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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底 是 谁 害 死 了 马 谡 

孙 碧 

(华 中师范大学 第一附属 中学 ，湖北 武汉 430223) 

一 部《三国演 义》的小说，一 曲京剧老生戏“失·空·斩”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使历史上的一个小人物马 

谡成 了～个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眼高手低的反面典型 ，知名 

度甚 至可以和战 国时期 的赵 国主帅赵括相 比—— 当年 由于错 

误指挥，赵括他亲手葬送了自己和赵国四十万大军的性命。 

历 史上的马谡是个什么样 的人 呢?果真是一个无 才少谋 

的纸 上谈 兵之辈吗? 
一

、马谡其人其才 

据《一三国志 -蜀 书 ·董 刘 马 陈董 吕传 》记载 ：马谡 (190— 

228)，字幼常 ，襄 阳宜城 (今 湖北宜城 南 )人 ，三 国时期蜀汉 大 

臣 ，侍 中马 良之弟 。初 以荆 州从事跟随刘备取蜀人 川 ，曾任绵 

竹 、成都令 、越离太守。蜀汉丞相诸葛亮用为参军 ，“才器过人 ， 

好 论军 计 ，丞相 诸葛亮深加器异 ”。但刘备临死前对孔 明说 ： 

“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不以为然，拜马谡为参军， 

可见诸葛亮对马谡器重有加。 

事 实上 ，马谡确有 良策 ，《三 国志 》记载 ，诸 葛亮南 征时 问 

计于马谡，马谡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 日破之，明 

日复反耳 。”为此 ，马 谡提出 了“攻心 为上 ，攻城 为下 ；心战 为 

上 ，兵战 为下”的用兵 之道 ，被 诸葛亮采纳 。后在南征过 程中 ， 

诸葛亮七擒 E赦盂获，目的就是以心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 

方 不敢复反 ”，从根本上稳 固 了蜀汉 政权 的战略大后 方 ，为 日 

后 六 祁 山 、北伐 中原创造 了必要 的条件 。 

小说 《三国演义》第八十八 回，说三擒盂获时 ，诸葛亮 与马 

谡 同时识破盂 获诈 降之计 ，相 互“抚掌大 笑”，大有英雄所见略 

同 ，惺惺相惜之感 。 

在 《汉晋春秋》中 ，习凿齿 也视马谡为“俊 杰”，而认为刘备 

所 说的马谡 之才不可大用 的意思 ．并不是说其“非 才”也 

由此可 见，历史上的马谡并不是文学戏 曲上所描述 的那 

样纸上谈兵之辈，至少也算是一个上等谋士，否则 ，诸葛亮也 

不 会“每引见谈论 ，自昼达 夜” 

二、马谡之死与街亭之失 

文学戏曲中的马谡，以全家性命担保而立下军令状去守 

街亭 ，街亭失守 以后 ，被诸葛亮挥泪而斩 。 

史书上 的马谡之死 ，却有几种说法 。陈寿先后在《三国志》 

中提 出 =i种 说法 ：一是马谡死 于牢 中：二是 诸葛亮斩 马谡 ：三 

是 马谡畏罪逃亡 ，丞相长 史向朗知情不举 ，被 免职。第一种说 

法写在《马良传》里；第二种说法写在《三国志》的《诸葛亮传》 

与《王平传》里；第j种说法写在《向朗传》里。第一第二两种说 

法 ．互相矛盾 。第三种说法 ，可与第一或第二种并存 。因为 ，马 

谡可能于逃亡以后被捉住，然后被斩，或死在牢里。 

马谡到底是怎么死的，留待后来学者去考评，这里不做探 

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前有街亭之失，后有马 

馒之死 ．前为因后为果，马谡之死是因街亭失守引起的。 

那 么 ，如果弄清楚 了失街 亭的原因 ，马谡 之死 的原 因也就 

清楚 了。 

让 我们再现历史 上的街亭 失守 

据 《三同志·蜀书 五·诸葛亮传 》记 载：六 年春 ，扬 卢 由斜谷 

道取眉 ，使赵_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 ，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 

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邰拒亮，亮 

使马谡督诸 军在前 ，与邰战于街亭 。谡违亮节度 ，举 动失宜 ，大 

为张邰所破 ．． 

《i圄演 义》描述 得就更具体 ，第几十五 回：诸葛亮布置守 

街 亭时特意交代 ：“汝可小心谨守此地 ：下寨必 当要道之处 ，使 

贼兵急切不能偷过 。”而马谡并没有按诸葛亮交代的“当要道 ” 

下寨 ，也听不进副将王平 的劝谏 ，执意在 山上 屯军 。司马懿一 

面命 人切断水 源 ．一面亲率几倍于马谡 的兵力将 马谡的人 马 

四面围定。蜀军见魏军势众 ，山上又无水不能食 ，军 中 自乱 ，加 

上魏军又四面沿山放火 ．蜀军是降的降 、逃 的逃 ．大败 而退 

从以上过 程可以清楚地看 出来 ．蜀军失守街亭 的原因很 

多 ：一是敌强我弱 ，除兵力悬殊以外 ，对方都 是名将出战 ，而且 

是主帅司马懿 亲 自现场指挥和参战 ，马谡哪是对手 。二是将 帅 

不合 ，为了确定下寨 的位置 ，主副二将 就争得 不可开 交 ，以致 

分兵把守 ；三是 主帅 威信不够 ，士气 不足 ，见敌方 势众而畏 惧 

不敢前 ，导致马谡未开战之前 即先 自杀 二将 ：四是最关键 的一 

点，《三国志》讲：“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马谡没有听从诸葛 

亮的指挥，没有按照诸葛亮交代的当要道下寨，去阻挡魏军， 

却屯兵山上准备与魏军决战，用马谡引用兵法的话说是“凭高 

视下 ，势如劈竹”和“置之死地而后 生”。 

那么．马谡为什么会不听诸葛亮的指挥而 自作主张?难道 

是没有领会 诸葛亮 的作 战意 图，抑 或是根本就没有 临战经验? 

三、马谡之死的深层次原 因解析 

让我们再来回顾分析马谡求战、布战及战败的全过程。 

据陈 寿《三国志 ·蜀 书九·马良传 的附传 马谡传》记载 ：“建 

兴六年 ，亮出军向祁山 ，时有 宿将 魏延 、吴壹 等 ，论者 皆言以为 

宜令 为先锋 ，而亮违众拔谡 。统大众在前 。”通过长期的接触 ， 

诸葛亮是认准了马谡，力排众议而提拔使用了马谡为先锋。 

到现场进行战术布阵时，马谡明明知道诸葛亮要求他去 

守街 亭 ，只要把街亭 守住 就万事大 吉 ：而且 ，诸葛亮 已经交 代 

要 “当要道 下寨 ”。目的“是使贼兵 急切 不能偷 过 ”．就 是 以守 

为主。但 马谡到现场后 ，不是取守势 ．而是 以与敌人决 战的姿 

态 ，屯军 山上 ，这 从以下王个 现象看 ，马谡 此役是想 战而不 是 

想守 ： 

1．他没有按照诸葛亮的要求 ，择要道下栅以阻止敌人前 

进，说明他不是想守，而是想与敌人～战。 

2．马谡说 ，兵法云“居高临下 ，势如破竹”．从战的角度看， 

这 的确是非常 占优 的。所 以他把 部队拉到山 上，就是想“势 如 

破竹 ”往下冲杀 ，也说 明他也是想战。 

3．他 屯兵 于 山上 ，按 他 的说 法是 “置死 地 而后 生 ”，将 自 

己置于没 有退路 的位 置上 ，迫使 自己死 战 ，这 也说 明他 还 是 

想 战。 

可 见在战略指导思想上 ，马谡与诸葛亮 并不 一致 ，或者 说 

是没有执行诸葛亮的命令。 

从敌我形势 的判断 上看 ，本 应该按照诸葛亮 的意见采取 

守势 ：敌强我弱 ，以守为 主 ，才能在守 中寻找 战机 ；从街亭 战略 

地 位及地 理形势 来看 ．这 个地方 为 “山僻之 地 ”，也是 易守 难 

攻，只有守才更会有胜算。 

对这 些形势 的分 析和判断 ，以马谡之 才 ，不 可能不 知道 ； 

而诸葛亮 的战略意 图，马谡更应该是清楚 的。既然如此 ，那 为 

何马谡会取攻势 ，那 么想 战呢?这得从马谡本次争 当先锋的心 

理分析 。 

《三国演义》中描述 ，诸葛亮安排任 务时话音未落 ，而马谡 

即主动请缨，诸葛亮以激将法激他时，他主动要求签下生死 

状 这一方 面说 明马谡是 不辜负诸葛亮的培养 ，而主动请 战 ． 

也从 另一方面说 明马谡急于建功 ，特别是在 战场 上建战功立 

业 ．而不满 足于仅做一个幕僚 和参 军。从马谡 以前 的经历 看 ， 

他从来都 只是做幕僚 ，每每给诸葛亮 出些好点子 ，也深 受诸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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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时 明 月 汉 时 关 ，边 塞 诗 魂 永 不 散 

边塞诗思想感情探 究 

张 华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 ，江苏 东海 222300) 

自古边疆 多战事 。壮士慷慨 出玉关 ，连年的战火铸就 了不 

可磨灭的边塞诗魂 。边塞诗是 唐代诗歌 的主要题材 ，是唐诗 当 

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但边 
塞诗不是 唐代仅有的 ，后代也有传 承 ，广义地说 ，与边 塞戍边 

生活有关的诗 歌就 可以视作边塞诗。那么 ，边塞诗人通过描写 

边塞生活传达出哪几类情感呢? 
一

、 勇敢豪迈、一往无前、卫国杀敌、建功立业的豪情 

这类边塞诗歌表现的是戍边战士奋勇杀敌、视死如归的 

英勇气概，表达他们保家卫国、渴望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即 

使是艰苦战斗，也壮丽无比；即使是出征远戍，也爽朗明快；即 

使是壮烈牺牲 ，也死而无悔。例如陈羽的《从军行》：“海畔风吹 

冻泥裂 ，梧桐叶落枝梢折。横笛闻声不见人 ，红旗直上天 山 

雪。”寒风劲吹、冻泥裂开，梧桐叶光、枝梢折断的景象，表现了 

极为恶劣严酷的自然环境，衬托从军将士无所畏惧的精神。风 

雪中红旗“直上”的动态描写 ，使画面生机勃然，展现了从军将 

士高昂的士气 、一往无前 的精神 。除此之外 ，“宁为百夫 长 ，胜 

做一书生”、“黄沙百战穿金 甲，不破楼 兰终不 还”、“醉卧沙场 

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但使 

龙城 飞将 在 ，不 教胡马度 阴山”、“男儿何 不带吴 钩 ，收取关 山 

五十州 ”、“孰知不 向边庭苦 ，纵死犹 闻侠 骨香 ”等脍 炙人 口的 

边塞诗句都是这类思想感情的代表。 

二、久戍边地 、思乡念亲 的悲情 

这类边塞诗歌描写的是出征在外将士的戍边之苦，表达 

他们无法返乡的哀怨 ，表现 出战士深深 的思 乡之情 。例如高适 

的《塞上听吹笛》：“雪尽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 

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在苍茫又清澄的夜境里，不知哪 

座戍楼吹起了羌笛 ，那是熟悉的《梅花落》曲调。“梅花何处落” 

是将“梅花落”三字拆用 ，嵌入“何处”二字 ，何处吹奏《梅花 

落》?诗 的三四句与李 白“谁 家玉笛暗飞声 ．散 入春风满洛城” 

意近。是说风传笛曲，一夜之间声满关山，构成梅花开满关山 

的虚景 ，呼应雪净 月明的实景 ，委婉含蓄地表达 了内心思念家 

乡 的强烈感情 ，境 界尤 为动人 。除此之外 ，“不知何处吹芦管 ， 
一 夜征人尽望乡”、“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碛 

里征人 三十万 ，一时 回首月 中看”、“燕然未 勒归无计 ，羌管 悠 

悠霜满地”等句子也传达出相似的情感。 
三 、对 战争 的厌恶 。对百姓 和戍边将 士的 同情 

这类边塞诗歌表现诗人反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的观点对 

连年战事的厌恶之情，表达诗人同情百姓、忧国忧民的情怀。例 

如张乔的《河湟旧卒》：“少年随将讨河蝗，头白时清返故乡。十 

万汉军零落尽 ，独吹边 曲向残阳。”通篇诗字里行间 ．尤其是“独 

吹边 曲向残 阳”的图景 中，流露 出一种深沉 的哀伤。“残阳”二字 

所暗示的 日薄西 山的景象 ．一个 “独”字又交代了这个老人 目前 

处境 ．暗示 出他从军后 家园所 发生的重大变故 ，使得他垂 老无 

家。此人毕竟是生还了，而更多的边兵有着更加悲惨的命运，他 

们暴骨沙场 ，是永远回不到家园了。“十万汉军零落尽”，就从侧 

面落笔，反映了唐代人民为战争付出的惨重代价。诗通过个人 

的遭遇 ，反映出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影子 。此外，高适 的“战士军 

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陈陶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 

闺梦里人”，杜甫 的“边庭流血成海水 ，武 皇开边 意未已”，柳 中 

庸的“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 

里黄河绕黑山”等诗句和诗作都是这类思想感情的代表。 

四、对 边疆 和平的向往 。对 报国无门的愤懑之情 

这 类边 塞诗歌 往往 表现 诗人对 良将及 早 出现的渴 望 之 

情 ，对边疆和平的向往之情 ，以及 自己报国无门的愤懑之情。 

尽管仍然洋溢着一股爱国热情 ，但更多一些凄厉 ．多一些惆 

怅。如陆游的《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雪晓清笳乱起。梦游 

处 、不知何地 。铁骑无声望似水 。想关河 ，雁门西，青海际。 睡 

觉寒灯里 ，漏声 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 ，鬓虽 

亮之 器重 (要 不然也 不会“违众 拔谡 ”，让 马谡承 担如此 之重 

任)，但从来还没有到前线的战场上历练过，没有单独带军去打 

过仗，从这一点上说，马谡急切需要建立战功，以改变仅作为参 

军的形象 ；诸葛亮也需要将他的爱将送到前线去历练一下。 

这个背景造成马谡立功心切 ，他想 战不想 守 ，宁愿 冒险地 

去战，而不保守地去守，就是这个立功心切的思想害了他。 

因为立功心切，他在战略上就藐视了敌人 ，当诸葛亮说街 

亭不好守时 ，他说 ：“某 自幼熟读兵 书，颇知兵法 。岂一街亭不 

能守耶?”当诸葛亮说司马懿非等闲之辈，更有先锋张邰乃魏 
之名将时 ，他说 ：“休道司马懿、张邰 ，便是曹睿亲来 ，有何惧 

哉。”因为立功心切，他把诸葛亮交代的以守为主的战略思想 

丢在脑后 ，而急切地想与敌人对决分出胜负 ；因为立功心切 ， 

他铤 而走 险 ，把部 队屯扎在 山上 ；也 因为立功心 切 ，他根本 听 

不见副将王平的忠告，一意孤行，直至把自己葬送。 

另一方面，诸葛亮的用人不当和揠苗助长也害了他。 

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一向奉蜀汉为正统，对诸葛亮深 

怀敬仰之情 的习凿齿 ，在他的《汉晋春秋 》中也认为失街 亭主 

要责任在诸葛亮，说他“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违明主之 

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这说明诸葛亮的确没有做到 

知人善任。 

1．对马谡求战以切、立功心切的心理并没有掌握．而没有 

与其沟通具体的战术方案，没有预防其求战心切的倾向发生。 

布置工作时 ，只讲 了“然”，而没有说 “所 以然”。明知道 马谡 并 

没有多少前线打仗 的经验 ．还力排众议地把 事关 蜀军存亡 的 

现场作 战指挥权交给马谡 

2．用人贵在适才。对于当参军来说 ，马谡可能是个好参 
军 ；但到现场带兵打仗，马谡可能还需要历练．把一个还没有 

实 战经验 的人一 下子放 到如 此至关 重要 的战役 上去 领导 作 

战，而且是力排众议地使用 ，本质上就是一种冒险行为，是对 

人才 的揠苗助长 。结果 是既害了马谡 ，又害了蜀军 。正如清朝 

诗人顾嗣协在诗中所云：“坚车能载重，犁田不如牛：骏马能历 

险，渡河不如舟。”人才的使用 ，贵在量才而用，不同才能的人 

适用不同的工作。才能使人尽其才。 

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诸葛亮也表达了他本人对用人 

不当的自责和检讨 ，当时他上疏给后主“请 自贬三等，以督厥 

咎”：“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 

帅 ，臣职是 当。” 

综上所 述 ，马谡之死 ，一怪他 自己立功 心切 ，二怪诸葛 亮 

用人不 当，是马谡 立功心切 加上诸葛亮 用人不 当最终害死 了 

他。这也给我们许多启示 ：学习也是一样的，一个好的心态， 

才便于正常甚至超常发挥水平 ，只有心态平和了，无论是赛 

场还是在考场，才能发挥自如，取得好成绩。另一方面，无论做 

什么事 ，贵在适才适用 ，人各有长 ，只有发挥所长 ．也才能人尽 

其才。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