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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诸葛亮一生中并没有想“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壮志，关羽不是“诸葛亮攫取权力道

路上的最大障碍”，诸葛亮也不是想“假吴人之手置关羽于死地”。他和关羽之间的关系只是蜀汉政权内部大

臣与大臣之间的平等关系，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存在所谓权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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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诸葛亮与关羽的关系中，朱子彦在《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中说：“由于

关羽的骄横跋扈，成了诸葛亮攫取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故诸葛亮不惜假吴人之手置关羽

于死地。”（《东岳论丛》2004 年第五期）。仓林忠也认为“为扫除后刘备时代的政治对手，诸

葛亮借用曹、孙力量杀害关羽”（《江汉大学学报》2006 年第五期）。对这种揣测，笔者实在不

敢苟同。现提出自己的管见，以求教于同行。 

一、诸葛亮有“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吗？ 

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的诸葛亮，从十七岁至二十七岁先后寓居隆中十年。在这

期间他除了躬耕陇亩、勤学苦读、寻师访友、好为梁父吟之外，最重要的是志存高远，树立

了远大的奋斗目标。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即是表明他决心以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和战

国时期军事家乐毅为榜样，做一个有益于尽快结束混战局面，实现国家统一，以“兴复汉室”

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图谋建立王霸之业的人。 
东汉末年，由于长期的军阀间相互争夺土地和人力而进行的混战，不少的豪强地主和拥

有军事实力的军阀相互勾结，从而出现了一个个军事集团，这些军事集团的首领图谋通过战

争打败敌手，进而吞并对方，建立王霸之业，诸如曹操、孙权、刘备、刘表、刘焉、袁绍、

袁术等等，他们都是欲称霸天下建立王业的人，他们中或出身名门世家，抑或为豪族地主，

他们大都拥有地方武装，为有权有势又有实力的人。而诸葛亮却不是。 
诸葛亮出身于一个门第不高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父亲诸葛珪只当过泰山郡郡丞，只不

过是一名协助郡太守掌管郡内行政和司法的中级官员。其祖辈也算不上什么世家望族，只是

“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1］P911，何况到诸葛亮时已是相隔二百多年了，家道已破落不

堪，诸葛亮自述“臣本布衣”［1］p920，表明诸葛亮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以至于当老家遭

遇到战火蹂躏之时，诸葛亮只好跟着自己的叔父诸葛玄逃到江南来避难。可见诸葛亮的家庭

条件不可能使他去拉扰队伍，组织私人武装，去与曹操等流之辈抢夺地盘。更何况此时的诸

葛亮离开家时只有十二三岁，还是一个年幼的少年。就算离开隆中时，也只是一个二十七岁

的年青人，手里既没有私人武装，又平生从未参加过任何战役，何谈之有“建立王霸之业的

雄心”呢？ 
朱子彦说“由于诸葛亮出道太迟（按：比曹操、袁绍、刘备等人要晚出二十多年），诸葛

亮未出隆中”之时，“汉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诸侯瓜分殆尽，诸葛亮已失去了自树大旗、成

为独霸一方诸侯的最佳时机。胸怀济世之才、欲图王霸之业的诸葛亮要想攀登权力的高峰，

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择主而事之。”（《东岳论丛》2004 年第五期）。建安十二年（公元 207 年）

时，东汉的十三个州已被各地军阀所割据，这是事实。但怀济世之才的诸葛亮一天也没忘记

图谋结束军阀混战、完成统一大业的使命。他虽身在隆中，但经常和好友讨论时事，分析形

势。正由于他能即时审时度势，才使得他在刘备三顾茅庐寻求统一天下大计之时，能和盘托

出早已在胸中酝酿成熟好了的统一谋略一一《隆中对》来。 
刘备为何要去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振兴事业，诸葛亮为何要选择刘备作为人主，这要从

刘备和诸葛亮各自的条件和政治需要去分析考虑。笔者以为从刘备来说虽奋斗半生，多次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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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流离，屡蹶屡起，可谓历尽艰辛。但他的困厄遭遇，无立锥之地的处境，并未使他灰心，“折

而不挠”，而始终抱着建业的宏志。这种不为人下、不畏挫折的英雄气概，是树立事业的基础，

为诸葛亮所折服。其次，刘备还是个人杰，知人善任又具有济世的才能，不是庸碌之辈。程

昱对曹操说：“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1］p14 曹操也认为：“刘备，人杰

也。”［1］p18 再次，刘备“仗义疏财”、“与众同甘苦”、“仁厚爱人”、“能得人心”。他对部将

爱护备至，能与士卒“同床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1］注引《魏书》p87。东晋史学家

习凿齿评价刘备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

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

终济大业，不亦宜乎！”［1］P878 此外，刘备出身孤寒，有延贤下士的诚心，又没有枝连叶附

的亲戚门生的掣肘，因此和他共事可以放手去做，而不易有遭忌受谗之虞。应该说上述几点

就是诸葛亮选择刘备作为人主的最主要原因。而不仅仅是因刘备的“幕府”空虚，人才奇缺

等“优势”，才使诸葛亮“以身相许于刘备”。毫而疑问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是以偏概全，不

可取的。从诸葛亮来说，除了诸葛亮当时在襄阳地区享有“卧龙”盛誉，年青有为、有学识、

眼光远大，得到刘备敬重和赏识之外，还因为诸葛亮本身和刘表、刘琦、黄承彦、庞德公等

人所代表的豪族地主势力、刘表政权中的实权派以及失宠的刘琦等三股政治势力有着密切的

联系，起用诸葛亮，可使刘备集团和这三股力量相结合起来，从而对巩固刘备集团在荆州地

区的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故刘备放下将军的架子，三次去隆中，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

的事业。从上可知，刘备是因总结自己蹉跎半生的经验和教训，便起用诸葛亮作为他的军师，

以实现自己兴复汉室的宏志；而诸葛亮是出于实现结束军阀割据给人民带来痛苦的生活，而

向刘备提出三分天下实现统一的谋略。两人共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理想是他们

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基础。此外，在整个《三国志》这部书里，字里行间根本找不到诸葛亮图

谋实现自己王霸事业的只言片语。相反地却大量有记载着他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团结文武

大臣、忠诚于刘备事业的字句。刘备在世时是如此，在刘备病重弥留之际，召诸葛亮至永安

嘱以后事，并提出“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时，诸葛亮不为所动，仍表

态“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虽然后主刘禅在位时，“政事无巨细，咸决

于亮”［1］p918，但诸葛亮丝毫没有篡位之心，相反地却始终坚持作到“鞠躬尽力，死而后

已”［1］注引《汉晋春秋》p924。这就是一千多年来后人始终尊崇和仰慕诸葛亮的缘由。 

二、关羽是“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吗？ 

朱子彦说，因为诸葛亮想“自树大旗，成为独霸一方的诸侯”，“图谋王霸之业”，因“出

道太晚”，因此，“惟一的途径只能是择主而事之。”又因刘备手下“人才奇缺”“这一其他诸

侯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故“以身相许于刘备。”又因刘备与关羽、张飞关系密切，非同

一般的好友，“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诸葛亮仕途上的严重障碍。”尤其是关羽“骄横跋

扈是出了名的”，因此，“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是关羽。”史实果真如此吗？到底如

何来认识关羽呢？ 
关羽，河东郡解县人。性格直率、坚毅，讲求义气，从小炼就一身好武艺。他因路见不

平，出于义愤，失手打死一当地恶霸。后由于官府的通缉，被迫四处躲藏。亡命逃到涿郡后，

正遇上刘备招兵买马，他得悉刘备为人豪爽，注重义气，在当地青年中很有威望，便只身投

靠刘备。后来同乡人张飞出于对朝廷政治腐败的不满和对刘备的敬慕，也自愿投入到刘备门

下。从此，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张二人“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

先主周旋，不避艰险。”［1］p939 在以后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三人彼此关照，互相信赖，达

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此人们无不加以默许和赞赏。但他们丝毫没有“排他性”。在刘备为

益州牧时，关羽和张飞只是充当“爪牙”，而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刘备为汉中

王时，关羽也只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而诸葛亮却为军师将军。权位比关羽和张飞都高。

关羽、张飞虽都是“万人之敌”，但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而张飞也是“爱敬君子

而不恤小人”。对他们的缺点，刘备经常提醒他们，并经常教育之。史载刘备曾语重心长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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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说：“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1］p944 当刘备得知

关羽对封黄忠为后将军不满，不愿接受前将军的封号时，刘备便派州前部司马费诗去荆州给

关羽作解释工作，关羽听了费诗的一番情语后，“大感悟，遽即受拜。”［1］p1016 说关羽“刚

而自矜”，张飞“暴而无恩”，这只是陈寿总结他们失败的教训后而提出的个人看法，但作为

出身于下层社会文化又不高的武士来说，存在这些缺点又是自然的，不足为怪，更何况他们

的失败被杀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们本身的缺点只是原因之一。这就是我们其所以不把所

有的失败归结到一个人的原因，不由一个人来承担责任一样。 
就以关羽失荆州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那是一场不达权变的历史悲剧。 
诸葛亮的《隆中对》，在当时来说，不失为三分天下实现统一大计的最好谋略和蓝图。可

以说在这篇对策中，诸葛亮统观全局，洞察形势，分析中肯，措施严密。“保”有办法，“修”

有措施，“联”有政策，“取”有路线。这套战略和策略既有时间性，又有连锁性，即在横的

方面有相联的关系，在纵的方面又有先后的次序。它显示了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的远见卓

识，表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但是隆中对策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对荆州在三国格局

中的重要地位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从而给后来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带来了严

重影响。 
荆州是汉末三国时期军事家们图取天下必争的战略要地，曹、孙、刘三方都是倾尽全力

急于捷足先登而占有之。三方中谁抢先占领荆州，谁就可在统一战争中获得主动权。因此，

在荆州归属问题上三方互不相容，从而使彼此间的军事争夺异常尖锐激烈。当一方在占据荆

州时，其他二方便组成联盟，进行争夺。三方中的一方在抢夺中遭到惨败，退出荆州，龟缩

他处后，荆州之争仍旧在剩余的二方中进行，直到荆州完全被一方所霸占为止。这一切都未

被诸葛亮所认识，更未被刘备集团的所有军政要员所理解，从而使他们在处理荆州归属问题

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对刘备集团来说，丢失荆州是必然的。 
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赤壁战后，荆州所辖八郡为三家所分割。曹操占有南阳郡、

章陵郡和南郡北部，刘备占有武陵、长沙、桂阳和零陵四郡，孙权占有江夏郡和南郡的南部。

后来刘备向孙权借江陵以及南郡江北地区，并将治所以公安移至江陵。刘备在取得益州后，

因未将所借之地归还给孙权，引起孙权不满，孙、刘两家剑拔弩张。后因曹操进取汉中，刘

备惟恐益州有失，主动向孙权请和，双方约定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刘备名义上虽得到南郡、

零陵和武陵三郡，但因南郡北部为曹操所占，因此实际上只得到两个半郡。就荆州形势而言，

襄阳和江陵是该州南北两个战略要地，两地互为犄角，控制着整个荆州。但从北进中原来讲，

襄阳比江陵重要；从西进益州而言，江陵比襄阳重要。但“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

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也。”“荆州不足以制襄阳，而襄阳不难于并江陵

也。”［2］“无襄阳，则荆州不足以用武”［3］。所以“魏人之保襄阳，亦如手足之救头目。”［4］
因此，不去占取襄阳，就无法分别同时从襄阳、汉中北向出兵，两路钳制中原，实现《隆中

对》中所制定的统一全国的宏伟目标。而当时襄阳为曹操所占，所以刘备在取得益州之后，

一方面不将所借之江陵以及南郡江北地区归还给孙权，以保证北伐中原时有可靠的后方；另

一方面是寻找合适时机，从江陵发兵，北攻襄阳和樊城，打开通往中原的另一扇北大门，以

与刘备占取汉中互为东西犄角。由此可知，把守荆州的将领关羽北攻襄阳、樊城不是北伐中

原，而是为了落实隆中对策制订的既定方针。那种认为关羽这样做是违背了《隆中对》的战

略决策的言论，是不了解当时的荆州形势所造成的，是机械地理解隆中对策的丰富内涵，是

不可取的。 
关羽如何选择战机北取襄阳、樊城，则要根据曹、孙、刘三方的战略形势来确定。 
从刘备称汉中王时的天下局势来看，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夏，他刚从曹操手中

夺得了汉中，在声威气势上占有优势，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已经攻下，在军事上通过汉水

从汉中直抵襄阳的联系已经建立。这就是说，从西、南两路进攻襄阳的军事态势已经形成。 
从曹操方面来说，统治地区内部反曹势力高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 218 年）十月，南

阳吏民因徭役负担过重，驻守郡治宛城的守将侯音和卫开聚众数千人起兵反叛，活捉南阳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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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东里衮，与关羽连和。后曹操虽派曹仁镇压了这场叛乱，但人心仍未稳定下来，南阳吏民

的反曹情绪仍此起彼伏，这就给关羽攻取襄阳、樊城以可乘之机。 
再从孙权方面来说，这时孙权统治集团内外交困。建安二十二年（公元 217 年），东吴军

队在濡须口（故址在今安徽无为县境内，为濡须水东入长江口处）被曹操击败，境内会稽、

鄱阳、丹阳等地发生反叛，陆逊等人奉命征剿，鲁肃病逝，吕蒙守陆口，图取荆州，也因关

羽“强盛”而未便西取。 
上述情况表明，此时正是关羽北取襄阳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待来。建安二十四

年（公元 219 年）七月，刘备便下令驻守江陵的关羽向驻守襄阳、樊城的曹仁发动了大规模

的军事进攻。 

为什么说是刘备下令关羽北征呢？有三点可以证明： 

一、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秋，刘备在汉中称王后，便以汉中王的名义，分别拜

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张飞为右将军，假节；马超为左将军，假节；黄忠为后将军。所谓

“假节钺”，“节”，指符节；“钺”，是专指用于帝王仪仗的斧状兵器。“节钺”，两者都是象征

帝王权威的信符。“假节钺”是当时帝王特赐与权位极重大臣的一种待遇，受此号者拥有代行

帝王的旨意、掌握生杀的特权。而“假节”，只是暂授以符节，只有生杀违犯军令者的权。很

显然，在所有将领中，授与关羽的权力最大。这是因为关羽远在荆州，情况特殊，他又正积

极准备北上攻打襄阳，赋予他这种特殊待遇，是为了让他在北攻战役中，更大限度地发挥指

挥和统帅的作用。 
二、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五月，刘备占有汉中。约六月，派孟达攻房陵，刘封

攻上庸，打通汉水的战役胜利结束。七月初，关羽率荆州军北上襄阳，这三次战役如此紧密

相连，一环紧扣一环，显然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实行完整地跨有荆益的整体战略的统一安

排［5］。 
三、北攻襄阳这样一个关系蜀汉政权整个战略部署的重大行动，关羽不经刘备的允许而

轻举妄动是不可能的。关羽虽一介武夫，但自从跟随刘备起兵时起，几十年来转战南北，进

行过无数次的战役，都从未随意出兵任意出击过。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这样说，关羽攻打襄阳、樊城之战，是在得到刘备的旨意后

才发动的，是刘备整个战略计划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既然如此，在后来关羽受到围困之时，刘备、诸葛亮为何没有派兵去支援呢？ 
先看一下关羽北攻襄阳、樊城的具体时间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关羽指派“南郡太守

麋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率大军攻曹仁于樊城。曹仁守城，使左将军于禁、立义

将军庞德等屯樊城北。八月，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数丈，于禁等七军皆没。禁与诸将登高

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穷迫，遂降。庞德在堤上……水浸盛，吏士尽降。德乘小船欲

还仁营，水盛船覆，失弓矢，独抢船覆水中，为羽所得……杀之。”“羽又遣别将围将军吕常

于襄阳。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皆降于羽。”“冬十月，魏王操至洛阳。陆浑民孙狼等

作乱，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贼，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

华夏。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6］。从上可知，从七月至十月这短短的四个月内，关羽北

攻襄樊取得全胜。这是刘备、诸葛亮意料中的事，自然没有必要派兵去支援。上面讲过，荆

州的得失对曹、孙、刘三方来说都是致命的地方。现在关羽占取整个荆州，打破了原有的均

势，这对曹、孙两方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他们必然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关羽。可惜的是，刘

备、诸葛亮看不到这一点，武夫关羽更无法理解这一点。思想上麻痹大意，导致行动上的无

所作为。更为严重的是关羽被眼前的暂肘胜利冲昏了头脑，不懂得在三方势力均衡的情况下，

处理好敌我友三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从而做出了一些错误的举动，如孙权曾“遣使为子索

羽女”，关羽不但“不许婚”，并“骂辱其使”［1］p941 关羽得于禁降兵数万人后，“粮食乏绝”，

便派兵袭取孙权的“湘关米”［6］p2165。这样在曹、孙联盟的合力攻击下，战争形势急转直

下，关羽由主动出击逐渐变成了被动挨打。十月，吴将吕蒙用计袭攻江陵。羽将麋芳、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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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

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与此同时，曹操派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

克，引军退还。”在这样的情况下，孙权很快占取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1］
p941 关羽闻南郡破，即走南还。十一月，“关羽自知孤穷”难以夺回荆州，“连呼（刘）封、

（孟）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1］p991 乃西保麦城。

“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于章乡，遂定荆州。”［1］p1121 可知，从吕

蒙设计袭攻江陵到关羽被杀，前后只有一个多月。这期间刘备和诸葛亮在干什么呢？刘备在

这年七月自为汉中王后，便设坛于沔阳，拜受玺绶，立刘禅为王太子，绶与将领封号，并着

手称帝的准备。诸葛亮这时镇守成都，为刘备对外用兵作后勤保障，“足食足兵”。加之刘备、

诸葛亮这时已意识到了如果曹操和孙权结成联盟来攻击关羽的话，那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他们

一时派去援军，那也无济于事，挽救不了败局。就这样刘备、诸葛亮没有给关羽派来援军。 
关羽败亡荆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作为主帅和高参的刘备、诸葛亮负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由于他们对荆州形势的失察，对曹、孙联合的形势估计不足，缺乏分析和判断，

从而在关羽攻占襄阳和樊城的战役中，在军事部署、后勤保障、外交活动等一系列的重大问

题上缺乏缜密的安排和研究，从而造成了关羽的失败。此外，作为统帅的关羽刚愎自用的性

格，高傲自负的品格，也使他自己由一个威震华夏的英雄，一下子变成了身首异处的亡虏，

酿成了一幕残酷的悲剧。 
此外，从《三国志》所有记载诸葛亮与关羽的关系中来看，丝毫看不出诸葛亮与关羽有

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有什么权力之争，也看不出关羽是诸葛亮“攫取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

是诸葛亮称王称霸的栏路虎。诸葛亮并非要置关羽为死地为后快。从《三国志》及其裴注来

看，记载诸葛亮与关羽发生关系的事情只有三条： 
其一、刘备三顾茅庐向诸葛亮寻求统一天下大计后，“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

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1］P913
对刘备与诸葛亮“情好日密”，关羽等表示“不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当刘备给他们作了

解释后，关羽等便不再说了，这说明关羽深名大义，理解刘备的良苦用心。这中间丝毫不表

明关羽和诸葛亮有什么矛盾。 
其二、关羽得悉马超投奔刘备后，因马超“旧非故人”，便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

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

益德并躯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鬚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1］p940 这则记载表明关羽很敬重诸葛亮，一旦他心里有不快之事，便去请教诸葛亮。当诸

葛亮答复之后，关羽“大悦”，并把书信展示给宾客看，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这件事根本看

不出关羽与诸葛亮之间有什么隔阂。 
其三、《三国志·黄忠传》载，刘备自称汉中王后，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

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

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这则材料是说明诸葛亮对时

在荆州的关羽，因不了解黄忠新近在汉中定军山斩杀魏将夏侯渊所建立的功劳而不满对他的

封号，便从大局出发，建议刘备先做好关羽的思想工作。并不是对不可一世的关羽表现出“曲

意逢迎，讨其欢心”。 
从上三条记载来看，诸葛亮与关羽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这是因为刘备与关羽、张飞三

人年少时就在一起，他们“寝则同床，恩若兄弟。”［1］p939 关羽和张飞都是“武人”，“雄壮

威猛”，“万人之敌”［1］p944，是刘备“爪牙腹心之臣”。而诸葛亮虽是“晚得”，“以为佐相，

而群臣悦服，刘备足信”［1］注引《袁子》p934。一个得到刘备信任的贤臣，同刘备生死与

共的关羽会与他格格不入发生矛盾吗？这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不仅与史实不相符合，也损

害了诸葛亮和关羽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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