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③不久，蜀主刘备去世，刘备的儿子刘禅袭位为“后主”。诸
葛亮继续任丞相，并受封为“武乡侯”，蜀国一切军政大权都掌握
在他手里，由他裁决。

④诸葛亮一贯主张联吴伐魏。他一面和东吴结好，一面南征
孟获，平定南中诸郡，以消除后顾之忧，然后充实军备，练兵习武，
积极准备北伐魏国。

①三国时期，占据四川一带的刘备宣告登基，即历史上所称
的蜀汉“先主”。

②曹操的儿子曹丕废去汉献帝自己称帝，改国号为魏，曹丕
即魏文帝。刘备拜诸葛亮为丞相，定都成都。于是，连同江南（江
东）的东吴，就正式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⑤诸葛亮发动了两次北伐，当时蜀国群臣中，不少人反对兴
师伐魏。诸葛亮因此上表后主，分析当时局势，表明必须北伐。
在最后一次北伐前夕，他写给刘禅的《后出师表》中表达了自己为
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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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今宝鸡岐山境
内）去世。刘禅追谥其为忠武侯，故后世常以武侯、诸葛武侯尊称
诸葛亮。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之一。

③杨颙还列举历史上一些著名例子，劝诸葛亮不必自校簿
书，整日劳累，以致“上下相侵”，这样做最终只会空耗精力，一事
无成。

②一次，丞相主簿杨颙见诸葛亮辛苦地伏在案前，核对登记
册和账本。于是劝说诸葛亮不必亲自处理一切文书，少过问一些
琐碎的小事，应主抓军政大事。

①公元223年，刘备去世。临死前，他将军国大事都托付给了
丞相诸葛亮。为履行对先主的承诺，诸葛亮殚精竭虑，全心全意
辅佐后主刘禅，事必躬亲，任劳任怨。

⑤后来杨颙病死，诸葛亮非常难过，哀悼不已。为了鼓励下
属踊跃参与政事，诸葛亮特地写了一篇文告，号召文武百官、朝廷
内外主动积极地发表政见。

⑥诸葛亮让大家都来参与商议国家大事，是为了集中众人的
智慧和意见，广泛听取各方面有益的建议，从而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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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杨主簿一番坦率诚恳的劝告，使诸葛亮很受启发。但他又
恐有负刘备所托，仍然亲自处理大小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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