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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一直被誉为智慧的人

生、道义的化身、忠诚的楷模、廉洁

的表率。他的人格魅力被世人千秋

敬仰，万世流芳。

一、诸葛亮生平简介

诸葛亮，东汉光和四年（公元

181 年）出生在琅琊阳都（今山东省

沂南县），在家乡度过幼年时代之

后，于东汉初平四年（公元 193 年）

随叔父诸葛玄从家乡南下，在豫州

颍川郡昆阳县平山（今河南平顶山

市 卫 东 区）脚 下 寓 居 并 为 祖 上 庐

墓。建安六年（公元 201 年）去南

阳、襄阳，躬耕陇亩。建安十二年

（公元 207 年），刘备在屯兵新野期

间，“三顾茅庐”问计于诸葛亮，诸葛

亮为其献出《隆中对》，提出了夺取

天下的政治主张。建安十三年（公

元 208年），诸葛亮和鲁肃一起说服

孙权、周瑜，孙刘联合抗曹，初步奠

定三国鼎立基础。建安十六年（公

元 211年），刘备应刘璋邀请入川，进

驻葭萌关（今四川广元昭化区），留

诸葛亮、关羽固守荆州。建安十七

年（公元 212年），刘备与刘璋决裂，

后于建安十九年夏（公元 214 年）占

领益州。经过与曹操的数轮拼杀，

刘备于建安二十四年夏（公元 219

年）拿下汉中全境。蜀汉章武元年

（公元 221 年），刘备在成都登基称

帝，诸葛亮被封为丞相，总管尚书台

事务，并被授予符节。蜀汉章武三

年（公元 223 年），刘备托孤于诸葛

亮后，诸葛亮辅佐后主刘禅开府治

事，“政事无巨细，亮皆专之”。建兴

三年（公元 225年），率军平定南中；

建兴五年（公元 227年），手书《出师

表》并挥师北上屯驻汉中；建兴六年

至建兴十二年（公元 228 年至公元

234 年），组织五次北伐，因长期操

劳于公元 234年病逝于陕西五丈原

前线，葬于定军山（今陕西勉县）。

千古人杰，忠臣良相，诸葛亮独

特的人格魅力被代代传颂。

二、诸葛亮人格魅力的表现

（一）少年苦读，高瞻远瞩

诸葛亮少年时期就展现出了异

于常人的勤奋和才智。他幼年受到

了良好的家庭熏陶，在平顶山生活

的 8 年及在南阳、襄阳躬耕的这段

时间里，他饱读诗书，心系天下、广

交名士，为日后治国理政思想及军

事思想的形成打下了牢固基础。《隆

中对》精辟分析天下大势，为刘备制

定了先占荆、益二州，形成三足鼎立

之势，外结孙权，内修政治，待时机

成熟再分兵两路北伐中原，以成霸

业的战略方针。这一精辟分析，在

当时是高屋建瓴，站位全局，为刘备

集团制定了最佳战略规划，可谓高

瞻远瞩。这种洞察历史走势的政治

智慧，源于其少年苦读、博览群书埋

下的深厚功底。

（二）治理川蜀，为民造福

当代史学大家范文澜高度肯定

诸葛亮治国理政的功绩，说他治理

的蜀汉，在当时的三国是最有条理

的一国。

发展经济，安定民生。刘禅即

位后，面对内忧外患，诸葛亮采取一

系列得力措施，在蜀中兴修水利、提

高盐铁生产技术、扩大蜀锦生产规

模，使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例如，为

了维护都江堰，设置了专门的“堰

官”，并征调一支 1200 人的队伍，常

年负责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得这

项伟大的水利工程能够长期滋润天

府之地。

南征北战，巩固政权。建兴三

年（公元 225 年）三月，诸葛亮亲自

率军南征，平定南中一带叛乱。由

于他坚持“攻心为上”的正确方针，

避免强攻硬打，采取民族自治政策，

短短几个月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南中地区出现“纲纪粗定，夷、汉粗

安”的局面。南人首领孟获由衷叹

服诸葛亮之人格魅力，曰：“公，天威

也，南人不复反矣。”

在经过两年的休整之后，建兴

五年（公元 227 年）春，诸葛亮上书

《出师表》，挥师北驻汉中。诸葛亮

的五次北伐，有力牵制了魏军，改善

了蜀国西北部的战略态势。

辅佐后主，勤勉尽责。后主刘

禅年幼，诸葛亮深感责任之大，尽管

军政大权在其手，但他居功不自傲，

忠心耿耿地辅佐刘禅，君臣相得，善

始善终。他一再提醒后主刘禅要

“亲贤臣、远小人”“察纳雅言、勤政

为民”，所以，刘禅虽然年幼，但十分

听从诸葛亮之规劝，朝堂相对稳定。

（三）清正廉洁，一身正气

诸葛亮去世前，曾自表后主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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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 财 ，以 负 陛

下。”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主动自报

家产的丞相。他去世后，清点财产

的结果是“及卒，如其所言”。如此

廉洁，极为难得。

建兴十二年（公元 234 年），诸

葛亮积劳成疾，溘然长逝。临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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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优良家风，代代传承

诸葛亮不仅以清正廉洁激励带

动百官，而且严格教育后辈，把优良

家风作为传家之宝传承下来。

在《诫外甥书》中，他提出了“志

当存高远”的名言，要求后辈树立远

大志向，不为物欲所累，不为贪念所

牵，从而培养高尚的情操。在《诫子

书》中，他提出：“夫君子之行，静以修

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

宁静无以致远。”

在儿子诸葛瞻出生之前，诸葛

亮以其兄诸葛瑾之子诸葛乔为嫡长

子，对其寄予厚望，十分钟爱。但诸

葛亮从不溺爱，让其在艰苦环境中

接受锻炼。他在给诸葛瑾的信中写

道：“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

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

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在

风餐露宿的艰苦环境当中，身为丞

相之子的诸葛乔辗转于成都和汉中

之间运转军粮，长年累月在蜀道奔

波，染上疾病，于建兴六年（公元228

年）去世，年仅 25 岁。诸葛瞻亦继

承了父亲的忠贞品格，当邓艾偷渡

阴平，蜀汉面临亡国危局时，他率兵

抵御，以死殉国，其长子诸葛尚也一

起战死，诸葛亮子孙可谓满门忠烈。

（五）德才兼备，举贤任能

诸葛亮提出：“夫治国犹于治

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

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

安。”他不仅自己做到了“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而且重视培养德才

兼备、品格高尚的官员，为蜀汉发展

留下了后继人才。

诸葛亮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

人的本性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既要求

品德高尚，更注重才华和能力，也就

是全面考察，达到德才兼备。正是因

为诸葛亮深知识人用人之法，培养出

一个个德才兼备的杰出人才：

蒋琬，诸葛亮培养的接班人。

诸葛亮病逝后，后主刘禅任命他为

尚书令，总揽国事。此后，又由大将

军一直晋升到大司马。他稳重沉

静，秉承诸葛亮的治国方略，把政务

处理得井井有条。

费祎，诸葛亮培养的第二号接

班人。诸葛亮病逝后，他由后军师

晋升为尚书令，作为大将军蒋琬的

助手，负责处理日常政务。他为人

宽厚，才识过人，处事敏捷干练，深

受同僚敬佩。蒋琬去世后，他成为

蜀汉的头号大臣，继续保持了蜀汉

政权的稳定。“祎雅性谦素，家不积

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

车骑，无异凡人。”

姜维，诸葛亮后期培养的主要

将领，官至大将军。“姜伯约据上将

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

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

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

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

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

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

除此之外，他为蜀汉选拔培养

的人才还有“不苟素俭”的邓芝、“秉

心公亮”的董允、“志虑忠纯”的郭攸

之、“忠勇而严整”的王平、“公亮志

业”的李恢等。

岁月如流，人心是秤，以自身人

格魅力来服人，才能真正赢得百姓的

尊重爱戴。在这方面，诸葛亮堪称难

以企及的不朽典范，其独有的人格魅

力是我们后人学习的精神丰碑。

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在给晋

武帝司马炎上书的表文中所言：“至

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

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

以远譬也。”诸葛亮受到蜀汉人民的

深切怀念，有力地表明他高尚的人格

具有多么强的感召力，这也与他受到

的中原文化滋养不无关系。

汝州市标位于广成路与广育路交叉

口处，天蓝色的汝瓷荷叶口瓶雕塑立于

市标顶部，是其重要的组成元素，市民远

远就能睹其风采。广成中路两侧每隔一

段距离，绿化带内就有一个荷叶口瓶造

型景观灯。每当夜幕降临，一个个荷叶

口瓶散着淡蓝的光晕，在花花草草的衬

托下显得亭亭玉立。

8 月 13 日，记者来到位于汝州文庙

的汝瓷博物馆，探访天蓝釉荷叶口瓶的

真容。

汝州文庙又称汝州学宫，这里的古

建筑群修建于明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距今已经有 600 多年的历史，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汝瓷博物馆的馆

藏分为石器、陶器、铜器、瓷器、杂项等，

是全国集汝瓷收藏、陈列、研究于一体的

专业性博物馆，天蓝釉荷叶口瓶就珍藏

其中，是国家一级文物。

在汝瓷博物馆文物保管员刘真的带

领下，记者在二楼的展厅见到了这件传世

汝瓷精品：侈口卷沿，口沿呈折垂的荷叶

状，每片叶尖下垂一粒釉珠，似欲滴未滴

之甘露；秀颈，花领，鼓腹，束腰，底部为

下大上下的裙状圈足。瓶周身有六条微

凹的竖棱线自颈至底贯穿上下，凹线内

釉色粉中透蓝，六条粉筋使圆润的腹部

多了几分装饰之美。整个天蓝釉荷叶口

瓶造型端庄，釉如堆脂，汁水盈泽，质感

“似玉非玉而胜似玉”。这不就是一位典

雅知性的窈窕淑女吗？

“我经常对着这个瓶子端详，她看起

来很生动，光泽温润内敛，活生生的会说

话一样。”刘真说，这件镇馆之宝应该是

瓶颈、瓶腹、瓶底三部分分别造型拼接而

成的，器型硕大饱满，瓶腹有明显的横

纹，是盘筑法留下的特征。这件荷叶口

瓶在当时是作为花瓶使用的。

“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

来”，描绘汝瓷色泽的这句话已深入

人 心 ，但 在 文 献 中 还 这 么 记 载 ：

“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

珍贵。”荷叶口瓶为天蓝釉，向

天取色的意味更为浓厚，也更

为珍贵。

原 汝 州 市 文 化 局 退 休 干

部 杨 小 栓 曾 参 与 修 复 国 宝 级

文 物 ——出土于汝州纸坊镇阎

村的鹳鱼石斧图。据他介绍，天

蓝釉荷叶口瓶是目前发现的、明代

以前所有瓷器窑口作品中最大最完

整的青瓷器，其釉面梨皮蟹爪的汝瓷特

征明显。我国青瓷烧造技艺在宋元时期

登峰造极，这件荷叶口瓶是当时汝瓷作

品中的瑰宝。

收藏界有“汝不盈尺”的说法，但这

尊天蓝釉荷叶口瓶高 64.20厘米，在汝窑

传统器中为不可多得的珍品。据刘真介

绍，天蓝釉荷叶口瓶出土于汝州市纸坊

镇，属于窖藏文物。1976年，纸坊公社车

渠大队在村南搞农田水利建设，开挖水

渠时意外发现了两件汝瓷大花瓶。两年

后，纸坊中学美术老师韩银安在车渠大

队部看到了这两件汝瓷瓶，联系了当时

的临汝县文化馆馆长张久益。张久益先

生早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临

汝县文化馆长、汝瓷博物馆第一任馆长，

是汝州文博界的元老，汝帖等很多馆藏

文物都是经他手入藏博物馆。张久益得

知消息后，亲自登门拜访车渠大队干部

并取回汝瓷瓶，可谓是居功至伟。1985

年，临汝县将荷叶口瓶确定为本县的县

标，并在当年修建广成路时确定在广育

路和广成路交叉口建县标，即今天的汝

州市市标，这两件荷叶口瓶后来也被汝

州人亲切称为“市标瓶”。1997 年，其中

的一件上调至河南博物院。

现在汝瓷博物馆珍藏的这件天蓝釉

汝瓷荷叶口瓶标注为临汝窑天蓝釉荷叶

口瓶，年代为元，但也有人认为其烧造年

代可能为宋。据杨小栓介绍，根据这件

“市标瓶”的特征分析，极有可能是东沟窑

烧制的。

“市标瓶”是汝州市的地标性作品。

汝瓷小镇管委会副主任赵俊璞介绍说，

作为地标性物件，荷叶口瓶成为消费者

购买当地汝瓷的首选，有力地促进了汝

瓷荷叶口瓶的生产和销售。

（本报记者 李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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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是沿街叫卖的卖油郎，因热

爱写作，成为吃公家饭的专职通讯

员。命运的改变，源于《平顶山日报》

的哺育和培养。

高中毕业后，我回乡教书，后因

特殊原因下岗。时值农村分地，家里

分了几亩责任田，而我一介书生，手

不能提、肩不能扛，扬场不会，割麦手

慢，拉庄稼翻车，在村里出尽洋相。

起早贪黑种地，却也仅能糊口。

为挣钱，我跟哥哥骑上自行车，开始

游乡卖油。那些时日，我们终日穿破

衣，敲油梆，沿街叫卖。我没想到，自

己居然成了一名走街串巷的卖油郎。

十年寒窗苦读，就这样稀里糊涂

一生吗？不能！我萌生了业余写稿

的念头。

一边走村串巷做生意，一边留心

身边新鲜事。不久，我采写的《小集

村油匠多》在《平顶山日报》变成铅

字。自此，写稿的激情一发而不可

收。之后，《杨支书送面》《儿媳妇求

情》《俩老汉扫雪》等稿件一篇一篇在

《平顶山日报》“凡人小事”栏目与读

者见面。

1987年冬，我到襄城县湛北乡杨

庄村卖油，采写了《刘金岭夫妇修出

一条盘山路 带动 200多家村民走上

致富路》一稿，后在《平顶山日报》头

版刊登，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该乡

领导亲自到杨庄村召开现场会，表彰

这对带头致富的模范夫妇。

此后，我又以叶县洪庄杨乡洪西

村女青年杜秋枝长年义务照料孤寡

老人的事迹为素材，写出《光棍汉得

了亲闺女》一稿。该稿在《平顶山日

报》刊登后，产生了强烈反响：村委会

给杜秋枝赠送光荣匾；乡妇联邀请她

出席表彰会；她还受邀参加了县学雷

锋报告团，在全县各局委、乡镇巡回报

告一个多月。一个转锅台的家庭妇

女，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我游乡卖了几年小磨油，没挣多

少钱，写的稿件却在《平顶山日报》发

表几十篇。上世纪90年代初，经人介

绍，我被石龙区委宣传部聘用，穿上中

山装，带着公文包，开始走机关、串乡

村采写新闻。

之后，我采写的《南顾庄组织群

众走共同富裕路》《关庄村民破旧俗

婚事不再搞铺张》等稿件一篇一篇在

《平顶山日报》刊登，鼓舞了全区人民

干事创业的斗志和热情。

虽然道路坎坷，但是因笔耕不

辍，我被转为区财政供养人员。

回首昔日坎坷路，喜看今朝新生

活，我十分感激《平顶山日报》的精心

哺育。

我本是个卖油郎
◇ 姜水明

巴黎奥运会近日结束各项赛事，

中国代表团以累累硕果取得了满满收

获。其间，我和身边的朋友一起，从追

剧变成了追“奥”，在炎炎夏日里品尝

奥运视觉盛宴、励志大餐，个中滋味有

甜有鲜有辣，回味起来余香如缕。

10500名运动员、2000名演职人员、

5084枚奖牌……盛在16个比赛日的“盘子”

里端上来，让人“吃”得过瘾，“吃”得上头。

前些年看奥运会还是一家人坐在

一起看电视直播，这一次多了选择，我

们年轻人更多是使用手机观看。用手

机看的好处就是不怕错过精彩瞬间，

可以反复看、挑选自己喜欢的看。除

各国运动员的精彩表现外，我最喜欢

看的当然还是中国队夺冠。

陈梦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江

旻憓说“克服困难是我的强项”，郑钦

文说“我很累，但我还可以为国再打 3

个小时”，张雨霏可爱的吐槽“奖牌儿挺

多，但都一个色”……这样的盛宴充满

成功的“甜”味，让人开心快乐，久久回

味。乒乓球混双颁奖典礼上，当中国国

歌奏响的那一刻，体育馆内上千名观众

放声齐唱。那一刻，爱国主义教育完成

了闭环，我们被他们彻底地“圈粉”。

除 了“甜 ”味 ，还 有 创 意 创 新 的

“鲜”味，让人耳目一新。巴黎奥运会

打破传统，第一次在主场馆外举行开

幕式，在塞纳河上为全球观众呈现一

场水上盛宴。本届奥运会不仅有大量

“中国制造”，而且应用了中国多项前

沿科技：1100 架来自中国的无人机在

巴黎上空舞动，阿里云打造“子弹时

间”，创建三维模型映射更多视角，强

化慢镜头、时间暂停等特效，让观众仿

佛置身于科幻电影的场景之中。创新

发展，浩浩荡荡，让“两城”建设中的我

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对未来心驰神往。

每一块奖牌背后都有一个励志故

事。这些故事“辣”味十足，使人共情

和激励。郑钦文以优异表现击败克罗

地亚选手维基奇勇夺金牌，成功背后

是多年如一日的努力。远大的梦想，

唯有坚持才能抵达。郑钦文的故事，不

仅仅是一个冠军成功之路，更像是一面镜

子，映照出我们的差距、短板、弱项。希望

郑钦文的这面镜子，能精准照见屏幕前

的一个个“小我”。

按照“更快、更高、更强——更团

结”的奥林匹克格言，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奥运会。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说：

“当你真心想要某样东西时，整个宇宙

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未来，我想把

郑钦文的“人生不虚此行”作为座右

铭，以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和敢于超

越自我的勇气，在我的“奥运赛场”逐

梦圆梦。

奥运三味
◇ 杨静

诸葛亮：
蜀汉良相 道德楷模

◇ 孙高平

汝 瓷 里 的 鹰 城汝 瓷 里 的 鹰 城

开栏的话

魅力鹰城，汝瓷之源。汝瓷是我市

一张耀眼的文化名片，因其古朴典雅的

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清淡含蓄的气

韵，在众多瓷器中独树一帜，在宋代被列

为“五大名瓷之首”。

随着宝丰清凉寺、汝州张公巷等遗

址窑址的发现、发掘，一批沉睡多年的汝

官窑作品重见天日，其独特的造型、典雅

的气韵惊艳了世界。如今，被珍藏于博物

馆的它们，带领越来越多的人穿越历史，

感受古典汝瓷的精美绝伦和古代制瓷人

极致审美的工匠精神。

今起，本版开设“馆藏汝瓷里的鹰

城”专栏，从美学价值、器物功用、收藏故

事等方面详细介绍我市博物馆中的汝瓷

珍品，普及汝瓷知识，分享品鉴技巧，讲

述汝瓷故事。敬请关注。

资料图

图片由汝州汝瓷博物馆提供

汝州市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