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历史与记忆的不断重构中，诸葛亮成为中国人心中的智

慧化身。他能呼风唤雨，晓奇门遁甲，是羽扇纶巾的仙逸；他算

无遗策，战无不胜，是神机妙算的军师；他受遗辅政，鞠躬尽瘁，

是忠贞勤勉的贤相。尤其是在元末明初，随着罗贯中《三国志通

俗演义》的广为流传，人们对诸葛亮的敬仰之情日盛，各地武侯祠庙修建之风亦越浓。

据统计，只四川一省，明清时期就先后有过70多座武侯祠庙。除此之外，山东、湖北、湖南、广东、河南、

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浙江等地在历史上亦曾有多座武侯祠。如云南，历史上曾有34座武侯祠，涉及32个

市、县。贵州则先后有18座武侯祠，分布在16个市、县。这些建有武侯祠庙的地方，有的是诸葛亮长期生活

过的地方，有的是他去过的地方，有的是传说他去过的地方，还有一些是诸葛氏后人聚居的地方，甚至还有

诸葛亮未曾去过却依然祭祀诸葛亮的地方——广东。据统计，广东省在明清时期曾有逾30座武侯祠庙。

不同地域的人民，凭借诸葛亮留下的数不清的遗迹、道不尽的传说、讲不完的习俗，融合地方的民风

民俗，使得活在中国人心中的诸葛亮日益伟岸、丰满，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里的一座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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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天府文化
重读历史名人之诸葛亮 4

□韦迪/文

名高天下 何必辨襄阳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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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二年（1645 年），朝廷重新确立祭祀
历代帝王庙，诸葛亮是三国时期唯一从祀
者。康熙帝则在其《遗诏》中感慨：“诸葛亮
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
亮能如此耳。”雍正二年（1724 年），雍正帝下
旨孔庙从祀先贤诸葛亮。诸葛亮在孔庙东庑
居第六位。从此，各地府县有孔庙的地方就
有诸葛亮的神位。或许，这就是诸葛亮虽未
到过广东，却在广东有香火的原因之一。

广东的武侯庙大多位于中山和珠海一
带，而中山和珠海古属香山县。有趣的是，
诸葛亮受当地人尊崇，不是因他交名士、遇
明主、取西蜀、联东吴、受托孤、定南蛮、伐中
原这些丰功伟绩，而是因他躬耕南阳的经
历。何以如此？这就不得不提到明清时香
山县重农抑商的风气。

农业是明代香山县的主导产业，香山百
姓九成以上是农业人口。明嘉靖年间修《香
山县志》“风俗”一节说：邑民“惟事农圃不务
工商”；又说：香山县“土旷人稀，生理鲜少，
家无百金，取给山海田园，贫者佃富人之田，
服其力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代。清
康熙年间修《香山县志》说：“其人民惟习诗
书，事农圃，不务工商。”香山县武侯庙的信
众大多是农民。而曾当过农夫的中国历史
名人里，诸葛亮又是名气最大、最受尊崇的
一位。自然，诸葛亮躬耕南阳的经历更容易
引起香山县人的共鸣。这也可以解释为什
么香山县的武侯庙，又多别称南阳庙、南阳
古庙，还有庙名直接称南阳庙、南阳古庙的。

武侯庙称南阳，在全国罕见。武侯像头
戴王侯冠冕，这在全国也不多见。全国大多
数武侯祠里的武侯像都是头戴纶巾，但在广
东的一些武侯庙里却是王侯冠冕。这与广
东民间把受祭祀的将相都笼统称作大王、侯
王的习惯密切相关。

在 广 东 ，百 姓 不 是 把 诸 葛 亮 作 为 感
怀、纪念的对象，而是作为保护神来敬拜
尊崇的。广东百姓把武侯庙视为村中祖
庙。祖庙即村庙，又称社区庙，不同于村
中的普通庙宇，是指民间信仰性质的公共
性庙宇，多位于村头或村尾。村庙中坐正
龛的神为该村的乡主，村民视之为该村的
保护神。以武侯庙为村庙，即奉诸葛亮为
该村的保护神。武侯庙中还会以地位崇
高的佛道尊神陪祀武侯。如沾溪祖庙以
北帝陪祀武侯，还有以观音陪祀武侯的祠
庙。广东百姓对诸葛武侯的神力深信不
疑，“乡之人独信其深，妄之至饮食必祭、
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

彩云之南，诸葛亮是世人景仰的治世贤
相；南海之滨，诸葛亮是地位崇高的保护之
神。从正史的角度看，这种由人而神的变迁
充满了时空错置与幻想的成分，但作为一种
历史记忆的表现形式，毫无疑问，诸葛亮已
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寄托。他是帝王心中德
才具备、忠心耿耿的臣子，是落魄文人怀才
不遇时的内心希望，是贫穷百姓心中治国安
邦的定海神针。他是中华民族精神基因宝
库中的璀璨明珠，永远活在中国人的心中。

广东省中山市曹边村武侯殿

□施霞/文

活在中国人心中的

诸 葛 亮

图据视觉中国

蜀汉建兴三年（225 年）诸葛亮南征，七
擒孟获，和南中各族，使得动荡不安的云南
地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夷汉粗安”。其
死后，“戎夷野祀”，云南各族人民感怀他为
当地人民作出的贡献，修建祠庙祭祀他，怀
念他。清嘉庆时期云南赵州学者师范在《滇
志·典故》中言，诸葛亮“去今已千四百余载，
而其迹之在滇者，为营、为寨、为城、为台、为
池、为泉、不仅数十处。春秋仲，与文武庙同
祀。”“公之征南，往返曾未周岁，而吾滇数千
里之间，无在不有其迹，亦神矣哉。”

绵延一千多年的诸葛亮崇拜，在云南各
地留下了无数的遗迹、故事、习俗，也在云南
各族人民心中刻下了一个尊重各族习俗，帮
助各族发展生产，解决各族生活问题，绥靖
安民，公正公平的诸葛亮。

在云南嵩明县，有一座为纪念诸葛亮
南征后与孟获会盟的祠庙。这座武侯祠
始建于明代，初在嵩明城南，明万历四十
年(1612)迁建于古盟台旁。如今原门楼已
不复存在。现仅余一座由正殿、左右厢房
及前楼、四面建筑合围而出 60 余平方米
天井的小型四合院落，祠内存有明代和清
代的两块碑记。其中明万历四十年《新建
诸葛武侯祠碑记》述其建祠缘由，称:“(诸

葛) 公 柔 服 蛮 落 ，盟 留 七 纵 ，厥 功 伟 矣 ！”
“即于古盟旧址”建祠纪念。“古盟旧址”即
祠旁的古盟台，相传为诸葛亮与孟获结盟
时所筑。台畔原有《古盟台碑》，明万历三
十九年(1611 年)刻建，现已毁。如今在曲
靖城内还能看到象征民族和睦的“诸葛亮
与孟获会盟”的大型石雕，以此纪念曾经
以“和抚”的民族政策善待西南各族的诸
葛亮。

在诸葛亮崇拜最兴盛的永昌，不仅遗迹
是云南留存最多的，传说与习俗也不少。明
人谢肇淛《滇略》记载，每年三月二十七日，

“侠少之徒，聚于诸葛营前，走马赌胜，有观
骑楼，至日，登者如市”。这一赛马演武与登
楼观看的习俗与诸葛亮平定南中时曾驻营
于此密切相关，反映的就是永昌地区的诸葛
亮崇拜。其他诸如德宏景颇族祭祀时必先
请孔明再请鬼神，傣族传说是诸葛亮教会他
们使用牛耕。云南有遗迹名为“打牛坪”，就
是传说中诸葛亮教各族牛耕处；傣族、纳西
族、傈僳族等民族，传说是诸葛亮给他们带
去了稻种，教他们垦田插秧，打谷舂米；基诺
族传说其祖先随诸葛亮南征至基诺山，得诸
葛亮教种茶及按其帽子式样建房子等传说
不胜枚举。

彩云之南 世人景仰的治世贤相

南海之滨 地位崇高的保护之神

襄阳古隆中风景区武侯祠本 文 为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西 部 课 题
“《全国武侯祠（庙）碑记整理与研究》”
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
省诸葛亮研究中心一般课题“《＜汉丞
相诸葛忠武侯集＞研究》”的阶段成果。

河南南阳武侯祠门外屏风雕刻

四川省宜宾市丞相祠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武侯祠

说起武侯祠，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成都武侯
祠。诸葛亮担任蜀汉丞相时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成
都，因此，成都武侯祠作为民众纪念诸葛亮“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精神的载体，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

其实，除成都外，全国许多地方都建有武侯
祠。较为有名的，有河南南阳武侯祠、陕西勉县
武侯祠、湖北襄阳古隆中武侯祠、重庆奉节白帝
城武侯祠等。其中的南阳武侯祠，据说是诸葛亮
出山前的躬耕地，诸葛亮“梦开始的地方”。诸葛
亮《出师表》中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刘禹
锡《陋室铭》中的“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等记
述，更是让南阳武侯祠闻名遐迩、名满天下。

南阳武侯祠：
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

走进南阳武侯祠，可以看到郭沫若题的
匾额“武侯祠”，以及书匾“诸葛草庐”。祠园
占地 230 余亩，殿堂廊庑等古建筑多达 180 多
间，历代碑刻、匾额楹联以及百年古树名木数
不胜数。园内地势开阔，竹林飒飒，松柏森
森，潭水清碧，景色宜人，一派“漫道锦官祠宇
好，龙岗今日更馨香”的景象。

南阳武侯祠，位于南阳故城西郊的卧龙
岗上。卧龙岗南濒白水，直汇汉江，北障紫
峰，遥连嵩岳。其发端于嵩山之南，绵延数百
里，连接南阳故城西北紫山后，继续南下，至
此岗地势隆起，截然而住，回旋如巢。其形状
曲折回旋，岗峦起伏，势如一条卧龙。传说中
的“诸葛草庐”，就位于这里。时人又以诸葛
亮为“卧龙”，卧龙岗因此得名。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诸葛
亮躬耕陇亩时，徐庶向住在新野的刘备推荐
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
这才有了刘备的“三顾茅庐”和“隆中对”。诸
葛亮同意出山后，刘备高兴地对关羽和张飞
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坐落在卧龙岗间的南阳武侯祠，历史悠
久。其始建年代，向上可追溯至魏晋时期。

《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和清康熙《龙岗志》
载，诸葛亮殒没五丈原后，其故将黄权率人在
南阳卧龙岗建庵祭祀，时称“诸葛庵”；晋永兴
年间，镇南将军刘弘讨伐张昌时，“观亮故
宅”，并“立碣表闾”。

到了唐代，南阳卧龙岗已在文学作品中频
频出现。李白《南都行》中写道：“谁识卧龙客，
长吟愁鬓斑。”南都即南阳，汉光武帝刘秀建都
洛阳，以其故里南阳为陪都，谓之“南都”。东
汉张衡在《南都赋》中，也称南阳为“南都”。刘
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南阳诸葛庐，西蜀子
云亭。”许浑在《南阳道中》云：“荒草连天风动
地，不知谁学武侯耕。”可见，在唐代时期，南阳
卧龙岗已成为人们凭吊诸葛亮的文物胜迹。

宋元明清时期，岳飞路过南阳武侯祠，曾
挥泪书写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元仁宗为南
阳卧龙岗古建名胜命名为“武侯祠”；明世宗
更是“钦赐”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庙额；清朝知
府罗景主持大修武侯祠，并按照诸葛亮“躬
耕”时的生活起居，依前人“龙岗全图”石刻复
建了卧龙岗十景。

自此，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地位随之倍增，
祠貌规模亦更加壮观。南阳方面认为，诸葛
亮隐居地“诸葛草庐”就在今天的南阳，具体
地点，是卧龙区卧龙路766号的卧龙岗。

襄阳武侯祠：
志存高远，汉家遗风

距离南阳不远的湖北襄阳，也有个武侯
祠，位于襄阳市隆中区风景区。古隆中的武
侯祠，始建于晋朝，有草庐亭、躬耕田、三顾
堂、梁父岩等著名的“隆中十景”。祠园内还
有众多的对联匾额，以及历代文人的纪念文
章。比如二殿一副楹联，对诸葛亮生平事迹
进行了高度概括：“画三分烧博望出祁山大名
不朽，气周瑜辱司马擒孟获古今流传。”四殿
里有一副楹联：“志存高远，汉家遗风。”

然而，诸葛亮的躬耕地究竟为南阳武侯祠
还是襄阳武侯祠，却有着太多争议。从明清开
始，两地围绕“诸葛亮躬耕地”的归属问题争论
不休，难辨真伪。究竟何处才是“诸葛亮躬耕
地”，也因时间过于久远而显得迷雾重重。

在襄阳武侯祠门前，侧立着一块石碑，上刻
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题词：“诸
葛亮躬耕于南阳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
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该碑文撰
于1990年3月，其为南阳、襄阳两地“诸葛亮躬
耕地”之争，做出了定论。它解决了历史区划的
变迁问题，并指明古隆中何时属襄阳。

东晋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写道：“亮家
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
中。”原来，在东汉行政区划里，襄阳、南阳二
郡并立，距离襄阳城西不远的邓县，当时为南
阳郡下辖之县。习凿齿既是襄阳本地人，又
是历史学家，其生活的年代距诸葛亮去世刚
过百年，他的记载，显然是可信的。

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也对诸葛故
宅的地理关系作过描述：“沔水又东迳隆中，
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草庐
之中，咨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

可见，不仅隆中属于南阳郡的邓县，且诸
葛亮自称“躬耕于南阳”，也都是历史事实。
只是到了后来，由于行政规划，邓县的隆中划
归了襄阳。

1992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还专门召
集专家，对其进行论证，并得出结论：首先，所有
有关三国史的论著，均记载诸葛亮躬耕隐居之
地，是在襄阳城西 20 里的隆中；其次，东汉末
年，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城（南阳）属曹操的地
盘，诸葛亮和他的叔父诸葛玄只能住在荆州（襄
阳），因为刘备不可能明目张胆三番两次到南阳
城郊拜访诸葛亮；此外，1986年国务院公布的

“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中，已明确指
出襄阳为“隆中诸葛亮故居”，南阳为“武侯祠”。

鉴于以上理由，论证会一致认定，诸葛亮躬
耕地在襄阳隆中，这里才真正是诸葛亮“梦开始
的地方”，而不是在今天的南阳市区卧龙岗。

斯人已远。跳出两地纷争来看，正是南
阳和襄阳两地山水的养育，才成就了一代名
相诸葛亮。不管是南阳还是襄阳，如今也因
这位名人而受益。因此，或许借用清朝南阳
知府顾嘉蘅的一副对联，才是最好的答案：

家住汉水，原无论山南水北；名高天下，
何必辨襄阳南阳。

作者：韦迪，作家，编剧。四川省科普作
家协会会员，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员，国际儿
童科幻联合会创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