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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经济思想探微

刘春香 涂白诚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

这几乎是家喻户晓
、

尽人皆知的史实
。

事实上
,

诸葛亮不仅

是政治家和军事家
,

而且在经济建设方面也有卓越的建树
�

本文试就诸葛亮的经济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

一
、

草庐献策 谋划大业

恩格期说
� “

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
,

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
‘

暴力
’

取得胜利蛇
。

中国历史上多

次出现的政治上的分裂
、

统一
、

再分裂
、

再统一
,

是与经济上出现的衰落
、

繁荣
、

再衰落
、

再繁荣密功相关

的
。

经济的发展与否
,

对政治上的统一与分裂
,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如何使一度衰落的社会经济恢复并重

新得到发展
,

是历朝统治者在新王朝建立后
,

为巩固自己的政权
,

所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

是关系到这个王

朝能不能存在下去的根本问题
。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代
,

频繁的战争
、

连绵的自然灾害
,

不仅带来了政局的动荡
,

更重要的是破坏了社会

生产力
,

使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状态
。

从社会经济状态来考察
,

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能取得赤壁大战的胜利
,

从而导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

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

诸葛亮未出茅庐时的 《隆中

对 》
,

就是他研究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后
,

作出的与社会经济现状相适应的决策—三分天下
,

鼎足而立
,

向

大一统过渡
。

经济建设的意义在
“

隆中对
”
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刘备
“

三顾茅庐
” ,

诸葛亮根据平时所掌握

的大量资料
,

针对当时天下形势
,

从政治
、

军事
、

经济
、

地理
、

人事诸方面
,

向刘备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

析
。

诸葛亮对刘备说
� “

自董卓已来
,

豪杰并起
,

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
。

曹操比于袁绍
,

则名微而众寡
,

然操

遂能克绍
、

以弱为强者
,

非帷天时
,

抑亦人谋也
。

令操已拥百万之众
,

挟天子以令诸侯
,

此诚不可与争锋
’,盆 �

曹操当时已占有广大的北方
,

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中心
,

各方面均占优势
,

刘备是不能和曹操争夺北方

的
�

而
“

孙权据有江东
,

已历三世
,

国险而民附
,

贤能为之用
,

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咬 孙权也在江东地

区站稳了脚眼
,

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中心
,

刘备也不能和孙权去争夺江东
。

刘备可以 向荆
、

益二州发展势

力
,

利用这二州特有的经济条件
,

去形成自己的政治经济中心
,

因为
“

荆州北据汉污
,

利用尽南海
,

东连吴
、

会
,

西通巴
、

蜀 � 此用武之国
,

而其主不能守
� ” “

益州险塞
,

尽野于零
,

零考冬牛
·

高祖因之 以成帝业
,

刘

璋园弱
,

·

张鲁在北
,

尽尽甲事而不知存恤
,

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 �

如果刘备能占据荆益二州
,

就可以
“

外结

孙权
,

内修政理
, ”
一方面与孙权结成统一战线来共同对抗曹操

,

力争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
一方面对内修明

政治
,

发展经济
,

把荆
、

益子州建成巩固的根据地
,

一旦
“

天下有变
” ,

便能够据而统一天下
�

在这篇著名的

“

隆中对
伙

中
,

诸葛亮用了
“
民殷国富

” 、 “
内修玻理

”

一类表达经济思想的语言
,

而且从更高的角度
、

把经济

作为占据荆益二州的重要条件来提出
,

这是诸葛亮充分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形势后得出的结论
。

当时
,

经过东

汉末年的黄巾起义
、

董卓之乱后
,

北方经济惨遭破坏
,

后来经过曹操屯田
,

北方经济有所恢复
,

但还远不足

以统一全国
,

与此同时
,

南方经济则处于稳定之中并有所发展
,

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
荆益和江东

�

因此
�

北方
、

荆益
、

江东三个经济中心就成为三个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

再加上三个地区的势力集团作

为三个政权各自的政治统治基础
,

使得三 个政治集团在一个时期里保持着势均力敌的局势
,

任何一方都无力

在短期内统一全国
。

随着魏
、

蜀
、

吴政权的相继出现
,

天
一

「形势也趋于相对稳定
,

三国统治集团都意识到了

军事对峙的长期性
,

因此纷纷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内政治经济事务
�

为安定社会秩序
、

恢复发展社会经济
,

作

·

� �
·



出了各自的努力
。

作为刘备重要谋士的诸葛亮
,

在赤壁大战后就十分重视经济的发展
,

蜀汉建国后
,

身任垂

相主持国政
,

他又把
“

隆中对
”

中所确定的治国方针付诸实践
,

并取得了成效
�

二
、 “

为政以民为本
”

—
“

务农殖谷
、

闭关息民
”

农业是古代社会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
,

只有农业生产发达
、

封建经济基础巩固
、

封建国家经济实力雄

厚
,

才能有力地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以及进行统一战争
�

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
,

依据益州地区特点
,

通过实施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
,

使一个原本 自然条件较好地区的社会经济能持续而稳定地向前发展
、

呈现繁荣

局面
,

并且始终没出现过经济衰退
、 ‘

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现象
,

支持着仅占一州之地的蜀汉与强大的曹魏
、

孙

吴鼎足而立几十年
,

这都表现了诸葛亮卓越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治理能力
�

�一 �
“
务农殖谷

,

闭关息民
”

占有益州后
,

诸葛亮及其部下即已认识到
� “

为政以安民为本
” ,

而安民就必须使人民足衣足食
�

因此
,

在他全权辅政以后
,

就大力恢复发展生产
,

实行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

务农殖谷
、

闭关息民
”

政策 甲以适

应北伐战争的需要
,

实现他统一全国的政治理想
。

诸葛亮说
�

治国就要
“

务立其本
” “

农耕
” 、 “

山林
” 、 “

川

译
”

都是所务之本
,

如若
“

地失其常
,

则有枯败
”� ,

他把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否同政权的兴衰更替联系起来看
,

这是很有见地的
。

诸葛亮入蜀的时候
,

益州是一片生产停滞
、

国贫民疲的局面
。

自东汉后期以来
,

益州地区

的统治者
、

特别是刘焉
、

刘璋父子
, “

贪残放滥
,

取受狼藉
” , “

赋敛烦扰
”� ,

通使大批农民破产流亡
,

田地

荒芜
,

生产衰败
。

针对这种现状
,

诸葛亮提出了
“
务农殖谷

,

闭关息民
”

的方针
,

以
“

闭境劝农
,

育养民

物
”� , “

劝农务稿
,

以阜民财
’,匆为指导思想

,

积极恢复和发展蜀汉的农业生产
�

诸葛亮继承了先秦法家
“
国

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
的进步思想

,

非常重视奖励耕战
�

他平生素志是为刘备父子重建刘汉政权
,

进而统一中

国
,

其任务十分艰巨
,

因此他一生所筹划经营的也以务农运粮和练兵作战为主
�

不通过战争就不可能实现他

的宿愿
,

而不重视农业生产就不能支持他的以弱攻强的战争
,

耕与战是不能分离的
。

粮食是军队的命脉
,

即

使有高城深池
、

带甲百万
,

没有粮食也无法打胜仗
。

因此
,

他主张
“
唯劝农业

,

无夺其时
” ,

即要鼓励老百性

好好从事农业生产
�

统治者不要妨碍老百姓及时进行耕种收割
。

刘备在世时
,

常外出征战
,

诸葛亮镇守成都
,

代行政事
,

就已做到了军粮有余
�

兵员不缺
。

刘备死 后
,

诸葛亮辅佐后主
,

独立施政
,

为了恢复伐吴失败后

的蜀国经济
,

把益州地区建设成进行统一战争的巩 固的战略根据地
,

他我汲奖励务农殖谷
,

实行以发展农业

为中心的经济政策
。

诸葛亮连续进行了六次北伐
,

每次出征前都先致力于务农殖谷
,

令军民衣食足而后用之
。

诸葛亮还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

改进农具
,

努力增加粮食产量
,

又专门挑选有理财经验的人
,

在政府机构中担任督农督粮官吏
,

加强粮食管理和对农业生产的督导
,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蜀汉农

业生产的发展
。

�二 � 高度重视水利建设

自有农业以来
,

水利建设就是农业生产的先决条件
。

为保障农业丰收
,

诸葛亮高度重视水利建设
,

把兴

修水利上升到农之本
、

国之所资的重要地位来认识
。

战国时期修筑的都江堰
,

是蜀汉境内规模大
,

效益好的

水利灌溉工程
,

它
“

灌溉三郡
” , “

早则借以 为溉
,

雨则不遏其流。 ” ,

是成都平原农业丰收最重要的保障
�

诸

葛亮在着重处理
“
务农殖谷

” 、 “

育养民物
”

诸事中
,

首先是维修与保护都江堰水利工程
�

《水经注 》卷 ��

《江水注》说
� “

诸葛亮北征
,

以此堰农本
,

国之所资
,

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
,

有堰官
” ,

足见诸葛亮对都江

堰的重视
。

诸葛亮还在成都修筑了九里堤
,

以防止洪水对
�

成都西北隅一带田园的危害
。

由于农田能得到灌溉
,

水早从人
,

成都平原上
“
沟恤脉散

,

疆理绮错
,

泰樱油油
,

粳稻莫莫峨
,

出现 了一派沟渠纵横
、

,

稻浪滚滚的

如画景象
。

诸葛亮兴修水利
,

着力在汉中地区
,

汉中盆地西起令陕西勉县
,

东至洋县
,

东西长百公里
,

南北宽十至

三十公里
,

汉水自西而东贯穿其中
,

其众多的支流给屯田和修建水利工程提供了有利条件
。

建安二十年 � ���

年 �
,

曹操攻降张鲁
,

之后多次将汉中之民北徒
�

使汉中盆地靠近南北交通要道地方的居民大为减少
。

建安

二十四年 �� �� �
,

刘备夺得汉中
,

诸葛亮为了便利北伐
,

而开始在汉中实行军士屯田
。

建兴五年 � ��� 年 � ,

诸葛亮上表北伐
,

移驻汉中
,

亲手抓了军士屯田和兴修水利之事
。

据 《清一统志》记载
�

萧何曾在今汉中市

北修筑了山河堰
,

以截流褒水
,

灌溉农田
,

诸葛亮劝农于黄沙时
,

又对山河堰进行
“

踵迹增筑
” 。

汉中盆地内

� �� ·



各县县志中都有关于诸葛亮修建和整治水利工程的记载
�

近年考古发掘出的古堰渠
、

破池遗址和陶制破池
、

陶稻 田等文物也证实 � 蜀汉时期汉中水利事业是相当发达的。 。

特别是临近北伐要道上的堰渠遗址
,

更可推

断与诸葛亮的修建整治有关
。

�三� 以农业为本 治理南中

蜀汉的南半部
,

即所谓
“
南中

” �

东汉 时在南中设置有益州郡 �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 �
、

永昌郡 �治今

云南保山市�
、

群柯郡 �治令贵州福泉县西 �
、

越隽郡 �治今四 川西昌市东南� 四个郡及键为属国
�

蜀汉建兴

三年 �� �� 年�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
,

重新划分为七个郡
�

越隽郡 �治邓都
,

今四 川西昌市�
、

朱提都 �治朱提
,

今云南昭通市 �
、

群柯郡 �治且兰
,

今贵州福泉县人建宁郡 �治味县
,

今云南曲靖市 �
、

兴古郡 �治宛温
,

今

云南砚山北 �
、

永昌郡 �治不韦
,

今云南保山 �
、

云南郡 �治摒栋
,

今云南姚安北 �
。

蜀在三国中最为弱小
,

和

诸葛亮正要讨伐的曹魏相比
,

仅有一州之地
�

蜀汉的一州之地中
,

南中就占去了一半
�

在这小小的半壁疆土

中
,

却有着丰富的金
、

银
、

丹
、

漆
、

耕牛
、

战马等物产
,

还有性情质朴又强悍善战的各族人民
,

这些都是增

加蜀汉人力物力的重要因素
。

诸葛亮在南中采取
“
和

” 、 ’

抚
”

为主的民族政策
,

通过南中上层分子的支持来

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条件
,

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来大力发展南中的经济
,

这些政策和措施都产生过深远的影

响
�

诸葛亮治理南中以前
,

南中多数地区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制早期
,

经济文化原始荒蛮
。

诸葛亮在

南中大力贯彻
“
以农为本

”
的方针

,

重点发展农业生产
,

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方法传到南中
,

派专人

教南中人民牛耕
,

以取代原始的刀耕火种
,

促使西南少数民族快速的进步
。

发展农业生产的结果
,

使部分世

居深山
、

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人民
“

渐去山林
,

徙居平地
,

一

建城 邑
,

务农桑。” ,

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的进步
,

而且增加了农业生产人手
。

在发展南中农业生产的同时
,

诸葛亮还很重视兴修水利设施
,

曾在永昌郡周围修

建了灌田数千亩的诸葛堰三口
。

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
�

诸葛亮在南中也采取了盐铁

官营措施
,

征收奴隶主的矿山盐井为官有
,

设置盐铁官专司采矿
、

煮盐事宜
,

又派人去南中教授织锦之法
。

当时永昌郡参照淘锦织法织出的核华布
�

竟然畅销于号称织锦之冠的成都
�

特别是耗牛道打通
、

沿途异亭修

复后
,

南中与蜀中的经济文化交流更方便更频繁
,

蜀郡
、

永昌成为蜀汉社会经济的重要构成
�

号称
“

不毛之

地
”

的南中也出现了不少繁华的集镇
。

治理南中的结果
,

是为蜀汉连续八年的北伐战争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和

军备物资
。

如 ‘华阳国志 》卷 � 《南中志》 载
� “

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
,

为五部
,

所当无前
,

号为飞

军
” 。

《诸葛亮传》说
� “
军资所出

,

国 以富饶
” �

《三国志 》卷 �� 《李恢传》载
� “

南土平定 �

一赋出史
,

浪耕

牛
、

战马
、

金
、

银
、

犀革
,

充继军资
,

于是费用不乏
� ” �史族为西羌的一个支族

,

主要分布于南中的越隽
、

建

宁
、

朱提等郡
�

蹼族为西南古老民族
,

武王伐封所率八族中就有浪
,

后因散居而互不统属
,

号称百淮
,

主要

居于滇池周围及南中各郡
�

—作者注 � 这些事实也表明南中的经济建设卓有成效
。

诸葛亮治理南中
,

单从

经济上来认识
,

可以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南中地区进行的经济开发
。

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南中

地 区闭塞落后的状况
,

促进了南中的社会进步
,

为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努力冷因此南中各族人民

对诸葛亮
“

爱之如祖考
” ,

以致于诸葛亮死后
, “

百性巷祭
,

戎夷野祀
” ,

悼念不 已
�

三
、

积极发展工商业
—

盐铁官营
,

蜀锦为主的经济思想

中国自战国以来
,

即已总结出了无农不稳
、

无工不富
、

无商不活这一封建经济规律
。

诸葛亮在重点发展

农业生产的同时
,

同样重视手工亚
、

商业的发展和对资源的开发
�

蜀地自古以来煮盐业
、

冶铁铸铜业都很发达
。

西汉时蜀地著名富室卓氏
,

其祖先是赵国人
,

战国末年作

为秦虏被迫迁蜀
,

居临邓冶铁而成巨富
�
程郑也是战国末迁蜀的秦虏

,

与卓氏俱居临丁队 同样依靠冶铸业致

富
,

财产超过卓氏
�

这些都载于 《史记
·

货殖列传》
�

汉文帝曾把蜀之严道铜山优赐给上大夫邓通
,

邓通
“
以

铸钱财过王者
” ,

成为富翁
。

汉武帝时为增加财政收 入而实行了盐铁官营
�

东汉时
“
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拜 ” 。

此后
,

政府专卖的禁榷制度瓦解
,

大豪强大地主大工商业者控制了盐铁生产和经营
,

厚重的利润落入豪民之

手
,

从而阻碍了盐铁业的生产和发展
。

盐铁业事关国计民生
。

诸葛亮对此十分重视
。

为了抑制豪强地主的
“

专权自咨
” ,

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

在蜀汉境内重新恢复了盐铁官营制度
,

设置司盐校尉和司金中郎将
,

专门管理盐铁生产销售
,

发展盐铁事业
�

·

� �
·



《三国志 》卷 �� 《王连传》 及卷 �� 《张裔传》等资料记载
�
蜀汉以王连

”

迁司盐校尉
,

较盐铁之利
,

利入甚

多
,

有裨国用
” � 又以张裔

“
为司金中郎将

,

典作农战之器
。 ”
二人因领导盐铁生产成效卓著

,

后来都升为承

相长史
,

这充分说明诸葛亮对盐铁业的重视
。

在这种情形下
�

蜀汉的盐铁业发展银快 , 《山川记异 》载
�

蜀国

“

诸葛盐井有十四嗜
�

左思在 《蜀都赋》 中称赞蜀汉
“

家有盐泉之井
” � “

火井沈荧于幽泉
,

离焰飞煽于天

垂
” �

当时蜀国到处开矿炼铁
,

凿井煮盐
,

相传诸葛亮曾多次到临邓视察火井 �火井即天然气�
,

还说井火因

诸葛亮
“
一窥而更盛耐

�

盐铁业的发展
,

使国家从盐铁业上获利甚多
,

对国家财政有很大的补益
。

盐铁官营

也从经济上限制和打击了豪强势力
,

从而巩固了蜀汉政权
。

植桑养蚕是我国的古老传统
。

诸葛亮对植桑养蚕及纺织业的发展是与耕地种谷同样看待的
。

蜀锦为当地

的特产
,

但汉末以来由于军阀割据而没能得到发展
。

诸葛亮说
� “

今民贫国虚
,

决敌之资
,

唯抑锦耳
” ,

把蜀

锦的生产提高到支持统一战争的重要地位
。

诸葛亮深知
,

与强大的魏国为敌
,

光靠增产粮食和向农民征取赋

税是不行的
,

过分征税会失去民心
,

粮食也难以久存和远运
。

所以为蜀汉开辟财源的捷径是用名贵的蜀锦去

赚取巨额利润
,

从而支持宠大的军费开支
�

因此他大力提倡植桑养蚕
,

开辟丝源
,

并身体力行
,

在成都郊外

双流县东北八里他的家中种桑八百株
。

在诸葛亮的大力倡导下
,

蜀汉的织锦业盛极一时
,

川西平原上
“
阅

园之里
,

伎巧之家
,

百室离房
,

机杆相和
。

贝锦斐成
,

灌色江波
,

黄润比筒
,

盆金所过
”。蜀锦大量生产出来

,

盛销于西南
,

并大量销往吴
、

魏
。

《丹阳记》说
� “

江东历代尚未有锦
,

而成都独称妙
� ” 《太平御览》卷 �� �

布帛条说
� “

三国时
,

魏则市于蜀
,

而吴亦资西道
。 ”

诸葛亮把蜀锦生产放在发展手工业的首要位置
,

使蜀锦

成为蜀汉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和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
,

无疑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

巩固了蜀汉的统治
。

四
、

旨在减轻人民负担的轻摇薄赋思想

诸葛亮的理想社会是
“

粮铜丰
,

财货多
,

百姓安。 ” 。

他说
� “
圣 人之治理也

,

安其居
�

乐其业
’, 琦 , “

上下

和睦
,

百姓安乐习 ” 。

要想达到
“
国富民安

”

的政治 目的
,

就不能
“

克食于民
” ,

否则
“
人有饥乏之变

�

则生

乱逆
”盆 。

而使国富民安的唯一办法是
� �
唯劝农业

,

无夺其时 � 唯薄赋敛
,

无尽民财马 ” ,

一方面轻谣薄赋
、

与

民休息
,

反对以政令妨害农事
,

一方面适当约束豪强地主
,

不使他们过分压榨小农
,

以免造成
“
强弱相侵

,

躬

耕者少
” , “

民如浮云
,

手足不安匆
,

的局面
。

总之
一

,

只有
“

使民心不乱 , ” ,

经济才能得到发展
�

并使政局稳

定
,

为此
,

诸葛亮把成都附近一些荒芜土地归还给因战乱和灾荒而逃亡的农民
, ”

令安居复业霭 ” 。

又
“

铸直

平钱
,

平诸物价
,

令吏为官市等 ” ,

以防止商人对百姓的过分剥削
。

为了减少军费支出
,

诸葛亮组织军土屯田
,

以解决北伐军粮 间题
�

由于蜀中荒地很少
,

屯田条件远不如魏吴
,

而且如果从蜀往北伐前线的汉中运送军粮
,

需翻高山
,

越峻岭
,

远远不如在汉中就地屯田
,

因些诸葛亮把屯田的重点放在了汉中
。

汉中土地肥沃
,

气候

温暖
,

雨量充沛
,

物产丰饶
,

自然条件较为优越 � 刘备夺得探中时
,

汉中人户 已被曹操及其将领迁走很多
,

故

史称刘备得汉中
,

只
“
得地而不得民确

。

这样
,

汉中屯田的先决条件已具备
,

诸葛亮便从蜀中等地募集了五

千兵士去汉中屯田
�

建兴五年 �� � � 年 �, 诸葛亮率军出屯汉中
,

从此直至他去世
,

六七年中
,

他一方面连续

发动北伐战争
,

一方面为北伐而主持屯田
、

练兵
、

修桥
、

筑路
、

制造运输工具木牛
、

流马
。

《三国志 》卷 ��

《后主传》载
�

建兴十年 �� � � 年 �
, “
亮休士劝农于黄沙

,

作流马木牛毕
,

教兵讲武
。 ”

黄沙在今陕西勉县东
、

褒城南
,

当褒水流入汉水处
。

诸葛亮既在黄沙休士劝农
,

黄沙当为诸葛亮来 自主持的军屯地之一
。

《诸葛亮

传 》记载
�

诸葛亮和司马结对峙于渭南时
, “

亮每患粮不继
,

使已志不申
,

是以分兵屯田
,

为久驻之基
。 ”
在

率军深入敌境
、

与强敌激烈对峙拼斗之际
,

仍然发兵屯田
,

以支持长期战争
,

说明诸葛亮对屯田十分重视
。

另外
,

诸葛亮还实行
“

精兵
”

政策
,

始终把兵员控制在一定数额内
,

以免把青壮年劳动力抽光
,

影响农业生

产
�

对于在前线作战的将士
,

也实行定期退伍制度
,

到期即更换
,

决不拖延
�

这一措施
,

不但减少了军费开

支
,

而且保证了有充足的青壮年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

即使在战争频繁的年代
,

也维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

行
�

总之
,

诸葛亮减轻人 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
,

对安定人 民生活
、

缓和阶级矛盾
�

起了积极的作用
。

五
、

提倡节流积蓄 反对奢侈浪费

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
,

奢或俭不单纯是一个道德问题
,

更是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
,

古代一些著名

思想家如孔子孟子等人都大力提倡
“

宁俭
” 、 “

节用
” 。

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也十分注重这个问题
。

他在重点奖

励农耕
,

极力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
,

主张节约费用
�

减少财政开支
,

以支持统一战争
。

东汉以来
,

豪强地主

·

� �
·



田庄经济大发展
,

他们
“

连栋数百
,

豪田满野
,

奴脾千群
,

徒附万计
。

船车贾贩
,

周于四方
�

废居积贮
,

满

于都城
。

琦赂宝货
,

巨室不能客
�
马牛羊东

,

山谷不能受
。

妖童美妾
,

填乎绮室 � 昌讴伎乐
,

列乎深堂
· ·

一
三牲之肉

,

臭而不能受 , 清醇之酣
,

败而不可饮 , ” ,

生活极端腐化
,

败坏了社会风气
,

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惊

人浪费
。

诸葛亮力主革除这种陋习
,

提倡清约俭朴
,

他认为
� “

作无用之器
,

聚无益之货
。

金银璧玉
,

珠矶翡

翠
,

奇珍异宝
,

远方所出
,

此非庶人之所用 也
�
锦绣纂组

,

绮罗续毅
,

玄黄衣帛
,

此非庶人之所服也 , 雕文

刻镂
,

伎作之巧
,

难成之功
,

妨害农事
,

轴耕出入
,

袍裘索译
,

此非庶人之所饰也 � 重门画兽
,

萧墙数切
,

家墓过渡
,

竭财高尚
,

此非庶人之所居也 , ” ,

他要求蜀汉各级官吏
“

清心寡欲
,

约已爱民汤 ” 。

他主张
“
躬耕

勤苦
,

谨身节用
” , “

丰年不奢
,

凶年不全
,

素有蓄积
,

以储其后。 ” 。

为了厉行节俭
,

矫治社会风气
,

身为垂

相的诸葛亮带头清廉
,

不增私产
。

他在成都的家仅有
“
桑八百株

,

薄田十五顷
” ,

和当时广有田产的豪姓大族

根本无法相比
�

他给后主刘禅上表说
� “
至于臣在外任

,

无别调度
,

随身衣食
,

悉仰于官
,

不别治生
,

以长尺

寸
。

若臣死之 日
,

不使内有余帛
,

外有赢财
,

以负陛下
� ”
到诸葛亮死时

,

家内外任果然没有多余的财产井 ” ,

《北堂书钞》卷三九也说他
“

蓄无余财
,

妾无副服
� ”

这种廉洁的作风
,

堪称蜀汉官吏的表率
。

汉以来
, “
礼

”

制盛行
, “

天下送死奢靡
,

多作石室
、

石兽
、

碑铭等物。 ” ,

婚丧嫁娶摆排场讲阔气
,

厚葬

重硷成风
。

那些达官贵人
、

豪富之家不惜重货殡葬死者自不待言
,

甚至家中稍有资产的
,

也倾尽全力来举办

丧事
。

史载刘璋据蜀时
, “
时俗奢多

�

货殖之家
,

侯服玉食
,

婚姻葬送
,

倾家竭产。 ” 。

诸葛亮坚决反异这种

奢侈腐败之风
,

主张殡仪从简
,

并在这一点上同样身体力行
。

诸葛亮病逝于武功五丈原军中
,

临终
“

遗命葬

汉中定军山
。

因山为坟
,

家足客棺
,

敛以时服
,

不须器物 , ” �

堂堂蜀汉承相
,

死后仅只用现成衣服装硷
,

连

新衣都不做一件
�

所挖墓穴
,

也只够放下一具棺材
,

而不起造墓室
,

不放置任何陪葬器物
�

确实是以 自己的

高风亮节来开社会风气之光的

正由于诸葛亮不仅用言教
,

而且用身教来反对奢侈浮华
、

铺张浪费的庸俗作风
,

从而在蜀汉范围内抑制

了自汉末以来官贪吏残
、

搜刮 无度的弊端
,

出现了较为清明的吏治
。

陈寿在 《诸葛亮传》中反复称颂诸葛亮

的德政
� “

吏不容奸
,

人怀 自厉
�

道不拾遗
,

强不侵弱
,

风化肃然
”

等等
,

表明诸葛亮的抬理确实是成功的
。

蜀汉统治集团的上层一般都能廉洁 自律
,

不贪婪不兼并
,

大小官员也都能
“

清素节约
”公 。

如大将军费伟
,

“

家不积财
,

儿子皆布衣素食
,

出入不从车骑
,

无异凡人的 ” �
大将军姜维

“

宅舍弊薄
,

资财无余忿 ” �

曾与诸

葛亮并署左将军
、

大司马府事的董和
, “

死之 日
,

家无循石之财
’, 冲 �

尚书令刘巴
“

躬履清俭
,

不治产业” ” �
车

骑将军邓芝
“

终不治产业
,

妻子不免饥寒
,

死之 日
,

家无余财
’

哟 �

尚书令吕 � ���
,

音艾 �
“
治身俭约

”

等

等
�

正由于蜀汉统治集团整体作风 比较清廉
,

才促成了整个蜀汉社会风气的好转
,

并支持着这个僻居一隅的

政权与强魏强吴鼎立几十年
。

总之
,

蜀汉在诸葛亮的治理下
,

出现了
“

田畴辟
,

仓原实
,

器械利
、

蓄积饶
,

朝会不华
,

路无醉人时 ”

的

清平景象
。

虽然诸葛亮经济思想及其政策
�

不能超越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范围
,

也不允

许违反蜀汉最高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
,

但是
,

如果从 《华阳国志 》中所记载的
“

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
,

居

其官者
,

皆富及十世
”
的情况来看

,

在豪强地主百般欺凌盘剥农民
、

为官吏者贪得无厌的时候
�

诸葛亮能力

矫种种弊端
,

抑制土地兼并
,

致力发展生产
,

对社会的发展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

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促进经济

发展
,

稳定政治局势
、

安定人民生活的作用
。

诸葛亮死后
,

蜀汉的人民对他的思念
,

几十年不曾稍减
。

《三国

志 》的作者陈寿
、

晋代人袁准都说蜀人思念诸葛亮
�

犹如西周人民思念周公
、

召公
,

可见诸葛亮确实受到了

人民的歌颂和怀念
。

如果不是诸葛亮的各项政策符合人们的某些愿望和利益
,

如果不是他个人的高尚品质受

到了人们的敬仰
,

人们又怎么会如此怀念他 � 诸葛亮不失为封建时代杰出的经济政治家
。

注 释

� 恩格斯 《反杜林论 》
�

《马恩选集 》卷三第 �� �页
。

�
、

�
、

�
、

�
、

� 《三国志 》卷三五 《诸葛亮传矛
。

� 《三国志 》卷 �� 《后主传》
。



� 《诸葛亮集》卷三 《便宜十六策
·

治国》
。

� 《三国志 》卷三一 《刘二牧传》
。

� 《三国志 》卷四二 《杜微传》
。

� 《诸葛亮集
·

为后帝伐魏诏 》
�

� 《水经注 》卷 �� 《江水注 》
�

�
、

� 左思 《蜀都赋》
�

� 参看
�

唐金裕 《从水文考古调查看古代汉中地区的灌溉设施》
,

载于 《文博》 ���� 年 � 期
�
郭清华

《陕西勉县老道寺四号汉墓发掘简报》
,

载于 《考古与文物 》 � � �� 年 � 期
。

� 杨慎 《滇载记》
。

� 《后汉书 》卷四 《和帝纪》
。

� 《诸葛亮集》卷五 《遗迹篇》
。

� 《初学记》卷 � �� 《异苑》
。

� 《诸葛亮集 》卷四 《揣能 》
。

� 《诸葛亮集 》
·

卷四 《不陈》
�

� 《诸葛亮集》卷四 《东夷 》
。

�
、

�
、

�
、

�
、

国
、

� 《诸葛亮集》卷三 《便宜十六策
·

治人礼

� 《三国志 》卷三六 《赵 云传》 注引 《云别传》
。

� 《三国志》卷三九 《刘巴传》 注引 《零陵先贤传》
�

� 《三国志》卷四二 《周群传》
。

� 《后汉书 》卷四九 《仲长统传》
。

� 《全三国文 》卷五八
,

� 《宋书 》卷十五 《礼志》
�

� 《三国志》卷三九 《董和传讥

� � � 《三国志》卷四 《费伟姜维传》
�

� � 《三国志 》卷三九 《董和刘巴传》
。

� 《三国志》卷四五 《邓芝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