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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提要·

南阳卧龙岗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

事家诸葛亮十年躬耕之地，十年农耕生涯为他

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知识。俗话说：“一方水土

养育一方人才。”诸葛亮在南阳晴耕雨读，淡

泊自修，儒家的德治、仁政原则，法家的法治

思想，道家的豁达人生态度，都在南阳卧龙岗

上，得到了天衣无缝的融会贯通，形成了他一

整套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和安邦定国之治，使

刘备在公元207年三顾草庐时，诸葛亮“未出

茅庐，已定天下三分”。南阳卧龙岗是诸葛亮

成才的摇篮，也是他走上政治生涯的起点。就

是在这简陋的茅庐内，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

下形势，所以南阳卧龙岗是三分天下的策源

地。因此，南阳又是三国文化的源头。三顾茅

庐造就了一代仁爱之君——刘备，也造就了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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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第一名相——诸葛亮。从此，诸葛亮由“卧龙”先生

变成一代风起云涌的“飞龙”。

《解读卧龙岗》，本着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史实，汇

集历史上各种典故趣事、名联趣闻、精美讲解、常识知

识等，加上自己的研究考证，从不同侧面，多角度、多

渠道地反映卧龙岗的原始面貌，解读卧龙岗的神秘。这

是一本集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为一体的书籍。



1·序 二·

今年清明节前后，我陪山西诗人张承信兄作了一次还乡之旅。他的家乡在

南阳，亦是少小离家，如今两鬓斑然，去故乡怀怀旧，之后为父母的坟茔烧几

张纸。

南阳是个文化之城，我早有拜访之心，一是看看那儿的石画石雕，二是感

受一下商周文化在那里的遗存，尤其是我正在研读《诗经》，那儿原是《诗经》

的故土。果然收获不小。在诗经《君子于役》一诗中有句“鸡栖于埘”。那“埘”

字从中学时就知道读“时”，明白那是指鸡架。到南阳后，才知道错了，“埘”并

不读时而读入声“序儿”，原来指的不是鸡架，而是在半墙上挖出的鸡窝。鸡栖

息和产卵都在这墙窝里，十分安全。至今，有些农村依然这样养鸡。南阳文化

积淀的深厚还表现在一座座博物馆的建设，藏品丰富，讲解员学养有素。南阳

市博物馆的讲解员刘红玉就是很优秀的一个。在博物馆参观时，她把每一件藏

品的来龙去脉，文化价值讲的清清楚楚。关于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故事让她讲的

活灵活现。许多年前，我在安徽马鞍山参观李白纪念馆，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

讲解员，把李白的诗作和生平，讲得头头是道，其间不乏新鲜的独立见解，我

当时感到不是在听讲解，而是听一位李白研究专家在上课，确实收获不少。

那一天，在南阳市博物馆听刘红玉讲解，似乎又有了那种感觉。博物馆藏

品丰富是一个学习和研究当地文化的重要场所，一个好的讲解员会充分利用那

些资源来提高和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地方文化的研究专家。

不久前刘红玉把她在博物馆工作的一些学习研究成果，集结为《解读卧龙

宝玉其人，精粹其人
——序刘红玉《解读卧龙岗》

雷抒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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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发给我，希望我能写篇序文。我祝贺红玉的写作成果，欣赏她的工作姿态

和写作努力。

南阳是块宝地，红玉是一块宝玉，希望她取得更大成就。

作者简介：

    雷抒雁，当代诗人、作家、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

会委员。《中国少年作家》主编，“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评委会主

任。诗歌《小草在歌唱》获1979 年至1980 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作品奖。

《父母之河》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奖。《历史，不会忘记》获人民日报征文

一等奖。代表作《麦天》被引用于2007年高考语文（江苏卷）的文学类文本

阅读。代表作《彩色的荒漠》被引用于2009年高考语文（全国卷）的散文阅

读。

    出版诗集有《沙海军歌》、《漫长的边境线》、《云雀》、《掌上的心》、《时

间在惊醒》、《小草在歌唱》、《父母之河》、《踏尘而过》等；散文集《悬肠草》、

《秋思》、《写意人生》等六部，其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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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武侯祠简介

南阳武侯祠，又名诸葛草庐，位于河南省南阳市西南的卧龙岗上，是纪念

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蜀汉丞相诸葛亮曾十年躬耕的地方，刘备三

顾茅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据《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记载：南阳武侯祠始建于魏晋时期即公元235

年，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兴盛于唐朝，而且在文人雅士作品中频频

出现。如唐朝诗人刘禹锡在《陋室铭》中赞道：“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孔子云：‘何陋之有？’”。南宋名将岳飞在北伐途中，途经南阳，夜宿武侯祠，

拜谒诸葛亮并手书了诸葛亮《出师表》于武侯祠壁间。南阳武侯祠在宋、元、

明、清各朝，受到朝廷的重视，得到不断的发展，除了与这一时期诸葛亮形象

日趋完美有关外，还和这一时期国家严肃的历史地理专著，如《大元一统志》、

《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进一步明确表达诸葛亮当年耕读于南阳卧龙岗

时受三顾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在，南阳武侯祠建筑基本上保留了元、明、清三个时期建筑风格。1963

年6月，南阳武侯祠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

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被国家旅游局授予国

家 A A A A 级旅游景区。

目前，南阳武侯祠占地面积为260余亩，祠内古建200余间，匾额、楹联

155幅，自汉代以来许多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留下的名篇佳作刻成石碑的多达

400余通，书法真、草、隶、篆无所不具，数百年以上树龄的古树名木196棵，

林区面积近百亩，水域面积10余亩，绿地率达百分之六十五以上。以山门、大

拜殿、茅庐、小虹桥、宁远楼等依次排列在中轴线上，与两侧的诸葛井、碑廊、

古柏亭、野云庵、半月台、三顾祠等构成一组雄伟的古代建筑群。

南阳武侯祠是全国现存武侯祠中规模较大、文物价值较高、文化内涵较丰

富的一处古代砖木结构的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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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Introduction to Wuhou Temple

in Nanyang

Wuhou Temple of Nanyang, also called Zhuge Thatched Cottage,

lies on the Wolong Hill in the southwest of Nanyang City, Henan

Province. It is a temple to memorize Zhuge Liang, Prime Minister in the

Shu Han Dynasty, who i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statesmen, mili-

tary strategists in the Three Kingdoms. Having farmed for ten years in

Nanyang, Zhuge Liang was visited by Liu Bei three times.

According to the Prefecture History of Nanyang in the Ming

Dynasty, Wuhou Temple of Nanyang was built in AD 235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which has experienced more than 1,700 years

of  history. It became the most popular one in the Tang Dynasty.

Besides, it appeared in many poems and verses by famous poets and

writers who were called literati at that time. For instance, “Zhuge

Liang Thatched Cottage in Nanyang, Ziyun Pavilion in Xishu,‘which

one is shabby?’”sked  confucius  which  was written by Liu Yuxi, a

famous statesman and poet in the Tang Dynasty. General Yue Fei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once paid a formal visit to Zhuge Liang and

copied his famous Northern Expedition Memorial on the walls of Wuhou

胡天赋  尹延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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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e. Wuhou Temple of Nanyang has constantly got great develop-

ment in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was valued by the

Court greatly.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it had a close relation to the seri-

ou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treatises, such as Annals of the Great

Yuan Dynasty, Annals of the Great Ming Dynasty and Annals of the

Great Qing Dynasty, further describing the story clearly, in which Liu

Bei once visited Zhuge Liang three times when he farmed and read in

Nanyang,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also closely related with Zhuge

Liang’s image which had gradually become more perfect during this

period.

Nowadays, the temple has basically retained the architectural styles

during the three dynasties: Yuan, Ming and Qing. In June, 1963, Wuhou

Temple of Nanyang was issued as the provincial-level key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 by Hen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January, 1996, it

was announc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s a national key cultural relic pro-

tection unit. In 2007, it became the nation- wide 4-star scenic spot.

Tioday, Wuhou Temple covers an area of more than 260 acres,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palaces and temples with 155 horizontal inscribed

boards and couplets. since the  Han Dynasty,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400 articles written by the ancient dignitaries, and famous scholars in

the styles of calligraphy, such as Caoshu, Lishu, Zhuanshu, and so on.

The forest area covers about 100 mu, mainly consisting of 196 ancient

trees which have been plant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which make the

forest coverage rate reach more than 65%. And the water area covers

more than 10 mu. The Main Gate, The Main Hall, The Thatched Cot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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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 Bridge, and Ningyuan Building lie on the central axis in the order

of priority and constitute a set of magnificent ancient buildings together

with the Zhuge Well, the Tablet Porch, Yeyun Guestroom, Banyue

Pavilion, and Sangu Ci on both sides of the central axis.

At present, among the existing Wuhou Temples across the country,

Wuhou Temple of Nanyang is the national -level attraction which is

one of the largest and the most complete ancient brick-wood structure

buildings, and has significant heritage value and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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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岗的来历

在卧龙岗正大门的左侧，耸立着一块巨大的天然花岗岩石头，它高7.96米，

宽约2.9米至6.5米。上镌刻“卧龙岗”三个苍劲、雄浑的大字，它是清顺治

年间曾任南阳守道，后官至户部尚书，明末清初大书画家、诗人，河北沧州人

戴明说于甲午夏日（公元1654年）撰书的。

南阳卧龙岗，高高的山岗，它位于南阳市的西南隅，原名北筮山。北起伏

牛山余脉的紫山，南终白水之滨，全长30余里。其发源于嵩山之南，绵延数百

里，连结南阳古城西北紫山继续南下，至此岗势隆起，截然而住，回旋如巢。

龙岗地带标高在130米～150米之间，其地势回旋曲折，形似巨龙，倾伏在 水

河畔，畅饮着滔滔白河水。诸葛亮在南阳躬耕垄亩时自号“卧龙”先生，又因

刘备三顾诸葛卧龙先生于此，故名“卧龙岗”。“地因三顾，名遂千秋”。《明史·

地理志》载：“卧龙岗，在南阳府西七里……草庐在其内，时人以孔明为卧龙，

因号‘卧龙岗’云”。“地何以名，以诸葛而名；何以胜，以诸葛而胜；无此名

此胜，谁复知有南阳？诸葛亮为千秋第一人，卧龙岗便为千秋第一地！”

河北沧州戴明说手书“卧龙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