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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之戰前後的蜀吳關係 

—兩大軍師的外交目的 

 

前言 

   《三國演義》是一部由磅礡歷史和文學藝術所建構出的作品，層層高潮迭起

的劇情令人印象深刻，也令人在各種劇情裡捲入思索的漩渦裡。 

章學誠提過:「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亂。」

1，此話甚為貼近事實，但也因為有史實和虛構的部分，才更能引人去思考和探

索文內精髓，然而深入探討事實屏除虛構，是否可以看到比《三國演義》還要精

彩的內涵呢？ 

    《三國演義》第八十四回的陸遜誤闖八卦陣，這故事的安排讓我吃驚萬分，

發生的時間點是在夷陵之戰，蜀吳正處於交鋒相對的時段，蜀國諸葛亮策劃了

歷史中有名的八卦陣來迎戰吳國陸遜，而在陸遜瀕臨困境時，劇情情節一個急

轉彎，諸葛亮的岳父突然出現並搭救了這位敵國大將，當下，我一時無法理解

為什會有這樣的安排，雖然事後理解此處是三國演義虛構的情節，但是仍欲思

考，這樣的情節所隱含的涵義是否合情合理，因此開始抽絲剝繭蜀吳的外交政

策在此間的相互關係。 

然而，這樣暗說明理的外交手法最後是否真正滿足了諸葛亮和陸遜想要的

目標呢？蜀吳同盟本來就是利益關係，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句話很符合蜀吳那糾纏不清的關係，但是，這所謂的利益

是對於國家還是個人呢？正值蜀吳爭鋒相對的敏感時期，推動外交關係最關鍵

                                                        
1
 (淸)章學誠(實齋)撰《章氏遺書外編‧丙辰劄記》，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85，頁 396-397。 



 

 2 

的兩人諸葛亮和陸遜又各懷有什麼想法？本文將會圍繞這兩位各居一方的軍師

和蜀吳兩國，以夷陵之戰前後作為時間分野的國與國互動、戰爭、外交關係為

範圍，參考《三國演義》，並且主以史實《三國志》做一番探索和研究。 

一、 蜀吳兩大軍師析論 

(一)眾人熟知卻神秘的諸葛亮 

    提到諸葛亮，眾人第一個聯想不外乎是他深不見底的智慧和對蜀國全心付出

的忠心，彷彿聖人一般完美存在於世，可是，諸葛亮還是屬於人類的範疇，若從

具有七情六慾的人性角度出發，那到底為什麼諸葛亮在劉備去世後，不篡位去追

尋更高的地位呢？單單因為三顧茅廬而當一輩子的忠臣，以諸葛亮的智慧來分析，

我認為這並不是一個合理的對等交易。 

有名的三顧茅廬就是劉備三次拜訪諸葛亮居所求才的事蹟，一般人的看法大

都認為是劉備鍥而不捨的求賢決毅打動了諸葛亮，讓諸葛亮下定決心出來當劉備

的軍師，然而，當諸葛亮提出的《隆中對》那刻，就可知他從來沒有要一輩子歸

隱山林的意思。 

 

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

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

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

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

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

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

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

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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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

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

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2 

 

    一位真正不想出仕的隱士是不會去專注外世的紛紛擾擾，更不用提分析亂世

的勢力狀況到如此精闢的地步，此處，我趨向認為諸葛亮的隱居是一種韜晦術的

應用，在余華青的〈論中國古代政治鬥爭中的韜晦之術〉便點出韜晦術它具有隱

藏性，可能因為進取的條件和環境尚不成熟，需要一個積累實力的過程，所以需

要喬裝等待和創造有利的進取時機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3，揣測諸葛亮就是運

用了韜晦術的這個特性。在《三國演義》裡，作者羅貫中也暗地贊成這想法，不

論是劉備在見到諸葛亮前，就受到無數名士大力推薦諸葛亮，或者劉備瞥見了諸

葛亮家的對聯「淡泊已明志，寧靜而致遠」
4，可推出他的志向十分遠大，顯然

諸葛亮是有出仕的心，而不是隱居來避世。 

    既然諸葛亮已有出仕的打算，那為什麼要選擇當時勢力還很弱小的劉備？以

當時的情勢和諸葛亮的野心來初步推論，如果諸葛亮想要當一國的首席軍師，並

且最有機會跟到一位出人頭地的君主，客觀來推論的確只剩劉備。魏國曹操和吳

國孫權的勢力都人才眾多，諸葛亮不太容易做到最高軍師的地位，即使做到這高

位也應無法獨裁軍中政策，再來是荊州的劉表和益州的劉璋，劉表雖然坐擁荊州

這塊軍事重地，但是劉表無能，並且當時荊州的內部勢力早已分裂，遲早會發生

內亂，這樣的處境不太可能成為諸葛亮的選項。至於，益州的劉璋則是平庸無為

                                                        
2
〔西晉〕陳壽，〈蜀書·諸葛亮傳〉，楊家駱主編，《三國志》（台北：鼎文書局、1977 年），頁

912、913。 
3
 余青華，〈論中國古代政治鬥爭中的韜晦之術〉，《青海社會科學》，第 1 期，1989 年 

4
〔明〕羅貫中，《三國演義》，（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81 年），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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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理念和諸葛亮的志向不合，所以排除這個選擇。最後是劉備，雖然在當時

無錢、無地、無勢力，然而擁有為人「弘毅寬厚，知人待士」的聲譽，也具備相

當的領袖氣質，並且「振興漢室」的理念也符合諸葛亮身為一個士人該有的遠大

志向，何況劉備當時並沒有一位說得上軍師的人才在旁，對諸葛亮是一個非常好

的機會，如此推論諸葛亮在劉備身上賭上了自己的人生。 

    最後，是我對諸葛亮忠誠度最感疑惑的事件，在白帝城劉備去世之前所留下

的遺言和最後的人事安排之間的矛盾，「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5，意指諸葛亮的才能頂尖，希望

能輔佐後主，如果劉禪不才，輔佐不起來，篡位自當王也無妨，看似劉備完全相

信諸葛亮，然而，事實上，劉備在死前安排了益州集團的李嚴輔佐諸葛亮6，並

且安插了一些益州集團的人在諸葛亮的身邊，以此可推得，劉備內心上沒真正相

信諸葛亮。 

整合上述，先不論諸葛亮是否忠誠，從諸葛亮想要出仕和出人頭地的利益角

度觀察，也令人納悶為什麼他沒有藉蜀國大敗後趁機篡位來獲取更高的權力？這將

會在最後的章節討論到。 

 

（二）吳國官場上深藏不露的陸遜 

    在三國時期裡影響力甚深的這位軍師，卻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中，只出

現少數幾回章節，並且描寫得不深，彷彿在《三國演義》中不被重視，然而，此

                                                        
5
〔西晉〕陳壽，〈蜀書·諸葛亮傳〉，楊家駱主編，《三國志》（台北：鼎文書局、1977年），頁

918。 

6
 黃昊便曾分析諸葛亮本身所屬的性質，應可確定為荊州集團的一員。參考黃昊，《蜀漢荊州集

團與益州集團》，安徽大學歷史學中國古代學論士學位論文，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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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我傾向認同這是小說通過側面烘托的手法, 在於突顯陸遜的才略，在毛宗岡的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七「陸遜定計破蜀兵」、「先主夜走白帝城」、「八

陣圖石伏陸遜」( 毛本第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回) 也極力表現出陸遜運籌帷

幄的鲜明個性7，而正史《三國志》陳壽則評曰： 

 

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

志。予既奇遜之謀略，又嘆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

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干，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

可謂克構者哉！8 

 

由評論來看，陳壽給予了陸遜一個十分良好的評論和讚美，可是上述的評論和看

法卻和陸遜本身的身家背景產生了矛盾，知情者甚是感嘆。 

陸遜，世江東大族(四大族:顧、陸、朱、張)，遜少孤，從小就待在盧江，

在從祖陸康的身邊長大，所以上面提到的「咸有父風」，理論上是暗指陸康。在

陸遜年十二之時(西元一九五年)，袁術派遣了孫策攻打盧江，將陸家士族殺了大

半，陸康也在這場戰役逝去，而早已被陸康撤離到吳郡的陸遜逃過了這場滅門災

難，然而，身為陸家長子的陸遜在此刻背負了振興陸家的重任。陸遜年二十一，

就進入孫家貢獻其才，此處令人匪疑，明明陸家和孫家有滅門之仇，陸遜卻還是

選擇了孫家服侍？沈華教授認為孫策死前傳位給孫權的遺言，已隱含孫吳家和江

東大族的關係將是決定孫氏前途的關鍵，並且孫權即位後，已經開始對江東士族

                                                        
7
 參考趙永源，〈《三國演義》陸遜形象概論〉，《吳中學刊》第 11卷，第 4 期，1997 年。 

8
 陳壽，《三國志·吳書·陸遜傳》，頁1361。 



 

 6 

表示出友好的態度 9，這兩個因素或多或少都是讓陸遜選擇在孫吳貢獻的因素，

但是，我認為最大的主因是吳國的兵制。黃今言回溯當時吳國的兵制，認為仍處

於世兵制與宗伍兵(又名宗族兵、家族部曲)混合並行的過渡階段 10，然則宗族兵

是沒有人數上限的，隨著氏族的勢力程度，勢必有股龐大的檯面下力量，以此，

假如陸遜以振興陸家為優先考量，進入孫吳家藉此壯大勢力是最快的方法，從《三

國志‧吳書》卷 13〈陸遜傳〉的兩段就可推論陸遜的確有此下策。 

 

遜以手下治兵，討治探險，所向皆服，部曲已經兩千餘人。……11 

 

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

遂部伍東三郡，疆者為兵，贏家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

清，還屯蕪湖。
12 

 

    身為此制度實行者的孫權，用了聯姻的方式去牽制陸遜，孫權將孫策的女兒

許配給了陸遜，看似有意和解，然而我認為是在監視陸遜還比較洽當。當時的孫

權還曾親自數訪世務，由此可知，孫權深知陸遜是位深具謀略的人才，但是，陸

遜除了地位沒有明顯提升，甚至在吳國文武官中也無太大的名聲，被陳壽評為任

才向計的孫權，用人待遇不該如此。在陸遜年三十六之前，陸家基本上都還未有

                                                        
9
 參考沈華〈論孫吳政權與江東世家大族關係之演變— 兼析陸遜之死〉，《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

會科學)》，第 20 卷，第 4 期，2003 年 11 月。 
10
 參考黃今言〈東漢末季之家兵與世兵制的初步形成〉，《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第 39 卷，第 5 期，2008 年 9 月。 
11
 陳壽，《三國志·吳書·陸遜傳》，頁1343。 

12
 陳壽，《三國志·吳書·陸遜傳》，頁1344。 



 

 7 

明顯振興的跡象。和孫家有滅門之仇，又懷有私心的陸遜想必忠君從來不是他最

高的行事準則，這樣的他在獲得荊州最高的行政權後做了什麼事?這也會在最後

的章節詳細討論。 

 

二、夷陵之戰前的蜀吳 

（一）在荊州之戰前搖搖欲墜的蜀吳外交 

在劉備借荊州後取益州時，蜀吳的外交就產生了裂痕，雖然說是借荊州，但

據史事，荊州分為七郡。當時，魏國曹操擁有南陽(襄楊)，吳國孫權則擁有江陵

(南郡)、江夏，而蜀國擁有剩下的四郡，劉備向吳國借的只是荊州的一部分南郡，

至於為什麼大家都說借荊州，因為這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所以不會在此處多著

墨。張東華和劉偉《荊州之爭與吳蜀關系新探》
13、楊晏州《由「借荊州」看孫

權的外交策略(208~219 CE)》
14及趙國華《三國時期的吳蜀關系》15皆有提到同

一想法關於借荊州的事和後續，促使孫權借荊州給劉備的主原因有二: 

一、當期主軍師魯肅是主張吳蜀聯盟，並且也向孫權建言：「將軍雖神武命世，

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

為樹黨，計之上也。」
16由此可見此時孫權在荊州的統治並不穩固，而劉備在荊

州較有基礎，因此將借荊州予劉備使其負擔江東以北的防禦17，並且更堅固吳蜀

同盟關係抗曹，這選項對孫吳沒太大的損失。 

                                                        
13
 張東華和劉偉，〈荊州之爭與吳蜀關系新探〉，《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2 期，2003 年。 

14
 楊晏州，〈由「借荊州」看孫權的外交策略(208~219 CE)〉，《東吳大學歷史學系研究生學報》，

第 5 期，西元 2009 年 7 月，頁 1-15。 
15
 趙國華，《三國時期的吳蜀關系》，〈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6 卷，第 1 期，

1997 年 1 月。 
16
 陳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注引《漢晉春秋》，頁 1271。 

17
 楊晏州，〈由「借荊州」看孫權的外交策略(208~219 CE)〉，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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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劉備入蜀前，孫權似乎將他視為附庸，周瑜臨死前特地上書提醒孫權「方

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將劉備當作寄人籬下的危險人

物可做為說明18，可見孫權內心中還不將劉備當作一回事，所以對借荊州的事可

能就未多慮。 

    在未取益州前，蜀吳同盟都還很平穩，但是當劉備取得益州後，蜀吳的利益

糾葛就出現了，依照諸葛亮提到的《隆中對》，就是要同時坐擁荊州和益州來完

成霸業，其實這個想法吳國的魯肅和甘寧都曾提出過，魯肅的「剿除黃祖，進伐

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19和

「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

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
20及甘寧的「南荊之地，山陵形便，

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

即可漸視巴蜀。」
21，無論是魯肅或甘寧的看法，都有強調荊州的重要性，所以

推論吳國的文武百官很早就對於荊州的必要性多多少少都知道，所以劉備得到益

州壯大勢力後，又不歸還荊州的此舉，使得吳蜀關係出現利益上的嚴重衝突。 

劉備為什遲遲不肯交還，並且還說先取得涼州在歸還荊州，揣測此舉必和軍

師諸葛亮討論過，我推論蜀國從頭到尾都沒有想歸還荊州的意思，但還是先以保

守的考慮來推測。此背信的行為當然是以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然而事後無法如

了劉備和諸葛亮的望，畢竟除了劉備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22得罪了

孫權，其實在更早之前，劉備就已和孫權結仇，劉備曾妨礙孫權取益州，卻自己

                                                        
18
 楊晏州，〈由「借荊州」看孫權的外交策略(208~219 CE)〉，頁 7。 

19
 陳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頁 1268。 

20
 陳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頁 1269。 

21
 陳壽，《三國志·吳書·甘寧傳》，頁 1293。 

22
 陳壽，《三國志·吳書·先主傳第二》，頁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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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佔了益州，孫權就憤曰：「猾虜乃敢俠詐」23。劉備這些舉止都已將吳蜀同盟

關係破壞，孫權哪有不出兵攻打劉備奪回荊州的理由，然而孫權一開始攻打並非

劉備借走的南郡，而是蜀國原有的長沙、零陵、桂陽，此舉想必也讓蜀國的人很

不滿，魯肅曾去向關羽交涉，關羽操刀而回「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24，雖

然說出這句話和關羽本身的傲慢也有關係，但是對吳國要求的三郡而憤怒，想必

也有。 

最終，這場荊州爭奪戰，在曹軍進軍漢中的壓力下，讓劉備主動向孫權求和，

合分擁有的荊州，其中奇妙的是，劉備分給孫權的是江夏、長沙、桂陽，還是未

歸還最重要的南郡，也因此在這段已搖搖欲墜的蜀吳同盟中，又埋下了紛爭的種

子。 

（二）蜀吳斷交的期間 

  承上文繼續討論，這紛爭的種子造成了蜀吳之間一場著名的戰役，荊州之

戰。此戰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關羽的傲慢和陸遜的獻策。不管從吳國

和蜀國的利益角度去觀察，這場戰役都會打，但是，對於諸葛亮來說，萬萬想

不到的是開打時間比預計的早太多了，關羽的傲慢和輕忽加速了這場戰役發生，

在黃郁修的《論孫權的戰守策略─以「爭荊州」為例》
25提出對此極完善的看

法，當期軍師呂蒙早已和孫權密謀取回荊州（南郡）且可由〈全琮傳〉的「琮

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洩，故寢琮表不答。」26驗

                                                        
23
 陳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頁 1271、1272。 

24
 陳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頁 1272。 

25
 參考黃郁修，〈論孫權的戰守策略─以「爭荊州」為例〉，《清雲學報》，第32卷，第1期，

西元2012年1月，頁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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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的確是密謀此事，並且也可知即使是孫權方面也很少有人知道這項密謀,可

見其隱密程度很高。 

隱密度高的主因是孫權還未有要出手之意，自然不需要讓多餘人知情，雖

然前面劉備與孫權分荊州已埋下未來的紛爭，但是，這條協約一定是雙方協議

過後的結果，否則吳國當初是不會退兵的，最重要的是，蜀吳還有個需要共同

面對的外患曹操，蜀吳雙方互爭，只會讓北方曹操獲利。出於上述理由，孫權

理當還不想在曹操勢力未衰弱前和劉備起衝突，相信諸葛亮也是持相同的看法，

然而這一切的推論，卻在關羽對曹軍發起襄樊戰役之時被打破，當時曹操向孫

權提議可以趁機背襲、奪回荊州，如此良好的機會，孫權很心動但還是不想背

棄蜀吳關係，造福魏國，所以他做了一件事去試探關羽，他向關羽的兒子提親，

要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做聯姻，可是，關羽卻做出「罵辱其使，不許婚」
27的

回應，至於關羽為什麼會提出拒絕，除了關羽本身個性的因素外，其餘可以參

考李榕杰的《關羽荊州之戰新析》，文中有一番更深入的探討
28，然而不論有

任何的理由，罵辱其使的恥辱，身為一國之君的孫權不可能視而不見，而且孫

權本來就有意去奪回荊州，所以這場荊州之戰就提早開打了。 

     接著，就是荊州之戰，蜀國的關羽對吳國本身就有提防，從《三國志》文

中的「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
29，就知關羽對吳國一直處於

不信任的狀態。起初荊州警戒森嚴，而負責此戰的呂蒙苦無地方下手，因此假

裝生病來換取思考對策的時間，這時有一個人不請自來，就是已經在吳國侍奉

十五年還默默無聞的陸遜，一見呂蒙就提出對付關羽的對策，陸遜曰:「羽矜其

                                                                                                                                                               
26
 楊晏州，〈由「借荊州」看孫權的外交策略(208~219 CE)〉，頁 10。 

27
 陳壽，《三國志·蜀書·關羽傳》，頁 941。 

28
 李榕杰，〈關羽荊州之戰新析〉，《軍事歷史研究》，第 4 期，西元 2009 年，頁 162。 

29
 陳壽，《三國志·吳書·呂蒙傳》，頁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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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

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吳國文武官們上下大概都皆知關羽這個

人本身驕傲自負，必好大功，然而陸遜又多看到了一個事實，「但務北進，未

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說未嫌於我稍微和上述關羽對吳國的警備

有些許矛盾，但是如果能減輕對吳國的警戒兵力，來幫忙當時正在務北進的關

羽必定是一大助力，因此有了後續的推論，而且更深入去觀看當時的戰況，劉

備和諸葛亮當時都處在益州成都，整頓打下沒多久的領土，怎麼可能一時湊出

兵力去支援關羽呢？甚至要獲得吳國襲擊關羽的消息都不知要等幾日了。有了

這麼深思熟慮的政策，呂蒙被孫權召換回去時，迅速向孫權提出此策略和推薦

了陸遜，還稱他「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

30只是後句的「未有遠名」說來就諷刺了，服侍吳國十五年不談，陸遜身為有名

的江東士族之一，又和孫家有姻親關係，合情合理來說也不致於到默默無聞的

地步，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孫權本身就故意不重用陸遜，反正吳國人才濟濟，

用不著去重用一個和孫家有仇且沒落的江東士族，只要有個表面去討好江東士

族，別留下壞名聲和反彈即可，想必陸遜在這幾年也看清孫權對陸家的策略，

所以才會唐突的跑去向呂蒙獻策，畢竟陸遜不抓住機會顯示自己有足夠的才能

鼎立在吳國的頂端，一輩子不被孫權重視是可能的，更不用提陸遜想要振興陸

家的志向。 

    在陸遜和呂蒙的聯手之下，如同他們所想，關羽放鬆了警戒，並且成功地奪

回了荊州、除掉了關羽，這件事對於劉備是一大打擊，而不久後劉備為了關羽而

向吳國發起了戰役，也就是有名的夷陵之戰。這段在《三國演義》裡對劉備的描

                                                        
30
 陳壽，《三國志·吳書·陸遜傳》，頁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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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是極為誇飾情感的寫法。玄德曰：「孤與東吳，誓不同日月也。」31，上句

是劉備得知關羽被吳國斬殺後，對吳國的憤怒，雖然此句稍微言重，但我覺得合

乎當時劉備會有的反應，然而，我認為冷靜過後的劉備，理應察覺除了為關羽報

仇，還有另一個讓他出兵攻打吳國的理由，也就是再度奪回荊州，繼續實現《隆

中對》的戰略，而且如果此舉成功的話，還可以弱化吳國的勢力，佔據江東一帶，

然而此舉對於蜀國還是過於冒險，所以「群臣多諫」
32，然而群臣卻不包含諸葛

亮，令人些許匪疑。 

    諸葛亮在正史中從未出現阻止劉備伐吳的建言，身為一直提倡蜀吳同盟的諸

葛亮，連吳國的諸葛瑾來向劉備勸說蜀吳重新和好33的時候也未表態，推測諸葛

亮這次是默許伐吳，既然蜀吳的同盟已經無法建立在同一個利益平衡上，那麼能

解決的方法或許就是一戰，接著坐觀其變，再度重新找尋新的利益平衡。 

 

 

三.夷陵之戰後的蜀吳 

夷陵之戰展開後，一開始的蜀軍勢如破竹，吳軍只能一路往後退到彝陵、猇

亭一帶，看似蜀軍勝利在望，然而此時劉備卻採取了錯誤的軍事策略，讓吳國的

陸遜有機可趁，因此吳國逆轉了劣勢。事實上，蜀軍會慘敗的原因不單單只是劉

備的戰略失策，也有上文提過的蜀國內部意見不統一的因素，而王前程教授也有

此看法，在王前程教授的〈夷陵之戰的規模及蜀漢失利的根本原因〉更提出其他

                                                        
31
 羅貫中，《三國演義》，頁 483。 

32
 陳壽，《三國志·蜀書·法正傳》，頁 961。 

33
 陳壽，《三國志·吳書·諸葛瑾傳》，頁 1332、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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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探討了蜀國的敗北34，然而此內容與本文的方向有所差異，所以只略提做

參考。 

戰後，戰勝的孫權反而第一時間去向劉備求和，正史上曰孫權甚懼，但是去

分析當時的情勢，這說法太過勉強35，在劉備生前仍沒接受這個提議，是在劉備

逝去後，諸葛亮馬上採取遣使聘吳36的動作，蜀吳關係才再度恢復。夷陵之戰這

場戰役可說是蜀吳同盟前的一場賭博，吳國贏的話，削弱的蜀國必以利益的角度

會再度和吳國同盟，而吳國能借蜀國的同盟來抵抗北方魏國的侵略，至於蜀國贏

的話，就會如同上部分推論，開始併吞吳國，然而這後續動作，推論諸葛亮必出

手阻止劉備，因為以前蜀吳之所以會同盟，就是因為無法單敵曹操，可見他們的

勢力和兵力都還無法像曹操一樣強大，冒然擴張領土，只會造成整個國內內部營

運崩塌，最後獲利的一定是在旁找機會趁虛而入的魏國。 

    上述接著分析，諸葛亮最後仍站在了蜀吳同盟的這邊，迅速和吳國再度締結

盟約，那麼當時的蜀國和吳國的文武官們又是做什感想呢？先論蜀國，在上章敘

述過，群臣多諫可知蜀國的文武百官大都反對和吳國相爭，而且蜀國除了在夷陵

之戰元氣大傷，還有之前關羽戰敗的損失，此外，還雪上加霜發生「南中諸郡，

並皆叛亂」
37的動亂，不論從何角度來看，蜀國的人是需要一段平穩的時間去休

息，更重要的一點，可視為蜀國當前最有權勢和信服力的輔國丞相諸葛亮都做此

判斷，那還有誰要去反駁這個同盟呢？再論吳國，孫權從荊州之戰後就一直主和

於劉備，畢竟荊州已取回，蜀吳的勢力平衡就達成了，不願再多發起戰爭削弱雙

方勢力，雖然夷陵之戰最終還是爆發，但是以吳國勝利而落幕，那為什麼吳國的

                                                        
34
 參考王前程，〈夷陵之戰的規模及蜀漢失利的根本原因〉，《軍事歷史研究》，第 4 期，2010

年，頁 84-89。 
35
 黃郁修，〈論孫權的戰守策略─以「爭荊州」為例〉，頁 91。 

36
 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頁 918。 

37
 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頁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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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官們還是秉持著原見，願意和蜀國求和呢？除了上段做過的分析外，還有一

個是吳國內部的派系糾葛，採用蔡明叡教授的分類，將吳國的官分為兩派: 

一是擴張派，由孫氏宗族與江北人士所構成，其特質在於積極的對外擴張,

希望藉由戰爭，一則重新恢復並擴展祖傳之基業。 

二是收斂派，由江東士族所構成，對江東士族而言，江東原本就是發源地，

也是發展地，在與孫吳政權結合後，其經濟基礎與社會地位的提高，皆加

深他們的守成觀念。 

雖然這兩派合作後，為吳國內部的安定與發展提供莫大的貢獻，但雙方的

利害衝突未曾消弭，當某派勢力過於強大之時，便會激起另一派的反彈。

38 

此時在吳國夷陵之戰立下大功的人正是收斂派的陸遜，也是吳國現任最有權

威的軍師，依江東士族的身家背景判斷，應該無人能比陸遜更加想守住家園，除

了可由此處看到陸遜的想法，也可從他在夷陵之戰中所做的回防東吳策略窺知他

的守成想法。再說，夷陵之戰後已被北方的魏國曹丕襲擊過，難保魏國不會再舉

兵攻打，所以此時的擴張派理論上暫且和收斂派是同想法，先和蜀國同盟，穩定

國勢和讓士兵們好好休息一陣。 

此次的蜀吳同盟後，蜀吳之間就沒再發生過嚴重的衝突，一直同盟到滅國，

這個成果可說是在蜀國實際掌權的諸葛亮和吳國的陸遜所共同造成的，吳國這，

雖然說孫權才是掌大權的人，但從吳國的軍政體系來觀看，可以發現軍政分家的

現象，孫權是主內政，而軍事部分全交給當時最具權威的軍師，這情形就如同孫

                                                        
38
 蔡明叡,〈孫吳的戰略與戰術思考—以夷陵之戰為例〉，《新北大史學》，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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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在《三國演義》對陸遜曰：「閫以內，孤主之；閫以外，將軍制之。」39，這

句話的根據說不定是發現了此事實而寫下。夷陵之戰後，孫權加拜遜輔國將軍，

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40，變相承認了陸遜對荊州的統治，可說是把吳國的對

外的一切交給陸遜處理了（備註：孫權坐鎮揚州），而且在〈陸遜傳〉裡確實描

寫了孫權連和蜀國的通信也全權交給陸遜。 

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

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

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孫權的信都給陸遜過目，只要陸遜認為信中哪裡不妥，即可任意修改，並且蓋上

印璽送出，由上述分析可見，蜀吳同盟的確是由諸葛亮和陸遜來維持的，那這兩

大軍師到底能從這場蜀吳同盟獲得什麼的利益呢？ 

先從蜀國的諸葛亮談，接一開始介紹的最後一個問題，為什麼諸葛亮沒有趁

機篡位呢？除了在那章節所說有不同派系的人在旁監視，是否還有什麼原因讓諸

葛亮無法出手篡位？最大的兩因素，推論就是諸葛亮本身的性格和利益分析，諸

葛亮為人謹慎，做事前必先深思熟慮擬策，如同陳壽評論在〈諸葛亮傳〉:「然

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然連年動眾，未能成

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41，可知諸葛亮是不擅長應付突發狀況的，而諸

葛亮出名的空城計只存在於《三國演義》，並非史實。這樣的一個人是不會去嘗

試風險，更何況是篡位失敗的風險，不論是地位和名聲都會一落千丈，甚至招致

殺身之禍，再者，未篡位前，諸葛亮所獲的利益已經夠多了，除了劉備在生前賞

                                                        
39
 羅貫中，《三國演義》，頁 514。 

40
 陳壽，《三國志·吳書·陸遜傳》，頁 1384。 

41
 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頁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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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諸葛亮的銀兩，該給的地位和權利基本上也給了，而劉備逝去後，在蜀國諸葛

亮除了篡位叛亂不能做，什麼事不能如自己願呢？ 

再談吳國的陸遜，在夷陵之戰後一舉獲得地位和權力，獲得吳國文武官的認

同，半成為吳國的發言人，也算快完成他振興陸家的志向，那現在掌握吳國重地

荊州的陸遜下一步要做什麼呢？如同之前討論，忠君從來不是他最高的行事準則，

但是以荊州起兵叛變報仇孫權也不可能實施。首先，從外人眼中來看，孫權是完

全信任陸遜將權力下放給他，甚至還給他了前無來者的特權，這時叛亂只會被冠

上不忠之名，並且成功機率渺茫，這樣一來，陸家的名聲注定一落千丈，再也無

法振興，這是違背陸遜本意的，再者，陸遜當前也無當君主的意思，陸家的事情

就已經夠他心煩，怎還有心思想到一國之事？合理來看，陸遜最有可能就是採取

鎮守荊州，完成君主的期望維持外在名聲，再借防衛之名，重新招集宗伍，趁機

壯大陸家勢力，即使以後孫權再度對江東氏族不利，也有一定實力自保。 

綜合上述，兩位軍師的利益分析和情況，蜀吳同盟對他們來說都是好事一樁，

諸葛亮的理想本身就是聯吳抗魏，然後再一步一步去實現理想中的大業，照原定

計畫去實施是諸葛亮的行事作風，所以國家方針也應採取此策，而陸遜則是由蜀

吳同盟獲得更多安穩的時間去整頓荊州，並且依照自己的意思去擴大陸家勢力，

用不著煩憂蜀國的出其不意，也符合他收斂派的思考。 

結語 

由劉備奪取益州拉起蜀吳相爭的序幕，再到劉備逝去後長期的蜀吳和平，這

中間的國與國之間和個人的利益糾葛，立足在前人的研究上，在此論文有了各種

深入的討論或不同的看法，從兩大軍師個人背景導論出各自的目標追求，到夷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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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戰前的蜀吳利益衝突，最後以夷陵之戰後，建立在平穩蜀吳關係下，討論兩大

軍師從中得取的獲益作為結尾，整頓此文討論過的內容，可略知一國政策和方向

都會以當時最有權威的人的想法作為方向，例如夷陵之戰後的陸遜，因為孫權將

處理外交的權力全數交給了他，吳國外交的政策自然由陸遜操控，而蜀國的諸葛

亮更不用提，後主劉禪年幼無知，完全由諸葛亮專政，這樣的一個外交，雖然外

在是蜀吳同盟，然而內在早已演變成諸葛亮和陸遜的利益關係外交，不論是哪方

的利益受到破壞，必有大機會打破現存的同盟關係。 

此論文中沒有所謂的純忠和純義，一切以人性和史實背景來做客觀的利益分

析，致力為夷陵之戰前後的蜀吳同盟開闢另類的觀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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