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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八百年前，诸葛亮躬耕于隆中，达 10 年之久。 隆中的

山水哺育了诸葛亮，成就了一代伟人。 原本默默无闻的隆中也因

诸葛亮而名闯天下 。 虽然古隆中由于诸葛亮在此躬耕苦读、出山

从政成为千古名相而倍受世人关注、彪炳史册，但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以前，隆中一直缺少一本系统而全面的志书。在市园林局和

隆中风景区管理处的组织下，由袁本清任主编的 《隆中志》 历

时三年，五易其稿，于 1988 年问世(内部出版) ，填补了这一

空白，颇为游客欢迎。 1997 年，丁宝斋、袁本清对 《隆中志》

进行续修，于当年(内部)出版发行。十多年来，隆中景区已

获得长足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及时反映这十几年隆中的

变化，新编 《 隆中志》 已是势在必行，隆中管委会组织人员，

历经艰辛，克服困难，广泛收集资料，认真考订、编写，完成

《隆中志新编》 的编撰和&版工作。 这是我们隆中人继 《诸葛亮
·古隆中一一-隆中人的评说)) (中国文联出版社 2∞7 年 9 月出

版)之后，第二本由隆中人自己编写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的书籍。 这是隆中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喜事，值得庆贺!

《隆中志新编》 的撰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基本保持 1997 年版《隆中志》的结

构，适当调整部分项目 。 编写范围涵盖当今隆中管委会所辖区

域，力求准确、详实反映隆中的诸方面，使读者对隆中有一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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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详细地了解。 此书，分为 12 个部分，大约 38 万字 。 本书编

写时，我们注意到以下方面 。

一、反映隆中景区近十几年来的发展变化』 十几年来，隆中

景区机构设直发生了重大变化，旅游事业蓬勃发展，景区文物保

护和建设硕果累累，这些都如实地反映到书中 。

二、按新区划进行编写 。 现在隆中管委会所辖区域，除隆中

景区外，还包括许多新近归属景点，例如广德寺景区 、 黄家湾景

区、万山景区等，这些景区的景点介绍、历史沿革、全石艺文等

方面的内容加入本书。

三、收集、编辑的有关全国范围内研究诸葛亮方面的成果

(尤其是研究诸葛亮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反腐倡廉、人格

魅力等方面成果)、有关隆中方面的历代金石艺文等，时F民从建

国前至现在，是目前全国所有出版的这种景区志书中内容最多最

会的，可以说是集大成者。

四、载入了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南阳方面出版的书籍、 论

文，也实事求实、有理有据地指出了南阳说的错说，实事求实的

介绍了南阳襄阳之争的来龙去脉，以让读者明白这个争论的历史

真象。

五、补充十几年来隆中大事记的空白 。

六、近年来某些人出于最载的目的大肆意攻击、污毁谩骂诸

葛亮，提出了许多悖论。 本书以鲜明的态度，以辩证的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进行了批驳。

七、翻阅各种资料，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校正有误之处，使

内容更加准确 。

由于时间紧迫，加之我们水平有限，隆中区划变更，疏漏之

处再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2008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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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隆中牌坊



Jù 例

一、本志上限起于东汉末， 下限于 2008 年 5 月 。 有些纲目

上下略有变动。

二、 本志以类记事，以事命题。 除概述、附录外。 共十二纲

目 。

三、本志着重记述隆中和诸葛亮的活动，后人纪念、研究诸

葛亮的概况、主要成果，以及旅游事业的发展情况。 其它则略

记。

四 、本志采用记事本末体。 大事记则以编年体为主。

五 、 时间表述，以朝代纪年加注公元纪年。

六、 为避免差错，碑文 、 对联等均按原样抄录。 有些碑文残

缺太多，未能标点。 其它按现行规范化文字书写。

七 、 引文注明出处。

八、图表等随之插放。

九 、 除民间传说故事的资料来自民间口碑之外，志中其他主

要资料来自史籍、 档案。



概述

隆中位于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城西 13 公里处，地理坐标:北

纬 39 059' .东经 112002'09飞人以地成，地以人名 。 诸葛亮由于

古隆中山水而养育、成就了一代伟人;古隆中又因为一代名人诸

葛亮而闻名于世。

最早明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隆中的著作是晋王隐(陈郡

陈县人，今河南淮阳人)的 《蜀记> 0 {三国志 · 蜀书 · 诸葛亮

传》 裴松之注引 《蜀记》 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

中，观亮故宅，立确表间，命太傅揉键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

我，于河之阳，听鼓孽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

轼诸葛之故乡 。 ……昔尔之隐， 卡惟此宅 ， 仁智所处，能无规

廓。 日居月诸，时硕其夕 。 ……今我来思，规尔故墟. " 。 接着

是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襄阳人) 0 {三国志》 裴松之注引习

凿齿 《汉晋春秋》 指出: " (诸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

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那道元(公元 466-527 年)在 《水

经注》 中写道河水(汉水)又东径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

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

宅也。"唐李吉甫(公元 758-814 年) {元和郡县图志》 卷 21

《襄州·襄阳县》载诸葛亮宅在县西北二十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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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地处鄂西北山区刑山山系的余脉，属构造剥蚀低山丘陵

地形。 以诸葛草庐故居为中心所形成的文物风景名胜区，包括隆

中山、乐山、大旗山 、 小旗山等山峦，以及山与山之间形成的诸

葛庙冲和广德寺冲等山冲及溪流。 最高峰隆中山海拔 306 米，景

区土石方总面积 18∞0 亩。其中原景点面积 30∞亩，耕地面积

58 1. 4 亩，山地面积 14268.6 亩，水域(库、塘)面积 35 亩，

道路面积 115 亩。 景区内山峦起伏，沟整纵横，山林植被四季长

青，鸟语花香，空间多变。《三国演义》 在描写刘备三顾茅庐时

看到的隆中景色是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

平坦，林不大而茂盛。 松重交翠，猿鹤相亲。"可谓对隆中自然

景观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隆中属南北气候过液地区，年平均气温 15 't: -16't: ，年平

均降水量 9∞毫米，无霜期 250 天。 南北候鸟都来这里栖息繁

衍，大雁每年中秋节后由北方飞来，越过寒冬，次年二月北归。

小燕每年三月由南方飞来，在民居屋梁衔泥做窝，繁殖后代，中

秋节后南返。 全年四季分明，光照充分，适合南北植物生长。山

冲耕地盛产稻、麦和棉花，山丘出产优质名茶"隆中茶" 。 林木

有松、柏、杉、银杏、香棒、皂角、冬青、挂花、山植等乔、灌

木 64 种、 105 个科属。 林地覆盖率达 82% 。 鸟类有画眉、野鸡、

猫头鹰、啄木鸟等 30 多种。 主要花卉有牡丹、梅花、绣球等。

据 《襄阳府志》记载，早在明代，隆中已培植牡丹、桂花和青

竹。《三国演义》 描写刘、关、张二访诸葛亮不遇，返回时在小

虹桥适逢黄承彦在风雪中吟唱道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可以想见当年隆中梅花傲霜斗雪，含笑怒放的景色。近年来隆中

牡丹日益繁茂，达 240 多个品种，一万多株。"阳春三月三，隆

中看牡丹"已成为襄樊人的习俗。 牡丹盛开时节，游人如织，

比肩接踵。

以上可知，隆中是以诸葛亮故居等历史遗迹为主要内涵，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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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景观与山林田园自然景观为一体，可供参观游览及进行历史

文化研究的文物风景名胜区。

隆中作为后世人们缅怀先贤、纪念先贤的重要名胜地， 18∞ 

多年来历尽兴衰。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出山以后，隆中诸葛草庐保存下来。

据《太平御览》卷 177 引鲍至(南朝齐梁时人) ~南雍州记》

云隆中诸葛故宅有旧井一，今酒元水。"又南朝盛弘之 《荆

州记》云:隆中诸葛井"堂前有三间屋地，基址极高，云是孔

明避水台。"

诸葛亮死后 70 年晋永兴(公元 304-306 年)中， 镇南

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喝表间，命太傅撩键为李兴为

文。 " ( ~三国志》裴注引王隐 《蜀记~) 这是隆中诸葛亮故居最

早的一块碑文记载，距今 17∞多年。 文中说今我来思，规尔

故墟"说明当时诸葛亮故居只剩颓垣断壁，成为"故墟"了 。

东晋升平五年(公元 361 年) ，史学家、荆州刺史别驾习凿

齿到隆中，写了一篇《诸葛武侯故宅铭》 。 文中提到的诸葛故宅

不再是西晋时的"故墟而是面目一新，建筑物上出现了"雕

薄蔚采，鸥阑惟丰与当时盛行的祠庙无异。 这是隆中最早见

诸于文字的武侯祠记载。至于在习凿齿见到武侯祠之前有没有祠

宇，或祠宇建筑的确切年代，难于考究。

南北朝时，隆中诸葛故宅不断得到维修。 唐以后，其规模有

所扩大。 唐光化三年(公元 9∞年) ，昭宗李畔封诸葛亮为武灵

王，并御赐庙堂于隆中，立《唐改封诸葛亮武灵王庙记》 碑。

隆中的知名度随着诸葛亮地位的提高而进一步提高。 五代晋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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