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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在汉中八年北伐

殷克勤

提要
: 诸葛亮在汉中八年北伐

, 虽未取得成功
,

但 他 自强 不息的奋千精神
,

屡败屡战的胆略 勇气
, 是值得赞扬的

。

最后 以 马革裹尸还 为蜀汉政权
l

毓 出 了宝

贵生命
, 他那

“

名垂 宇宙
”

的冠世威望
、 “

公忠体国
”

的崇高品德
, 将永垂后

世
。

本文将诸葛亮在汉中八年北 伐以 纪年述其史实
。

诸葛亮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即青少年时代

,
是在山东琅郡和湖北襄阳

度过的
,
第二阶段即入蜀治蜀时期

,
是在成都度过的

,
第三阶段即八年北伐

,
是在汉中

度过的
。

建兴三年 ( 2 2 5 ) 春
,
诸葛亮率兵南征

, “ 举平定了南中
,

国内局势逐渐稳定
,

经过一年多的治戎讲武
,
军队的战斗力不断增强 ; 此时正当魏国曹玉新丧

,
内政不定

,

诸葛亮认为北定中原
、

恢复汉室的时机已经到来
,
遂选定汉中为北伐屯军的大本营

,
为

此
,
他在汉中整整战斗了八年

。

建兴五年 ( 2 2 7 ) 四十七岁

斯年春天
,

诸葛亮向后主刘禅上表 (即 《前出师表》 ) 北伐
,
并以蜀汉后主名义

,

下了讨伐曹魏的诏书
,
后主授给诸葛亮

“

专命之权
” ,

率步骑十万余众
,
浩浩荡荡进驻

汉中
,
扎营于河北阳平关

、

屯军于汉水南岸定军山
、

设承相帅府于汉中
,
伺 机 进 攻曹

魏
。

诸葛亮初到汉中
,
闻听自曹王死后

,
孟达在魏处境困难

,
有归蜀之心

。

诸葛亮派人

带了亲笔信暗中与之联系
,
嘱托孟达谨慎从事

;
举事前定要取得联络 , 以便派兵前往策

应
,
就可使魏国措手不及

,
大事方可定夺

。

可惜孟达对形势估计不足
,
被司马弟倍道兼

行
,
突然包围了新城

,
孟达很快被鳃所破

,
诸葛亮叹惜不已

。

为了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
,
这一年诸葛亮在汉中作了充分的准备

,
将第一任汉中太

守魏延调为垂相司马
,
军前听用

; 又调 巴西太守吕又补延之网
,
兼与督农

,
充实军粮

。

一面操练部伍
,
加紧军事部署

; 一面守御要隘
,
增强防御力量

, 以作北伐持久之计
.

建兴六年 ( 2 2 8 ) 四十八岁

年初
,
诸葛亮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军事会议

,
研究北伐出兵路线和策略问题

。

由于

魏延任汉中太守多年
夕
对汉中通往关中的几条道路十分熟悉

,
便向诸葛亮献计日

: “

我

了解到魏国镇守长安的督都夏侯林是曹操的女婿
,
胆小无谋

,
是个贪生怕死之人

, 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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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我领兵五千
、

负粮五千
夕
直出褒中

,
循秦领而东

,
当子午谷而北

,

只 需 十 天 时

间
,
就可兵抵长安

,

这突然的袭击
,

可使夏侯林措手不及
,
彼必弃城而逃

,

我们就可轻

取长安
。

魏国如果从东调集人马来和我们交锋
, 垂相从斜谷所率大军早已抵达长安

,
魏

国失去了战略要地长安
,

便无用武之地
,
如此

,

咸阳以西
, 只需一月时间就可平定

”

①
。

诸葛亮胆小慎微
,

认为魏延的计谋有很大冒险性
,
不如安从坦道

“

平取陇右
” ,

然后再

向关中进军
,
就可使战争处于

“

十全必克而无虞
”

的地步
。

诸葛亮否定了魏延的建议后
,
在选拔前部先锋人选上

,

大家一致推举魏延能担当此

任
,
诸葛亮却

“

违众拔傻
” ,

任用心腹马课为前部先锋
。

这次北伐诸葛亮用两路出击的

作战方针
,
东路 由老将赵云和扬武将军邓芝率军沿褒斜直抵赤崖以北

, 以为疑兵
,
扬言

出斜谷进攻眉县
,
借以分散魏国的主力部队西进

。

魏明帝确实被诸葛亮所迷惑
,
竟将大

量主力部队留在关中
,
由曹真指挥

,

抵御赵云的偏师疑军
。

诸葛亮亲率蜀军主力出阳平

关
,
向西北祁山进军

,
由于这支部队经久训练

,
兵强将勇

,

战斗力非常 旺 盛
,
所 到 之

处
,

望风披靡
, 天水

、

安定
、

南安三郡
,

相继叛魏应亮
;
姜维在冀城向诸葛亮请降

,
魏

国朝野上下大为震惊
,

魏明帝急忙赶到长安
,
选派名将张都

,
率五万生力军 应 战 诸 葛

亮
。

张郁在街亭 (古名街泉亭
,
为街泉县县治所在

,
东汉改为陇城县 ) 与蜀军先锋马误

相遇
, 马误驱兵上山 (麦积山 ) 占领制高点

,
这在兵法大也是正确的

,
其失误在于没有

查明水源
,
被张郁切断水路

,
团团围困在山上

夕
蜀军饥渴难忍

,
不战自乱

; 又加上诸葛

亮在祁山迟迟不前
,
没有后盾力量支援

,

很快被张都所破
。

马误畏罪潜逃
,
后被抓获

。

张郁夺了街亭
, 可以纵横陇右三郡

,
使诸葛亮腹背受敌

,
只得拔西县千余家退回汉中

,

第一次北伐就这样因用人不当而告失败
。

与此同时
,
赵云

、

邓芝在赤崖以北
,
由于戒备

不严
,
遭到了曹真的猛烈抗击

,
也败退汉中

。

诸葛亮为了严明赏罚
,
在汉中忍痛斩了马误

,

以谢众愤 ; 被斩的还有张休
、

李盛
,

革掉兵权的有黄袭
。

街亭之战屡谏马诬的副将王平
,
在全军溃退的关键 时 刻

“

鸣鼓 自

持
” ,

使张都
“

疑其伏兵
”

不敢近逼
,
然后从容而退

,
不但没有失散自己所领 的 一 千

人马
,
而且还收合了马馒许多败散士卒

。

这位史书上记载
“

所识不过十字
”

的稗将军
,

在街亭之战中
,
显示了智勇双全的才干

,
这同

“

好论军计
” ,

为诸葛亮极为 赏 识 的 马

傻
,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这次诸葛亮破格提拔了王平

, “

加拜参军
、

统五部兼当营事
、

进位讨寇将军
,
封亭侯

”

②
。

诸葛亮作为全军统帅
,
由于用人不当

,
造成了街亭败北

、

赤崖溃退
,
觉得自己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
,
因而向后主上表

,
贬职三级

, 以示对自己的惩罚
。

赵云作为偏师主将
,

打了败仗
,
也由镇东将军

,

贬职为镇军将军
。

为了严明赏罚
,
大力奖赏在战斗中立功将

士 ,
抚恤阵亡将士家属

。

一面厉兵讲武
、

演 习阵法
; 一面精兵简将

、

提高士气
,
准备再

次向魏国发起进攻
。

这年冬
,
诸葛亮探知魏国大司马曹休中了东吴都阳太守周妨假降计

,
在石亭被陆逊

打得大败
,
魏国正调集人马东下

,
关中空虚

,
正是发动进攻的好机会

。

诸葛亮再次向后

主上 《出师表 》 (世称 《后出师表》 )
,
立即率领数万军队

,
沿褒斜

,
直抵双石铺

,
杀

出大散关
,
包围了陇东重镇陈仓 (今宝鸡市东 )

。

陈仓地势险要
,
易守难攻

,
是兵家必

争之地
, 又加上曹真

一

旱有准备
,
派了老将郝昭镇守

。

诸葛亮自恃兵力多于对方
一

1
一

数倍
,



初到之日即卞令猛攻
,
由于郝昭足智多谋

,
指挥得当

,
蜀军攻打数日

,
毫无战果

,

诸葛

亮只得选派与郝昭有同乡关系的靳去祥诱降郝昭
,
结果未得成功

。

诸葛亮一怒之下
,
用

各种攻城之法展开激战
;
郝昭也施出各种守城之术与之对峙

。

诸葛亮用 云 梯
、

冲 车 攻

城
;
郝昭用火箭射云梯

、

石磨砸冲车
;
诸葛亮捆起百尺高架向城内射箭

,
郝昭在城内筑

起高墙以挡飞矢
;
诸葛亮向城内挖地道

,

郝昭深掘横沟以截拦
。

双方昼夜激 战 二 十 余

天
,

蜀军无法攻破城垣
,
诸葛亮无计可施

,

又加上粮食不济
,

而对方的援军 又 即 将 赶

到
, 只得下令退 回汉中

。

回师中
,

魏将王双恃强尾追
,

被诸葛亮用埋伏计斩杀
。

建兴七年 ( 2 2 9 ) 四十九岁

这年春
,
诸葛亮回顾了前两次北伐失败的原因

,
觉得远攻给养运输 困 难

, 不 能 取

胜 ; 不如近攻扩边
,
再向前推进

,
方可取得胜利

。

因此
,
第三次北伐只派部将陈式攻取

武都 (甘肃成县 ) 和阴平 (甘肃文县 ) 两地
,

诸葛亮率主力部队随后策应
,
兵至建威与

雍州刺史郭淮相遇
、

郭淮惊惧不战而退
。

诸葛亮留兵镇守武都
、

阴平二郡
,
对当地氏

、

羌等少数民族进行抚慰
, 以安其心

,
然后回军汉中

,
从此武都

、

阴平一直在蜀汉疆城管

辖之内
。

由于这次战争取得了胜利
,
后主下昭恢复了诸葛亮的垂相职位

。

可是赵云却在

此时病死了
,
赵云死后三十二年

,
后主刘禅感念他当年两番救主的功绩

,
追溢 为 顺 平

侯
。

四月
,
吴王孙权在建业称帝

,
蜀汉文武大臣纷纷提议与吴断绝关系

,
诸葛亮从大局

出发
,
坚持联吴

,
并派卫尉陈震

,
具礼去吴祝贺

。

为此
,
他写下了 《绝盟好义》

。

为了确保汉中安全
,
诸葛亮进一步加强了防御措施

,
在定军山南原筑起了汉城

, 以

御从陈仓故道来犯之敌 ; 在城固庆山西南赤土坡上
,
修筑乐城

, 以御从子午道
、

境骆道

来犯之敌
。

建 兴八年 ( 2 3 0 ) 五十岁

斯年
,

魏国大司马曹真向魏明帝建议
,
由他率兵伐蜀

,
采取数道并进的作战方针

,

·

举可吃掉诸葛亮
。

这一策划
, 虽遭到魏国大臣华故等人的极力反对

,
但被魏明帝同意

了
。

六月间
,
曹真调遣司马鼓领一军溯汉水而上

,
由西城 (安康 ) 向汉中进攻 ; 张郁从

斜谷向汉中进军 , 曹真亲率大军从子午道杀奔汉中
,
企图与司马鼓会合

。

诸葛亮探听到曹真三路兵马来攻汉中
,
自率大军屯于城固

、

洋县一带
, 以乐城为据

点
,
严阵以待

。

并召李严从江州 (今重庆市 ) 带兵两万增援汉中
。

诸葛亮一面在前防地

带列兵布阵 , 一面派魏延
、

吴鼓率轻骑西入羌中 (甘肃临夏一带 ) 扰乱魏国后方
,
牵制

魏国南下兵力
。

魏延以蜀中锦绢
,
换去羌人马匹

,
在挑水之西辗转数月

,
招兵买马

,
成

一劲旅
,
与羌人相处非常和睦

。

十一月
,
魏延与吴鼓率万骑自羌回汉

,
与魏将费嗜

、

郭

淮战于阳黔 (甘肃渭原县首阳镇 )
。

暇与淮塞绝要道
,
布营于谷底

,
初以为得计

,
趁黑

夜以马步包围魏延营地
。

不料诸葛亮派军前来接应
,
内外夹击

,
郭淮只得退守狄道

, 以

待援军
。

魏延回到汉 中
,
诸葛亮表奏后主

,
迁魏延为前军师大将军

,
假节

“

南郑侯
。 ”

曹真三路出兵
, 以为定能打败诸葛亮

,
可是出兵半路

,

遭到三十多天的大淋雨
,

栈道

断绝
, 谷 :l1 淹没

,
曹真儿路人马处在进退两难之际

,
狼狈不堪

。

魏明帝怕诸葛亮进行反



击
,
遂下诏令曹真

、

司马就退军
,
三路出师

,
只落得无功而退

。

建兴九年 ( 2 3 1 )
”
五十一岁

诸葛亮为了发动第四次北伐
, 解决军粮运输困难 , 在涌阳黄沙授意蒲元制作木牛流

马 ,
并以李严为中都护署

,

留汉中府事
,

督办粮草
,

供应前方
。

诸葛亮再次兵伐祁山
,

占领陇西
。

这时
,
镇守关中

、

陇西的统帅曹真正在病中
,
魏明帝从荆州调来司马鳃

,
指

挥费耀
、

张都
、

郭淮等人
,
抵挡诸葛亮的进攻

。

司马蟋一到长安
,

就令费耀领兵去守上

都
, 又派张都率军去救祁 山

,

司马鳃亲率大军随后赶来
。

诸葛亮探知军情后
,
留下王平

攻打祁山
,
自率主力部队应战司马郭

。

这次交战诸葛亮采取了避实就虚 的 策 略
,
与魏

延
、

高翔
、

吴班直捣
_

L步黔
,

打败了费耀
、

郭淮
,
趁机收割了上邹的小麦

, 以补军粮
。

司

马彭赶到上邦东面
,
与蜀军相遇

,

诸葛亮深知远途进军运粮困难
,
利在速战

, 只有与司

马鼓展开一场决战
,

就可在时间上赢得胜利
。

但司马豁更知蜀军运粮处境
,
看出了诸葛

亮速战求胜心情
,
便采取凭险固守

,
拒不出战的方针

,

疲惫蜀军锐气
。

诸葛亮几次求战

不得
,
便使用诱敌之计

,
引兵向卤城 (今甘谷县 ) 集结

,

司马赘果真尾随追赶
,
但不交

锋
,
只采取防御守势

,

若蜀军前来叫战
,
则挂免战牌挡之

,
因此魏军诸将讥笑说

: “

司

马公把蜀军看成老虎一样
,

不怕天下人耻笑吗
”

? 司马潞听了心里 自然有些难受
,
在众

将的一再请求下
, 只得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

勉强出兵应战
,

命令张都向祁山之南进攻王

平
,

自率众将与诸葛亮展开交锋
。

诸葛亮压住阵角
,
令魏延

、

高翔
、

吴班猛攻司马就正

面 , 蜀军锐不可挡
,
杀死魏军三千多人

,
缴获大量军械武器

,
打得司马鳃败阵而归

。

张

都在祁山与王平对阵
, 王平以逸待劳压阵不 出

,
张邻几次冲阵

,
无法攻破王平营垒

,
正

考虑退军之计
,
探马报到

,
司马鳃被诸葛亮杀得大败

,
张邻急忙收兵回营

。

司马赘瞒怨

众将不晓兵法
,
如有再言战者立斩

。

从此司马鳃坚守阵地
,
任凭蜀军叫骂

,
不再出战

。

蜀魏两军相峙数月
,
蜀军粮食又发生了困难

,
诸葛亮正在焦虑 之 时

,
李 平 (即 李

严 ) 派参军马忠到军前传后主诏令说
: “

军粮运输有困难
,
令亮退军

” 。

诸葛亮以为后

主有诏令
,
朝中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

,

只得遵旨退军
。

司马鼓强令张都去追击诸葛亮
,

追至木门道 (天水西南 ) 谷 口 ,
被诸葛埋伏在山腰里的伏兵

,
万箭齐发 , 将张邻射死

。

这次退军是李平假传圣旨造成的
,
这年秋天淫雨连绵

,
往前线运粮困难

,
李平怕误

了军粮期限
,
责任重大

,

故假传后主之命
,
让亮退军

。

当诸葛亮真的退军时
,
又担心查

办他督粮不力
,
贻误战机之罪

;
反而又在人群中大造不该退军的舆论

,
说什么

“

军粮饶

足
,

何以便归
” ,

企图给诸葛亮加上临阵畏敌退逃之罪
。

为了推脱责任
,

他又上表后主
,

说诸葛亮退军是伤
`

诱敌是真
,
藉以掩饰自己的罪责

。

诸葛亮回到汉中
夕
查明了情况

,

把李平写给他的亲笔信
,
同给后主的表文

, -

一对照
,

才真相大白
,
李平只 得 低 头 认

罪
。

诸葛亮向后主上 《弹李平表 》 , 后主下诏 ,
削去李平官职

,
流迁梓渔为民

。

对李平

的儿子李丰
, 不因其父之罪

,
受到株连

,
仍以中郎将之职调往成都参与军事

,
并写信勉

励他与长史蒋碗
“

推心从事
” 。

后米李平听到诸葛亮病死的消息
,
发病而死

。

建兴十年 ( 2 3 2 ) 五十二岁

诸葛亮四次北伐
,
皆因军粮不济而失败

,
大量消耗了人力

、

物力和有限的国力
。

连



年征战
,
士卒疲惫

,
国库空虚

,
战争是无法打下去了

,

诸葛亮只得采取
“

休士劝农
” 、

“

教兵讲武
”

的策略
,

来恢复战争创伤
。

因此决定暂不出征
,

积蓄力量
,

以备再战
。

此时
,
诸葛亮着重发展农业经济

,

首先以屯田种粮为主
,
招募各处流离 失 所 的 百

姓
,
迁来汉中

、

垦荒种田
。

汉中气候温和
,
河流众多

,
水源丰富

,
发展农业有很大的潜

在力
,
为了粮食获得高产

,
诸葛亮增筑整修

“

山河堰
” ,

扩大了灌溉面积
。

在加强战备的过程中
,
诸葛亮深知 自己兵力有限

, 只有提高士兵的战斗力
,
才能取

得以弱胜强的战果
。

因此训练部 队
、

演习阵法
,
为建设一支精良部队

,
作了 不 懈 的

’

努

力
。

相传定军山南麓的
“

督军台
”

为诸葛亮当年教练军队时所筑
。

为了改善蜀军武器装

备
,
令蒲元铸铁制刀

,
取涪水淬火

,
制出钢刀三千把

夕 刃口锋利
,
削铁如泥

,
蜀兵称之

谓
“

神刀
” ,

大大提高了蜀军的战斗力
。

建兴十一年 ( 2 3 3) 五十三岁

这年
,

几

诸葛亮在斜谷口修筑邸阁粮仓
,
并疏通了栈道

。

秋后
,
用木牛流乌和其他运

载工具
,

川流不息地把粮食运往邸阁粮仓
,
为再次北伐

, 屯积了大批军粮
。

建兴十二年 ( 2 34 ) 五十四岁

经过三年的休整工作
,
蜀军的战斗力有所恢复

,
诸葛亮率十万大军

, 以 魏 延 为先

锋
夕
出斜谷 口作第五次北伐

。

四月间诸葛亮兵至渭南 , 在渭水南岸的五 丈 原 (歧 山 县

南 ) 安营下寨
,

让士卒与当地居民杂居屯田
, 以解决军粮不济的长远之计

。

魏明帝派遣

司马弟率领大军
,

背水为营
,
与诸葛亮对峙于渭河两岸

。

为了使战争取得胜利
,

诸葛亮派使者去东吴约孙权出兵
,

东西配合 夹击 曹巍
。

五

月
,
孙权率兵十万余众向合肥进攻

; 又令陆逊
、

孙韶各带一万兵马
,
向 襄 阳

、

淮 阴进

军
。

合肥
、

襄阳是曹魏在东南方的战略重镇
,
魏明帝亲率大军镇守

。

孙权这次出兵虎头

蛇尾
,
进攻合肥失利

,
就立即退却

。

孙权一退
,
便影响了其它两路兵马的锐气

,
陆逊只

在江夏斩获魏军一千多人
,
也退回去了

。

孙权退军后
夕

魏国群臣建议魏明帝西到长安
夕

协助司马彭解决西线战争
,
魏明帝却说

: “

孙权逃退
,
诸葛亮胆破

,
司马爵有足够的力

量对付他
,
我用不着担心③

。

司马爵与诸葛亮在渭河两岸相峙一百多天
,
采取拒不出战的方针

,
使诸葛亮进不能

战
,

退不甘心
。

诸葛亮心里明白
,
这是司马鳃用拖延时间的办法来消磨蜀军锐气

,
如不

速战
,
粮食就会成为大问题

。

诸葛亮速战心切
, 不时派人去魏营下战书

,

弓!司马鳃出来决战
。

一次
,
他派人给司

马鳃送去一套女人穿戴的服装和首饰 ; 意思是如果不敢出战
,
就穿上这套服饰

, 回到闺

房里去行乐吧
。

司马郭忍住愤怒
,
很客气地接待了使者

夕
他不问军中之事

, 只问诸葛亮

的饮食起居情况
,
使者回答说

: “

诸葛公每天起早睡晚
,
连责罚二十个板子的事

,
都要

亲自过问
,
实在太辛苦了

,
胃口也不好

,
一天连几升饮食都吃不下

” 。

司马鼓听了心中

暗喜
,
向左右的人说

: “

诸葛孔明食少事烦
,
其能久乎

” 。

八月
,
诸葛亮自感身体不适

,
便给后主上表说

: “

臣若不幸
,
后事宜 以付碗

” ,
此

后病况一天天加重
。

后主派了尚书仆射李福到五丈原省侍
,
李福代后主问了安

, 因他是



天使
,
诸葛亮强打起精神

,
谈及了一些国家大事

,
希望朝中诸贤

,
尽 忠 尽 心

,
浦 佐皇

上
。

并托李福转告后主
,

他死后不必将尸体运回成都
,
就近葬在河 阳定军山下

,
靠山造

坟
, 一切从俭

,
墓中不设随葬器物

。

李福去后
,
诸葛亮感到 自己在世的 日子不多了

,
后事急需安排

, 即令长史杨仪
、

司

马费伟
,
护军姜维

, 进帐商议退军事宜
。

李福去而复返
,
诸葛亮即说

: “

我知道你 回来

的意思了
,
我死后

,
蒋瑰可 以接替

” 。

李福再间
: “

公玫之死
,
谁可继任

”
? 诸葛亮回

答
: “

文伟继之
” 。

李福再问后事
,
诸葛亮闭上双目

, 不再答复
。

几天后
,
诸葛亮在五丈原军中

,
与世长辞了

。

长史杨仪
、

护军姜维
,
按 照 临 终 部

署
,
密不发丧

,
大军徐徐向汉中撤退

。

司马爵率兵追赶
,
杨仪回军鸣鼓

,
做出进攻的姿

态
,
司马鳃怕中埋伏计

, 不敢再追
,
蜀军从容退到汉中

。

诸葛亮这位只活了五十四岁的杰出政冶家
、

军事家
, 以马革裹尸还的精神

,
为蜀汉

政权献出了宝贵生命
。

他那
“

名垂宇宙
”

的冠世威望
, “

公忠体国
”

的崇高品德
,
与同

时代的文臣武将相比
,
都会使彼者黯然失色

。

他一生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
和富有智慧

之果的故事
,
永远流传在人们的心中

。

诸葛亮死后
,
后主按其遗命

,
葬于汉中污 阳定军山下

,
黎民百姓追思他的恩德不绝

于口
,
特别是汉中

、

益州的百姓
,
为他的去世

, 叹息不已
,
时时为之巷 祭

。

景 耀 六 年

( 2 6 3 )
, 后主下诏

,
为诸葛亮立祠于河阳 (即勉县武侯祠 )

, 以表纪念
。

诸葛亮在汉中北伐八年
,

留下不少遗迹
,
其中最著名的有汉

、

乐二城和武侯墓
、

武

侯祠
。

北伐期间
, 虽忙于戎马住惚之中

,
但对汉中的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

,
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
。

今 日汉中之 良田美池
,
与他当年的屯田垦荒

,

有着一定的关系
。

诸葛亮是后世

景仰的一位历史人物
。

注释 :

① 《 三国志
.

蜀书
·

魏延传 》

② 《 三国志
·

蜀书
.

王平传 》

⑧ 《 三国志
·

魏书
·

明帝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