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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忠臣有多难

在诸葛家族最鼎盛的三国
两晋时期，做个“公务员”也不容
易。但诸葛家的“公务员”，却个
个具有鲜明的共同点，仿佛打上
了诸葛家的烙印。

首先，诸葛家的“公务员”都
讲“忠贞”。

诸葛亮的老祖宗诸葛丰即
是如此，汉元帝时期，这位60多
岁才当上“国家公务员”的老先
生，猛追一名“骄奢不守法度”的
外戚，硬是把皇帝他亲戚堵到皇
宫里不敢出来，最后被皇帝免
职，留下一个“特立刚直”的官场
故事。

自有记载的诸葛丰以来，诸
葛家的忠贞刚直就辈辈相传。诸
葛亮自不必说，在“扶不起的阿
斗”时代，诸葛亮“摄一国之政，
事凡庸之君，却事君以礼，谋国
以忠，挟震主之威竟能‘上不生
疑心，下不兴流言’。”

面对一个处处不如自己的
领导，能从内心里不说瞧不起
他，而是处处约束自己的言行，
保持忠贞和礼貌，这确实需要很
强大和坚定的内心操守才能做
到。

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也是
如此，他在东吴做官，绝对只忠
于孙权。蜀章武元年(221年)，刘
备以替关羽报仇为名举兵伐吴，
诸葛瑾写信给刘备进行和解。有
人向孙权进谗告密，说诸葛瑾私
通刘备，于是孙权说了一句很有
名的话：“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
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
负子瑜也。”

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
派诸葛瑾出使西蜀。如此难得的
机会，兄弟俩却只在商议国事时
相会，私下里从不见面。这些场
景，如今在沂南县诸葛氏祠堂的
壁画上都能见到。

诸葛亮的族弟诸葛诞，在曹
魏手下为官，当时人称亮、瑾、诞
兄弟三人为“龙、虎、狗”。但不得
不说的是，在诸葛瑾、诸葛亮之
后，真正振兴和支撑诸葛家族发
展的，是诸葛诞。

诸葛诞的忠诚也不逊于两
位族兄，诸葛诞的女儿嫁给了司
马懿的儿子司马伷，在司马氏取
代曹魏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诸葛
诞依然“不识时务”地忠于曹魏，
举兵抵抗女儿的大伯哥司马昭，
最后兵败被杀，夷灭三族。

诸葛诞临死前，几百名士兵
挡在诸葛诞身前，司马氏杀一人
问一句：“降不降？”每名士兵都
回答：“为诸葛公死，不恨。”直到
所有人都死在诸葛诞身前。

诸葛诞的儿子诸葛靓一支
后来回迁家乡琅琊，也就是临沂
市沂南县。他的这个儿子也很
倔，终身不向朝廷所在的洛阳方
向对坐。

这就是诸葛家的“公务员”
做派。讲一个小故事，孙权曾派
手下将领诸葛壹(也是琅琊诸葛
族人)假装叛逃引诱诸葛诞，诸
葛诞相信了这个亲戚，率兵一万
前去迎接诸葛壹。后来发现有
诈，赶紧退军，才侥幸逃过一劫。
诸葛氏各为其主，由此可见一
斑。

诸葛家的忠诚，可以解释成
封建时代的忠于君主，但无论在
当时还是现代，人们都对诸葛氏
的忠诚持肯定态度。这大约因
为，他们的忠诚，不仅是对一个

高高在上的人，也是对自己理想
的坚守。

为了这份理想，他们可以抛
弃昌盛家族的机会主义，比如同
在琅琊的王氏家族，就比诸葛家
族灵活得多，谁当皇上都能成为
望族；同时他们也抛却了纯粹的
业务主义——— 在诸多兴盛的大
家族中，都流行这样一种观点，
只要我业务好，潜心读书，谁来
当政都得用我。可在诸葛亮心
中，“恢复汉室”是一种理想，那
意味着统一，意味着远离他从小
就深恶痛绝的战乱，理想绝不容
更改。

这个出了很多有名“公务
员”的大家族，仅仅繁荣了几世，
到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衰败，隋
唐时期，诸葛家族里已经鲜见记
入史册的“公务员”。这个家族在
历史长河中因为忠贞被人记住，
也因为不谙或者不屑于投机，就
如流星般快速陨落，真是“成也
忠诚，败也忠诚”。

谨慎“刻”在名字里

诸葛家族的“公务员”秉承
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谨慎，而且
历史对谨慎在官场上的作用，已
经用事实做了说明。

诸葛亮一生唯谨慎。据史书

记载，刘备这么信任他，诸葛亮
在进谏时也非常注意分寸，还经
常拉着百官一起提建议，绝不自
恃其能突出自己。司马懿曾评价
他：“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但
比诸葛亮更谨慎的，是他的哥哥
诸葛瑾，可谓人如其名。

诸葛瑾在东吴政坛，几乎没
有什么敌人，他与任何人都能友
好相处，韦曜曾在《吴书》中评价
他：“才略虽不及弟，而德行尤
纯。”从诸葛瑾给儿子起的名字
中 也 可 以 看 出 他 的 为 官 之
道——— 诸葛瑾大儿子诸葛恪字
元逊，二儿子诸葛乔字仲慎，都
跟“谨慎”有关。

但诸葛瑾的谦虚谨慎并不
是随波逐流、怕做出头鸟，而是
善于在流水一样的柔软外表下
坚持原则。

史载诸葛瑾善于“谈说谏
喻”，他说话做事很低调，但能在
不经意间让孙权接受自己的建
议。比如东吴名士虞翻，一向嬉笑
怒骂狷狂张扬，被孙权深深厌恶，
东吴小朝廷内部很少有人敢为虞
翻开脱，只有诸葛瑾敢为他说情，
这也很为世人称道，大家公认诸葛
瑾这个一生谨慎的“公务员”，实
际上是有勇气、有原则的。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
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
道。”老子在《道德经》中对水的
描述，可说是对诸葛兄弟为官处
事之道的最好概括。中国官场从
古至今都吃这一套，直到今天，
公务员场上也是低调者顺风顺
水，张扬者被视为另类。

有史记载，这么多年，诸葛
家的“公务员”只出了两个“另
类”。一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
他聪明善辩，行事张扬，权力欲
极强，而且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跟老爹的作风完全是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结果被孙氏宗室人物
孙峻刺杀，然后夷灭三族。三弟
诸葛融被牵连诛杀，只有二弟诸

葛乔因为过继给叔叔诸葛亮而
幸存，总算是为江东诸葛瑾家族
留下了一点血脉。

诸葛家的另一个“超级大另
类”是东晋将领诸葛长民，行事
鲁莽且品行不端，后因反叛被刘
裕所杀。这也算应了一句古话：

“牙齿坚硬而脱落，舌头柔软而
长久。”

明代薛瑄曾作《为官镜鉴》
一书，将中国历代为官之道总结
为12点，其中就有“谨慎”、“隐
忍”、“低调”、“慎言”四点，都与
谨慎有关，而且书中多次引诸葛
家族为例。这也算是中国官场自
古而来的一个特色吧。

晒财产，

家人衣服仅一套

诸葛家族的“公务员”，几百
年来就没听说有几个是因为贪
污而出名的。自老祖宗诸葛丰开
始，就以“特立刚直”著名，诸葛
亮的廉洁更是闻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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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是开启了中国官员财
产申报的先河。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
是领导带头廉洁，下面的小“公
务员”更是无人敢顶风而上。如
西蜀官员董和“躬串以俭，恶衣蔬
食”，为官“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
儋石之财”。邓芝“不治私产，妻子
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另
一位重臣费炜“雅性谦素，家无积
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
车骑，无异凡人”。总之一句话，因
为西蜀的“总理”诸葛亮特别廉
洁，所以大臣也都集体很廉洁。

别忘了，魏晋时代已经开启
了官场奢靡之风，王恺石崇斗
富，用麦糖刷锅、拿蜡烛当柴火

的故事就发生在随后的西晋。而
诸葛亮治下的官员竟然清贫如
斯，可谓“打铁还需自身硬”。

诸葛亮在管理和教育家人
子弟方面，也非常值得后人借
鉴。史载“丞相之妾无副服”，先
不去讨论诸葛亮那个时代的纳
妾背景，但丞相的妾室连身换洗
衣服都没有，这就足够世人惊诧
的了。

诸葛亮早年无子，将哥哥诸
葛瑾的二儿子诸葛乔过继过来，
但对这个嗣子，诸葛亮要求极其
严格，他在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
写到，诸葛乔本来应该回成都，
但他让诸葛乔和其他官员子弟
一样，在深山中负责转运粮草。
诸葛乔后来牺牲于转运路上，年
仅25岁。

诸葛亮曾为儿子诸葛瞻作
《诫子书》，书中名言“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
宁静无以致远”。诸葛家族的孩
子，四五岁时就要熟背《诫子
书》，节俭的品德，就在这些孩子
刚刚记事起，被深深烙在他们的
脑海里，伴随着他们长大。

领导太强大的

现代启示

在沂南县诸葛氏祠堂内有
一石碑，上刻乾隆皇帝的一首
诗：“孝能竭力王祥览,忠以捐躯
颜昊真。所遇由来殊出处,端推诸
葛是完人。”

诸葛亮可以说是一位全能
领导，不仅政治、军事、学问和自
身修养都极好，而且工作特别勤
奋，也就是“事必躬亲”。在《三国
演义》中有一段经典对话，西蜀
使者告诉司马懿，诸葛亮处理公
事经常通宵达旦，二十军棍以上
的处罚都要亲自处理，而且平日
吃得很少。司马懿听后喟叹：“孔
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这又带来一个问题，领导能
力太强大，工作忘我，大事小事
都亲力亲为，而且喜欢一竿子插
到底，那对诸葛亮的下属还有蜀
国小朝廷来说，是好事还是坏
事？

后世对此也一直存在争议，
人们世代敬仰诸葛亮，跟着这样
的领导干，下属会很省心，不会
迷失方向，更不容易出错。但面
对这么能干的领导，做起事来也
难免束手束脚、唯命是从，遇到
困难总想等领导给个“锦囊妙
计”，时间一长，就容易养成依赖
的习惯，得不到锻炼。一旦领导
不在，就如同主心骨被抽掉，整
个金字塔轰隆隆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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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诸葛葛家家的的““公公务务员员””怎怎么么当当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
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
联合报道

“臣家成都有桑八
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
衣食，自有余饶……”公
元234年，诸葛亮在五丈
原病逝，临终前，他在给
蜀汉后主刘禅的最后一
篇奏章中，做了一次财
产申报。

诸葛亮可能不会想
到，一千多年后，不少后
人将称他为“财产公示
第一人”，并把他作为当
代公务员的楷模。

琅琊诸葛家族，曾
在三国两晋时期人才辈
出，且多入仕当“公务
员”，但这个家族在政治
上也快速陨落，甚至留
下“不为良相，即为良
医”的家训。

诸葛家族做“公务
员”，都带有非常明显的
共同特征。但如何做好
公务员，这个话题，穿越
一千多年，仍然很有探
讨价值。

沂南县诸葛祠堂旁边的诸葛亮铜像。 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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