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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隐居襄阳隆中原因探析

杨 剑 红

诸葛亮为什么要到隆中隐居
,

本文认为主要原 因是因为他 生活贫困
,

不 可能到

地主经济集中的城南
、

城东去求田问舍
,

也不会到曹操 占领 的南阳去躬耕隐居
。

诸

葛亮在隐居隆中 10 年
,

生活虽然十分贫困
,

但他意志并未消沉
。

他冷静地分析全国

形势
,

对时局具有很高的洞察力和预见性
,

为了帮助刘备明确政治方向
,

提出了为

后世广为称道 的 《隆中对》
。

诸葛亮是建安二年 ( 9 1 7 年 ) 来到隆中
,

建安十二年 ( 2 0 7 年 ) 离开
,

他在这里渡过了 10

个春秋
。

襄阳隆中是诸葛亮曾经躬耕隐居过的地方
,

这是无庸置疑的
。

但是他为什么要在这

里隐居
,

我们结合他的身世和思想倾向
,

进行一番探索是十分必要的
。

诸葛亮祖籍琅邪阳都 (今山东临沂 )
,

他何时离开
,

为什么离开
,

离开后又如何辗转来到

襄阳
,

都没有明确的记载
。

估计诸葛玄全家是在兴平元年 ( 19 4年 ) 离开琅邪阳都的
。

曹操因

其父亲曹篙在琅邪被杀
,

为报这杀父之仇
,

初平四年 ( 19 3 年 ) 率部攻打徐州
, “

坑杀男女数

十万口 于泅水
,

水为不流
” ,

接着攻下虑
、

唯陵
、

夏丘三县
, “
皆屠之

,

鸡犬亦尽
,

墟邑无复

行人
” ① 。

兴平元年 ( 19 4 年 ) 四月
,

又发兵攻打陶谦
, “
遂略地至琅邪

,

东海
,

所过残减
’ ,② 。

琅

邪发众在曹军铁蹄蹂嗬下
,

诸葛玄全家难以生存
,

只好带领全家以及诸葛亮等侄辈离开琅邪
。

诸葛玄全家离开琅邪阳都后
,

先到寿春 (安徽寿县 )
,

投靠扬州刺史袁术
,

时间可能是兴

平元年 ( 1 9 4年 ) 下半年
。

当时袁术占据扬州一部分 (今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以北地区 )
,

汉

献帝对他并不放心
,

派使臣进行监视
。 “
初

,

太傅马 日碑与赵岐俱奉使至寿春
,

岐守志不挠
,

袁术禅之
。

日碑颇有求于术
,

术侵侮之
,

从 日砷借节视之
,

因夺不还
,

条军中十余人
,

使促

辟之
。

日碑从术求去
,

术留不遣
,

又欲逼为军师
; 日碑病其失节

,

呕血而死
’ ,③ 。

马 日禅死于

同年十二月
,

自此以后袁术更加肆无忌惮地专权 自擅
。

他为了扩充地盘
,

任命吴景为丹阳太

守
,

孙贵为丹阳都尉
,

陈纪为九江太守
,

刘勤为卢江太守
,

惠衙为扬州刺史
。

可能与此同时

任命诸葛玄为豫太守
。

《三国志 》 卷 35 《诸葛亮传 》 说
: “

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大守
,

玄将亮

及亮弟均之官
。 ”

裴松之注引 《献亮春秋 》 曰 : “
初

,

豫章太守周术病卒
,

刘表上诸葛玄为豫

章太守
,

治南昌
。 ”

刘表不可能署诸葛玄为豫章太守
,

因为豫章属扬州
,

袁术领扬州刺史
“

兼

称徐州伯
’ ,④ ,

他岂能让刘表染指豫章
。

所以 《资治通鉴考异 》 也不赞成 《献帝春秋 》 的说法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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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玄在南昌担任豫章太守的时期不到一年
,

兴平二年 ( 1 9 5 年 ) 十月以后
,

刘舔命朱皓

率军抢夺豫章
。

原来汉献蒂并没有承认袁术在扬州的合法地位
,

兴平元年 ( 1 94 年 ) 任命刘舞

为扬州刺史
,

但寿春已为袁术所占据
,

他只好退守曲阿
。

兴平二年 ( 19 5 年 ) 刘舞为孙策所败

后准备退守豫章
,

任命朱皓为豫章太守
。 “
刘慈使豫章太守朱皓攻袁术所用太守诸葛玄

,

玄退

保西城
,

及殊沂江西上
,

驻于彭泽
,

使融助皓攻玄
。

许肋谓慈日
: `

竿融出军
,

不顾名义者也
。

朱文明喜推诚以信人
。

更 〔宜〕 使密防之
。 ’

融到
,

果诈杀皓
,

代领郡事
。

睬进讨融
,

融败走
,

入山
,

为民所杀峋
。

诸葛玄被迫逃出南昌
,

狼狈逃往荆州
,

投靠刘表
, 《三国志

·

诸葛亮传 》

云
: “

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
。

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
,

往依之
。 ”

裴注引 《献帝春秋 》 却说
:

因

朱皓所迫
,

诸葛玄退守西城
, “

建安二年正月
,

西城民反
,

杀玄
,

送首诣睬
。 ”
这说法不可信

,

笔融是为山民
;
所杀

,

诸葛玄并没有被杀
,

假如他被杀
,

覆巢之下无完卵
,

诸葛亮姐弟四人是

难以幸免的
,

如何安全从南昌到达襄阳的呢 ?

最后还必须提出
,

诸葛亮父亲诸葛硅
,

字君贡
,

东汉未年曾任太山郡丛
。

诸葛亮的哥哥

诸葛瑾
,

比诸葛亮大七岁
,

曾游学京师
,

在洛阳太学里学习
,

专攻 《毛诗 》
、

《尚书 》
、

《左氏

春秋 》
,

很有成绩
。

因母亲章 氏病故
,

诸葛瑾从洛阳回到家乡
, “
遭母夏

,

居丧至孝
,

事继母

恭谨
,

甚得人子之道峋
,

其父去世后
,

他在家主持家政
,

照顾弟姐
。

兴平元年 ( 19 4年 ) 四月
,

曹操大军杀向琅邪
,

他也是与诸葛亮等一起离开家乡
,

后来在孙权面前说
: “
瑾与殷模等遭本

州倾覆
,

生类珍尽
。

弃坟墓
,

摧老弱
,

披草菜
,

归圣化
,

在流隶之中
。 ” ⑧后来为什么同叔叔

、

弟妹分手
,

史网有间
,

难以考查了
。

诸葛亮虽然出身于官宦世家
,

但因战乱离乡背井
,

从黄河流域来到长江流域
,

由北向南
,

再由东向西
,

流离漂泊
,

家境贫困
,

受尽了流离颠沛之苦
。

他又亲眼看到了社会黑暗和战争

带来的恶果
, “
出门无所见

,

白骨蔽平原 ,,@
,

土地荒芜
,

老百姓扶老携幼
、

转死沟壑
。

他痛恨

军阀的残暴
,

特别象曹操在徐州
、

琅邪等地
,

杀人如砍乱麻的景象
,

必然要在他幼少心灵里

打下烙印
,

永远难以忘怀
,

他坚决要站在受苦受难的人民一边
,

与曹操不共戴夭
。

兴平二年 ( 9 15 年 ) 诸葛玄全家来到荆州投靠刘表
,

刘表收留了他们
,

荆州社会秩序比较

安定
, “
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

’ ,L ,

生产得到恢复
,

因此诸葛玄能够在襄阳城定居下来
,

生

活有一定保障
,

但建安二年 ( 1 97 年 )
,

诸葛玄病故了
,

诸葛亮在襄阳城只住了两年
。

诸葛亮在襄阳城中居住的两年期间
,

使他得到了学习文化知识的好机会
,

因为
“
刘表爱

民养士
,

从容 自保
,

境 内无事
,

关西
、

充
、

豫学士归之者以千数
,

表乃起立学校
,

讲明经

术峋
。

学校经费充足
,

主要讲授儒家经典
,

如
: “

表安慰娠赡
,

皆得资全
,

遂起立学校
,

博求

儒术
,

聂毋 lBI
、

宋忠等
,

撰立五经章句
,

谓之后定
。 ’ ,。
在学校里

“
笃志好学吏子弟

,

受禄之徒
,

盏以千数
,

洪生巨儒
,

朝夕讲论
,

!司阎 如也
。 ’ , 。
年仅 15 岁的诸葛亮正是上学就读年龄

,

他叔

父诸葛玄又是刘表幕僚
,

诸葛亮入学就读是不成问题的
。

所以
“

亮在荆州
,

以建安初与领州

石广元
、

徐元直
、

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
,

三人务于精熟
,

而亮独观其大略
’ ,。 。

相传城南二里

有武侯学业堂
L ,

是诸葛亮读书的地方
。

但他在襄阳只读了两年书
,

17 岁时
,

因叔叔病故
,

渡

日维艰
,

只好离开米珠薪桂的襄阳城
、

卜宅城西隆中
,

躬耕南亩
,

在艰难撅竭中过 日子
。

诸葛亮为什么要到隆中去隐居呢 ? 他既不是悲观厌世
,

也不是待价而沽
,

而是不愿同刘

表合作
,

家境贫困等原因所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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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在襄阳城的两年
,

由于他的勤奋努力
,

学习到了丰富的文化知识
,

但在生活上却

是一贫如洗
,

十分困窘
。

兴平二年 ( 19 5 年 )
,

当诸葛玄带领他们从豫章仓惶出逃
,

随身所带

财 帛有限
,

经过长途跋涉
,

到襄阳城时已经经济十分拮据了
。

虽然得到刘表接待安置
,

经济

上给予一定接济
,

但不得不做刘表幕僚
,

寄人篱下
,

经济收入是有限的
.

在这期间
,

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中庐 (湖北南漳县 ) 蒯棋为妻
,

小姐嫁给城南庞山民为妻
。

汉代实行聘娶婚
, “

聘而为妻
,

买而为妾
” ,

聘娶要有聘礼
, “
非受币

,

不交亲
” ,

男方要向女

方送丰厚的聘礼
,

但女方要送去大量嫁妆
. “

车骄数里
,

堤帷竞道
,

骑奴侍童
,

夹毅并引
。

富

者竟欲相过
,

贫者耻其不逮一乡之所费
,

破终身之业
。

哑因此
,

经济更加困难 了
。

诸葛玄经受不住贫困生活的煎熬
,

他又急又恨
,

优愤成疾
,

一病不起
,

溢然而逝
.

于是

又需要支付一笔相当可观的开支
,

因为东汉时
, “

今京师贵戚
,

郡县豪家
,

生不极养
,

死乃崇

丧
,

或至金缕玉匣
,

糯梓掖研
,

多埋珍宝偶人车马
,

造起大家
,

广种松柏
,

庐舍祠堂
,

务崇华

侈
” 0 。

影响所及
,

厚葬之风很盛
,

诸葛家境贫困
,

奢侈是不可能的
,

但诸葛玄毕竟当过豫章

太守
,

不能草率从事
,

起码要挖扩穴
,

砖砌墓道
,

购置棺榔 以及金银
、

玉石
、

陶器等殉葬品
,

所以丧事结束后
,

诸葛亮不仅一贫如洗
,

而且可能债台高筑
,

搬出襄阳城是势在必行了
。

诸葛亮为什么要到偏僻荒野的隆中躬耕
,

因为家境贫困
,

唯有这里才能找到立足之地
。

襄

阳的城南
、

城东以及更远的地区
,

是十分理想的躬耕之地
。

但是这里土地都为庞
、

蔡
、

黄
、

杨
、

司马
、

蒯等豪族地主所霸占
。

如庞德公
、

庞士元住在城东白沙州
; 司马德操

“

宅洲之阳
’ ,。 ,

蔡

帽住在蔡州
, “

别业四
、

五十处
” 。 ;

蔡州西有徊湖
,

杨仪居上徊
,

杨禺居下徊
,

附近还有习郁

庄园
,

凿湖养渔
,

渔池四周有茂林修竹
,

景色宜人
。

襄阳以南的宜城
,

也是土地肥沃
,

破塘
、

湖泊星罗棋布
,

木里渠可
“
灌田七百顷 ,,@

。

城西邸水与河水流经的河谷之地
“

祖中
” , “

土地

平敞
、

宜桑麻
,

有水陆良田
,

河南之膏胰沃娘
” 。 ,

蒯氏就在这里建置庄园
。

宜城是东汉官僚
、

地主糜集之地
,

如
: “
县有太山

,

山下有庙
,

汉末多士其中
,

刺史二千石
、

卿长数十人
,

朱轩

华盖
,

同会于庙下
,

荆州刺史行部见之
,

雅叹其盛
,

号为冠盖里
。 ’ , 。
刘表刚被委任荆州刺史时

,

“

乃单马入宜城
,

请南郡人蒯越
、

襄阳人蔡唱与共谋画
’ ,忿 。

以后他一直将他们作为依靠对象
,

因此诸葛亮不可能到襄阳城东南郊或者宜城
、

中庐一带去求田问舍
。

那么诸葛亮是否可能越汉水
、

樊城
,

北上南阳卧龙冈去躬耕隐居呢 ? 回答也是否定的
。

因

为这里是曹操与刘表双方激烈争夺的地方
,

刀光剑影
,

不是隐居耕读的地方
。

建安元年 ( 19 6 年 ) 张济进军荆州
,

在攻打镶城时
,

中流矢身亡
,

他的族子张绣统领部众

驻守宛城 (今河南南阳 )
,

并归附刘表
。

但在曹操的军事压力下
,

被逼降曹
。

不久
,

张全市对曹

操好色
,

夺去张济之妻的放浪行为十分憎恨
,

双方关系恶化
,

南阳刀兵再起
。

建安二年 ( 197

年 ) 正月
,

张缩再次降曹
,

但对曹操余怒未消
,

寻找机会袭击曹军
,

并杀死曹操长子曹昂
,

给

曹操军队以重创
,

曹操也为流矢所伤
。

张绩因势孤力单
,

为了避免两面作战
,

再次与刘表联

合
,

驻军稚城
。

十一月曹操发兵攻打张
、

刘联军
,

次年三月
,

包围了张缭驻守的攘城
,

建安

四年 ( 1 9 9 年 ) 十一月
,

张绪又率众降了曹操
。

建安五年 ( 2 0 0年 ) 三月
,

刘表命刘备驻守新

野
、

刘备曾北征菜县
,

火烧曹操兵电
,

撤退时又设伏打击曹军
。

总之
,

从建安元年开始
,

南

阳的局势一直是不稳定
,

刘表始终没有取得南阳
,

诸葛亮就不可能到南阳卧龙冈去安家落户
。

当时荆州的流民是很多的
,

没有力量能够禁止他们南来北往
,

东流西去
,

如东汉末年关

中荒乱
, “
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

” 。 ,

到建安四年
,

他们因思念故土
,

返回关中老家
,

关中

诸将多
“
以为部曲

” 。 ,

又如
: “

南阳
、

三辅民流入益州者数万家
” 。 ,

但是都没有流民到南阳落

户的
,

因此诸葛亮决不会离开襄阳亲友
、

孤身北上
,

去南阳冒风险
。

而且曹操从建安元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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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开始
, “

募民屯田许下
” @ ,

诸葛亮若是北上南阳
,

有可能将他捉去屯田
,

充当士家
,

失去自

由
,

他的政治抱负也难以实现
.

诸葛亮将目光转向城西郊
,

近郊有河水流过
,

有檀溪从鸭湖流出
,

徐元直
、

崔州平都居

住在这一带
。

诸葛亮来迟了
,

难以在这里插足
,

他唯有在万山以西寻找栖身之地
。

襄阳县西郊是很狭窄的
,

离城 n 里的万山为界
,

万山以西就是南阳郡邓县的辖境
。 “
万

山
,

又一名汉桌山
,

在县西 n 里
,

位于南阳 (郡 ) 邓县分界处
。

古谚曰
:

襄阳无西
,

言其界

促近
。

峋诸葛亮只能在万山以西 10 里之遥的隆中栖身
,

说明他家境实在贫困
。

隆中是个小山村
。

隆中山南北横亘
,

有一条与山平行的纵谷
,

北段是狭窄的河谷平原
,

有

涓涓小河北流出谷
.

在广德寺东的千山西麓流入汉水
,

对岸东北方向 10 里左右是古邓县遗址
。

三国时从万 山到隆中森林茂密
,

灌木丛生
,

并非是耕殖的好地方
,

明代襄阳
“

所辖州县
,

间

列万 山中
,

通流啸聚
,

为患巨测
”

气 流浪人有森林作掩蔽
,

可以作奸藏身
。

三国时从关中到

荆州的 10 万余流民
,

也必然要啸聚山林
,

与官府为敌
。

东汉末年的世家大族也举宗避乱
,

进

入山林筑鸟壁自保
,

并部勒宗姓
、

部曲
,

亦耕亦战
,

如右北平田畴举宗避乱入徐无中山
,

数

年后
,

发展到五千余家
。 ,

曹操部将李典
“
宗族部曲三千余家

,

居乘氏
” @ ,

称雄一方
,

武断乡

曲
。

诸葛亮却是携带弱弟 卜宅隆中
,

无疑是为贫困所迫
。

诸葛亮躬耕隆中
,

并没有富起来
,

一直过着清贫的日子
。

他的隆中故居有汉水流过
, “
历

孔明旧宅北 ,,@
,

遗址保留到西晋时期
。 “
晋永兴中

,

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
,

观亮故宅
,

立褐表

间
,

命太傅键为李兴为文
’

心
。

文巾提到
“
登隆山以远望

,

轼诸葛之故乡
” , “

昔尔之隐
,

卜惟

此宅
” , “

今我来 思
,

见戴故墟
’ , 。 。

东晋时习凿齿曾经到这里考查
,

并撰写了 《诸葛武侯宅

铭 》
,

铭文说古宅里十分简陋古朴
,

门帘典雅
,

门槛肃穆
,

诸葛亮就在这样陋室中度过晨昏夕

晓
,

或在西亩躬耕
,

或在东山长啸
, _

戈在林中徘徊
,

或在石冈上思考
,

作者也感到故居太简

陋了
,

故意粉饰说
,

这是诸葛亮要改变崇尚奢华侈糜的乱民风貌而作的
,

其实正是诸葛亮生

财无道经济拮据的必然结果
。

此后
,

仍然有人对诸葛亮的故居进行考查
。

据说
“

隆中诸葛亮故宅
,

有旧井一
,

今涸无

水
,

盛弘之记云
: `

〔井深五丈
,

广五尺 〕 宅西有三间屋
,

基迹极高
,

云云南是孔明避 (水 )

〔暑〕 台
·

〔堂前 〕
。

〔临水
.

孔明常登之
,

鼓琴以为 《梁父 》
,

因名此山为乐山〕 先有人姓董
,

居之
,

灭门
,

后无复敢有住者
,

齐建武中
,

有人修井
,

得一石枕
’ , 。 ,

诸葛亮故居十分简陋
,

与

一般穷苦农 民没有差别
。

诸葛亮经济的贫穷从婚姻上也表现出来
。

如
: “

黄承彦者
,

高爽开列
,

为河南名土
,

谓诸

葛孔明曰
: “
闻君择妇

,

身有丑女
,

黄头黑色
,

而才堪相配
。 ’
孔明许之

,

即载送之
,

时人以

为笑乐
,

乡里为之谚曰
: `

莫作孔明择妇
,

正得阿承丑女
’ 。 ’ , 。

诸葛亮身高八尺
,

翩翩少年
,

气

宇轩昂
,

满腹经伦
,

但却择偶难遇
。

封建社会的婚姻要讲究门当户对
,

男方要拿出一笔丰厚

的聘礼
,

诸葛亮书剑飘零
,

僻居隆中
,

官宦名媛
、

大家闺秀都不愿同他结合
。

黄承彦是河南

名士
,

有相当社会地位
,

深知诸葛亮的学识与素养
,

主动将 自己女儿许配给他
。

黄承彦女儿

黄月英小姐
,

长相蛮丑却有才
,

诸葛亮欣然同意
。 “
孔明许之

,

即载送之
” ,

言外之意
,

免去

了一切繁冗的礼仪
,

诸葛亮也没有拿出聘礼
,

很快就拜堂成亲
,

在荆州上流社会传为笑谈
,

甚

至乡里细民也汕笑他择妻无方
,

最后挑了个丑媳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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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未诸蔡最盛

,

蔡讽适太尉张温
,

长女黄承彦妻
,

小女刘景升后妇
,

帽之姐也
。

,,@ 人们

据此认为
,

诸葛亮娶黄月英为妻后
,

刘表成了诸葛亮的姨夫
,

蔡增是黄月英舅舅
,

拉上 了裙

带关系
。

但是诸葛亮一直与他们保持距离
,

结婚后并没有改变他的政治
、

经济地位
。

由此可

见
,

诸葛亮并没有想通过婚姻关系
,

摸着女人裙边跻身仕途
。

当时襄阳城里的达官贵人都在苟且偷安
,

互相倾轧
。

城南的蔡蒯等豪族也在乡间巧取豪

夺
,

纵情声色
,

诸葛亮却僻居隆中山村含苦茹辛
,

躬耕南亩
,

苦读经史
,

视金钱如粪土
。

我们不能以贫富论英雄
,

诸葛亮虽然贫穷
,

但他优国优民
,

壮志不已
.

他登临乐山
, “
鼓

琴以为 《梁父吟》 ”
,

一面弹琴
,

一面歌唱
,

以此来表达他的志向
, “
夫其高吟侯时

,

情见乎言
,

志气所存
,

既已定于其始矣
.

唯

诸葛亮通过 《梁父吟 》 表达了何种志向呢 ? 传说它是曾子所撰
, “

曾子耕于泰山下
,

天雨

雪冻
,

旬 日不得归
,

思其父母作 《梁山歌 》 ,,.
.

原来是思念亲人之作
,

后来演变成泣丧歌
,

并

流传到荆楚
,

与相和歌词楚调曲合拍
.

它节拍短促
,

情调哀切
,

慷慨悲凉
。

清人张澎说
: “

武

侯之好为 《梁父吟》
,

为思琅邪故乡
,

如庄局之越吟耳 !吻诸葛亮离开故乡琅邪时
,

正是军阀

曹操攻打陶谦之际
,

曹操军队先在徐州坑杀男女 10 万口
,

接着又扫荡琅邪和东海等地区
,

房

屋被烧毁
,

田园被破坏
,

无辜的人民遭到杀戮
。

他对故乡人民寄以深切同情
,

对军们曹操的

血腥暴行
,

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

同情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
,

为结束军阀混战寻找出路
,

这是诸葛亮政治理想的出发点
。

他

的政治抱负是
“
每 自比管仲乐毅

’ , 。 ,

他希望自己能遇到齐桓公那样的英明君主
,

让他去大展

宏图 ;
他也希望自己能遇到燕昭王那样君主

,

使自己象乐毅那样建功立业
。

由此可见诸葛亮

居隆中
,

并非要老死林泉
。

他一面躬耕苦读
,

砒砺意志 ; 另一方面交游士林
,

与士大夫联络

感情
,

因此经常来往襄阳城和城南的庞家
、

杨家
、

司家
、

马家
。

他最崇敬庞德公
, “

诸葛孔明

每至公家
,

独拜公于床下
,

公殊不令止
。 ” @
庞德公德高望重

,

深得刘表的敬仰
,

数次延请
,

不

为所动
,

甚至屈尊俯说
,

枉弩茅庐
,

仍然被庞德公所拒绝
。

诸葛亮得到庞德公的器重和赞誉
,

再加上司马德操
、

黄承彦的夸奖
,

所以诸葛亮在襄阳城内外声名雀起
。

四

诸葛亮是有政治抱负的
,

所以
“

亮在荆州
,

以建安初与颖川石广元
、

徐元直
、

汝南孟公

威等俱游学
,

三人务于精熟
,

而亮独观其大略
.

每晨夜从容
,

常抱膝长啸
,

而谓三人曰
: “
卿

三人仕进可至刺史
、

郡守也
’ 。

三人问其所至
,

亮但笑而不言
。

后公威思乡里
,

欲北归
,

亮谓

之曰
’ , `

中国饶士大夫
,

遨游何必故乡邪 ! ” 。他求学读书是为了济世安民
,

所以不去寻章摘句
,

死记硬背
,

仅仅
“

观其大略
” ,

他学 习书本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

他对全国形势进行分析
,

认为

要想有所作为
,

留在荆州也会有机会的
,

所以他是不会离开襄阳北上南阳了
。

诸葛亮虽然留在隆 中
,

但不愿趋炎附势投靠刘表
,

因为刘表
“
虽外貌儒雅

,

而心多疑

忌 ,’6
,

其人器量狭小
,

难与共图大事
。

诸葛亮最为敬重的庞德公坚决拒绝同刘表合作
,

刘表

数次延请他出来做官
,

他都没有答应
, “
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

,

托言采药
,

因不知所在
’ , 。 。

诸葛亮当然不能投靠刘表
。

刘表的主要支持者是蒯氏和蔡氏两大豪强
,

他们都是倾向曹操的
。

如蔡帽
“ 少为魏武所亲

,

刘琼之败
,

武帝造其家
,

入帽私室
,

见其妻子
。 ’ ,。大将蒯越劝刘表归

顺曹操
.

诸葛亮是坚决抗曹
,

他不愿卖身求荣
,

与蔡帽
、

蒯越之辈沉溉一气
。

诸葛亮的大姐嫁给蒯山民
,

这是他叔父的主意
。

特别是诸葛亮娶黄月英为妻
,

蔡帽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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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
,

刘表是他姨父
,

难道不是通过婚姻关系
,

为自己寻找政治靠 山吗 ? 其实诸葛亮娶黄月

英为妻是岳父黄承彦主意
,

诸葛亮决没有要同刘表
、

蔡帽拉关系的动机
。

诸葛亮为什么愿意帮助刘备
,

他们是怎样联络在一起的呢 ? 原来建安六年 ( 2 0 1年 ) 刘备

也来襄阳投奔刘表
,

刘表要利用他防御曹操人侵
,

命他驻守新野
,

暗中却严加防范
。 “

荆州豪

杰 归先主者 日益多
,

表疑其心
,

阴御之
。 ’ , 。而且

,

蔡渭
、

蒯越十分妒忌刘备
,

准备对他暗下毒

手
。 “

蒯越
,

蔡帽欲因会取备 ,,@
,

刘备发觉后出逃
,

越马过檀溪幸免于难
。

诸葛亮也是反对刘

表和蔡氏
、

蒯氏
,

因此刘备与诸葛亮就有了联合的基础
。

当时从北方到荆州避难的人很多
,

但仍然心向曹操
,

如
: “

颖川杜袭
、

赵俨
、

繁钦避乱荆

州
,

刘表俱待以宾礼
,

钦数见奇于表
,

袭喻之曰
: `

吾所 以与子俱来者
,

徒欲全身以待时耳
,

岂谓刘牧当为拨乱之主而规长者委身哉 j 子若见能不已
,

非吾徒也
,

吾与子绝矣 ! ’ 钦慨日
:

`

请敬受命 ! ’

及曹操迎天子都许
,

俨谓钦日
: `

曹镇东必能匡济华夏
,

吾知归矣 ! ’ 遂还诣操
,

操 以俨为朗陵长鸣
。

还有以文学著名的王架
,

也到荆州避难
,

刘表去世
, “

架劝表子琼
,

令归

太祖
’ ,。 。

也是心向曹操
。

刘备与曹操是势不两立的
,

当然不能同他们联合
,

他必须物色志同

道合的人
。 “
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

。

德操曰
: “

儒生俗士岂识时务 ? 识时务者在乎俊杰
。

此

间自有伏龙
、

凤雏
。 夕

备间为谁
,

曰
: `

诸葛孔明
,

庞士元也
’ 。

峋刘备 自此对诸葛亮有了好印

象
。

诸葛亮也十分敬仰刘备
。

过去都认为刘备是汉帝刘氏苗裔
,

为了复兴汉室必须拥载他
。

这

一看法经不起推敲
。

刘氏宗室的后裔大有其人
。

刘备虽是西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的后代
,

但

家境贫困
, “

与母贩履织席为业
’ ,。 。

东汉后期
,

刘氏宗室出五服以外的就取消特殊权利
,

和一

般农民一样要负担赋役
、

杂摇
,

受尽地方官吏的欺凌
。 。

刘表也是西汉景帝子鲁恭王的后裔
,

家境十分富有
, “

与同郡张俭等俱被汕议号为八顾
’ ,。 。

他当荆州牧后
,

也向汉帝纳贡
,

身份地

位都远胜过刘备
,

诸葛亮不仅不同他合作
,

还鼓励刘备取而代之
。

刘备当时没有强大的军事

实力
, “
拙于用兵

,

每战必败
’ , 。 ,

政治声誉也不高
,

为什么得到诸葛亮的信赖呢 ? 因为在拥兵

自重的军阀中
,

他是比较注意关心
·

和司情人民疾苦
。

例如他任平原相
, “
是时人民饥谨

,

屯聚

钞 暴
,

备外御寇难
,

内丰财施
, :七之下者

,

必与同席同坐
,

同盗而食
.

无所简择
,

众多归

焉
’ , 。 。

后来荆州失守
,

有 10 万民众要随他南离
,

他不怕风险
,

不肯弃众而去
,

他说
: “

夫济

大事必以人为本
,

今人归吾
,

吾何忍弃去 !
’ , 。这一切都反映了刘备重视人民利益的高 尚情操

,

博得了诸葛亮对他的敬仰
。

诸葛亮与刘备见面是富有戏剧性的
,

这就是历史上传为佳话的
“
三顾茅庐

”

故事
。

不同

说法是
: “
刘备屯于樊城

,

是时曹公方定河北
,

亮知荆州次当受敌
,

而刘表性缓
,

不晓军事
。

亮乃北行见备
,

备与亮非旧
,

又以其年少
,

以诸生意待之
. ”
后来

,

诸葛亮主动提出
: “

今国

中凡有游户
,

皆使 自实
,

因录以益众可也
。 ”
于是

“
备由此知亮有英略

,

乃以上客礼之
。 ’
喝否

定了刘备曾三顾茅庐访问诸葛亮的事
。

三顾茅庐是无法否定
,

因为诸葛亮在 《前出师表 》 中

说
: “

先帝不以臣卑鄙
,

狠自枉屈
, ,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

洛臣以当世之事
,

由是感激
,

遂许先

帝以驱驰
。 ’

嗯引自 《魏略 》 这条材料
,

证明诸葛亮是住在襄阳隆中
,

不住在南阳卧龙冈
,

因刘

备住在樊城
, “

亮乃北行见备
” ,

因为诸葛亮住在隆中
,

到樊城去见刘备
,

当然是北行
,

若是

住在南阳
,

应南下樊城去见刘备了
。

从这些细节
,

透露了三顾茅庐的故事确实发生在襄阳隆

中
。

刘备声名卓著
,

手中有兵权
,

手下又有关羽
、

张飞等几员猛将
。

诸葛亮年仅 1 7
,

一介儒

生
,

还没有涉足仕途
,

毫无事迹可言
,

为什么刘备要屈尊俯就
,

枉屈三请呢 ? 因为当时曹操

·

8 7
·



已经平定袁绍
,

统一北方
,

立即就要挥师南下
,

直取荆州
,

曹操与刘备多次交锋
,

两雄并争
,

一方必须要吃掉 另一方
,

刘备势单力薄
,

被吃掉可能性最大
,

形势危急
,

必须有诸葛亮这样

的谋士为之筹划
,

以摆脱困境
.

诸葛亮已有司马德操荐举
,

后来又有徐庶
“
谓先主曰

: `

诸葛

孔明者
,

卧龙也
,

将军岂愿见之乎 ?, 先主曰
: `
君与俱来

’ ,

庶曰
: `

此人可就见
,

不可屈致

也
,

将军宜枉驾顾之
’ 。

由是先主遂诣亮
,

凡三往
,

乃见
.

礴

诸葛亮为什么不肯主动去见刘备 ? 这可能受庞德公的影响
,

不肯奔竞权贵
, “
苟全牲命于

乱世
,

不求闻达于诸侯
。 ”
万一投靠非人

,

明珠投暗
,

就会招来不测之祸
,

特别是曹操大军压

境
,

荆州统治集团中亲曹派势力盛极一时
。

诸葛亮主动去求见刘备
,

就要招人耳 目
,

万一言

语不慎
,

就会漏泄出去
.

刘备两次来到隆中他都避而不见
,

一方面试探刘备是否有真心实意
,

另一方面害怕亲曹派追踪监听
。

刘备第三次到隆中时
,

他才向刘备推心置腹
,

谈话时
“
屏人

语
” ,

《隆中对 》 是在极端机密下进行的
,

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的机敏
。

《隆中对 》只能发生在襄阳隆中
,

不可能发生在南阳卧龙冈
。

因为当时曹操大军压向荆州
,

战争迫在眉睫
,

诸葛亮怎么可能住在曹操占领的南阳
,

刘备又怎么可能明目张胆地三次长途

跋涉到曹操占领区去微服私访 ? 万一被曹军捉住又如何脱身
。

所以
,

诸葛亮躬耕河南南阳市

西的卧龙冈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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