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大讲堂·三国文化季

坊间流行一句话，叫“少不读《水
浒》，老不读《三国》”。有人说，少年心性
未定，看《水浒》容易被其中“打打杀杀”
所影响，而《三国》里计谋太深，老年人读
《三国》则容易变得“老奸巨猾”。

真的是这样吗？2月28日下午，名
人大讲堂“三国文化季”第三场讲座在西
南石油大学开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
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
会荣誉副会长，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中心
首席专家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梁满仓以
《蜀汉集团“跨有荆益”的智慧》为题，为
线上线下观众细讲以刘备、诸葛亮为主
要人物的蜀汉集团，如何以卓越的智慧
实现“跨有荆益”。

一开场，梁满仓率先谈到“老不读
《三国》”的问题。这句话中的“三国”，究
竟是指《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梁满
仓说，若是《三国演义》，许多专家已经证
实它的主题不是讲计谋，而是家国情怀；
若是《三国志》就更不对了，其主调是历
史发展趋势。“所以这句话实际是对‘三
国’大大的误解。而在《三国志》中还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智慧。这也
是今天我要讲的，蜀汉集团‘跨有荆益’
的智慧。”

战略设计上的智慧:
奠定《隆中对》千古名篇地位

《隆中对》短短300余字，却成为我
国古代战略思想中的千古名篇，其中提
出的“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成为蜀汉
集团后来能成功的重要思想武器。在讲
座中，梁满仓首先对《隆中对》内容进行
了概括：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
预见到天下三分的未来，并且指出了实
现三分的途径是“避实就虚”。而后，他
提出“跨有荆益”，先取荆州再取益州，对
外还要与孙权结盟，共同对抗曹操。最
后提出了“兴复汉室”的长远任务。

梁满仓认为，《隆中对》是一篇兼具
预见性、科学性、系统性、策略性和思想
性等特点的千古奇文。预见性是指诸葛
亮对当时的形势判断很准确，而且是对
长达十多年的局势的“预言”，这是非常
了不起的。

而诸葛亮的“预言”之所以准，也正
是因为他掌握了科学的规律。譬如曹

操、孙权是当时天下的两强，曹操拥数十
万大军，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有天时；孙
权立国三世，据江东之险，占有地利，二
者一时谁也吃不掉谁。基于这样一个认
识，诸葛亮进一步认为：两强对峙，也有
他们一时无法顾及的地方，这就是荆、益
二州。

诸葛亮的分析很有条理和系统性，
大系统是要兴复汉室、实现统一，小系统
条理分明地列出了对曹操、对孙权以及
对自己的不同处理方式。同时，也将“兴
复汉室”作为战略目标，成为号召天下、
争取人心的政治策略。

梁满仓认为《隆中对》最具闪光点的
特征，是它的思想性。诸葛亮注重“人
谋”，谋求变弱为强，体现了要从失败中
崛起并最终战胜强曹的积极进取精神。

时机选择的智慧：
循序渐进，徐徐图之

讲座第二部分，梁满仓用一个个精
彩的故事，讲述了刘备在诸葛亮、庞统等
人的帮助下，如何一步步占领荆州和益
州，这中间全是智慧的博弈。

梁满仓讲到，虽然《隆中对》高瞻远
瞩，但却不能立刻实施。刘备是在走投无

路的情况下被荆州刘表接纳，本来二人一
起抗曹，如果突然谋取荆州，不符合道义，
而且当时在荆州还有一批希望投降曹操
的人，他需要提防降曹派对自己的暗算。

那刘备是如何徐徐图之的呢？首
先，要善于利用矛盾，放眼未来，为据有
荆州做铺垫。例如刘表长子刘琦不受
宠，甚至有生命危险。诸葛亮为刘琦出
主意，让他主动远离此处，到江夏做太
守。刘琦在后面果然与刘备联合，实现
了“双赢”。不仅如此，刘备还一直保持
高度警惕，让自己不失道德高地。例如
刘表要假意“托孤”，让刘备当荆州刺史，
刘备断然拒绝了。

进军江陵，改道夏口。这是刘备占
领荆州的重要一步，直接刺激了曹操迅
速占领江陵的欲望，有利于联吴抗曹局
面的形成。其后刘备“见缝插针”，提议
刘琦为荆州刺史。刘琦病逝后，“群下推
先主为荆州牧”，一个“推”字，充分表达
了刘备、诸葛亮利用刘琦的巧妙。

之后的占领益州也有“三步走”。首
先要拉拢益州内部重要成员，其次是根
据不同人物的性格对进据益州做好“人
事安排”。尤其是诸葛亮力劝刘备重用
庞统，这是完成“隆中对”所急需的人

才。事后证明，凡是有关进占益州的决
策和实际运作，绝大部分是由庞统来进
行，很少有诸葛亮干预的记载。

最后一步，是要变逆夺为顺取。建安
十六年（公元211年）三月，曹操西征汉
中，此举吓坏了当时的益州刺史刘璋，于
是他派人请刘备入蜀共同抗击曹操。这
时，许多人都建议刘备直接夺取益州，但
刘备依然说：“此大事也，不可仓卒。”最后
是曹操要东征孙权，刘备借口欲走，刘璋
百般阻拦，刘备师出有名，将“逆夺”变为
了“顺取”。

群策群力的智慧：
既有理论也有创造性的践行

梁满仓总结道，在对《隆中对》“跨有
荆益”战略的实施中，刘备、诸葛亮、庞统
以及蜀汉集团其他人员，都展示出了极
高的智慧。

刘备放弃了两次直取荆州的机会，
凭借自己的政治经验避免了危机，从而
有了后面的联吴抗曹、赤壁大胜、据有荆
州等一系列成果。诸葛亮在刘表集团内
部斗争中，支持刘表的长子刘琦，给他出
主意让他请求出任江夏太守，离开权力
斗争漩涡自保，同时也为自己准备了一
块可以立足的根据地。

其他又如赤壁火烧战船之后，刘备
一方面上表让刘琦继任荆州牧，一方面
乘孙吴军向西向北进军之机，南下占据
荆州江南四郡。前一个举动为刘备在刘
琦死后继任荆州牧奠定了政治上的合法
基础，后一个举动则是利用有利时机，用
军事手段扩大荆州领地，为刘备继任荆
州牧打下物质基础。

在采取什么方式占领益州问题上，
刘备放弃了“逆取”，没有把“涪城会”变
成“鸿门宴”，固然与他的仁义有关，也表
现了政治家的成熟。

梁满仓认为，“跨有荆益”非一人之智
力所能完成，其中既有理论的提出，又有
刘备、诸葛亮、庞统以及蜀汉集团其他人
员富有创造性的践行。因此，“跨有荆益”
是集体智慧的体现。当然，这个智慧并非
完美无缺，它的缺陷要靠更大的智慧弥
补，这是需要在另外文章解决的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
摄影陈羽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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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如何步步实现“跨有荆益”？
梁满仓登名人大讲堂详解三国智慧

名人大讲堂·对谈

2月28日下午，名人大讲堂“三国文
化季”的第三场讲座在西南石油大学开
启。率先亮相的是“名家会客厅”，以主
持人海江与梁满仓的对谈作为“导讲”。
面对“没有《三国志》，是否会有《三国演
义》”等有趣问题，梁满仓提出了自己的
见解，更向观众推荐了他心目中三国文
化的“最佳打卡点”。

先有《三国志》，然后有《三国演义》，
这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倘若一千八百
多年前，陈寿没有撰写影响后世的《三国
志》，是否还会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我想一定会有。因为三国是一个
非常著名且有魅力的时代，是英雄辈出
的时代。即便没有陈寿的《三国志》，一
定还会有其他关于这个时代的史学材料
遗存。后来者一定会根据这些遗存，去
创造属于他的文学作品，所以我想一定
会产生《三国演义》。至于是什么样的，

我想一定会跟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有区
别。”梁满仓说。

对于三国迷来说，来到天府之国，自
然少不了要打卡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但
在梁满仓看来，四川大地上三国文化的
遗存非常丰富，“我曾经去过剑门关，这
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他还提到了
大邑县的赵云墓，“赵云是赫赫有名的白
马将军，到赵云墓地去瞻仰古人的雄姿
和遗风，我觉得很有必要去一趟。”

虽然三国时期的文化遗迹数不胜
数，但在梁满仓看来，精神层面的内容更
需要进一步发掘。“在研究三国文化方
面，四川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给人们提供
了这么多物质上的遗存。我们要充分利
用好，进一步发掘其中精神层面的东西，
四川还大有文章可做。”梁满仓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摄影陈羽啸

2月28日，梁满仓在西南石油大学开启名人大讲堂“三国文化季”第三场讲座。

没有《三国志》还会有《三国演义》吗？
梁满仓：“一定会有”

梁满仓（右）与主持人海江在“名家会客厅”对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