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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诸葛亮遗言遗命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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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诸葛亮在北伐前线生病逝前留下有遗言遗命遗表，即推荐继任者，对安葬的要求，关于

家产的表白。他病重逝前仍心系国事，一生至忠至诚和无私清廉的高风亮节从这三则遗言遗命

遗表中得到充分体现; 他用逝前的言行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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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没有正式的遗嘱留下来，但是有三则遗言遗命遗表载于《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即对继任者的

提议，对安葬的要求，关于家产的表白。从这三则遗言遗命遗表，可以看到他生病逝前仍心系国事，深刻地

领悟他一生的至忠至诚和无私清廉的高风亮节，更深刻理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含义。
一、遗言推荐继任者

《三国志·杨戏传》［1］附录《季汉辅臣赞》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曰:

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 李) 福省侍，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

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卻骑驰还见亮。亮语福曰: “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

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 蒋琬字) 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

大事者? 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 费祎字) 可以继之。”又复问其次，

亮不答。
诸葛亮关于国家大计的意见看法，史书未载录，不得而知，只把他深思熟虑后对两位继任者的提名记录

了下来。
对这一记载，《资治通鉴》［2］将其列入正文，只是略作省简，曰:

亮病笃，汉使尚书仆射李福省侍，因咨以国家大计。福至，与亮语已，别去，数日复还。亮曰:

“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求决耳。公所问者，公琰( 蒋琬字) 其宜也。”福谢:

“前实失不咨请，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

( 费祎字) 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
关于诸葛亮对 继 任 者 的 推 荐，《诸 葛 亮 集》中 有《举 蒋 琬 密 表》。表 曰: “臣 若 不 幸，后 事 宜 以 付

琬。”［1］《蒋琬传》其实，此表不能作为遗表，它是在李福与诸葛亮交谈之前的奏章。《华阳国志》说得很清楚:

“初，亮密表后主，以( 杨) 仪性狷狭，‘臣若不幸，可以蒋琬代臣。’”［3］《后主志》所以，朱大渭、梁满仓先生认为这

是诸葛亮病前的奏表，刘禅在诸葛亮生病后即正式派李福去前线探视诸葛亮，并征求对国家大计和继任者

的意见［4］。
《资治通鉴》载录诸葛亮与李福的对话之后，胡三省注曰:

费祎，字文伟。亮不答继祎之人，非高帝“此后亦非乃所知”之意，盖亦见蜀之人士无足以继祎

者矣。乌呼! ［2］《魏纪四》

胡三省的意思有两层，一是蒋琬、费祎之后，太久远了，无法预知; 二是蜀汉人才匮乏，蒋琬、费祎之后难

有可担此大任者，所以诸葛亮没有再作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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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推荐的这两位继承人如何呢? 蒋琬、费祎是蜀汉德才兼备之俊杰，他们受到诸葛亮多次称赞。
《三国志·蒋琬传》中载录了诸葛亮对蒋琬的两次赞赏。一次在建安二十年( 215 年) ，刘备误会了蒋琬，诸

葛亮专门解释并高度评价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

重加察之。”一次在建兴八年( 230 年) ，因蒋琬任留府长史做到“足食足兵”，诸葛亮赞叹说:“公琰托志忠雅，

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蒋琬继任，史称:“( 蒋) 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

如平时，由是众望渐服。”蒋琬一继位即得到群臣认可、拥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向后主刘禅推荐一批人

才时说:“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

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

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费祎时为侍中，被称为贞良死节之臣，其品德才识得到很高

的评价。
二人继位后政绩如何呢? 仅引史家评论以说明。《三国志·蒋琬费祎传》末“评曰: 蒋琬方整有威重，费

祎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
陈寿评论说: 蒋琬方正严肃而威风凛凛，费祎宽厚通达而博爱众人; 都能继承诸葛亮的成规，遵循而不改。
所以边境无事，国家和睦一致; 但是还没有能完全懂得治理小国的合适之法，以及保持安静的道理。

陈寿的评价很高，只是有不足。而裴松之则认为蒋、费二人已经做得很好了，不同意陈寿最后的责难。
“松之以为: 蒋、费为相，克遵画一，未尝徇功妄动，有所亏丧，外卻骆谷之师，内保宁辑之实，治小之宜，居静

之理，何以过于此哉? 今讥其未尽而不著其事，故使览者不知所谓也。”［1］《蒋琬费祎传》

所以，“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 董) 允为四相，一号四英也。”［1］《董允传》注引《华阳国志》蒋琬、费祎的继

任得到当时蜀汉国人的认可、爱戴，也得到后人的称许，将他们与诸葛亮并列。
诸葛亮病中认真负责而又慎重地举荐了两任合格的继任人，他临死前仍为国事费神操心，真是做到了

“死而后已”。
二、遗命安排丧葬事宜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

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5］

关于这段话，千百年来没有人将它作为诸葛亮的遗命采用，所有的诸葛亮文集中因此也没有予以收录。
而著名三国历史文化学者方北辰先生经过研究却认为，这应该是诸葛亮的遗令，因此在其著作《三国志全本

今译注》中点断加引号，作为遗命。这完全正确。
短短几句话，把对墓地的选择、墓葬的规格、随葬物品的要求说得清清楚楚; 短短几句话，把诸葛亮北伐

的心志、践行节俭的美德揭示明明白白。
“出师未捷身先死”。壮志未酬，诸葛亮心有不甘，于是遗命将自己安葬在汉中定军山下。武侯墓有一

副名联，为清光绪年间蜀人李士瑛撰书，联文曰: “生为兴刘尊汉室，死犹护蜀葬军山。”［6］35 可以说这联语道

出了诸葛亮遗命葬定军山“死犹护蜀”的心志。陈文德先生说得更直白: 诸葛亮要求“去世以后，不必迁葬成

都，直接安葬在前线的定军山即可，以象征自己马革裹尸、战死疆场的志向。”［7］520 还有学者认为: 为什么葬

于定军山，“最主要的原因，诸葛亮还是为了提醒蜀汉君臣不要忽视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不要忘记北伐的

既定国策。”［8］274后世的种种看法无不说明，诸葛亮一生效力蜀汉，为兴复汉室，竭忠尽智，真是做到了“继之

以死”!

诸葛亮一生崇尚节俭，反动奢靡、厚葬，提出“俭以养德”，用俭朴来培养品德、德行。史载: “蜀土富实，

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1］《董和传》诸葛亮治蜀，力纠蜀地奢侈之风，以言传身教

作表率，自己“蓄财无余，妾无副服”; 同时重用一批清廉节俭的官员，如费祎“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

食”; 姜维“清素节约”，邓芝“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于是，蜀汉士吏上下形成清廉节

俭之政风。如今诸葛亮临死，又以薄葬将这一良好风气推行到底。古代丧葬礼俗繁缛，如死后入殮穿的丧

服要根据级别时令不同而特别置办; 入殓时要在口、耳、鼻处塞放珠玉金银，以求辟邪。曹操与诸葛亮都是

主张薄葬的。《宋书·礼志》载:“魏武以送终制衣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殓。金珥珠

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9］《礼志二》曹操不遵行这些陈规陋习，不用随葬器物。诸葛亮亦然，且不要求另外置

办寿衣，就用活着时候的衣服，比曹操的预先置办四箧终衣更节俭，节葬思想更彻底，崇俭品德更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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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诸葛亮墓冢的状况，后世文献有所记载。《三国志·诸葛亮传》载:“( 景耀六年，263 年) 秋，魏镇西

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左右刍牧樵采。”《艺文类聚》卷四十引梁刘澄之《梁州

记》曰:“武侯垒东南有定军山，入山十余里有诸葛武侯墓。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墓刍

牧樵采。今松柏碑铭俨然。”［10］《水经注·沔水》曰:“诸葛亮之死也，遗令葬于其山( 定军山) ，因即地势，不

起坟垄，唯深松茂柏，攒蔚川阜，莫知墓茔所在。”［11］《沔水上》

这些初始的记载说明，诸葛武侯墓的状况和受到的保护。但是，由于诸葛亮的墓规模很小，又没有土

冢，不封不树，郦道元在公元六世纪初期为《水经》作注时说，就只见松柏繁茂，已经看不到墓茔、找不到它的

确切位置了。今陕西勉县定军山下的武侯墓为后人重修，墓冢不大，与常人无异。
三、遗表公布家庭财产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有他自表后主的一段话，史称《自表后主》。该文没有系年，清人张澍编

《诸葛忠武文集》时将此文题作《临终遗表》; 中华书局编《诸葛亮集》时认为，按《蜀志》本传，似非遗表，又据

严可均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改为此名［12］14。有学者认为，“据‘若臣死之日’等语看，当在诸葛亮去世

前不久，大约建兴十二年为宜。”［13］258还有学者直接将此文系年于建兴十二年( 234 年) ，认为是“诸葛亮病重

期间，对后事一一作出妥善安排”中的一件事［14］180。因此，这是诸葛亮死前的奏表，作为他的遗言之一，后世

是没有异议的。
《自表后主》全文曰:

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

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

有赢财，以负陛下。
史书说:“及卒，如其所言。”这是诸葛亮表明自己家庭的固定资产、收入支出和无私清廉心志的奏表，一

代清正廉明的丞相形象跃然纸上。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引用诸葛亮《自表后主》中的“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

对领导干部提出了要求: 不要给家人和后人谋取私利［15］。
的确，诸葛亮清正廉明的情操永远值得敬重、效法。

诸葛亮生病临死前，建言将德才兼备的蒋琬、费祎推举为继任者; 遗命将自己葬在北伐大本营定军山

下，实行薄葬; 还上表说明自己的家产和无私的心境。这三则遗言遗命遗表，成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承诺的最好注解，为他一生打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其高风亮节，千百年来令天下人景仰、铭记，闪烁着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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