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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巧设“空城计”，智退司马懿的
故事，想必大家已耳熟能详。罗贯中在小
说《三国演义》中写道，建兴六年（228 年），
诸葛亮因错用马谡而失掉街亭，司马懿率
15 万大军兵临城下。仅有几千人军队的
诸葛亮却不慌不忙，把四个城门打开，自
己则带着两个小书童，拿上一把琴，坐在
城楼上焚香抚琴，高声昂曲。司马懿见
了，怀疑城中有伏兵，不敢贸然进攻，下令
军队撤走。

《三国演义》还讲述了一件事。诸葛亮
得知，周瑜自创了一首乐曲《长河吟》，并经
常弹奏此曲，借以抒发辅佐孙权成就霸业的
理想难以实现的郁闷。这本属周瑜的“隐
私”，同样精通音律的诸葛亮却深知其中的
奥妙，不惜花重金求得《长河吟》，故意在有
伏兵的山上弹奏该曲，活活把周瑜气死。

虽说《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有文学虚
构的成分，但诸葛亮精通音律、喜欢操琴吟
唱一事，却是不假。盛弘之撰《荆州记》载：

“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
宅。⋯⋯宅西背北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琴
以为《梁父吟》。”《舆地志》记载：“定军山武
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声甚清越，相传武侯
所遗。”

从这些记载中，就足以看出：诸葛亮在
音乐方面，有着很全面的修养和很高的艺术
成就。他既长于声乐，能吟会唱，写词作曲；
又长于器乐，弹奏古琴。此外，他还会制作
乐器，制作七弦琴和石琴。

不仅如此，诸葛亮还写了一部名为《琴
经》的音乐理论专著。《广博物志》记载：“《琴
经》一卷，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
十三徽取象之意。”只可惜，该书已遗失。

《宣和书谱》载：“自汉晋宋以还，以草
书得名者为多，姑以流传于今者，凡得六十
五人以其世次之。汉得张芝，蜀得诸葛
亮。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
得其遗迹，必珍玩之。”

《宣和书谱》是北宋宣和年间官方主持
编撰的书法作品书目，记载宋徽宗时宫廷
所藏的名家法帖。《宣和书谱》在列数历代
书法家时，把诸葛亮当作蜀汉的唯一代表，
与张之、张旭、怀素并列，其作品为皇宫所
珍藏，可见对诸葛亮书法评价之高。

诸葛亮所处的汉末年代，正是中国书
法艺术趋向成熟的时代。诸葛亮喜爱书
法，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隶书）、草书
都写得极为出色，这与他出生于名门望族，
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分不开。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诸葛
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
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都
丞。”

诸葛亮生于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南
县），诸葛氏是琅琊望族。其先祖诸葛丰，
曾做过司隶校尉（卫戍京师的长官）；父亲
诸葛圭，做过泰山郡丞。出生于这样的家
庭，必然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从小勤练书
法，舞文弄墨。即便在后来的政务和军事
活动中，他也不忘练习书法。《常德府志》记
载：“卧龙墨池在沅江县西三十里卧龙寺
内。俗传汉诸葛武侯涤墨于此寺，因名。”
诸葛亮在常德一带活动的时间，是在赤壁
大战之后，战事十分紧张频繁，他却不忘练
习书法，以致将卧龙寺里的一池之水染黑。

诸葛亮的书法作品，也散见于他征战
过的各个地方。虞荔《古鼎录》载：“先主章
武二年（公元 222 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
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
担山，名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山口，名剑
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章武三年

（公元 223 年）义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
‘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
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
迹。”“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
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

永安水中，皆大篆书。”
南朝大书法家陶弘景所著的《刀剑录》

中，也记载着：“蜀章武元年辛丑（公元 221
年），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
⋯⋯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陶弘景生活
的时期，距诸葛亮仅二百多年时间，因而他
的见闻和记述，应该是较为可信的。

后世归纳诸葛亮的书法作品，主要有
《度德帖》《亮曰帖》《远涉帖》《玄莫帖》。《宣
和书谱》中记载：“今御府所藏草书一：《远
涉帖》。”由于《远涉帖》写得过于飘逸潇洒，
颇有王羲之的风范，所以不少人认为《远涉
帖》是王羲之临摹写的。但北宋大书法家
米芾经过仔细鉴别，判定《远涉帖》为诸葛
亮的书法。

诸葛亮的绘画功夫，也十分了得。唐
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诸葛武
侯父子皆长于画。”他还在其《论画》一书中
说：“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
上古，则赵岐、刘亵、蔡邕、张衡、曹髦、杨
修、桓范、徐邈、曹不兴、诸葛亮之流是也。”
张彦远在记述中，指出汉魏三国（即上古）
画家的作品，在唐代已是“有国有家之重
宝”“为希代之珍”。由此可见，诸葛亮在中
国绘画史上，是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和艺术
成就的。

东晋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也记
载这样一件事：公元 225 年，诸葛亮南征蛮
夷时，为巩固与南夷的友好关系，他亲手绘
制了一幅“日月同辉，神龙牛马”的巨画，赠
送给南方少数民族兄弟们。绘画的前半部
分，展现了万里晴空之下的沃野，神龙飞腾
牛马肥壮的繁荣景象；绘画的后半部分，画
着蜀汉官员骑着高头骏马，满脸笑容地慰
问边塞村寨，而村赛的少数民族群众则扶
老携幼，牵着牛羊捧着酒浆，热情款待蜀汉
官员。该画寓意兄弟民族平等友好、团结
互助，大家安居乐业幸福美满，深受少数民
族兄弟的喜爱。

从这一史实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的
确具有非凡的绘画才能。他的这幅画作，
构图宏伟，既取材于现实生活，又有神奇而
丰富的想象，堪称不可多得的杰作。

书法潇洒飘逸 画技卓尔非凡书 画

长于声乐 自创《琴经》音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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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诸葛亮这样一个多才多艺、气质
儒雅而风度翩翩的文艺青年形象，却被后
来的戏曲、小说乃至影视剧过度神化，“多
智而近妖”（鲁迅语）了。

在中国传统戏曲（如《群英会》、《借东
风》《三气周瑜》《空城计》《战马超》）中，诸
葛亮一角经常穿着一件印有八卦图案的外
袍，手持羽扇，犹如一个道士。这大概是与
魏晋南北朝以后佛教和道教盛行，民间渐
渐把诸葛亮塑造为一位救济世间的得道高
人形象有关。

在文学作品中，陈寿的《三国志》是最
早记录诸葛亮的历史文献。“亮少有逸群之
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
焉。”这是史书中的诸葛亮，是一位精于治国
的贤臣形象。东晋之后，诸葛亮的形象开
始脱离史实，在神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他不但善于行军打仗、机智多谋，也开始变
得神乎其神。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诸
葛亮已变成一位能够呼风唤雨、神机妙算、
料事如神的“老道”。他的错误，如失街亭等
基本全被抹去，而且将草船借箭、空城计等
别人的光辉事迹，全移植到了他的头上。

又如，关于诸葛亮的死，《三国志·蜀
书·诸葛亮传》记载：“其年八月，亮疾病，
卒于军，时年五十四。”而《三国演义》描
述，就神乎其神了。诸葛亮知道自己将
不久于人世，于是便在帐中点四十九盏
明灯祈命，如果七日之后，主灯不灭，便
可 续 命 12 年 。 前 五 天 里 ，主 灯 都 很 明
亮。到了第六天晚上，司马懿夜观星象，
发现诸葛亮的将星暗淡无光，便派人去
劫营打探虚实。此时的诸葛亮正披发执
剑，脚踏七星，镇压将星。魏延突然飞步
进来报告魏军来了，不料带起的风将主
灯熄灭，诸葛亮续命失败，怀着出师未捷
身先死的遗憾而终。

不可否认，《三国演义》中的描写很生
动，但他已不像是一个人臣，而是一个可以
七星续命、装神弄鬼的道士了。难怪鲁迅
在评《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时说“多智而
近妖”；胡适也说：“他们极力描写诸葛亮，
但理想中只晓得足智多谋是诸葛亮大本
领，结果把诸葛亮写成一个会祭风祭星的
神机妙算的道士。”

要想了解真正的诸葛亮，还是让我们
回到他的诗歌里，回到他的散文作品中，回
到他潇洒飘逸的书法作品里。在这里，我
们才能感受到一个多才多艺、带着飘逸气
质的文艺青年形象，感受到一个自比管仲、
乐毅，心怀博广之志，通达时变、明察时务
的有志之士，以及他那忠贞不渝、一心为
国、清正廉洁、严以自律的人格魅力。

从神化回归真实

“文艺青年”
诸葛亮的艺术人生

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邀请其出山之
前，就是一个隐居在隆中的文学青年，喜欢吟
诗，也喜欢作诗。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
传》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

《梁父吟》又名《梁甫吟》，是一首乐府
楚调曲，歌咏齐景公用国相晏婴的计谋，以
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步出齐城门，遥望荡
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
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
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
谋，相国齐晏子。”

现代学者简慧君考据后认为，这首乐
府诗极有可能就是诸葛亮自己所作（简慧
君《诸葛亮文学研究》）。该曲调有着悲凉
的葬歌体特征，诸葛亮在田地里耕种时经
常吟唱此曲，或许是想抒发自己怀才不遇
之感。

诸葛亮写的诗歌，还在当地耕种的农
民中广为传唱。刘备第一次到隆中拜访诸
葛亮时，就听到田地里几个农夫一边锄地、
一边唱歌：“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世人
黑白分，往来争荣辱；荣者自安安，辱者定
碌碌；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据农夫自
己讲，这诗歌就是“卧龙先生”（诸葛亮）作
的。而当刘备第三次拜访诸葛亮时，他正
在睡午觉，醒来也是吟诗一首：“大梦谁先
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
迟。”可见在当时诸葛亮的生活里，读书写
作乃是日常之事。

饱读诗书的诸葛亮，在出山后跟随刘
备打天下的过程中，其文学知识也派上大
用场。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故事大家耳熟
能详，他为联吴抗曹，机智地引用了曹植

《铜雀台赋》中的诗句“连二桥于东西兮，
若长空之虾蝾”（将东西方向的两个桥连
起来，就像天上的彩虹一样），改为曹操要

“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以此
激怒孙权和周瑜（二乔分别指孙策妻大乔
和周瑜妻小乔），从而使犹豫不决的孙周
二人做出联合抗曹的决策。

这虽然是《三国演义》中的桥段，但由
此可见，诸葛亮文采斐然的形象千百年来
已深入人心。

诸 葛 亮 后 期 的 文 学 作 品 ，以 散 文 居
多。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出师表》和《诫
子书》了。

《出师表》又分《前出师表》《后出师
表》。建兴五年（227 年），诸葛亮认为蜀国
已有能力北伐中原，实现刘备匡扶汉室的
心愿，便给后主刘禅上书一篇表文，即《前
出师表》。表文写得情感真挚，文笔酣畅，
其中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

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亲贤臣，远小
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
后汉所以倾颓也”等句，尤其脍炙人口，可
谓古代散文中的杰出作品。

《后出师表》是诸葛亮于建兴六年（228
年）二次伐魏前，给刘禅上书的另一篇表
文。该文阐述北伐不仅是实现先帝的遗
愿，也是关系到蜀汉的生死存亡。其中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名言，传达出一股
忠贞壮烈之气。陆游称《出师表》是“出师
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南宋名将
岳飞夜宿卧龙岗读到《出师表》后，感慨万
千，夜不能寐，天亮后挥笔书写《出师表》
时，更是泣不成声。

诸葛亮的最后一篇作品，是他临终前
写给 8 岁儿子诸葛瞻的家书《诫子书》。
这篇文章充满了对儿子的殷殷教诲与无
限期望，将普天下为人父者的爱子之情，
表达得尤为深切。其中的“静以修身，俭
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远”等句子，智慧理性，简练谨严，无数的
后人学士将此当成座右铭，激励自己，修
身立志。

可惜的是，作为文学青年的诸葛亮，
他写的大多数著作，都佚失了。据《三国
志·蜀书·诸葛亮传》载，陈寿曾编撰了一
本《诸葛氏集》，共二十四篇，但后来皆已
失传。现在能看到的《诸葛亮集》（中华
书局出版），都是后人所辑。我们从这些
文章中，可以看出诸葛亮的文字风格，都
有一个特点，就是自然流畅、简约严明、
感情真挚、语言简练，具有极高的文学价
值。因此，诸葛亮不仅是蜀汉散文的代
表作家，也是中国散文史上的大家。他
的文章博采古今，自成一家，文采飞扬，
充满了正气。

博采古今 自成一家文 学

武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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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也是运输工具木牛流马的发明者，图为木牛流马复原图 图据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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