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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谋小计五十年：诸葛亮传 第4部》

内容概要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太多夸张杜撰，草船借箭、空城计等戏剧化的奇谋更是子虚乌有，民间传说则
给诸葛亮附上了一层出神入化的神秘色彩；千百年来，真实的诸葛亮就被掩埋在那些神奇的传说与故
事当中。
本书将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真情实感的诸葛亮。
6岁时，诸葛亮失去父母。14岁时，他领全家南迁，一路谋划躲过兵乱和仇杀。20岁时，他被公认为“
卧龙”，却安于耕读不谋仕途。26岁时，对三次来访的刘备，诸葛亮微笑着讲了356个字，天下大势便
如拨云见日。刘备集团此后三十年的发展战略，就此奠定。
出山后便逢曹军压境，危难中诸葛亮孤身渡江，巧妙激将孙权抗曹，这才有了赤壁大胜。当东吴还在
庆功，诸葛亮已定计拿下了最大战果——荆州四郡。得诸葛亮后不到一年，刘备便从绝境中崛起。
43岁后，诸葛亮独掌军政大权，从此开启了蜀汉十年的强盛期：内用法家富国强兵，外领大军南征北
伐，打得曹丕一度考虑迁都。直到54岁五丈原临终前，诸葛亮还将军政和人事，一一嘱咐妥当，并定
下退敌之策。死后留下千古名篇《诫子书》和《出师表》。
正当蜀汉成两路进击中原之势，隆中对蓝图即将成为现实之际，关羽大意失荆州让刘备集团多年累积
的对曹战略主动权付诸东流。为夺回失去的疆土，刘备执意东征，却遭夷陵大败，不得已在白帝城托
孤诸葛亮，留下“君可自取”的千古争议。至此时外有强敌，内生叛乱，朝政不稳，民心分离，新生
的蜀汉政权面临着最艰难的局面。危难之际，诸葛亮内定政局，外联盟友，扶大厦于将倾，将夷陵之
战后跌入谷底的形势一步步扭转过来，待得国家内外局面稳定，又亲率大军深入不毛，平定南中叛乱
。经过几年励精图治，国家形势蒸蒸日上，为出师北伐做好了全面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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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若虚，原名王祺，贵州大学新闻学讲师。自小痴迷于三国史与诸葛亮，十六岁时立志为诸葛亮作传。
为了书写真实历史中的诸葛亮，王祺用十年的资料搜集时间穷尽关于诸葛亮的点点滴滴，继之以两年
半的笔耕不辍，其间三易其稿，终于著成这部近一百三十万字的最全诸葛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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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一  痛失荆州
卷首
第一章
 关云长中计调兵，诸葛亮忧心荆州
第二章
 失荆州将星陨落，拒救援刘封挟私
第三章
 再失三郡，隆中大谋遭重挫
第四章
 吴蜀结深仇，刘备矢志东征
第五章
 谋后世，说服主公杀义子
第六章
 曹丕篡汉，刘备称帝
卷尾
卷二  白帝托孤
卷首
第一章
简拔才俊兴文教，缄默以对伐吴事
第二章
尚书台贤相理乱政，嘉德殿君臣议时局
第三章
英雄暮年壮心未已，刘备忍悲征吴
第四章
孙权隐忍陆逊佯败，东吴诱敌深入
第五章
览地图诸葛亮心惊，铸大错昭烈帝丧师
第六章
诸葛亮独力撑危局，刘玄德病中会吴使
第七章
说太子论马谡，诸葛亮谒君永安宫
第八章
托孤兼托国，君臣永诀忆往昔
卷尾
卷三  独掌军政
卷首
第一章
为稳政局，扶刘禅提前登基
第二章
丞相府贤妻议纳妾，学士宅宰臣请大贤
第三章
为谋大局牺牲忠良，不拘小节甄拔人才
第四章
居心叵测，迎旧臣李严暗挑拨
第五章
权倾朝野惹非议，一心为公负家人
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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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南中平乱
卷首
第一章
结盟江东内外安稳，把握时机亲征南中
第二章
心战为上，南征用兵定方略
第三章
守株待兔汉军一战摧锋，坐观成败蛮夷联盟瓦解
第四章
兵临泸水孔明思良策，种落大会孟获杀不服
第五章
问津人蛮乡遇故知，南征军月夜渡泸水
第六章
粮草遭劫陷困境，赶制大鼓出奇策
第七章
诸葛亮生擒蛮夷王，龙佑那受俘汉家兵
第八章
感化人心胜攻战，大鼓传音赛杀伐
第九章
良将殉国三军激愤，蛮王不服再纵仇雠
第十章
假旗号蛮兵袭军营，真归附人心向王化
第十一章
不甘束手孟获再燃战火，略施小计丞相弭消兵祸
第十二章
平战乱功臣班师返朝，谏后主丞相老成谋国
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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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到这个时候真的是看着这一大堆各种烂摊子都替丞相愁得慌.....忙到这个份上能活到53岁实属高
寿....拿起最后最厚的那本，先少见的多愁善感了一顿才翻开....从白帝城托孤之后，丞相的日子就过得
，只能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唉
2、平南中写得好
3、我见过的写诸葛亮最好的作品，继续！
4、2015年第8本书
5、有些地方还是很戳泪点的
6、历史终将铭记
7、改天重读的时候，再写
8、第五部kindle有，而豆瓣电子版没有上线哟
9、失荆州、走麦城；火烧连营、白帝托孤；七擒孟获平南蛮
10、这是小说，不是历史！
11、当写到刘备去世那段的时候真的很感人，十八年转瞬即逝了，丞相真的好累，大写的心疼！
12、人才凋零独木难支
13、鸡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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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诸葛亮不忠于名存实亡的汉氏政权。 直接理由是孙权称帝诸葛亮表示支持。诸葛亮忠于挂羊头卖
狗肉的季汉政权。理由是诸葛亮没有培养家族势力。虽然忠，但不是愚忠。理由是诸葛亮大权独揽，
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而不是一味顺从。综上，诸葛亮是一个又忠诚，又智慧，又真性情的近乎完美
的人臣典范。（而不是傻乎乎的愚忠，这才是我想说的！）以下是详细回答。首先要说”忠“是忠什
么？是汉氏政权，是刘备，还是阿斗？如果说是那个名存实亡的”汉室政权“，我认为诸葛亮非但不
愚忠，而且根本不忠。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当孙权称帝的时候诸葛亮非但没有起兵讨伐，还派人去东
吴向孙权祝贺，默认了二帝并立。因为诸葛亮在做事上很实际主意，不会为了“汉室正统”的空名号
放弃实际利益。诸葛亮忠于季汉吗？刘备生前肯定没问题，问题是忠不忠于阿斗。诸葛亮是忠的，为
他没有家族势力。这是和司马懿，曹操最明显的不同。当然一方面他也没条件，养子死得早，儿子太
小了。有一个弟弟在蜀国只做到长水校尉，无论从哪里看都没有培养势力的意图。所以百分百忠诚。
但他是不是愚忠呢？看你题目的意思，暂且把“愚忠”定义为““有能力者”完全听从“没有能力之
人”的指挥，而导致其不能正常发挥之人。”要判断诸葛亮是不是愚忠阿斗，就看他是给自己活，还
是听阿斗的话干愚蠢的活。这样想的话，其实答案很简单。邓芝出使东吴，对孙权说：“大王命世之
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把孙权和诸葛亮并提，直接无视阿斗。李严写信给诸葛亮劝他收九锡，
诸葛亮回答，等我灭了曹贼，九锡算个屁，十锡都不在话下！诸葛亮是蜀汉的大boss，有权有兵，想
平南就平南，想北伐就北伐，想提拔谁就提拔谁，阿斗只有听话的份。所以“愚”这个字怎么也算不
到他头上。东汉朝廷对诸葛亮又没有什么恩情，只是一个名号罢了，诸葛亮不效忠汉室没有什么可指
责的。刘备对诸葛亮有恩，所以应该效忠。效忠刘禅是因为刘禅很听话，居相位行君事，一样实现抱
负。（如果阿斗是孙权那样的，我一百个支持诸葛亮废了他）所以我觉得，诸葛亮的忠诚，一半是因
为他的重情重义（刘备的三顾茅庐，白帝托孤）；一半是因为他的政治抱负（自比管仲乐毅，大权独
揽，名流后世）对于这样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真性情的真英雄，名利权位对他来讲是不屑一顾的。我说
诸葛亮是个真性情的人，是因为每次看出师表，不时的提到“先帝”如何如何，那种带着思念又无奈
的语气，实在太戳人了。“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
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事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
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我本来啊就是个村夫，混混日子，从来也没想过发达。
是你爹啊，一次次地来看我，这么欣赏我，了解我。好吧，那我就答应你爹了。多少金戈铁马，多少
刀光剑影，水里来，火里去。不知不觉，呀，原来已经二十一年了。娓娓道来，朴实无华。不知道某
些专家叫兽是怎么理解的，我看到的，就是一个乱世人最质朴的真性情。诸葛亮对刘氏父子的态度，
与其说“忠”，不如说“情”。因为知遇之情，所以辅佐刘备；因为托孤之情，所以辅佐阿斗。从隆
中到白帝，刘备给了诸葛亮最完整的信任和欣赏；这份恩情，使得诸葛亮多年来念念不忘，值得他一
生回报。
2、当然没有。蜀汉人口不过三国十分之一，在诸葛亮时期基本是压着北魏在打，曹魏在秦岭前线堆
了十二万人，还不停从中原调兵调粮。内政方面，诸葛亮不在首都，身后秩序井然，曹魏东吴这个时
期都是政变此起彼伏，曹操没死几年，大权就不在自己家族手里。评价一个人，要看他手里有多少张
牌，也要看他能打出什么组合。要看同时期他的对手是谁。司马懿说诸葛亮天下奇才，当时和后世有
几个人能有这种评价？看问题不全面和急躁，是误解历史的主要原因。当然高估是一个相对的词，每
个人心中的诸葛亮都不一样，如何知道高估还是低估？赞成说高估的，基本上就是自以为众人皆醉我
独醒的感觉。回头说如何评价：诸葛亮在名臣武将都已消亡的情况下，以天下十分之一的资源，打得
当时最强的魏国只敢坚守，对手还是见谁灭谁的司马懿。就好比是打星际，地图共有10个矿，上一手
被人占了先机，你只有1个矿，而且刚和旁边那家占2矿的干过一架狠的，兵都快打没了，而另一家占
了7个矿的还是连赢过好几把的高手，结果接手后没被灭掉，反而一路进攻，地方只多没少，最后因
为断网输了。此人能力如何呢？等看录像的时候，是否会有一帮家伙在旁边喊，都怪他一有兵就拉去
打，如果呆在家里狠暴一波兵，早就赢了——说得好像对手都是菜鸟，乖乖等你来似的。其实演义当
中的诸葛亮和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评价差不多（因为没有更多的资料，所以只能假设《三
国志》中的形象接近于正史的诸葛亮），既然是从《三国志》中了解到的正史中的诸葛亮，那么可以
假定《三国志》中的诸葛亮是史实中的真实人物，而我认为罗贯中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真实人物来刻
画的人物形象，那么所以没什么高估低估之分。三顾茅庐，隆中对，游说孙权抗曹，白帝托孤、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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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裴松之注的是降服其心，七擒七纵也是攻心），错用马谡失街亭，以及死诸葛能走生仲达，这
些大事件基本上都是对得上号的，只是演义因为是小说，因此加了一些支线情节，便人物刻画更丰满
，比如说草船借箭和七星坛祭风（草船借箭是为了表明诸葛亮识天时，而七星坛祭风则是诸葛亮在识
破天机时的一个脱身之计，可以想象一下，要是他给周瑜说，我观察到那天晚上必然起风，我要是周
瑜肯定直接把他杀了，还会让他搭台祭风？），还有火烧博望新野之类的支线剧情的加入，使诸葛亮
的形象更加的活泼。
3、孟获是南蛮的头人（少数民族），地位和魏国君主类似，魏将和他还是有区别的，诸葛亮讨伐南
蛮的目的是为了稳定蜀汉的后方，如果杀了孟获，南蛮还可能推举出新的首领，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如果杀了孟获还有可能激化民族矛盾。降服孟获有几大好处：1.树立蜀汉在南方的代言人。擒贼擒
王，孟获还是有很大威信的，降服了他，南方就可以轻松平定了，管理起来就类似自治州一样，不太
消耗精力。否则他们时不时闹一闹，不利于国家稳定。2.减少蜀军消耗。杀死孟获会引起南蛮人的大
规模反扑。南蛮军适合丛林战，对当地的瘴气，毒物比较熟悉。和少数民族在丛林中作战，蜀军要吃
大亏的（从渡泸时的惨剧就能看出来）。马谡也建议：“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以小规模的战役打
服孟获，可以减少南蛮军鱼死网破的死战带来的巨大损失。让其心服口服可以减少反叛之心，一绝后
患。3.提防魏国的威胁。蜀国当时最大的敌人是魏国，如果与南蛮军陷入胶着，就会如同美国的越战
一样（南蛮还就是越南那块地方！），牵制大部分的国力，外敌入侵之时就会无力抵御。至于魏将么
，姜维、夏侯霸其实是魏国的将领，之后投降了蜀国的......诸葛亮处死魏将么，毕竟当时的北伐经不
起任何风险，一旦失败，蜀国国力就会大损，所以诸葛亮不敢拿北伐来赌魏将的忠心。况且，如果轻
易投降的魏将，保不准下次兵败是就会再次投降对方，顺便带走一点军事机密，墙头草谁也不想要。
宁死不降的，只好成全他了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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