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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勉县武侯祠的“诸葛亮文化”

张玖梅

( 汉 中 市 西 乡 县 教 学 研 究 室 陕 西 西 乡 723500)

【摘 要 】汉中市勉县武侯祠号称“天下第一武侯祠”，在汉中人民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这种地位与博大精深的诸葛亮文化密切相关。本 

文把在勉县武侯祠体现出的诸葛亮文化定为首先是忠君爱国的精神;其次是多谋善断的智慧；第三是淡泊名利的品质;最后是坚韧不拔的毅力。 

【关键词】诸 葛 亮 文 化 ;爱 国 ；淡泊名利；智 慧 ；毅力

汉中市勉县的武侯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修建的武侯祠，也是被誉 

为 “天下第一武侯祠”，这座武侯祠在勉县人民乃至全汉中人民心中有 

着 “三国文化圣地”的地位。迄 今 为 止 ，在 勉 县 已 经 举 办 了 八 次 “诸葛 

亮文化旅游节”。这一文化现象的繁荣，与 千 百 年 来 广 为 流 传 的 爱 国 、 

淡泊名利、智慧和坚軔不拔的诸葛亮文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正是基 

于博大精深的诸葛亮文化，辅以勉县武侯祠周边三国古战场的底蕴，才 

博得“天下第一武侯祠”的盛名。

1 .  忠 君 爱 国 的 精 神 诸葛亮形象之所以受到历朝历代人民的推 

崇与 喜 爱 ，与诸葛亮的“忠贞”是分不开的。“生 而 治 蜀 ，死 犹 护 蜀 ”，是 

诸葛亮忠君爱国思想的总体现。为报答刘备三顾的知遇之恩和完成刘 

备托孤之重任，诸 葛 亮 表 示 要 “竭 股 肱 之 力 ，效 忠 贞 之 节 ，继 之 以 死 ”。 

在行 动 上 ，诸葛亮处处公忠体国，忠心不二，为了蜀汉政权而出生人死 

一是“受命于败军之际”，毅 然 出 山 ，帮 助 刘 备 集 团 实 现 “匡 扶 汉 室 ”的 

伟大战略目标。二是在刘备新败于当阳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出使东吴， 

舌 战 群 儒 ，促成孙刘联盟，取得赤壁之战役的胜利，并婉拒孙权挽留，坚 

决地返回到刘备身边。三 是 三 气 周 瑜 ，运 筹 帷 幄 ，帮 助 刘 备 取 得 荆 州 ， 

建立了蜀汉政权的根据地。四是收复西川，后又取得汉中，建立了蜀汉 

霸业。作为一国丞相，他 担 负 起 了 政 治 、经 济 、军 事 等 方 面 的 重 担 。刘 

备白帝城托孤时，对 诸 葛 亮 说 :“君 才 十 倍 曹 丕 ，必 能 安 国 ，终定大事 

若 嗣 子可辅，辅 之 ;如 其 不 才 ，君 可 自 取 。”诸 葛 亮 则 诚 惶 诚 恐 ，泣拜于 

地 曰 ：“臣敢竭股肱之力，效 忠 贞 之 节 ，继之以死! ”从 此 ，诸葛亮便牢记 

托 孤 之 重 ，忠 于 职 守 ，辛 勤 谋 划 。五 是 五 月 渡 泸 ，深 人 不 毛 ，七 擒 孟 获 ， 

平 定 南 中 ;以 法 治 蜀 ，足食足兵。六是六出祁山，北伐 中 原 ，以完成刘备 

的未竟事业，终因积劳成疾，星落五丈原。

2 .  多 谋 善 断 的 智 慧 在 民 间 ，常听到这样一些俗言口语—— “三 

个 臭 皮 匠 ，顶个诸葛亮”、“事 后 诸 葛 亮 ”。可 见 ，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 

中 ，葛亮的大名联系着“智慧”、“聪明”。诸葛亮因此被誉为“智慧的化 

身 ”。

诸葛亮的“智 慧 ”首 先 表 现 在 军 事 上 。诸 葛 亮 继 承 了 先 秦 法 家 的  

军 事思想，依 法 治 军 ，强调调 查 研 究 ，有作战用兵的奇才伟略和治国的 

独特招数。未出 茅 庐 ，三 分 天 下 ;征 南 之 役 ，确 定 了 “攻 心 ”战 略 ;北 伐  

中原，有鉴于魏国的实力，则采取了稳定局势，平定 后 方 ，逐步打击敌人 

的方针。在战术的运用上更是灵活多变，有 鬼 神 莫 测 之 机 。从出山到 

病逝五丈原，一 共 2 7 个 春 秋 ，中间经历过无数次的艰难险阻，数以百计 

的战斗，凭着他的忠心和智慧，在 很 多 情 况 下 ，以 寡 敌 众 ，以 少 胜 多 ，变 

劣势为优势，取 得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胜 利 。博 望 烧 屯 ，初 试 锋 芒 。赤壁之 

战 ，诸 葛 亮 舌 战 群 儒 ;“智激孙权”、“智说周瑜”使东吴集团下决心建立 

孙 刘 联 盟 ，共 同 抗 曹 ;又 巧 调 鲁 肃 ，使他为其所用，避过了周瑜一次又一 

次的谋害。蜀汉政权建立后，他 更 是 南 征 北 讨 ，每 一 次 战 斗 ，都使诸葛 

亮 的 智 慧 得 到 充 分 的 展 示 ，即 使 是 在 失 街 亭 这 样 的 大 败 之 后 ，“空城 

计 ”又 使 诸 葛 亮 的 智 慧 在 这 失 误 之 中 更 显 得 超 乎 寻 常 。此 外 ，他上知 

天 文 ，下晓 地 理 ，“草船借箭”、“借 东 风 ”、“安 居 平 五 路 ”以 及 制 造 “木 

牛流马”、死前布置的锦囊妙计等等，都表现他的“智 ”。这些虽有艺术 

夸 张 ，故 事 的虚构，但 也 说 明 了 他的确足智多谋，为同时代的兵谋家所 

望尘莫及。

其次表现在政治上。诸 葛 亮 将 儒 家 学 说 所 主 张 的 仁 德 施 之 于 民 ， 

又将法家之法用于治国治军。他 继 承 了 儒 家 孟 子 的 “民 为 贵 ，社稷次 

之 ，君为轻”，“暴民 而 王 ，莫之能御也”的民本思想，同时又根据动乱的 

社会现实辅之以法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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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 弱 ，风 化 肃 然 ”。诸葛亮治 

蜀 期 间 ，始终贯彻他的民本思想，重 用 贤 能 ，开 源 节 流 ，轻 徭 薄 赋 ，务农 

植 谷 ，推广生产技术，因而出现了国用足、民财阜、人 口 旺 的 景 象 ，蜀国 

的国风、官风 、民风在三国中皆属上乘。将一个国空治理得如此井井有 

条 ，岂不令人惊叹！

诸葛亮的“智 慧 ”还 表 现 在 在 为 人 处 世 上 。诸 葛 亮 有 自 己 独 特 做  

人 的 技 巧 ，显 出 了 一 个 成 熟 的 智 者 风 度 。他 把 “淡 泊 明 志 、宁 静 致 远 ” 

当作人生的座右铭 ，一 生不为名利的缰绳所捆绑，不为庸俗下流的欲望 

所 纠 缠 ，而 是 静 心 养 性 ，能 屈 能 伸 ，深 谋 远 虑 ，高 瞻 远 瞩 。在人际关系 

上 ，诸葛亮可谓织网好手，他 能 把 上 下 左 右 的 人 际 关 系 处 理 得 左 右 逢  

源 ，这为他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他还因此被人称作识 

时务的俊杰;被人誉作“千古第一完人％

3 .  淡泊名利的品 质 诸 葛 亮 是 “俭 以 养 德 ”之 典 范 。诸葛亮一生 

崇 尚 节 俭 ，并以此来治国。身为宰辅、“相 父 ”，专 决 朝 政 十 余 年 ，却 “蓄 

财 无 余 ，妾无副服”，力求死后“不使内有余帛，外 有 赢 财 ”，死时又遗命 

薄 葬 ，他就是这样清清白白地飘然而去，简 简 单 单 地 长 眠 在 青 山 之 中 ， 

其俭约实在罕见。终 其 一 生 ，如 其 所 言 ，清 正 廉 洁 ，字 字 浩 然 ，垂范千 

古 。在诸葛亮大力提倡和以身作则的影响下，蜀汉形成了以节俭为荣、 

奢华为耻的社会舆论和社会风气，很多蜀汉官员都做到了居官清廉，不 

尚奢华。如董和“躬 率 以 俭 ，恶衣蔬食”，“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费伟 

“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人不从车骑，无 异 凡 人 。诸葛亮后 

来位极人臣，在治国理政、戎 马 倥 偬 的 百 忙 之 中 ，从没忘掉治家和对后 

辈 的教育，在齐家上他同样要求他的子孙们养成节俭的习气，从而以成 

大 器 。

他不以财产遗子孙，却留下了《与兄谨言子乔书》、《与兄谨言子瞻 

书》、《诫子书》、《又诫子书》、《诫 外 甥 书 》等 一 批 精 神 财 富 ，以告诫后 

辈 。其教育子女的佳作《诫 子 书 》千 古 流 芳 :“夫 君 子 之 行 ，静 以 修 身 ， 

俭 以 养 德 ，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 须 学 也 ，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砺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 

与 时 驰 ，意 与 日 去 ，遂成枯落，多 不接世，悲守穷庐，将 复 何 及 ! ”这段话 

谆 谆 教 诲 ，给后辈留下了“澹泊 致 学 ，俭以养德”，“养心莫善于寡欲”的 

修身治性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4 .  坚 韧 不 拔 的 毅 力 知 其 不 可 而 为 之 ，是 一 辈 子 不 计 成 本 地 献  

身 ，是对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不可 而 为 ，坚 軔 一 心 ，竭尽 人 谋 ，是诸葛 

亮 另 一 品 格 的 真 实 写 照 。诸 葛 亮 的 政 治 理 想 ，是 “匡 复 汉 室 ，还于旧 

都 ”，一统天下。他 未 出 山 之 时 已 知 汉 室 倾 颓 、气 数 将 尽 ，历 史 潮流无 

法 逆 转 ，然毅然出山，担负起匡 扶 汉 室 的 大 任 。但现 实 却 是 极 严 峻 的 ： 

三国 之 中 ，对手魏国势力最为强大，其 土 地 、人 力 、财 力 、物力比吴蜀二 

国的总和还要多，而 蜀 国 相 对 最 弱 。“今 天 下 三 分 ，益 州 疲 敝 ，此诚危 

急存亡 之 秋 也 。”诸 葛 亮 深 知 这 一 点 ，“以 先 帝 之 明 ，量 臣 之 才 ，故知臣 

伐 贼 ，才弱敌强也。然不 伐 贼 ，王 业 亦 亡 。惟 坐 而 待 亡 ，孰与伐之? ”他 

没有因为不可为而放弃自己的意志力量和远大的政治理想，没有放弃 

“匡扶汉室，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的历史责任。于 是 毅 然 挑 战 极 限 ， 

六 出 祁 山 ，北 伐 中 原 ，采取一切积极措施，发愤 图 强 ，以挟泰山而超北海 

的气概，“驱驰千万众，怒 目 瞰 中 原 ”，企 图 通 过 个 人 的 努 力 奋 斗 与 “天 

命 ”抗 衡 。虽劳而无功，仍不失为英雄壮举，这种尽力而为的奋斗精神 

和顽强不息的意志，后人 无 不 感 慨 系 之 。刘 备 死 前 ，白帝城托孤，诸葛 

亮义无反顾地担负起辅佐刘禅的重任，忠心耿耿地守护着昏庸无能的 

后 主 。诸 葛 亮 披 肝 沥 胆 ，六 次 出 师 北 伐 ，“汉 贼 不 两 立 ，王业不偏安％ 

而后主软弱无能，亲 佞 远 贤 ，给 蜀 汉 发 展 蒙 上 巨 大 的 阴 影 。诸葛亮对 

“扶不起的阿斗”深 怀 忧 虑 ，可 他 还 是 孜 孜 不 倦 去 努 力 奋 斗 ，硬是知其 

不可为而为之，用心尽力为国尽忠，用 血 与 肉 去 护 持 国 家 ，在这样的过 

程中实现着自己的治国理想和做人的规范。

关于诸葛亮文化的探讨，可能还有本文未及之处，然而诸葛亮文化 

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是很多中国古代贤相名将形成的文化 

难以与之比肩的，因为诸葛亮文化虽然历经风雨，但在新的时代仍然在 

不断翻新。它不会随着历史车轮而销声匿迹，因为在中国这片以儒家 

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土壤上，永 远 适 合 诸 葛 亮 文 化 传 播 ，并 将 会 发 扬 光  

大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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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高中政治课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莫笑飞

( 望 奎 县 一 中 黑 龙 江 望 奎 152100)

目前，政治课教学中存在一种突出现象，即由于已经受到或正在受 

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其中包括来自学生家庭生活境遇的影响，学 

生们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许多“先 人 为 主 ”的观 念 。他们不是在被动 

地接受教育，尽管年轻学生的可塑性很大，但他们的自主意识也在不断 

增 强 。正因为如此，在教学过程中，他们会对所学知识作出自己的理解 

和 反 应 ，结果出现了一些片面的、似 是 而 非 的 甚 至 是 错 误 的 认 识 ，乃至 

表现出对教学的“逆 反 心 理 ”。表面上看这 些 是 在 教 学 过 程 中 出 现 的  

问 题 ，究其真实原因，其实是受社会影响的结果。

1 .  问 题 的 表 征 （1 ) 是 在 学 生 认 识 中 存 在 着 现 实 性 偏 差 ，表现为 

学生从社会上获知的现实情况不是零碎、肤 浅 ，就是失之偏颇。在一次 

教学活动中，结合“热爱社会主义”议 题 曾让学生联系实际谈体会。有 

学 生 认 为 :“如 今 社 会 上 只 讲 效 益 、只 讲 赚 钱 ，你 不 能 干 就 没 有 你 的 饭  

碗 ，这可跟过去的社会主义不同，那 时 人 人 有 饭 吃 ，有 活 干 。”据 了 解 ， 

这位学生的父亲被单位裁减下来了，所以他对当前社会生活有自己的 

看 法 。但他所陈述的事实却有片面性，因为他对我国社会生活深刻变 

化的实际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只看到眼前暂时存在的某些非本质 

的现象，结果有些事实是被夸张了，有些则是被曲解了。

( 2 )  是 在 学 生 认 识 中 存 在 着 观 点 性 偏 差 ，表现为学生跟着社会生 

活的感觉走，在灯红酒绿的物质世界里，认识上不知不觉地误人歧途^ 

有的学生的行为常不自觉地表现了社会上的影响，嘴里哼着顺口的广 

告 词 ，如 “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这种影响 是 潜 移 默 化 的 。结 果 ， 

关于在新形势下还要不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一次在课堂讨论时，有学 

生持否定观点，认 为 “现 在 社 会 上 实 行 的 是 高 消 费 ，能 挣 会 花 自 己 光  

彩 ，别人也羡慕。艰苦奋斗已不合时代潮流，要 不 ，建那么多高级宾馆、 

进口那么多高档消费品干什么？! ”

( 3 )  是 在 学 生 认 识 中 存 在 着 兴 趣 性 偏 差 ，表 现 为学生对传统教育 

的冷漠与疏远，而对各种并不健康的“新 潮 ”事物和时髦行为却有一种 

特殊兴趣偏好，如从迷恋港台歌星到热衷于港台的言情武打片，从欣赏 

西方文化到服饰打扮、行为作派、消费品味的港化、西 化 。反 之 ，有些学 

生对教材上介绍的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领袖、英雄模范人物不感兴趣， 

引不起思想上、感情上的共鸣，却把港台歌星一类形象当作青春偶像极 

力 推 崇 ，一味模仿。至 使 这 些 学 生 身 上 “奶 油 味 ”和 各 种 怪 味 过 浓 ，精 

神 疲 软 ，人格 退 化 ，缺乏健康向上的精神气质。

2 .  问题带来的与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根 据 教 育 从 属 于 社 会 的 特  

性 ，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里，教学实施和社会环境存在着相对顺 

应 的 关 系 ，在这种条件下，政治课教学容易实现自身的教育功能。如在 

五 、六十 年 代 ，学校教育教授给学生的东西，和社会上给予学生的影响， 

总体上是吻合的，那时政 治 课 好 教 ，学 生 也 愿 意 听 。相 反 ，处在转型过 

程中并充满变化和无序的社会环境时，教学实施和社会环境反差很大， 

在这种条件下，政治课教学要实现自身的教育功能就比较困难了。所 

以在当前改革开放的社会大环境下，政治课教学如何适应社会的变化， 

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还 应 该 看 到 ，由于当今社会变化来得巨大 

而 又迅猛，社会生活表现得错综复杂，而 且 有 时 还 很 尖 锐 和 突 出 ，学生 

自然被社会上的新变化、新情 况 、新问 题 、新矛盾所吸引，结果社会的影 

响作用迅速增长。然 而 社会影响是复杂的，而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又 

良莠混杂，使一些不谙世事的学生容易受到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 

极端个人主义的消极性影响。与此同时，面对社会的变化，政治课教学 

往往处于穷于应付和无所适从的状态，教师们只能努力消化和适应社 

会变化给教学带来的影响，甚 至 一 时 产 生 消 化 不 良 的 问 题 。而教学的 

滞 后 性 无 疑 弱 化 了 教育本应起到的完整性、连 续 性 和 导 向 性 的 功 能 。

这就使教育的作用下降，而社会的影响作用上升。这一升一降，使学生 

认识上的社会性偏差难以避免地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3 . 具 体 解 决 策 略 关于学生认识的社会性偏差，教师实际上处于 

裁决者的地位。他 必须对某种问题作出某种判定，以便决定是否应实 

施教 育 。但他作出的判定也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不正确的。这显然是 

一种 矛 盾 ，教师的成熟、谨 慎 、理 想 和 责 任 感 有 助 于 缓 解 矛 盾 。但完全 

避免矛盾的发生显然不切实际，除非教 师 放 弃 了 教 育 者 的 责 任 。总体 

而 言 ，教师应处在教育的主导方面。为了克服社会性偏差，在教学实践 

中应做到：

( 1 )  针对现实性偏差，在进行教育时，应使学生对现实社会生活尽 

可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而不是零碎的、比较深人的而不是肤浅的了解 

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应避免在是否是“事 实 ”的问题上做无谓的 

纠 缠 ，而是用全面、发展的观点去分析现实，引导学生对现实的了解与 

认识逐步接近社会生活的本质。

( 2 )  针对历 史 性 偏 差 ，在 进 行 教 育 时 ，应 消 除 学 生 对 中 国 历 史 ，尤 

其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史的历史隔膜感，增强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 

认 同 感 。考虑到学生历史知识有限、生活体验缺乏，应尽可能提供历史 

背景材料，引导学生从大处着眼看问题，避免因表面现象或个别事例而 

产生对历史的误解与偏见。

( 3 )  针对观点性偏差，在进行教育时，应坚持正确的社会价值观的 

导向 作 用 ，对形形色色的“新 观点”不 能 盲 从 。同时注意使正确的观点 

与充满时代气息的内容比较好的结合起来。

( 4 )  针对兴趣性偏差，在进行教育时，应坚信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确实具有感召人心的精神力量，坚信革命领袖和英雄模范人物确实具 

有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他们的思想、情操和业绩，能够对学生起健康、 

积极的引导作用。但要注意教师自己的感情投人和提高运用材料的能 

力 ，使教材上的人物成为有血有肉、人情人理的活生生的形象。这样才 

能真正抓住人心，打动人心。

( 5 )  针 对 态 度 性 偏 差 ，在 进 行 教 育 时 ，应 注 意 理 顺 学 生 的 思 想 情  

绪 ，端正对社会生活的正确认识。考 虑到态度同学生个人的生活境遇 

有 关 ，可以设置情景，努力设法让学生能够从不同的社会地位和角度出 

发 ，设身处地看待事物、思考 问 题 ，从而沟通对社会上人与事的理解。

学生认识的“社 会 性 偏 差 ”这一现象 的 存 在 是 广 泛 的 并 具 有 挑 战  

性 。处在社会大变动环境下成长的中国青少年固然代表未来，但他们 

并不因此便具有择优汰劣的天赋能力。我 们 不 是 “一 代 定 比 一 代 强 ” 

的庸俗进化论的盲目信徒。现在 我 们 面 对 的 这 一 社 会 群 体 ，正处在价 

值 “重塑 ”与价值“失 落 ”并 存 的 复杂的社会局面中。无 论 是 “重 塑 ”还 

是 “失 落 ”，都 有 可 能 以 不 同 方 式 强 化 这 一 现 象 。要 根 本 解 决 问 题 ，有 

赖于政治、经济的有效整合。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降低教育的社会作 

用 。在这个问题上，学校教育工作 者 知 难 而 进 ，迎 接 挑 战 ，让事态沿着 

我们期望的健康的方向发展，或者放弃引导的责任和努力，任凭事态在 

发展中进人不可知的混乱无序的未来。对 后 一 种 结 果 ，凡对中国前途 

抱有责任感的人都是不愿意看到的。就 政 治 课 的 教 育 功 能 而 言 ，我深 

切 感 受 到 ，凡是在教学中注意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加强解惑答疑的教 

育 力 度 ，能够用真理和人格的力量抓住学生，学 生 是 会 接 受 教 育 的 ，并 

易于人心人脑，使认识上的社会性偏差逐步得到矫正，从而取得较好的 

教育效果。当 然 ，作到这一点决非易事，需要做出不懈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