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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姜维遗迹

追寻

姜维年少丧父，侍奉母亲，
在天水郡任中郎，参谋军事。蜀
汉建兴六年（228 年）诸葛亮北伐
时，他受到太守猜忌，不得已投
降蜀汉，与母亲失散。他的母亲
为曹魏官吏所逼迫，写信要他归
来，留下“当归、远志”的故事。

建兴六年，诸葛亮进军祁山
（在今甘肃礼县），当时天水太守
刚好外出巡行，姜维和功曹梁
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人随
行。太守听说蜀军突然到来，而
各县纷纷响应，就怀疑姜维等人
有二心，于是连夜逃去上邽（今
甘肃天水）。姜维等人发觉太守
走了，追到上邽，城门已关闭，不
接纳他们。于是返回冀县，冀城
也不要他们进入。姜维等人就
一起去投奔诸葛亮。适逢马谡
在街亭战败，诸葛亮攻克西县

（今甘肃陇南）并将城中的千余
家及姜维等人带回汉中，姜维就
此和母亲失散了。

诸葛亮退兵后，曹魏军队攻
下冀县，抓获了姜维的母亲及妻
室子女，把他们关押作为人质。
曹魏官吏叫姜维的母亲亲手写
信，要姜维返回，并随信送上当
归来比譬。姜维收到母亲的信，

回信说：“想有良田百顷，就不会
计较一亩的得失；只要有远大志
向，就无须当归故里。”

姜维年少丧父，与母亲相依
为命，蜀军来袭，受到猜忌，无奈
投奔诸葛亮时，与母亲失散。姜
维是凉州的青年才俊，受到诸
葛亮的赏识、称赞。史载：“亮
辟维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
当阳亭侯，时年二十七岁。”姜
母被羁押，被迫写信要姜维反
蜀归魏，并附上中药材“当归”
来 示 意 。 而 姜 维 是 一 个 有 志
向、有才干的年轻人，诸葛亮的
器重让他得到了施展才华的舞
台，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
他也以中药材“远志”来回答母
亲“当归”的要求。

母亲用“当归”让儿子回去，
儿子则以“远志”告诉母亲自己
的志向。“当归”与“远志”一样，
都是药材，此乃一语双关。一个
是想让儿子回去尽孝，一个是告
诉母亲自己在实现远大志向，忍
痛表白不能回去尽孝的原因，希
望得到母亲的理解。这是在尽
忠与尽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留
下的母子各表意愿的“当归”“远
志”故事。

姜维身葬何处因史失载，已不可
考。现在保存的三座姜维墓，并非姜维
葬身之地，都是后人为了纪念姜维而建
的衣冠冢。

姜维祠
（广元市剑阁县）

四川剑阁姜维墓位于四川省广元
市剑阁县剑门关景区内，始建年代不
详。南宋诗人陆游曾经拜谒过这座墓，
足见其由来已久。墓原为石砌，长 2.8
米，宽 2 米，高 1.5 米，墓前有享堂、石碑
等，碑上刻“汉大将军姜维之墓”，并有
墓联云：“志在中原，费尽平生胆智；神
栖剑阁，永昭千秋英灵。”经过几次搬
迁，姜维墓现在景区南门附近，称平襄
侯祠，又称姜维祠，分前后两院，前院名
武圣宫，后院有姜维墓。此墓是广元市
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胆墓
（雅安市芦山县）

四川芦山姜维墓位于四川雅安市
芦山县城东龙尾山上，又称“胆墓”。据

《四川通志》记载：“（芦山县）龙尾山有
汉大将军姜维墓。”相传，当年芦山县被
夷人占领，姜维来此征讨，镇守此地二
十多年。姜维死后，腹部被剖开，只见

“胆大如斗”。芦山百姓冒死盗出姜维
之胆葬于此，便形成了这座“胆墓”。墓
冢为圆形，四周用条石加以围砌，墓前
立有“汉大将军平襄侯姜讳维墓”。芦
山县城北街的县主祠内长期供奉姜维
妹妹的塑像，传说姜维死后其妹来到芦
山，带领百姓继续完成其兄未完之事
业。芦山县仍然保留着为纪念姜维而
建的姜庆楼，该楼为歇山式3层建筑，通
高14米，外观壮丽，重建于1445年。

靴子坪
（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

甘肃天水甘谷姜维墓为姜维衣冠
冢，位于姜维故里甘肃天水市甘谷县六
峰镇姜家庄村南将军岭靴子坪上，距县
城东 5 公里，占地面积 6000 平方米。
1997年甘谷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传说姜维兵变被杀后，曝尸
原野，魏派专人监视，不得掩葬。随从设
法偷得衣冠靴子，背回故里，家乡人民非
常悲愤，依南山筑衣冠冢，靴子另葬冢
旁，南山也就有了“靴子坪”之称。

记者：蜀汉大将军姜维是一名英勇
善战的武将；同时他身上又有廉洁的品
德，您能给我们谈谈吗？

谭良啸：姜维在诸葛亮死后九伐中
原，蜀亡后仍然伺机复国，不幸事未成
而惨死。这些精彩的事迹，使人往往忽
略了他高尚廉洁的品德。蜀国学者郤
正认为，姜维居上将要位，处于群臣之
上，而住宅破旧简陋，财产没有多余的，
侧室没有小妾，后院没有舞乐队伍，衣
服只求够用，车马不准过多，官府发给
的费用，随手就用尽。

他所以这样做，并非是压抑欲望、
限制自己，而是本心就认为这样已经足
够了，不需追求过多。有人评价姜维时
认为他投错了地方，以致身死宗族灭，

由是贬低他，这与《春秋》主张的褒贬之
义根本不一致。姜维这般好学不倦、清
廉节俭的人，自然应当是一代人的楷模。

郤正官至秘书令，十分熟悉姜维，
因此详细列举了姜维各方面的清廉节
俭，而且指出都是其发自内心的行为；
然后批驳了时人“誉成毁败，扶高抑
下”对姜维的错误评判，称他为“一时之
仪表”。的确，身居高位的姜维，如此清
廉，品行德操高尚，可以与他的武功战绩
媲美，不愧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大将。

记者：姜维清正廉洁的品德是怎么
形成的呢？

谭良啸：姜维被视为诸葛亮的继承
人，他的清正廉洁除自身的习性外，当
然与诸葛亮的言传身教密切相关。

姜维在凉州受到猜忌，不得已投奔
蜀国后，立即得到诸葛亮的信任、赏识
及重用。史称，“亮辟（姜）维为仓曹掾，
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时年二十
七”。意思是姜维在凉州受到猜忌，不
得已投奔蜀国，立即得到诸葛亮的信
任、赏识及重用。年纪轻轻就当上将军
又封侯，可以说是如鱼得水。所以，他
以“远志”回答了母亲“当归”的要求。

姜维勤奋好学，在诸葛亮身边七
年，深受其影响。诸葛亮秉持兴复汉室
一统天下的信念，为之多次北伐，他“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无疑给姜维
极大的震撼。诸葛亮不追求物质享受，
临终前在《自表后主》中说，自己一生做
到了“内无余帛，外无赢财”，这种淡泊

朴素的生活，无疑成为姜维
的榜样。正是诸葛亮的信
任、教诲，使姜维继承其遗
志，摒弃对物质生活的追求，
廉洁奉公，全身心投入北伐，
在蜀亡时还“欲使社稷危而
复安”。他的忠肝义胆，“千
载之下，炳炳如丹”。

记者：作为蜀汉后期的守护者，姜
维是如何做到廉洁奉公的？

谭良啸：蜀汉政坛在诸葛亮的示范
和推动下，官员无论大小，个个都廉洁勤
政。如尚书令刘巴，“躬履清俭，不治产
业”；大将军费祎，“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
衣素食”；尚书令吕乂，“历职内外，治身俭
约”；将军邓芝，“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于

饥寒”等等。廉洁奉公已经逐渐形成风
尚，成为很多官员的自觉行为。

姜维是在诸葛亮倡导形成的清廉
政风下优秀的一分子，清廉习性已经浸
润于心，所以他本心“如是为足”，对于
清廉俭朴的生活十分满足，不需要刻意
而为，能自觉廉洁施政，奉公守法。

史学家陈寿称美蜀汉社会：“科教
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

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
不欺弱，风化肃然”。他说，诸葛亮的规
章指令严格明确，赏与罚都严格执行，
坏人坏事得到惩治，好人好事得到表
彰，以至于官吏中不存在奸邪，人人都
勉励自己努力尽职，出现道不拾遗、强
不欺弱的局面，社会风气良好。清廉政
风下的蜀汉社会，官吏廉洁勤政，人们
奋发向上，社会安定，一片祥和。

蜀汉名将姜维：一时之仪表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武侯祠博物馆供图

姜维出生于天水冀县，被称
为 天 水 幼 麟 ，和 他 的 前 辈 卧 龙

（诸葛亮）、凤雏（庞统）、冢虎（司
马懿）并称，这就足以见得他的
才智当世无双。后人有诗云：天
水夸英俊，凉州产异才。系从尚
父 出 ，术 奉 武 侯 来 。 大 胆 应 无
惧，雄心势不回。成都身死日，
汉将有余哀。

诸葛孔明和姜伯约从未见过
那盛世如虹的万里大汉，但他们
却为之奋斗一生。诸葛亮六出祁
山，姜维则有九伐中原。

姜维至忠，有孔明之智、子龙

之勇、关羽之忠，更有他所独有的
坚韧不拔。《华阳国志》中记载了
姜维在“投降”后密信后主这一史
实。姜维在得到后主的投降命令
后，“将士咸怒，拔刀砍石”。钟会
问姜维：“来何迟也？”姜维正色流
涕曰：“今日见此为速矣！”姜维在
呈递给后主刘禅的信中写道：“愿
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
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此时，姜
维已经在剑阁诈降、策反钟会，意
欲借钟会之手复国。可惜，事情
败露，姜维不屈而死。这也正是
姜维的人格形象的体现之一。

姜维九伐中原，四胜三平两
败，以最弱的兵力挑战最强的军
队，竟然还能互有胜负，令人不得
不叹服其胆识与能力。姜维守剑
阁，钟会不能进犯，可惜后主昏
庸，不信任姜维北伐，听信宦官黄
皓的谗言，使得姜维后期被迫暂
停了他的北伐大计，导致最后邓
艾偷渡阴平，蜀汉亡。

翻开《三国志》，很难再找到
像姜伯约这般完美的臣子。回首
姜维一生，是悲壮的！在小说中，
身死之日，他的遗言是：“我计不
成，乃天命也！”

在《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中，蜀国学者郤正对姜维的廉洁
品德大加称颂。郤正曰：“姜伯约
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
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
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
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
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
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
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
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
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
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
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

约，自一时之仪表也。”姜维廉洁
清正，节俭自律。虽然位高权重，
但 是 从 不 贪 图 财 物 ，不 以 权 谋
私。他的家庭生活十分简朴，不
穿华服，不食美味，不置田产。他
对自己和家人都有严格的要求，
不让他们接受任何贿赂或馈赠。

姜维的廉洁之风，不仅体现
在他的生活作风上，更体现在他
的政治生涯中。他在位期间，不
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还严格要
求手下官员。据《三国志·姜维
传》记载，姜维曾经上书刘禅，请
求将黄皓斩杀。黄皓是蜀汉末期

的宦官，他专权乱政，贪污受贿，
是蜀汉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姜
维能够毫不畏惧地上书请求将黄
皓斩杀，足以说明他廉洁奉公的
决心和勇气。除了《三国志》的记
载外，还有其他史料也证明了姜
维的廉洁品行。攻陷成都后，邓
艾把蜀汉的财物和人员都据为己
有，那么他眼中的姜维是什么样
子的呢？据载，“艾至成都见姜维
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乃叹曰：‘姜
维者，真忠臣也’。”这里说的是邓
艾看到姜维的住所和财物都很简
陋，没有多余的富余，就感叹姜维
是一个真正的忠臣。

姜维的廉洁不仅体现在物质
方面，还体现在精神方面。他坚
持北伐，并没有因为蜀汉的衰落
而有所退缩。他一直努力地为蜀
汉效力，为实现诸葛亮的遗愿而
奋斗。

姜维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
也是其廉洁的表现。他曾经说
过：“君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
君。”这句话表明了姜维对国家和
人民的忠诚和责任感。他认为，
作为一名国士，应该以国家和人
民的利益为重，廉洁奉公、清正廉
明。姜维的廉洁之风，不仅为他
赢得了百姓的拥戴，更为他赢得
了后世的赞誉。

姜维的清廉习性已经浸润于心

天水幼麟

九伐中原

君以国士待我

我以国士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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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良啸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员，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但有远志

何必当归

？

姜维（202年—264年），

字伯约，天水郡冀县（今甘肃

甘谷）人，三国蜀汉名将。蜀

汉丞相诸葛亮曾评价：“姜伯

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

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

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姜

维以忠诚、勇敢、智慧而闻

名，也以廉洁、清正、节俭而

著称。他能够在诸葛武侯去

世后20年间忠心辅佐蜀汉

后主刘禅，史学家赞叹：实在

是廉洁忠义使然。

姜维是一名武将

，有着廉洁的品德

武侯祠文臣武将廊，姜维位列其中

民国年间的桃花坞年画——天水关诸葛亮收姜维 图据视觉中国

姜维殉难

陈荣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