的战争耗费他们的生命与

财富,但诸葛亮固执地抱着“兴复汉室”之念保佑刘备辅佐刘禅,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实际这已违背了

历史的发展。

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口号的黄巾起义,十年间发展达三十万人,活动区域扩大到青、徐、幽、冀、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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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八州。黄巾起义给儒家伦理纲常和腐朽的东汉政权以沉重打击。

二、保错明主,延缓统一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豪强割据称雄,曹操势力逐渐强大,英雄莫不纷纷投靠,而诸葛亮却以

“汉姓宗室”之名保刘备,延缓了国家的统一。首先我们比较一下曹操与刘备以及他们的后代,就不难看出

诸葛亮应走哪一步。

曹操,“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

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嵩生太祖”[6] 。由此可见曹操出身豪门。曹操曾跟皇甫嵩镇压颍川黄巾军,

后来又招募参加讨伐董卓的关东军,192 年曹操在济北打败青州黄巾军,“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

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
[6]

,由此势力壮大起来。196 年曹操带兵进入汝南与颍川,镇压了那里的黄巾军余

部,他的势力开始扩展到豫州。197 年曹操打败袁术于蓟县,198 年攻徐州,杀吕布。同年又打败张绣和刘

表的联军,第二年张绣投降曹操。200 年初击溃徐州下邳刘备,随后拉拢关中割据势力,占领中原。在官渡

之战中击败袁绍,几年后占有幽、冀、青、并四州。207 年曹操率大军出卢龙塞,大破乌桓和袁氏联军,降服乌

桓、汉人二十余万。基本统一了北方,在鼎立的三国中,曹操的势力最大,统一国家的条件最有利,在战争中

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曹操到兖州时接受毛玠的建议“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
[7]

。196 年汉

献帝由长安逃回洛阳时,曹操立即迎汉献帝奠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优势。

曹操“唯才是举”,203 年发布《论吏士行能令》,批驳“军吏虽有功能”,但“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的议

论,提出“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
[ 8]

的选官标准,在 210 年下达《求贤令》,更明确地着重选拔那种出身

低贱但有真才实学之人,“明扬仄陋,唯才是举”[6] 。217 年曹操又发布《举贤勿拘品行令》,在文中“负污辱之

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之术,其各举所知,无有所遗”
[8]

。在“唯才是举”的方针下,曹操“拔于禁、

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

数”[8 ] 。一大批有才能的中小地主被吸收到曹魏政权,有利于革新吏治,使曹魏的政治清明。

曹操还注意发展经济,吸取两汉在边疆屯田的经验,推行屯田制度,196 年在许昌试行的民屯成功后,第

二年便下令“州郡例置田官”,把民屯制度推广到其他地区。民屯的同时实行军屯,并注重兴修水利。经过

数年的努力,曹魏的农业亩产量大大提高。东汉末年军阀混战造成的荒凉局面到曹魏后期已经逐渐改变,

如被董卓烧毁的洛阳,在曹丕定都于此时,“树木成林”;到曹芳时已成为“其民四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

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
[9]

,成为繁华城市。皖北河南一带“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10 ]

。

由此可见,曹操不愧是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但此时刘备如何呢 ?

刘备,“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
[1 1]

。西汉汉景帝到东汉末年已近 400 年,况且汉武帝又实行“推恩

令”,所以到此时,刘备与东汉宗室仅同姓而已,实际生活与贫苦百姓并无多大区别。“先主少孤,与母贩履

织席为业”[1 1] ,由此可见刘备出身及家庭状况与曹操真乃天壤之别。东汉末年刘备在富商张世平、苏双的资

助下组织了一支地主武装,参加镇压黄巾起义,但在军阀混战中,一直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官渡之战时投靠

袁绍,袁绍失败后,投靠刘表,刘表死后,刘备又被曹操击败。直到赤壁之战后,才在诸葛亮的辅助下有了栖

身之地,但此时已是寄人篱下二十四年之久了。

得诸葛亮后,政治上亦无大的建树,各项措施基本上都出自诸葛亮的建议。况且刘备集团感情用事,关

羽知攻而不知守,知进而无退,荆州为孙权所乘,这不仅使刘备集团实力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使诸葛亮两路

出兵的计划化为泡影。同时刘备图报“手足之情”,置国家前途于不顾,“怒而兴师,愠而趋战”
[1 2]

,“不知军不

可以进而谓之进”[1 3] ,导致夷陵之败。“舟船器械,水步兵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 14] ,七万大军

几近全军覆没,从而使蜀国元气大伤,地盘也只剩下益州一隅。

刘备与曹操根本无法相比,他们的后代差别更大。曹丕、曹睿继承曹操基业,并大有作为,“文帝天资文

藻,下笔成文,博闻强识,才艺兼收;如加之旷大之度,励之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

之有哉”[1 5] 。而刘备之子刘禅昏庸无能,不理朝政,反轻信宦官黄皓。从“乐不思蜀”的故事中可一叶知秋:

“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故作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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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 虽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 ?’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

乎 ?’禅曰:‘此间乐,不思蜀。’谷正闻之,求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 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

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对如前,王曰:‘何乃似谷正语邪 !’禅警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1 6] 。

从上文对曹操与刘备以及他们后代的比较,可知正是诸葛亮的聪明智慧加在了一个不该加的人身上,

使得刘备赤壁之战后亦得一席之地,刘禅虽昏庸亦维持多年。可以说越是诸葛亮贤能,越是延缓了历史的

进程。我们颂扬一个人才干与情操,但不可掩饰了他的不良影响。

三、五次北伐以弱击强,以独拒统逆流而动

七擒孟获,视军事如儿戏;平定南中,夺其资备北伐。“七纵七擒为记载所艳称,无识已甚,盖蛮夷固当

使之心服,然以缚渠屡遣,直同儿戏,一再为甚,又可七乎 ?”
[1 7]

南中蛮烟瘴岭,作战条件艰难,供给需长途跋

涉,诸葛亮七擒七纵,毫无必要,“春去秋还”费时良久,当时蜀国仅有 28 万户,计 94 万人,可见为这场战争,

人民的负担应该有多重。平定南中以后,诸葛亮把少数民族首领调升到中央控制,并加以笼略。然后强迁

青羌万余家以补充蜀军,并从南中搜刮金、银、盐铁、朱砂、耕牛、战马等,以充实军资国用,这给少数民族地

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公元 227 年诸葛亮宣布北伐,由于过重的军资与官吏的勒索,广汉、锦州等爆发了张

慕领导的“钞盗军资,劫掠吏民”的反抗,以后汶山群羌人、南夷刘胄等反叛接连不断。因此诸葛亮对南中少

数民族的政策,实际是靠镇压维持的,目的是为了北伐的新兵源与物资,与汉朝的和亲政策、羁縻政策无法

相比,同隋唐的“混一戎夏”汉夷无别,把郡县制推广到边疆的民族政策更无法相比,它只是给当地人民带来

更大的灾难。

诸葛亮为“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18 ]

。曾发动五次北伐: 228 年诸葛

亮率 10 万大军出岐山,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响应,关中震动,这是五次北伐中最有希望的一次,然而由于前

锋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
[1 8]

。魏将张郃切断水源,马谡残败,蜀军被迫撤退。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诸

葛亮用人失误,在出师之前,“论者皆言宜令为前锋者”应是魏延,并且魏延也向诸葛亮提出正确的出军建

议,但诸葛亮即未用魏延,也未采取其建议。固执的拒“众流”起用马谡,以致街亭失守,枉送了大批将士的

性命。马谡何许人也,刘备曾说: 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

退。⋯⋯七年,亮陈式攻武都、阴平⋯⋯遂平二郡。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

战,射杀郃。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拒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

使己志不审⋯⋯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岁”[1 8] 。

以上就是诸葛亮的五次北伐经过,其中两次是因粮尽而退,第五次亦恐粮不继。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

论统一能力,蜀不如吴,吴不如魏,蜀国各方面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完成统一事业,北伐战争失去了意义。《三

国志》、《资治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很多文献资料表明,蜀国偏于西南一隅的益州,没有发展前途。

公元 263 年曹魏灭亡蜀时,蜀仅有 28 万户人口,约 94 万人,孙吴偏居江南一隅,实行“限江自保”的政策,公

元 280 年被西晋灭亡时有 53 万户,约 230 万人。曹魏在 263 年就有 66 万户,约 443 万人,蜀国有军 10 万,

曹魏用来对付它的一线军队就有 20 余万。诸葛亮用相差甚远的人力、物力去作无效的战争,百姓又怎么承

担得起呢 ? 社会矛盾又怎么能不激化呢 ? 显然这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与客观实际的。

诸葛亮北伐起初还可连续举行,后来日益困难,相隔的时间越来越长,前两年连续举行三次,后来六年

举行两次,最后一次病死军中。实力是作战的基础,蜀国“入其朝朝无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打仗时由于

兵力不足,蜀中女子也被征发,“方会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1 9]

。“国家前有寿春之役,后有灭

蜀之劳,百姓贫而仓廪虚,顾小国之虑,在于立功以自存,大国之虑在于既胜而力竭”
[2 0]

。因此蜀国只可闭关

自守,根本不能连年北伐。

诸葛亮独断专行地偏师北伐,既加重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又给益州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陈寿

言:“连年动众,未能有克。”裴松之与张俨也认为:“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

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为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

役调”[2 1] 。这些都说明错误的北伐,既没有促进蜀国的社会安定和发展,又未能缓和缺兵少食的矛盾,反而

大伤元气,诸葛亮的政策使弱小的蜀国更加内外交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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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抱着“兴复汉室”的信仰,弃曹辅刘,延缓了国家统一的过程。蜀不顾国力条件的限制,连年兴师

北伐,不仅未能克地中原,而且使蜀国更加虚弱,这大大加深了人民的负担,违背了历史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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