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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文集译注》

内容概要

《诸葛亮文集译注》内容简介：纵观诸葛亮的一生，他不但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
的活剧，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业绩，而且以其精辟的著述，丰富了我国思想史的宝库。诸葛亮的著作，
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既有论及治国富民的篇章，又有谈论发展生产的内容；既有治国治军的宏论，又
有举贤斥佞的表文；既有畅谈外交、形势的文章，又有提出战略决策的雄文。其中，有关治军、用兵
的论述，又成为诸葛亮著作中引人注目的、闪耀着朴素辩证法思想光辉的瑰宝。罗志霖译注的《诸葛
亮文集译注》即对诸葛亮的著作进行了翻译和注释，题解着重介绍时代背景、著作内容，并简要揭示
其思想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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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文集译注》

作者简介

罗志霖，重庆市荣昌县人，1984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著名学习科学专家，中国教育学会、
中国学习科学学会会员，四川省教育学会学习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作者长期致力于学习科学的探索和
研究，为创立学习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治学学”和“自学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出版的学习
科学专著《治学学概论》、《自学成才纵横谈》先后获得重庆市、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
奖，撰写和发表的论文多次获得全国和省、市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其事迹已被载入《学习科学大辞典
》、《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华当代名人辞典》、《中国学习科学人物综览》等著名权威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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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文集译注》

书籍目录

前言一  立足统一的战略思想  草庐对  为后帝伐魏诏  前出师表  后出师表  正议  上事表  祁山表  答姜维  
谕参佐停更  与孟达书  与孟达论李严书  答司马懿书  与兄瑾言赵云烧赤崖阁道书  与兄瑾言大水赤崖桥
阁悉坏书  与张鲁书二  深谋远虑的治国方略三  联吴伐魏的外交策略四  举贤黜佞的吏治举措五  维护团
结的大局观念六  严于律己的品格作风七  德才并重的教育理念八  治国治军的基本原则九  谋略制胜的
兵法秘诀十  将帅修养的传世经典诸葛亮生平大事表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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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文集译注》

精彩短评

1、按照文章的类型进行分章的，也有注解也有译文，挺不错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沉
2、以往有中华书局70年代整理出版的《诸葛亮集》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前几年出版的、由张新科整理的
《诸葛亮集校注》。中华是一个经典的本子，张新科的整理本比较粗糙，出发点似乎是要普及的，可
又觉得四不像。希望这一个本子能有所新变。
3、挺不错的，但是书里面有一点破损，希望以后配货时仔细检查。别的没啥大毛病，值得一看
4、经典名著，长见识，开开眼界，理解很难，运用更难
5、比较好的书啊
6、有注释还有翻译，简体横排，内容不错
7、书值这个价，发货很快，好评
8、敬仰孔明，不仅仅是他的韬略和智慧，更多的是与命运与时代抗争的勇气，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悲
壮。一生为师！
9、封面有一点脏，不过书的内容不错，有很多是截取三国志里面的？》
10、看过了《三国志》，看过了《资治通鉴》，再看这本文集，真的觉得以前对武侯，了解的实在是
太少了，读过之后，感觉人物很立体，少了小说中的妖气，对了一份治国理政的沧桑与不易，千年之
后依旧能引起共鸣，好书！
11、纸质还算好，但没有中华书局的那样精致细腻。排版没有期待中的那样漂亮，很普通啊，甚至有
种陈旧的感觉。内容是背景介绍+正文+译文+注解，还算详尽。不过大爱诸葛亮啊~~~~
12、古书很难读，不易了解真实的思想内容。
13、诸葛亮是国人心中智慧的化身，还专门建有“武侯祠”供后人瞻仰。该书收集了诸葛亮的主要著
述：包括奏章、表文和信件，让读者在原汁原味中品读诸葛亮的智慧。事实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每个人的立场、经验和判断力等都是不同的，心中的孔明的形象也必然不尽相同。通过读原文，能
让我们还原那段历史，在战火纷飞中感受战争的残酷，在宫廷之争的倾轧中体会权力的本质。
体会到了诸葛亮作为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作为军事家的运筹帷幄、作为文人的书生意气，作为谋略家
的智慧韬略。
14、是一本智慧之书，感人之书。
15、内容详尽，覆盖面广，有针对性。
16、说到诸葛亮可以说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此联系的太多太多，都是正义的化身。我去过
成都的武侯祠，特意顶礼摩拜了他。这本孔明文集，看到后第一时间就按键购入，内容太好了。《前
后出师表〉中的“亲贤臣，远小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诫子书中“宁静致远”，“淡泊明
志”...无论何时何地，在中华民族处处都闪耀着激励人的光辉，他就是我们中国人做人的典范和楷模
。好收！购买她，放在身边，平时多翻看，定会受益终生。
17、喜欢孔明，必须支持！这个版本有翻译有题解，介绍了写作背景~很详尽~美中不足是缺少诸葛亮
集中的故事篇~那些武侯的小故事和记载也很有趣~还有许多是《三国志》中没有的~但这本书没收
入~这本只是文集，只收入武侯的文章~~
18、想真正了解诸葛亮伟人的作品。
19、诸葛亮在我们民间有非常大的影响，他是智慧的化身，忠臣良将的代表，总之，他代表着中国人
最美好的愿望。
我得到他的文集，非常高兴，有空就翻几页看看。
另外书的装饰也好，硬质书面，但有很软，拿在手中非常舒服，很惬意。
诸葛亮的忠贞最是我的崇拜对像，毅力坚强。
他的文笔也很好。
特别是他的前出师表，真是每读一次，就感动一次，百读不厌。
20、一代大儒，举世楷模
21、很好地展示了诸葛亮的思想体系。印刷版面好，看起来舒服。
22、要认真拜读
23、很便宜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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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文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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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文集译注》

精彩书评

1、P1：诸葛亮···在叔父病逝后，他带着弟、妹定居隆中（普遍的说法是诸葛亮有两个姐姐。按
，诸葛亮初到隆中时17岁，姐姐们至少也已十七八岁却还未嫁人，似乎与汉时的早婚风俗不符。另一
种可能是，诸葛玄在世时已定下诸葛亮两个姐姐的婚事，只是还未行婚礼罢了，再者叔父去世也是要
服孝的，所以推迟。此处存疑。）P16：建新五年（应为建兴）P23：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又对刘禅说
：“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这句话出自刘备给刘禅的诏敕，是书面形式而非口头形式。当时
诸葛亮前往白帝城永安宫，刘禅仍在成都。当然刘备以口头形式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不过是对次子
刘永说的。）P25：关于《后出师表》的作者，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认为不是诸葛亮，而出于
张俨的《默记》（裴松之的原话是说《后出师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凭此不能断
定裴持否认态度，至多是存疑。）P33：在魏国为官的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等汉朝元老
旧臣（称汉朝元老旧臣似乎不妥，譬如华歆，简直是汉朝的罪人么。）P43：刘备在荆州时，收他（
刘封）为义子（三国志原文：“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刘封应该是养子，与义子还
是有区别的。）P52：曹丕纂弑（错别字，应为篡弑。）P66：刘禅继位，把母亲甘夫人的灵柩从南郡
运回（这件事是刘备下旨做的，只不过刘禅继位后灵柩才运到成都）P98：孙松死于231年，诸葛亮的
养子诸葛乔讲述这件事···（诸葛乔已于228年早逝，如何讲述！诈尸么）P233-234：为了壮大蜀汉
的军事实力，诸葛亮提出了“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的方针。（诸葛亮说这
句话是在207年，刘表尚在世。当时不存在“蜀汉”这一概念。）P334：公元187年，曹操长子曹丕生
。（曹操长子是早年战死宛城的曹昂，曹丕至多是次子。）P337：诸葛瑾···八十六岁逝于东吴。
（诸葛瑾：174—241，享年68岁。）收的文章不是非常全，像《作木牛流马法》这种又长又没什么意
义的文字也译注出来，个人觉得没必要。以上是粗看一遍发现的几处问题，以后可能再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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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文集译注》

章节试读

1、《诸葛亮文集译注》的笔记-思考

        1.后出师表: 从未闻任事者有一帆风顺, 汉高魏武,亦多败绩.以弱胜强, 于草莽中成不世奇功, 惟有勇
于任事,敢于冒险, 积极进取,才有出路.
2.答法正,论让夺: 法无定法,因地制宜,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环境下,就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结果.所以用自己
锻炼的观察力见微知著,用自己的信息网络收集情报,再通过自己独立思考分析已知的情况来研究,才有
可能避免生搬硬套, 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
3.论光武: 须知大功非有危局不得见, 大智非有顽疾不得显. 其实不然, 能够考虑周全, 始终让事情安全运
转,看起来毫不费力, 虽不得名, 才是真正的智慧. 孙子曰: 善战者, 无赫赫之名.
4.与群下交: 非争论难以通理, 真理越辩越明, 坚持中庸之道而害怕磋商,不是积极进取的道理,这样的交
友之道,只能是自己越来越弱.言谈中让名让权, 而坚持就事论事,才是成大事之才.
5.思虑精密论: 诸葛赞人,喜用精密一词,无独有偶, 近人文正,亦好发此言.可见做事尤需沉得住气,耐下性
子,一条条细细做下,才能见一点功效.
6.廖立, 来敏, 马稷, 李严, 以诸葛之明, 识人尤一错再错, 似不及刘备多矣. 若以马稷为参谋, 对胸中有鳞甲
的李严威德并施,严加防范,,廖立,来敏弃之一如先帝, 北伐之事,未必不可为.
7.便宜十六策, 疑似伪作. 内容华而不实,惟有喜怒,思虑两篇略有价值: 
"先胜则必后负, 先怒则必后悔,一朝之忿,而亡其身. 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忧而不惧,悦而不喜"何解,
明确目的,勤奋思考,头脑清晰,抓住主干,心情固然大喜大悲,也能很快调整 ,
思虑,阴察, 实乃一个勤字,平时勤于观察,勤于思考, 勤于钻研,勤于远虑,才有可能见微知著,才有可能头脑
清楚,才有可能控制情绪, 才有可能于默默间立功名,如此处人,对别人情况观察入微,自己努力做好自己的
事,而情绪不外露而示别人于不测之阴阳,怎能不让人畏而生爱,
勤最患不知取舍,人精力有限,而可思量的事情无限,以有限精力做无限思考,关键就在于取舍.
8.将苑,疑似伪作,多有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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