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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患难之境最见真心。诸葛亮临危受命，蜀汉命悬一线，他不仅没有树倒猢狲散，而且夙兴夜

寐、殚精竭虑振兴蜀汉，蜀锦华荣天下，蜀币考古发现散布三国，蜀国百姓，起义为三国最少。一生挚爱

是蜀汉，毕生追求是蜀汉。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直至病倒五丈原，遗愿坐镇定军山。生亦为

国，死亦为国。拳拳赤子心，常使英雄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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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loyal of ZhuGe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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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ether a man is loyal is in indee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 a country but a be 
poverty and be danger country, ZhuGe liang practice his promise and never say good bye to this do not show 
much exhale country, he burned the candle of his life so that he could have more time to boom this country, what 
he did is such as sale ShuJin as many places as he can ,exchange goods in currency of ShuHan as many places as 
he can, and as a result ,there is the least rebel in ShuHan among three kingdoms. What he love is ShuHan,what he 
pursue is the prospect of ShuHan. he Is a man who is loyal to nation ,loyal to people and loyal to cause. until he 
die, what he want is guard his mother land in Dingjunshan. No matter living or die ,the future of Shuhan is the 
future of himself, this is the heartfelt word of Zhuge liang. the depth of ocean is his depth of love toward Shuhan, 
and this makes tear flooding shown in the face of her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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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诸葛亮，智慧无双，殚精竭虑辅弼刘备，以荆

州为根据地，夺取益州，”七擒七纵“平定南中[1]，

隆中对，字字用心，件件实践，不只空有繁花，而

是果实累累。三分天下，功业无双。为报知遇之恩，

白帝城托孤时更是许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抱病之躯，六出祁山，五丈原魂归何处，武侯祠，

芳草萋萋。出师未捷身先死，湿了多少后人手帕。

烟雨蒙蒙，新旧脚印，拜向这生死之”忠“。 
2 忠于国 
从公私关系看，诸葛亮对国家之忠体现在因公

灭私。公与私，国家大事与私人交情，他选择公先

于私。例如，挥泪斩马谡。马良为诸葛亮好友，马

谡是马良弟弟，对南中平定功劳甚大。私下里，马

谡与诸葛亮亦师亦友，关系亲密[2]。但北伐中，马

谡不听号令，大败于街亭，影响恶劣，失街亭，等

于阴影全军太阳。军法如山。此等惨重损失，将诸

葛亮逼上公与私的抉择。诸葛亮泪如泉涌，心如刀

绞，最终挥泪斩马谡，大义灭亲。因公灭私，诸葛

亮对国家之忠，可见一斑。 
从国家综合国力前后对比看，诸葛亮对国家之

忠体现在，将夷陵之战后气脉几绝的垂危蜀汉繁荣

成稳当“三足鼎立”之一足。夷陵之战，蜀汉青壮

年劳动力死伤无数，大量优秀将领前后为国捐躯，

国中无人，朝中无将，元气大伤；加之连年征战，

民生积累凋敝，又南中借机叛乱，孙吴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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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垂危的蜀汉气脉几绝。此时，曹魏频频

招降。诱惑无效，诸葛亮亦没有树倒猢狲散。他外

接孙吴，内抚南中，关上国门，务农殖谷，兴修水

利，移民汉中，轻徭薄赋，商业战略化。并教化南

中，谋略长远。经济基础越来越繁荣，同时上层建

筑稳固运转。此时的蜀汉，不负“三足鼎立”之一

足。将漏风漏雨的破败危房改造成富丽堂皇的高门

大院，国家综合国力前后差异如此大，诸葛亮对国

家之忠可见一斑。 
从历史趋势看，诸葛亮对国家之忠，体现在他

对大一统历史趋势的追求。一方面，有人认为诸葛

亮北伐是“为一己之私而发动战争”，动机为私；

有人认为北伐是“明知不可为而为”，能力堪忧。

其实，“蜀汉”为汉宗，刘氏为正统，且诸葛亮立

志“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坚持“汉贼不两立，王

业不偏安”。北伐，只是顺应大一统之历史趋势，不

能偏安西南。若为一己之私，荣华富贵，偏安西南

是更好的选择，然而中国人素有“修身治国平天下”

的家国情怀，视“大一统”为国之担当。生逢乱世，

国家四分五裂，“大一统”，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

诸葛亮北伐，不为私，无关能力。大一统的历史召

唤，让他一次又一次，执干戈。[3]北伐，出于为国

之忠。另一方面，有人评价诸葛亮为历史罪人。这

种观点认为：赤壁之战三分天下，有碍曹操一统江

山，阻碍大一统历史趋势。然而，由谁主导大一统

之历史趋势，当时有很多演员活跃在历史舞台，孙

权、刘备、辽东公孙氏等，以后见之明支持曹操，

忽略了当时群雄只是公平竞争。逐鹿中原，群雄竞

争，促进了局部统一，更有利于大一统。因此，诸

葛亮不是历史罪人，而是大一统历史趋势的积极推

动者。主动顺应大一统之历史趋势，诸葛亮对国家

之忠，可见一斑。 
从长眠选址看，诸葛亮对国家之忠，体现在逝

世后也要守护蜀汉。生前一颗拳拳赤子爱国心，死

后一颗倔强守护蜀汉心。生，匡扶汉室；死，定军

山卫国。定军山，为什么是此地而不是成都其他地

方，定有深意。定军山，曹魏大军进攻蜀汉的最后

一关。因此，定军山得失，关系蜀汉存亡。葬在定

军山，亲自镇守，倘曹魏大军来袭，拳拳之心愿望

再发挥光热抵御敌军。“生为兴刘尊汉业，死犹护蜀

葬军山”。[4]国家国家，生死相守。国家国家，至死

赤诚。逝后选址葬于御敌重要关口定军山，一缕魂

魄竭尽余力保卫国家，诸葛亮对国家之忠，可见一

斑。 
从家风看，诸葛氏忠于国家，见于后世赞叹“三

世忠贞“。诸葛亮一心为国，夙兴夜寐，殚精竭虑，

事无粗细，追求完美。但是时间如白驹过隙，短暂、

有限，他宁肯牺牲休息时间也要操劳国事，最终死

于劳累，一缕魂魄交织对国家前途的关切、担忧。

为国事操劳而死，他的后人，亦为国而死。儿子诸

葛瞻，为国战死；孙子诸葛尚，亦在战场阵亡。祖

孙三代，死于国事。因此，从家风看，诸葛氏无愧”

三世忠贞“，忠于国家。[5] 
3 忠于人民 
经济上，忠于人民，莫过于使人民富裕。家给

人足，民之所盼。对于汉末农业社会，经济与农业

难舍难分。对此，诸葛亮践行“务农殖谷，闭关息

民”。发展农业，修建水利，关起门来搞建设。但

没有闭关锁国，当时蜀汉货币，遍及全国，可见商

业之开放。商富民，农立民，民之所乐，即是诸葛

亮心之所往。“为生民立命”，忠于人民之心可见

一斑。 
军事上，忠于人民见之于体恤军人。“据裴松

之注《三国志》所引资料，诸葛亮十分注意减兵省

将，把兵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一般情况下全国常

备兵员不超过 8 万人，且实行轮换制，保证有充足

的劳动力从事生产。诸葛亮北伐常受制于兵力不足

问题，有人曾建议“宜权停下兵一月，以并声势”，
也就是暂停轮换制以增加兵势。诸葛亮不同意，因

为将士“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绝不能让

他们失望，兵力再不足也不能废弃轮休这项制度”
[3]。此外，为解军饥，诸葛亮推广大头菜，从大头

菜又称诸葛菜可知，当时人民多么拥戴诸葛亮。为

解决军粮问题，还实行分兵屯田，效果显著，以致

诸葛亮死后，蜀军得以从容撤军，沿途得到很多之

前所种粮食，不致餐风饮露饿肚子，可见诸葛亮为

军人谋虑之深远。为解决军饷，诸葛亮不走征收苛

捐杂税、逼得民不聊生之路，而是繁荣蜀锦，通过

经商补给军需。军事上，既体恤军人，又不将军事

负担强行压在人民头上，忠于人民之心可见。 
习惯上，忠于人民之心见于为人民服务已成习

惯。每到一地，就查找民之所艰，竭心尽力解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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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困难，不是子虚君强制他这么做，而是为人民服

务已成习惯，自然而为。“袁宏《汉纪论》：亮所

至，营垒、井灶、圊溷、籓篱、障塞，皆应绳墨。

《夔州府志》：夔州有义泉，诸葛武侯所凿，侯虑

城中无水，乃接筒引泉入城。《一统志》：大诸葛

堰，小诸葛堰在金齿指挥使司城南一十五里，皆有

灌溉之利。”解决民生困难，非有外力强迫，而是

自愿、主动，为人民服务已成习惯，忠于人民之心

可见。 
民变上，忠于人民之心，见之于百姓答以安居

乐业。“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一片冰心为

人民，诚意致力百姓殷富，家给人足，安居乐业，

使蜀汉政权民变数量为三国最少。“有人做过统计，

三国时期曹魏控制区内共发生民变 24 次，孙吴 23
次，而蜀汉仅有 3 次”[3]民变极少，百姓安身立命，

政通人和、服务人民、忠于人民之心可见。 
逝后人民反应上，忠于人民之心，见之于百姓

深切怀念，且经久不衰。诸葛亮逝后，百姓纷纷祭

祀，“私祭于陌道”。甚至 500 年后，仍活在人们心

里，没有随时间而褪色。晚唐孙樵有言“歌道遗烈，

庙而祭者如在”。至今，不仅蜀汉后人，孙吴乃至曹

魏后人，歌颂诸葛亮者，不在少数。去后千年，人

民仍然追思，可见当年，忠于人民之心。 
4 忠于事业 
勤政上，忠于事业之心见于短短二十几载，完

成许多事业。刘备三顾茅庐，恳切真诚，为报此知

遇之恩，短短二十几载，诸葛亮竭力辅助南平荆州、

北定汉中、西取益州，南北西都在奋斗中成为囊中

物，建立蜀汉政权；“开府治事“后，外联孙吴，

内抚南中，北伐曹操，使蜀汉外部环境稳定，三足

鼎立互相牵制，有益蜀汉政权长期稳定[5]。例如，

初到益州，根基未定，本地豪强暂时不配合外地人。

如何才能威严令行，诸葛亮尽职尽忠，步步谋划，

优待靠拢、有意合作的豪强，给予恩惠，让他们甘

心作蜀汉这棵大树的叶子，发挥光合作用，同时叶

子无法撼动大树；而对于拒不合作、不服越轨的豪

强，则以威刑打击，使其不成祸乱。宽猛相济，恩

威并施，益州真正服帖刘氏蜀汉。这就是诸葛亮勤

政在稳益州的体现。 
勤政上，忠于事业之心亦见之于自愿加班加量

上。当时人批评他管得过多，“以为治有体，上下

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明公为治，

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主动加班

加量，自找辛苦。当时人劝他垂手而治。诸葛亮虚

心接受，但他岂能照做。乱世不同太平世。看他健

康渐损，腿脚落病，最终死于劳损疾病，用实际行

动如此坚定回答加班加量与垂手而治，直至劳损而

去。农业他要倡导，军械他要改良，百官他要监督，

北伐他要指挥，军队他要训练[5]……每一件事，做

到最好。每一件事，不负心中的事业。即使临死，

他不选择躺着等死，依然操劳军队全身而退的计策，

叮咛各位将士，语重心长勉励接班人。追求事业的

完美，直至生命终结。不管他人批评，不顾自己操

劳积累的病根，忠于心中的事业，自愿加班加量，

诸葛亮勤政，可见一斑。。 
廉政上，忠于事业之心见于不以权谋私，身居

高位，家无余财。位高权重，权倾一方，小到一针

一线，大到千军万马，如囊中取物，垂手可得。诸

葛亮不以权谋私，兢兢业业，廉洁奉公，拒绝九锡

之赐（皇权授予的最高政治待遇），逝后家无余财。

位高权重，不随意增加私产，生活消费来自刘备赐

钱所购产业，不消费贿赂；任职于外时，“不使内

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勤俭节约，不消

费贿赂。身居一国丞相之显位，位高权重，贿赂如

云，财富如涌，他选择另一条路。“今蓄财无余，

妾无副服”。死后内外无余财，出自手握权柄之人，

不以权谋私、忠于事业之心可见。 
廉政上，忠于事业之心见于遗嘱，遗愿到另一

个世界依然廉洁。诸葛亮身处的三国时代，厚葬成

风，高官显贵更是葬礼尽可能大办、办奢华，他却

极少见地强调“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

不须器物”。身前权倾一世，身后，高风亮节。死

生大事，遗嘱留愿依然延续生前廉洁，诸葛亮廉政，

可见一斑。[5] 
廉政上，忠于事业之心见于，治下官场风气崇

尚廉洁。诸葛亮治蜀，蜀汉官场廉洁成风。郑芝身

为将军，不敛私彩，作风素俭，甚至妻子受冻挨饿；

尚书令刘巴不治产业，身自清俭；大将军费祎家不

储财，雅好节俭，延及子女，令他们出入步行，布

衣素食，不摆将军后代架子，和普通人一样；董和

参与机要二十多年，忠勤治事，死后家无余财；[5]

继任者姜维清素节俭，家无余财，住宅简陋，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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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不娶小妾，从不浪费，节制饮食。官场风气

廉洁可见。治理官场的结果，是廉洁成风，可见诸

葛亮正是这艘廉洁风气大船的掌舵人。诸葛亮廉政，

可窥一斑。 
5 结语 
诸葛亮之忠，体现在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

的忠心。对国家之忠，体现在因公灭私；国家危难

不脱身，而是救国兴国；对大一统历史趋势、兴复

汉室的追求；葬于定军山，死后也要守护国家；一

家三代，死于国事，“三世忠贞”。对人民之忠，

体现在经济上使人民富裕；军事上，体恤军人；习

惯上，为人民服务已成习惯；民变上，百姓不起义；

逝世后，百姓深切怀念。对事业之忠，体现在勤政

上，完成很多事业，自愿加班加量；廉政上，不以

权谋私，计划死后依然廉洁，治下官风廉洁。诸葛

亮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的忠心如熠熠星辉，闪

耀在茫茫夜空，仰望的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敬意

油然而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

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

襟。”（杜甫诗《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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