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一个谜是出山之

谜
!

诸葛亮是怎么出山

的
!

公认的说法是三顾

茅庐
"

但与此同时还有

一种说法是诸葛亮登门

自荐
!

三顾茅庐的说法

有依据
"

就是
#

出师表
$"

但并不是诸葛亮端架子

不肯出山
"

非得刘备三

请四请
"

也不是他原本

不打算出山
"

要三顾茅

庐以后才出山
"

而是他

原本就是要出山的
%

陈

寿
&

三国志
'

诸葛亮传
$

中记载
"

诸葛亮
(

每自比

管仲
)

乐毅
*"

一个自比管仲
)

乐毅的人
"

是不

会老死隆中的
%

实际上
"

诸葛亮是一个国士
"

国士的特

点是以天下为己任
%

我们熟悉的
&

毕业歌
$

中

唱道
+(

同学们大家起来
"

担负起天下的兴

亡
% *

一个普通的大学生都有做国家栋梁
)

担

负起天下兴亡的志向
"

难道诸葛亮连这点志

向都没有
!

而且
"

如果诸葛亮真是打算死守

隆中
)

不肯出山的人
"

刘备不会看得起他
%

曾

经有一个叫许汜的人去拜访陈登
"

陈登见了

他以后
"

自己睡大床
"

让他睡小床
"

许汜耿耿

于怀跟刘备抱怨
"

刘备说
+(

你是个国士
"

国

士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
"

现在天下大乱
"

正

是你们报效国家
)

拯救人民的时候
"

你们都

不肯出山
"

奈天下苍生何
!

不要说陈登瞧不

起你
"

我也瞧不起你
%

陈登还算客气
"

让你睡

小床
"

你到我家里我让你睡地上
% *

可见
"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不肯挺身而出

的人
"

刘备是看不起的
"

而诸葛亮不是这样

的人
% &

三国志
$

中记载
"

刘备败走当阳
"

和鲁

肃一起来到夏口
"

这个时候曹操的军队追过

来了
"

形势危急
"

诸葛亮挺身而出
"

说
+(

请奉

命求救于孙将军
% *

可见他是一个以天下为

己任的人
%

因此当曹操准备攻打荆州的时

候
"

诸葛亮才会主动去找刘备
"

只不过不知

什么原因
"

这一次没有达成协议
%

因此诸葛

亮又回到隆中
"

刘备再次到隆中去见诸葛

亮
%

所谓三顾也不一定就是只有
"

次
"

也可

能是多次
"

也不是去了
"

次只见了一次
"

可

能次次都见到了
"

谈了很多的话
"

相谈甚欢
"

最后诸葛亮决定出山辅佐刘备
%

我们从中可

以看到诸葛亮心系天下的国士精神
"

这才是

我们应该肯定的
%

那种作清高状
"

不肯为国

家效力的隐士是酸腐文人的表现
"

不可取
%

%&#$

第二个谜是并尊之谜
"

所谓并尊就是承

认孙权称帝
%

我们知道
"

孙权称帝比较晚
"

但

是后来还是称帝了
%

三国时代
"

首先称帝的

是曹丕
"

曹操死后曹丕接替做了魏王
"

之后

接受了陈群的九品官人之法的建议
"

和士族

地主阶级达成政治交易
"

上演了一场所谓禅

让的闹剧
"

登基称帝
"

改换朝代为魏
%

第二

年
"

刘备宣布称帝
"

仍然称汉
%

孙权最后称

帝
"

他派使者到蜀国去同刘备协商
+

可不可

以有两个汉皇帝
!

这是很不合常理的要求
"

因为自从有了帝国制度以后
"

普天之下只有

一个国家
)

一个皇帝
"

天无二日
"

国无二君
"

怎么能有两个汉皇帝呢
!

但是诸葛亮同意

了
"

这在以前是不可设想的
%

当然
"

在三国关

系中
"

诸葛亮是极力主张联吴抗曹的
"

自始

至终都没有变过
%

所以夷陵之战以后
"

刘备

去世后
"

诸葛亮马上要做的事情就是派邓芝

使吴
"

恢复和东吴的盟好
%

从此吴蜀两家就

再也没有发生过战争
%

邓芝第二次出使吴国

的时候
"

孙权还没称帝
%

孙权提出了二帝并

尊的设想
"

被邓芝断然拒绝了
%

但是当孙权

当真称帝的时候
"

诸葛亮决定承认二帝并尊
%

诸葛亮为什么会这样做
!

易中天认为这

是诸葛亮的务实精神
%

诸葛亮是一个非常务

实的人
"

看他的隆中对可有一句空话
!

并尊

二帝就体现了诸葛亮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
%

'(#$

第三个谜是专政之谜
%

诸葛亮一生中第

一件辉煌的事情就是出山以后促成了孙刘

联盟
%

但是赤壁之战后一直到夷陵之战
"

我

们基本上听不到他的声音
"

他真正大展宏图

是在刘备去世以后
%

刘备去世以后
"

诸葛亮

全面接管了蜀汉政权
"

按照
&

三国志
$

的记载

是
(

政事无巨细
"

咸决于亮
*%

就是所有的军

政之事不管大小
"

都要诸葛亮决定
%

这是大

权独揽
"

架空了皇帝
%

这在中国古代是很忌讳的
"

因此历史学

家对此要做出解释就觉得非常为难
"

解释无

非是两种
+

一种观点是刘禅弱智
"

但实际上

刘禅并不弱智
,

另一种观点就是诸葛亮贪

权
"

但是事实证明他也并不贪权
"

他没有像

曹操一样把自己的相位传给自己的儿子
"

怎

么解释呢
!

只能解释为他太负责任
"

他是不

放心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别人去做
"

这是能

力强的人常常会有的心理
"

所以他事必躬

亲
%

在北伐军和司马懿对垒的时候
"

司马懿

问蜀国的人
"

你们丞相最近怎么样
!

蜀国的

人说
"

我们丞相每天吃东西很少
"

但是工作

很多
"

凡是打
#$

军棍以上的事他都要亲自

主持
%

有人认为这不可能
"

一个丞相怎么会

打
#$

军棍都要去数
!

还有人认为
"

这说明诸

葛亮管理能力不行
"

不符合管理学的法则
%

易中天认为
"

诸葛亮不可能每次有人受

罚
#$

军棍他都要去主持
"

而是偶尔去一下
"

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建立起他的法制
%

因为

法制的建设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执法
"

立了法不能执法或者执法不严明
"

法制都会

流产
"

所以这件事情表现了诸葛亮的负责精

神
"

这也是他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
%

)*#+

第四个谜就是治蜀之谜
%

诸葛亮治蜀概

括来说就是依法治国
"

在他的治理下
"

蜀国

纲纪严明
"

民风淳朴
%

陈寿的
&

三国志
$

记载
"

在诸葛亮的治理下
"

蜀国
(

吏不容奸
"

人怀自

厉
"

道不拾遗
"

强不侵弱
"

风化肃然也
*%

这也

是后代很多人纪念他的原因
"

因为我们都希

望有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治安环境
%

而之所以

能够做到这一点
"

是由于诸葛亮本人以身作

则
"

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做到了公开
)

公

正
)

公平
"

这些精神都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

然而
"

诸葛亮领导下的蜀国虽然治理得最

好
"

却又是三国之中最先灭亡的
"

为什么

会这样
!

易中天认为
"

这样的社会秩序不是出现

在和平环境
"

而是战争环境
%

诸葛亮的政府

实际上是一个军人政府
"

他对蜀国的管理除

了依法治国以外
"

还长期使蜀国处于战争状

态
"

比如他的连年北伐
%

诸葛亮北伐一方面

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

兴复汉室
"

另

外一方面是为了镇压国内的反动派
"

国内矛

盾激化时
"

他的化解办法就是转移视线北

伐
%

所以他的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
"

治安

虽很好
"

但赋税很重
%

这样一个军人政府领

导下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做到的风化肃然
)

吏不容奸
"

究竟好还是不好
!

大家可以讨论
%

实际上
"

诸葛亮的这种依法治国和我们

今天提倡的依法治国不能画等号
"

对于他的

精神我们只能抽象继承
%

,!-./012

易中天认为
"

看待一个历史人物
"

不能

简单用道德标准来评判
"

也就是不能简单

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

因为好人也有不好

的一面
"

坏人也有做好事的时候
"

所以评价

历史人物
"

最重要的是看他所处的历史条

件和局势
%

那么
"

汉末究竟是什么局势
!

谁

是三国时期的英雄呢
!

东汉末年
"

旧政已亡
"

新政未立
"

天下

大乱
%

在这样的时代
"

最重要的就是重建秩

序
"

重归一统
"

天下才能太平
"

老百姓才能

安居乐业
%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

谁能为国家

的统一做出贡献
"

谁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

曹操是英雄
"

如果没有曹操平定北方
"

为将来的三家归晋打下基础的话
"

很难说

我们的人民还要受多少苦难
%

孙权
)

刘备也

是英雄
"

孙权平定江东
"

刘备平定荆州的一

部分及益州
"

也就是说
"

三家之主都为将来

的重归统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因此
"

曹操
)

孙权
)

刘备都是这个时代

的英雄
"

因为统一不是某个人的专利
"

曹

操
)

刘备
)

孙权都有权利
"

都有资格
"

也正因

为如此
"

才形成了沧海横流
)

英雄辈出的局

面
%

荀
!

是三国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物
"

说他重要不仅仅因为他为曹操平定中

国北方做了诸多贡献
"

还在于他士族地主

阶级的身份
%

荀
!

是个名士
"

而曹操建立的

政权是非士族政权
"

曹操是对抗士族
)

不喜

欢名士的
"

比如杀孔融
"

杀边让
%

那么荀
!

和曹操怎么会合作呢
!

而且荀
!

投奔曹操

的时候
"

曹操尚是袁绍任命的东郡太守
"

荀

!

为什么要离开袁绍投奔曹操呢
!

&

三国

志
$

的说法是荀
!

(

度绍终不能成大事
*"

看

透了袁绍不能兴复

汉室
"

他把兴复汉

室的希望寄托在曹

操身上
"

希望曹操

兴复汉室后还政于

汉帝
"

没想到曹操

(

挟 天 子 以 令 诸

侯
*"

最后要做魏公

了
"

荀
!

认为曹操

一旦做了魏公
"

就

意味着要篡汉
"

所

以只好痛苦地离开

了曹操
"

忧愤而死
%

之所以会有这

样一个结果
"

就因

为荀
!

和曹操都是

有理想的人
"

他们的理想发生了冲

突
%

荀
!

的理想是恢复东汉的秩序
"

而曹操是要建立新的秩序
"

一个不同

于东汉秩序的秩序
%

这是一个悲剧性

的冲突
"

而悲剧性的冲突一定是善的

冲突
%

3456789:

相比较而言
"

东吴的情况就简单

得多
%

因为东吴最重要的两个人
---

孙权和鲁肃都没有理想
%

鲁肃可以说

是三国时代最先认清形势的一个人
"

官渡之战后
"

很多人还看不清形势的

时候
"

鲁肃就对孙权说
+(

汉室不可复

兴
"

曹操不可卒除
% *

而
%

年后
"

刘备

和诸葛亮的隆中对话还在说兴复汉

室
"

可见鲁肃有远见
%

既然汉室不可

兴
"

曹操不可除
"

所以鲁肃向孙权提

出三分天下的设想
"

既然要三分天

下
"

荆州和扬州或者说江东联合起来

对抗北方
"

划江而治就成为必然
%

赤壁之战

前
"

孙权决定和刘备联合
"

就因为
%

年前鲁

肃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
"

孙权心中有数
"

知

道这是必由之路
%

所以
"

孙刘联盟
)

赤壁之

战
"

鲁肃是第一功臣
%

鲁肃的运气也在于他遇到了孙权
"

孙

权同鲁肃一样没有理想
"

但有目标
"

他们的

目标就是鲁肃提出的
(

建号帝王
"

以图天

下
*"

所以君臣之间有一种默契
%

但鲁肃死

后
"

并没有得到孙权的高度评价
"

孙权对他

的评价有褒有贬
"

认为鲁肃主要的过失是

不该荐言借荆州给刘备
%

;<=>?@ABC

曹操和荀
!

是理想冲突
"

孙权和鲁肃

是配合默契
"

相比之下
"

刘备和诸葛亮的关

系就微妙多了
"

如鱼得水的时候不多
%

隆中

对之后是如鱼得水的
"

赤壁之战后就发生

了变化
%

为什么呢
!

因为诸葛亮有理想
"

刘

备有抱负
"(

欲信大义于天下
*%

实际上刘备在见到诸葛亮之前并不知

道自己该干什么
"

他只知道男子汉大丈夫

得干出一番事业来
%

他有抱负但没目标
"

没

有蓝图
"

是诸葛亮的隆中对让刘备豁然开

朗
%

此时
"

他只请诸葛亮筹集粮草
%

赤壁之

战后
"

诸葛亮正式担任军师中郎将
"

任务是

调集赋税以充军实
%

真正去夺取天下的时

候
"

刘备带的是别人
"

入蜀时带的是庞统
"

入汉中时带的是法正
"

为什么不带诸葛亮
!

一个原因是粮草问题确实很重要
"

刘邦打

天下的时候萧何就主管粮草
%

还有一个原

因就是诸葛亮太正派
"

不能出奇制胜
"

因此

刘备入蜀
)

征汉中都没有带诸葛亮
"

诸葛亮

也没能完全发挥出他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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