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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行事中的暗点

刘 存 璞

近观电视连续剧 《三国演义》
,

对诸葛亮行事中的某些举措颇有些异样的看法
,

为尊重历史
,

兹据 《三

国志》
、

《资治通鉴》等史书之有关记载
,

钩稽考辨
,

成此短文
。

在三国时期
,

诸葛亮是众多才士中之翘楚
。

他虽然
“

出师未捷身先死
” ,

带着终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

然而他以对刘备父子的竭忠尽智
,

对蜀汉的建立和建设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

不过正如他 自己所言
“

用人

不明
,

恤事多暗
” ,

这虽然有几分谦逊
,

然而在他的一生行事中却也有事实可征
,

这里试举两点 �

一
、

对马诬信任太过

街亭之失
,

是西蜀由战略进玫转为战略防御的关键一役
。

马傻如何失街亭
,

如何被斩首
,

史书已言之甚

明
,

勿庸置嚎
。

我要说的是
,

在蜀汉第一次北伐的过程中
,

由谁镇守战略重镇街亭
,

当时众论以为宿将魏延

堪任
,

然而诸葛亮却偏偏不用
,

一违众论派马傻督诸军前往
,

结果是失街亭
,

丢天水
、

一

南安
、

安定三郡
,

诸

葛亮不得不还军汉中
,

至使第一次北伐以失败而告终
,

这些史实在 《三国志》
、

《资治通鉴》 中都有明晰的记

载
,

诸葛亮何以把如此重任派马谩担任
,

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
,

且看下列四点史书所载之情事 �

�
�

马傻是马良之弟
。

马良与亮关系致密
,

称亮为
“

尊兄
” 。

�《三国志
·

马良传》� 对这一点裴松之注

说 � “

松之 以为良盖与亮结为兄弟
,

或相与有亲 � 亮年长
,

良故呼亮为尊兄耳
。 ”

�
�

诸葛亮对马傻
“

每引见谈论
,

自昼达夜
。 ”

�《三国志
·

马良传附马谩传》� 裴松之注引 《襄阳记》

说 � “

傻临终与书日 � ‘

明公视傻犹子
,

傻视明公犹父
,

”
’ 。

�
�

《三国志》
、

《资治通鉴》都说
,

诸葛亮对马傻
“

深加器异
” ,

陈寿
、

司马光都是良史之才
, “

器异
”

二

字不是轻易下得的
。

�
�

刘备临终前曾谆谆告诫诸葛亮 � “

马傻言过其实
,

不可大用
,

君其察之
。 ”

��� 三国志
·

附马傻传》� 诸

葛亮对其主一向忠贞不二
,

唯独对其对马傻之议
“

犹谓不然
” 。

东晋习凿齿对此有一段评论说 � “

先主诫傻之

不可大用
,

岂不谓其非才也 � 亮受诫而不获奉承
,

明傻之难废也
。

为天下宰臣
,

欲大收物之力
,

而不量才节

任
,

随器付业
。

知之大过
,

则违明主之诫 � 裁之失中
,

即杀有益之人
。

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
” 。

综观以上四点
,

是否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 诸葛亮与襄阳宜城马家有一种不寻常的关系
,

对马傻又特别

赏识
。

诸葛亮一生从总体言
,

是
“

忠益者莫大于进人
” ,

唯才是举
。

然而
,

对马傻他却未能坚持此用人原

则
。

致有街亭之失
。

爱之反害之
,

不得不挥泪问斩
。

街亭之失
,

马谩固应负直接的责仟
,

诸葛亮作为一军的统帅
,

亦不能辞其咎
�

诸葛亮毕竟是一代名臣
,

他没有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
,

而是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言辞�� 切的奏疏
,

请自贬三等
。

斩马傻以明法纪
,

自

贬抑以谢国人
。

过则勿惮改
,

这种精神还是可贵的
。

二
、

对魏延疑忌太深

魏延是一位
“

善养士卒
,

勇猛过人
”

而又颇具才略的大将
,

自率部曲投刘备之后
,

数有战功
。

深得刘备

之信任和器重
。

建安 �� 年 �� ��� 刘备称汉中王
,

后迁治成都
,

要选一员大将镇守汉中
,

汉中乃蜀之重镇
。

镇荆州有关羽
,

镇汉中众论以为必在张飞
,

张飞也认为非己莫属
。

然而刘备却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
,

领

汉中太守
,

把汉中军政大权交给了魏延
。

魏延受此殊荣和重托甚为感奋
。

刘备在大会群臣时
,

问魏延 � “

今

委卿以重任
,

卿居之欲云何 �
”

延答说 � “

若曹操举天下以来
,

请为大王拒之 � 偏将十万之众至
,

请为大王吞

之
。 ”

众咸壮其言
。

以后实践证明
,

魏延确实没负刘备之重托
,

创
“

围守
”

御敌之法
,

表现了非凡的军事才

能
。

用人不疑
,

尽展其才
,

刘备确实有知人之明
。

然而
,

魏延每随诸葛亮出
,

却总有一种压抑感
, “

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 。

如第一次北伐
,

魏延提出由子午

谷直袭长安
,

且长安的守将是
“

怯而无谋
”

的夏侯 末琳
,

这样出奇兵取胜的可能性大些
。

诸葛亮却
“

制而不

许
” ,

认为
“

此悬危
,

不如安从坦道
,

可以平取陇右
,

十全必克而无虞
。 ”

以弱蜀敌强魏
,

打消耗战
, “

十全

� �



必克
”

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

出奇兵取胜的可能性倒是大些
,

魏延之方略不失为长策
。

由此
,

魏延快快不乐
,

“

常谓亮为怯
” 。

其实在强敌面前
,

过于谨慎和
“

怯
”

在心理上实无太大距离
,

且诸葛亮在出山之前
,

即自

比管
、

乐
,

自视甚高
,

魏延也战功卓著
,

恃才傲物
,

二人在性格上发生碰撞也是可能的
。

所以诸葛亮在对魏

延的态度上就和刘备不一样
,

他是用其武勇
,

忌其才略
。

建兴十二年 ����� 秋
,

诸葛亮病危
,

密与长史杨 仪
、

司马费宇韦
、

护军姜维等安排身段后的退军之

计
,

偏偏把南郑候
、

征西大将军魏延撇开
,

其实就在这次密议中决定了魏延的命运
。

魏延提出不能以一 人之

死废天下事
,

府亲官属可将丧还葬
,

他愿率诸军击贼
,

魏延和杨仪势如水火
,

当然延之意见不会被接受
。

魏

延又不愿受杨仪之部勒
,

这 一点诸葛亮很清楚
。

所以密议中安排
“

若延不 从命
,

军便自发
” 。

胡三省在此处

下了 一个颇耐寻味的小注 � “

亮固知延非仪所能令矣
” 。

既已
“

固知
”

而又偏作如此安排
,

孔明先生意欲何为

还 不很清楚吗 � 诸葛亮之机心可谓深且险矣
。

这一下就把魏延置于进退维谷的两难之地
,

若魏延一怒之下率

部投魏
,

这是反叛
,

当然可 以杀勿赦
。

若直接与杨仪对抗
,

因为杨仪是受诸葛亮委命的
,

也可以加反叛之

名
,

也可杀勿赦
。

就在诸葛亮召集的这次密议中
,

决定了魏延必死的命运
。

魏延在看到
“

诸营相次引军还
”

时
,

果然大怒
,

率所部经先南归
,

所过烧绝阁道
,

与杨仪对抗
。

延
、

仪各相表叛逆
,

一旧之 中
,

羽檄交至
。

后主不能决
,

便质诸董允和蒋碗
,

董
、

蒋是唯诸葛亮之马首是瞻的
,

而且又知道杨仪是受托于诸葛亮
,

所以
“

咸保仪而疑延
” ,

这一下就把魏延推上了
“

叛贼
”

之路
,

魏延被杀了
口

《三 国志
·

魏延传》 是这样写的 �

“

致首于仪
,

仪起自踏之
,

日 � ‘

庸奴
,

复能作恶不 �
’

遂夷延三族
” 。

显然
,

杨仪是假权位以泄私忿
。

《三国

志》说
“

�延 � 但欲除杀仪等
,

不便背叛
。 ”

《资治通鉴》也说 � “

�延 � 实无反意也
。 ”

蜀最后一员叱咤风云 的

猛将就这样背着
“

反叛
”

的罪名被诸葛亮除掉了
。 “

死诸葛走生仲达
”

是小说家言
, “

死诸葛除生魏延
”

倒是

有史实可稽的
。

恶之必除之
,

不惜用权谋机关
。

魏延之死是诸葛亮一手制造的一起重大冤案
。

可悲也夫� 可

悲也夫�

人言曹操奸雄
,

在三国时期
,

玩政治耍权谋者
,

岂独孟德公乎�

以诸葛亮之明察
,

尚不免于此失
,

而况不逮诸葛者乎�

波满云诡
,

人其难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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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复杂化
,

对非书资料的需求心理有紧迫感和比较明显的广泛性
。

一方面他们刻苦学习
,

另一方面开始追

求多方面的知识和精神需要
。

中年级的同学要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
、

六级统考
,

不少人心理上紧张
。

对于这

一阶段的大学生
,

工作人员要因势利导
,

不失时机地给他们介绍全国各高校四
、

六级考试模拟试题及相当于

四
、

六级水平的听力材料
。

让学生花较少的时间
,

获取更大的收获
,

为他们顺利通过四
、

六级考试助一臂之

力
。

高年级的同学已进人毕业前夕
,

专业课程已经学完
,

大学英语四
、

六级考试已经通过
,

他们就要结束大

学生生活走向社会
。

步人社会后能否独立
,

尤其是经济上的独立
,

已被部分学生认为是是否能在社会上生存

的关键
。

这时候的大学生处于兴奋又加忧虑的心理状态之中
。

他们已经开始收集与本人选择论文题目有关的

文献资料
,

对非书资料的需求
,

不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

不过
,

也有不少文科的学生
,

以及毕业后准备从事

外语教学
,

准备到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单位工作的学生
,

他们要搜集一些与今后教学有关的
,

以及一些相关

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
、

语言研究
、

名人名著研究及商贸英语
、

公关英语及旅游服务英语方面的实用材料
。

工作人员要努力提供方便
,

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做好毕业离校前的搜集准备工作
,

让他们在未来工作岗位上

更好地发挥作用
。

国外许多研究者对社会心理的研究认为
,

在借阅过程中成人最需要别人对其平等看待
,

希望得到别人的

尊重
,

这就要求非书资料工作者
,

要把自己置身于读者之中
,

而不要把自己凌架于读者之上
,

了解读者对非

书资料的需求心理
,

建立新型的借阅关系
,

把相互理解
、

尊重贯串于借阅工作的全过程
,

当你主动为读者排

忧解难时
,

你就正在架起借与阅相互沟通的桥梁
,

你的热心推荐和热情服务必然会得到读者的认可和社会的

承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