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诸葛亮反复分析研究群雄逐鹿的

形势
,

预见到夭下三分的大趋势
,

为

刘备制定了联吴抗曹的基本路线和基

本政策
。

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
,

他为

了坚持这条路线
,

表现出了超人的气
·

量
,

令人叹为观止
。

为了和孙 吴 建 立 抗 曹 联 合 战

线
,

他只身随鲁肃去孙权 处 游 说
。

在此期间
,

虽屡遭
“

群儒
”

讥 刺 和

周瑜忌妒
,

随时都有生命 危 险
,

但

他始终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

既 用 计

谋应付周瑜的
“

摩擦
” ,

又 坚 持 从

团结的愿望出发
,

及时弥 补 漏 礴
,

为其
“

箭
” “

借风
”

。

在赤 壁赓 战

之后
,

孙刘在利 益 分 配 上 产 生 矛

盾
�

周瑜以破曹之功要独占 荆 襄 战

略要地
。

刘备则想赖荆襄 立 足
,

以

图霸业
。

于是发生了一连串 的 磨 擦

和碰撞
。

以荆襄为根据地
,

是 诸 葛

亮在隆中就为刘 备 制 定 的 战 略 计

划
,

当然不会轻易放弃
。

但 在 对 付

周瑜挑起的一连串的争端 中
,

诸 葛

亮始终不忘团结抗曹的基 本 路 线
,

尽量克制
,

在不得已进行必 要 斗 争

时也坚持从团结愿望出发
,

通 过 斗
�

争求得新的 团结
,

真 正 做 到
“
有

理
、

有利
、

有 节
” 。 “

招 亲
” ,

诸

葛亮明知是孙 权
、

周 瑜 设下 的 陷

井
,

但还是鼓励刘备去 了 东 昊
,

以

此巩固孙刘联合阵线
。 “

三 气
”

周

瑜实出子无奈
,

咎乃由公 瑾 自取
。

在周郎金疮复发
,

不幸夭 折 之 时
,

他面对东吴诸将的霍霍刀 剑
,

冒 万

死去柴桑为周瑜吊孝
,

以真 情 感 动

孙昊将相
,

化干戈为玉帛
,

修 补 了

孙刘联盟已出现的裂痕
。

这 是何 等

的气度啊 �
,

虽 夕 发生 了 关 羽 被

害
,

刘备惨败等严重事变
,

诸 葛 亮

仍在艰难地维护孙刘联盟
,

主 动 采

取措施改善与东昊的关系
�

这 又 是

一般政治家难以理解的明 智 之 举
,

没有超人的气量是办不到 的
。

对 少

数民族首领孟荻的
“

七 擒 七 纵
” �

也表现了伟大政治家在处理 民 族 矛

盾中的远见卓识和宽宏大度
。

诸葛亮之
“

量
”
同他的 智 慧 一

样
,

是其英雄形象的一个重 要 侧 面

我们绝不可忽视
。

一个政治 家 应 以

人民的利益为利害
,

国家的 得 失 为

得失
,

历史的进退为进退
。

要 做 到

这一点
,

不仅要有大智大 勇
,

还 要

有大量大度
。

该破的要大 刀 阔 斧
,

义无返顾
,

该蚌垢也要有一 百 年 不

变的决心和毅力
。

蒸哥一
、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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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文化古城苏州的
,

对其 大 兴

土木开展城区改革莫不喜忧参半
�

喜

的足苏州终于动手改造 了 , 忧的 是这

么一改造
,

享荃世界的
“
天堂

”
景 观

会不会受到破坏 � 该市沧浪区 区 长 沈

仲玉同志的一庸话消除 了人们 心 中 的

忧虑
。

他说
�

文化古城足不能 改 造
,

在改造中只要精冷细刻
、

精改 细 造
,

仅能皆大欢吝
。 ”

据 了解
,

苏州市为 了适应现代化

城市建设的雷要
,

已制 订 了
“
大 变

样
”

规划
。

全市 �� 块改造街仿有� �块

在沧浪 区
。

沈区长强调该区改造招商

引资必须做到既妥与具有 � � �� 年悠久

历史的古城相呼应
,

又要体现 �� 世纪

现代城市的风貌
,

只有这样
,

才能与 区

内沧浪率
、

网御园子古典 因林相 匹配
�

苏州旧 区改过为各地文化名城提

供 了宝贵借鉴
�

一走思怒要解放
, “

为

官一任
、

造福一方
” ,

不能单纯死艳历

史遗产
,

一味固宁文化古迹
,

而是要顺

应 改革开放潮流
,

因势利导
,

创新发

展
。

二是行止有 序
,

规划规范
,

不盲

目乱动
,

一哄而起
,

更明确哪些丈物

古迹必须保护
,

哪些 非文物古迹允许

改造
。

建
、

筑设计力求高标 准
、

有 新

意
、

上档次
,

保证绿地面积
,

落实环

保措施
,

真正改造 旧城区泉古瓷摊橄

场
—

轻手轻脚
,

精捧细接
。

三是 引资有米
。

政策适当优惠
,

到苏州开发房地产的投资者对优厚的

回报率甚为满意
,

有些人又转入二期

投资
。

这也足说明苏州人精
“
改

”细

“
过

”
新苏州的精明与高明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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