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襄阳古隆中导游词(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襄阳古隆中导游词篇一

暑假，我参加了由“中国少年报”组织的北京奥运风采夏令
营活动，此活动使我受益匪浅，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故宫。

北京故宫，旧称紫禁城，听导游阿姨说，它是明清两个朝代
位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现在被称为“故宫历史博物馆”。

一座高大雄伟的殿堂映入了我的眼帘，它就是太和殿。“太
和殿就是……”“太和殿俗称‘金銮殿’，也就是皇上上朝
的地方。”我抢了导游阿姨的话。“看来观看电视也涨知识
不少，这点知识还是知道的。”我暗暗得意。

导游阿姨笑着说：“看来这个小朋友知道的不少啊!那我再补
充一点吧!其实太和殿是皇宫里举行盛大典礼的地方，它非常
的豪华。”听了导游阿姨的解说，我们都迫不及待地踮起脚
跟往里瞧，看看金銮殿地面是不是金子铺成的地面。

绕过其它殿，我们来到了后花园。哇，我惊讶得长大了嘴巴，
原来皇帝这么富有啊!花园都比我们村大的多啊!而且花园里
面的花那么多：玫瑰、郁金香、梅花、牡丹、兰花……还有
好多我根本见也没有见到的稀有珍品，更不要说花园里的那
些建筑了。

游完故宫，我感叹故宫真是一个奇迹啊!而这个奇迹是劳动人
民用血汗换来的，更值得我去学习。



游古隆中作文字

假日里，爸爸妈妈带我去游玩了襄阳古隆中。

那里山清水秀，高大的山就像一堵堵墙，保护着这里的人们。
平静的湖水像一面明亮的大镜子。远远望去，青山倒映在湖
面，好似那“白银盘里一青螺”。生长在湖边的杜鹃花，格
外火红、娇艳。

我们来到诸葛亮的故居，那是一座古老的房子，屋顶上盖满
漆黑的瓦片，房子外面刷满洁白的油漆。我走进去，看到里
面有厨房、卧室、大厅等等。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里边还有一个
“小学堂”。“小学堂”’的墙上挂着一件蓑衣和一顶斗笠，
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场景。
学堂里整齐地摆放着桌子、长板凳，最前面有一个矮矮的台
阶，这应该就是诸葛先生讲课的讲台。我饶有兴趣地坐在板
凳上，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古时候的学生们正摇头晃脑
背古诗的情景。

回来的路上，爸爸给我讲了《三顾茅庐》的故事：诸葛亮才
华横溢，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帮忙，诸葛亮见刘备诚心诚意，
就答应与他共图大业。我也被故事中刘备的诚意所打动。

通过这次的旅行，我既欣赏到了美景，又增长了知识，真是
受益匪浅。

襄阳古隆中导游词篇二

各位，大家首先看到的是古隆中的牌坊它是隆中的标志，清
光绪19年湖北提督程文秉组织修建。仿木结构，四柱三门楼
式，高约六米，长约十米，用青石开榫组装而成。我们看到
在牌坊正面大门上雕着“古隆中”三个大字，两边门术线雕
着杜甫的诗句：“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古人
竟然是这样了解诸葛亮，知道诸葛亮靠淡泊、宁静而成为了



大才，又在刘备的“三顾”诚请下拿出了建国大纲《隆中
对》，帮助刘备、刘禅两代人立国续业，可谓“老臣”忠心
一片，现在大家跟我到牌坊的背面，上方刻着“三代下一
人”，两边门术上刻着“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
曹”。夏、商、周三代之下，无人能与诸葛贤相相比，他可
与扶汤灭桀的伊尹，助武王灭纣的吕尚称兄道弟，不分高下，
指挥作战从容调度，连西汉大臣萧何曹参也暗然失色，现在
给大家5分钟时间可以自由拍照留念。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诸葛亮自称“臣本布衣、躬耕
南阳”的躬耕田，与之遥遥相对的那座亭子叫“抱膝亭”，
是后人为了纪念诸葛亮在隆中时常抱膝长呤，继续前行50米，
就是草庐碑了，正面有“草庐”两个字，背面是“龙卧处”
三个字，襄阳名士庞德公认为诸葛亮是“骄龙”误入浅水湾，
一遇风雨便化龙：后来发生的事也恰好验证这句话。

顺着这条小路继续前行，诸葛亮的武候祠就展现在我们眼前
了，它位于隆中山腰，始建于晋朝，历代维修不断，如今的
武候祠是四进三院的清代层台建筑，现在我们看到一殿内的
这尊诸葛亮铜像是全国唯一的一尊仿真诸葛像，您看诸葛亮
身披八卦衣，手握羽毛扇，一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姿态，
据民间传说诸葛亮的八卦衣是他好学，为师母所赏赐的，穿
过走廊，我们来到了二殿，二殿内主要陈列的是董必武、郭
沫若等名人的匾额，题词和对联，大家看到正中是挂的这幅
中堂是我国一代文豪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其中他将诸葛亮与
陶渊明作了一番比较，从而得出了这样自己结论：诸葛亮与
陶渊明是有着雄才大略远大抱负的一代谋士，而在仕途上却
结局迥然，主要取决于是否遇到像刘备这样的明君，民
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他
同样做了一番大胆的猜测，如果让陶也遇到贤主，他的桃花
源记未尝不会现实于天下，同样使诸葛亮终身隐逸，潜心研
究，其诗作也未尝不如陶渊明，不知道您是否同意郭老的看
法，边走边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武祠的大殿，其中供奉的
是诸葛亮以其儿子诸葛瞻，孙尚的塑像，他们一家三代都为



国家的复兴献出了生命，同样值得我们后人尊敬，在大殿的
左侧分别有两个偏殿，娘娘殿和三义殿，是为纪念诸葛亮的
贤内助黄月英和桃园三结义而修建的，您可以过去看一下。

参观完武候祠让我们一起去诸葛亮的家里看看吧，1800多年
过去了，诸葛亮的家也历经了沧桑的变化，明襄简王朱见淑
认为诸葛草庐风水好，就在这里建了自己的坟墓，后人称其
是毁人阳宅，建其阴宅，我们在这里只能见到襄简王的陵墓
封谁和墓帝的清代建筑“草庐亭”，这就是诸葛亮当年草庐
的真正所在，不过诸葛亮家中的“遗物”还有一样存在，那
就是前面的那口“六角井”，它也是判断草庐位置的唯一证
据。

下了这段石阶，从这扇小门里进去，我们就到了“三顾堂”
相传诸葛亮在这里接见了刘备、著名的“隆中对”就发生在
这里，今天的三顾堂保持了光绪年间的风格，陈列有复制的
诸葛亮几案和卧榻。门口有古柏三株，传说是刘关张三顾茅
庐的栓马树，现在您看这里还拴着几匹马，您可以骑上它在
三顾堂前拍个照，体会一下三顾茅庐的感觉。

出了三顾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仿汉建筑“诸葛草
庐“，1987年重建，其建筑面积有463.5平方米，分前后两个
院落，由草堂、客房、卧室、厨房，内走廊等组成，这是后
人想像的诸葛亮的居住之处，可能稍微地弥补一下我们无法
见到1800年前的诸葛草庐真迹的遗憾了！

出了“草庐“，沿着溪水向西走，我们一真可以追溯到溪水
的源头老龙洞，泉水从老龙洞里流出，冬缓夏涌，汩汩不绝，
泉眼周围是20多亩大片平坦的农田，非常适宜耕作，可谓是
天下旱涝十年也不怕，此山冲是绝对是旱涝保性之地，诸葛
亮当年选中这块隐秘的山冲在隐居，真是有慧眼啊！诸葛亮
说自己“敬求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是啊，在这
样静幽的环境里，若没遇上刘备真诚的屈驾三顾，他可能就
在这山冲里当“陶渊明”过一辈，那样的话，中国就多了一



位普通平凡的农民，而少了一位谋略千里，料事如神的一名
名相，岂不遗憾啊。

好了，各位游客，我们今天的隆中之行马上就要结束了，不
知道面对这具有传奇色彩的诸葛亮1800年前的寓居之地，您
有什么感想，您看这群山如海，松涛声声，真像在大海中一
样，诸葛亮是不是正像一条卧龙蜇伏在浅湾中呢，真诚感谢
您的合作与支持，欢迎您再到隆中来！

襄阳古隆中导游词篇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历史文化名城襄樊，我是大家本次隆中之行的
导游__，您叫我x导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要参观的就是天下闻
名的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躬耕十年，以
待明君的古隆中，希望我的导游服务能进一步加深大家对三
国历史的了解，也希望我的导游能使大家玩的高兴，玩得开
心。

各位，大家首先看到的是古隆中的牌坊它是隆中的标志，清
光绪19年湖北提督程文秉组织修建。仿木结构，四柱三门楼
式，高约六米，长约十米，用青石开榫组装而成。我们看到
在牌坊正面大门上雕着“古隆中”三个大字，两边门术线雕
着杜甫的诗句：“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古人
竟然是这样了解诸葛亮，知道诸葛亮靠淡泊、宁静而成为了
大才，又在刘备的“三顾”诚请下拿出了建国大纲《隆中
对》，帮助刘备、刘禅两代人立国续业，可谓“老臣”忠心
一片，现在大家跟我到牌坊的背面，上方刻着“三代下一
人”，两边门术上刻着“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
曹”。夏、商、周三代之下，无人能与诸葛贤相相比，他可
与扶汤灭桀的伊尹，助武王灭纣的吕尚称兄道弟，不分高下，
指挥作战从容调度，连西汉大臣萧何曹参也暗然失色，现在
给大家5分钟时间可以自由拍照留念。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诸葛亮自称“臣本布衣、躬耕
南阳”的躬耕田，与之遥遥相对的那座亭子叫“抱膝亭”，
是后人为了纪念诸葛亮在隆中时常抱膝长呤，继续前行50米，
就是草庐碑了，正面有“草庐”两个字，背面是“龙卧处”
三个字，襄阳名士庞德公认为诸葛亮是“骄龙”误入浅水湾，
一遇风雨便化龙：后来发生的事也恰好验证这句话。

顺着这条小路继续前行，诸葛亮的武候祠就展现在我们眼前
了，它位于隆中山腰，始建于晋朝，历代维修不断，如今的
武候祠是四进三院的清代层台建筑，现在我们看到一殿内的
这尊诸葛亮铜像是全国唯一的一尊仿真诸葛像，您看诸葛亮
身披八卦衣，手握羽毛扇，一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姿态，
据民间传说诸葛亮的八卦衣是他好学，为师母所赏赐的，穿
过走廊，我们来到了二殿，二殿内主要陈列的是董必武、郭
沫若等名人的匾额，题词和对联，大家看到正中是挂的这幅
中堂是我国一代文豪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其中他将诸葛亮与
陶渊明作了一番比较，从而得出了这样自己结论：诸葛亮与
陶渊明是有着雄才大略远大抱负的一代谋士，而在仕途上却
结局迥然，主要取决于是否遇到像刘备这样的明君，民
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他
同样做了一番大胆的猜测，如果让陶也遇到贤主，他的桃花
源记未尝不会现实于天下，同样使诸葛亮终身隐逸，潜心研
究，其诗作也未尝不如陶渊明，不知道您是否同意郭老的看
法，边走边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武祠的大殿，其中供奉的
是诸葛亮以其儿子诸葛瞻，孙尚的塑像，他们一家三代都为
国家的复兴献出了生命，同样值得我们后人尊敬，在大殿的
左侧分别有两个偏殿，娘娘殿和三义殿，是为纪念诸葛亮的
贤内助黄月英和桃园三结义而修建的，您可以过去看一下。

参观完武候祠让我们一起去诸葛亮的家里看看吧，1800多年
过去了，诸葛亮的家也历经了沧桑的变化，明襄简王朱见淑
认为诸葛草庐风水好，就在这里建了自己的坟墓，后人称其
是毁人阳宅，建其阴宅，我们在这里只能见到襄简王的陵墓
封谁和墓帝的清代建筑“草庐亭”，这就是诸葛亮当年草庐



的真正所在，不过诸葛亮家中的“遗物”还有一样存在，那
就是前面的那口“六角井”，它也是判断草庐位置的唯一证
据。

下了这段石阶，从这扇小门里进去，我们就到了“三顾堂”
相传诸葛亮在这里接见了刘备、著名的“隆中对”就发生在
这里，今天的三顾堂保持了光绪年间的风格，陈列有复制的
诸葛亮几案和卧榻。门口有古柏三株，传说是刘关张三顾茅
庐的栓马树，现在您看这里还拴着几匹马，您可以骑上它在
三顾堂前拍个照，体会一下三顾茅庐的感觉。

出了三顾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仿汉建筑“诸葛草
庐“，1987年重建，其建筑面积有463.5平方米，分前后两个
院落，由草堂、客房、卧室、厨房，内走廊等组成，这是后
人想像的诸葛亮的居住之处，可能稍微地弥补一下我们无法
见到1800年前的诸葛草庐真迹的遗憾了!

出了“草庐“，沿着溪水向西走，我们一真可以追溯到溪水
的源头老龙洞，泉水从老龙洞里流出，冬缓夏涌，汩汩不绝，
泉眼周围是20多亩大片平坦的农田，非常适宜耕作，可谓是
天下旱涝十年也不怕，此山冲是绝对是旱涝保性之地，诸葛
亮当年选中这块隐秘的山冲在隐居，真是有慧眼啊!诸葛亮说
自己“敬求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是啊，在这样
静幽的环境里，若没遇上刘备真诚的屈驾三顾，他可能就在
这山冲里当“陶渊明”过一辈，那样的话，中国就多了一位
普通平凡的农民，而少了一位谋略千里，料事如神的一名名
相，岂不遗憾啊。

好了，各位游客，我们今天的隆中之行马上就要结束了，不
知道面对这具有传奇色彩的诸葛亮1800年前的寓居之地，您
有什么感想，您看这群山如海，松涛声声，真像在大海中一
样，诸葛亮是不是正像一条卧龙蜇伏在浅湾中呢，真诚感谢
您的合作与支持，欢迎您再到隆中来!



襄阳古隆中导游词篇四

各位游客大家好：

欢迎来到历史文化名城襄樊观光游览，我们今天要参观的是
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诸葛亮青年时代寓
居之地。从建安二年至建安十年诸葛亮在这里居住了十年。
这十年是诸葛亮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他世界观形成和政
治思想孕育时期。由于千古奇策《隆中对》对三国形势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而孕育和提出这一千古奇策之地就在隆中，
这就使得隆中成为三国史上的重要地方，成为后世缅怀先贤，
纪念先贤的重要名胜地，历朝历代都得到保护，维修和建设。

大家请看，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隆中的标志性建筑——
石牌坊了。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由湖北提督程文炳主
持建造。牌坊高六米，长十米，仿木结构，四柱三门楼式。
牌坊的正大门上雕刻着“古隆中”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两
边的柱上线雕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句“三顾频烦天下计，两
朝开济老臣心”意译为：刘备三次来到隆中拜访诸葛亮，以
求统一天下的大计;诸葛亮感激刘备三顾之恩，辅佐刘备开创
蜀汉基业，匡济刘禅(shan)巩固，发展蜀汉大业。这两句诗
赞扬了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和诸葛亮业济两朝的赤胆忠心。
两边的小门上雕刻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两句出自
诸葛亮的《诫子书》，教育其子孙后代恬静寡欲，淡视名利，
明确志向;专心致志，除却烦躁的思想，树立远大的目标。。
现在大家请看一下石牌坊的背面，上方有五个大字“三代下
一人”，这是北宋文学家苏轼的一句名言。三代是指夏商周
三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诸葛亮是夏商周以后的第一人杰。
古人认为三代以及三代以上的人忠厚贤良，三代以下便人心
不古了。但是诸葛亮辅先主，佐后主，勋业盖世，所以在此
予以高度称颂。两边的门柱上刻着“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
若定失萧何”这也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句。旧时兄弟排行
常以伯，仲，叔，季为序。伯，老大;仲，老二。伊尹：辅汤



灭夏德伊尹。伊是本名，尹官名。吕，辅周灭商的吕尚，俗
称姜尚，姜太公。萧是指萧何，曹是指曹参，他们俩都是西
汉的丞相，辅佐刘邦起义，功勋显赫，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
西汉起了重要作用。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诸葛亮的文韬武略
与伊尹不相上下，他处理政务，军事，外交等国事胸有成竹，
就连萧，曹二人与他们相比都显得逊色。石牌坊在1955年由
隆中文物管理处清洗修理过一次。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
红卫兵扫“四旧”，安排当时隆中大队大队长唐大兴带人拆
除，唐大兴借口怕砸伤人，没拆除，但是被打掉左侧石抱鼓
一只。1980年隆中风景区管理处用材料进行了修补。现在石
牌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为隆重重要文物古迹之一。

我们大家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池塘。池塘名为
荷花池，是清朝光绪九年(1883年)湖北提督程文炳维修隆中
诸葛故居时在躬耕田上开方池种莲藕而得名。1983年，隆中
风景管理处荷花池进行了一次彻底改造，清除了淤泥，四周
堆砌山石，池中重建了荷花亭，并种了荷花二十多种，给隆
中风景增添了色彩，荷花池至此才真正名副其实了。

荷花池前面的这片花圃便是躬耕田了。据史料记载的躬耕田
是乐山和旗山之间的诸葛庙冲的一百多亩田地。诸葛亮在出
师表中自称：臣本布衣，躬耕南阳就是指这个地方。民国二
十一年(1932年)，蒋维修隆中古迹时，对躬耕田的一部分荷
花池再次作了整修。1984年，隆中风景区管理处在躬耕田上
重建四角亭一座，题“田园淡泊”的匾额，庭中竖“躬耕陇
亩”的石碑，以增添宁静淡泊之风味。“躬耕陇亩”这四个
字是国家刘华清所题。

穿过躬耕田就到了小虹桥了。小虹桥横跨诸葛庙前的小溪中
段，是诸葛亮寓居隆中时出入必经之桥。初建的小桥为拱形，
相传刘备冒大风雪第二次到隆中拜访诸葛亮时，与诸葛亮的
岳父黄承彦在此桥相遇。刘备一看老人衣着狐裘，谈吐不凡，
曾误以为是诸葛亮，闹了一场“错把岳父当女婿”的笑话。
从此，小虹桥也和隆中一样著名于世了。我们当地有这样一



种说法，说“小虹桥上走一走，人人活到九十九岁”大家不
妨都走走看，把长寿带回家。

大家顺着我的手看过去，可以看到一个亭子，叫抱膝亭。诗
文说诸葛亮“志见《出师表》，好为《梁父吟》”。诸葛亮
是山东琅琊人，14岁随叔父迁移到襄樊隆中。这个《梁父吟》
是山东老家的一种曲子，调子不变，可以自己填词。后人在
这里修建这个抱膝亭，就是为了纪念诸葛亮在这里引吭高歌，
抒发情怀这一闲情雅致。(亭子是清朝时程文炳建的，1978年
隆中风景管理处进行了一次维修，亭前“抱膝处”三个字的
大石碑，据说是书法家张裕钊所书)。

抱膝亭的后面的这个大型的石雕是明朝嘉靖庚子年(公元1540
年)的龟座《草庐碑》，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碑高大
雄伟，龟昂首负重，即古朴又富有生趣。碑的正面有石南江
“草庐”二字，碑的后面有“龙卧处”三个大字。这个碑座
的动物其实不是龟，他叫赑屃，是龙的小儿子。民间这样传
说，龙生九子，个个长的都不像他。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个赑屃啊，它有龙的头，乌龟的身子，老鹰的爪子和凤凰
的尾巴。在我们这里有这样一种说法，摸摸赑屃头，一身不
用愁;摸摸赑屃背，荣华又富贵;摸摸赑屃牙，金银财宝往家
爬。喜欢打麻将的朋友不妨多摸摸，把运气都带回家嘛!

游客们，我们继续往前走，去看看隆中山腰的武侯祠吧。武
侯祠是祀奉诸葛亮的地方。全国大大小小的武侯祠共有100多
座，稍有名气的共有48，我们襄樊的这座可以说是全国第二
大，第二早的了。武侯祠始建于东晋，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
历史。历代都有翻修，现在保存下来的是明末清初的建筑，
砖木结构，四进三院式结构，一层高于一层。我们看一下祠
堂的正门上方悬挂着汉诸葛武侯丞相祠堂的牌匾，牌匾的下
方有三个小石人，代表着福禄寿三星，象征着您来隆中拜访
诸葛亮，可以顺便将福禄寿一起带回家。在小石人的两边分
别有两根彩色的横梁，这个叫做户对，而大门前方的这两面
抱鼓就叫门当了，和在一起取门当户对之意。我们大家再看



一看，这个建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门前有四根红色的
柱子，上不接天下不接地，叫掀天接地柱，预示着诸葛亮上
知天文，下知地理，呼风唤雨，扭转乾坤的才能。门前还有
一副对联“冈枕南阳依旧田园淡泊，统开西蜀尚留遗像清
高”，这对联是说隆重一带的山岗槽卧在南阳郡的大堤上，
这里的田园仍就如过去那样淡泊，诸葛亮开创了蜀汉的基业，
在隆中至今还留有他那清高的遗像。

我们去武侯祠的里面看一下，头上这块“卧龙遗址”的匾额
是董必武老先生1965年为隆中所题写的。公元197年至22019
年，诸葛亮隐居襄阳城西20里地的隆中村，在此耕读达2019
年之久，由于他才华横溢，独居隆中，时人誉其为“卧龙”。
匾额下面便我们的卧龙的先生了，这是全国唯一一座一比一
的仿真诸葛亮的铜像了，它是2019年，诸葛亮的后裔为了纪
念诸葛亮出山1800周年而捐赠给隆中的。我们看诸葛亮手持
羽毛扇，身披八卦衣，一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姿态。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诸葛亮的手和扇子特别的亮?那是因为我们
这一带有个风俗，认为诸葛亮的扇子代表智慧，手代表好运，
所以来隆中的朋友不妨也摸摸他的手和扇子，沾沾好运，舔
舔智慧嘛。“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番对晤古今情”。

董必武，1965年题。为了寻求统一天下的大计，刘备三顾茅
庐，诸葛亮与刘备就当时的形势及统一问题一番对晤，古今
传为佳话。“垂功刘氏业，遗范汉家风”。意译为，诸葛亮
辅佐刘氏开创了蜀汉的基业，他的功名流芳千秋，他那“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足为后人之楷模。“伯仲之间见
伊吕，先生有道出羲皇”：诸葛亮的文韬，武略与伊尹不相
上下，他立国策略和治国方略出自伏羲帝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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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预定天下三分，火烧博望，六出祁山，功勋显赫，
大名永垂。诸葛亮三气周瑜，辱咒司马，七擒孟获，古今传
为佳话。这副对联对诸葛亮一生事迹做了概括性的踪迹，并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我们去武侯祠的主殿看一看，这里竖立诸葛亮一家三代的塑
像。诸葛亮，字孔明，徐州琅琊人，东汉灵帝光和四年(公
元181年)出身在一个门第不高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诸葛丰
是西汉的一个监察官，父亲诸葛珪曾任泰州郡郡丞，相当于
现在的省委书记助理。诸葛亮兄弟三人，哥哥诸葛瑾，弟弟
诸葛均，另外，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嫁给了襄阳名士庞德公
的儿子，一个嫁给了现在襄樊南漳县的蒯氏大族蒯祺。诸葛
亮三岁的时候母亲章氏去世，七八岁的时候父亲诸葛珪也去
世了，全家的生活靠叔父诸葛玄来安排料理。东汉末年(公
元194年)，山东自然灾害连续发生，又植战乱流离，百姓被
迫背井离乡。13岁的诸葛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跟随叔父诸葛
玄离开山东到荆州避难的。诸葛兄弟在荆州刘表办的“学业
堂”学习儒家经典。由于刘表外宽内忌，诸葛玄死后，诸葛
亮便携带弟弟诸葛均到襄阳城西二十多里的隆中寓居，这一
年诸葛亮十七岁。直到公元22019年刘备三顾茅庐，卧龙出山，
整整在隆中寓居了十年。后来更是为了汉室基业鞠躬尽瘁，
最后于公元234年，病死在陕西定军山，享年54岁。右边是诸
葛亮的长子诸葛瞻，左边是长孙诸葛尚，两个人都是在三国
后期蜀魏大战中战死在四川绵竹，诸葛瞻死的时候只有36岁，
而诸葛尚更是不满18岁，真可谓是满门忠烈。

武侯祠大殿的东北角是一个亭阁式的建筑，民国二十二，刘
骥为安放诸葛铜鼓所建。诸葛铜鼓是清同治年间，在广西出
土，相传是诸葛亮七擒孟获时用过的战鼓。铜鼓高二尺许，
阔一尺八寸左右，旁边四蟾蜍。此鼓正放可敲打做鼓，鼓声
响亮，倒放可以做炊具煮饭，一物二用。

武侯祠大殿的左边还有两个殿，我们去看看吧。中间这个殿
叫娘娘殿，是为了纪念诸葛亮的妻子黄月英所建的。当年，
黄承彦看诸葛亮潜心好学，又胸怀大志，想让他做自己的女
婿，但是又想试探一下诸葛亮是重还是重貌，便对诸葛亮说：
闻君择妇，家有丑女，黄头黑面，才堪相配。意思是说，听
说你想要找个老婆，我有一个女儿，头发很黄，皮肤很黑，
长的很丑，但是才华可以和你相配。我们这里有个不成闻得



规矩，说取个贱名好养活，黄承彦的女儿小名就叫阿丑，和
我们现在的阿猫阿狗是一个性质的。古代的女子遵从三从四
德，足不出户，邻居们知道阿丑的名字，又听到黄承彦自谦
的话，就认为黄承彦的女儿真的很丑。都说人有三宝，丑妻，
薄田，薄棉袄。诸葛亮听说黄阿丑很有才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结果成亲那天一掀盖头才知道，原来阿丑是个汉江美女。雕
像的上方有块牌匾，是毛泽东的女儿李纳1969年为黄月英题
的贤良淑德四个大字。阿丑黄月英不仅笔下滔滔，而且武艺
超群，她曾就学于名师，艺成下山时，师傅赠送她一把鹅毛
扇，两面分别写着“明”，“亮”二字，还有密密麻麻的攻
城略地，治国安邦的计策，并叮嘱她，姓名中有明亮二字的
人，即是你的如意郎君。后来结婚时，黄月英便把鹅毛扇送
给了诸葛亮。孔明对鹅毛扇爱如珍宝，不管春夏秋冬，总是
手不离扇，他这样不仅表达了他们夫妻间真挚不愈的爱情，
更是熟练并运用扇上的谋略。配殿的左右两边还有壁画，画
的是承颜择婿，羽扇定情，木牛迎亲。木人磨面，相夫教子。
看完诸葛亮这个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人，我们去看一下他
的伯乐。

娘娘殿的旁边有个三义殿，顾名思义是为了纪念刘关张桃园
三结义而建筑的。中间正襟危坐的便是刘备。《三国演义》
中说刘备生的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
顾其耳，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名备，
字玄德。刘备是河北涿县人，出生时官僚地主大家庭已经衰
败了，刘备幼年的时候就和母亲靠编织草席，贩卖草席为生。
刘备始终没有固定的地盘，到处受到排挤，作为胸怀大志又
为皇室宗亲一脉的刘备不甘心过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他深
感自己虽具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和气质，但是缺少建功立业的
策略，而身边的关羽，张飞，赵云等将，勇猛过人而智谋不
足，最缺乏的是没有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的谋士。直到公
元22019年，收到司马徽的推荐三顾茅庐，请到卧龙诸葛亮出
山，才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从此天下三分，独据一方。公
元22019年刘备在益州称帝，63岁的时候病死，葬在今四川成
都。刘备的两边便是他的两个义薄云天的兄弟张飞和关羽了。



我们先看看二弟关羽。关羽和张飞均为蜀汉政权中五虎上将。
关羽以忠义著称，为历代统治者乐道，在民间影响很深，与
我们国春秋时代儒家创始人孔子并称文武二圣人。所以关羽
的叫法有很多，关公，关二爷，武圣人等。旧时民间每逢春
节，皆以关帝画像为虎门神，其中取意于关羽自身的勇与忠。
不过关羽最后还是被东吴孙权的手下吕蒙设计害死在今陕西
运城，身在当阳，头在洛阳，身首异处，实为悲惨。我们去
看一下左边的张飞。《三国演义》中说，张飞，姓张，名飞，
字翼德。豹头环眼，声若巨雷，势如奔马。颇有庄园，卖酒
屠猪，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大家都知道张飞素以胆大过人，
勇猛无敌著称。当年面对数万曹军的追赶更是当阳桥头一声
吼，吼断桥下水倒流。不过张飞有一点就是脾气不好，特别
是二哥关羽死后更是经常饮酒至醉，鞭打手下将士，最后酒
醉后睡觉被手下人杀死，砍下头颅，献给了孙权，也是身首
异处，死的非常凄惨。这边还有一幅壁画是刘关张桃园三结
义，其实刘备和张飞还是老乡，这个桃园就在张飞河北涿州
老家的后花园里。那边画的是三英战吕布，兄弟三人一起时
何等的意气风发啊。三义殿外面还有两把兵器，右边是关羽
的青龙偃月刀，重达82斤;左边是张飞的丈八蛇矛，重达64斤。
游客们，你们可以去试试手感，提一下青龙偃月刀，意欲着
提关，提拔做官嘛。

在三义殿外面这里还有两块石碑，我们着重看一下左边的这
块，上面写着“志明功德”，还有青天白日旗的图案。92年
的时候，蒋来隆中，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想要吸取这里的
天地灵气，看到隆中有些破败，就捐了5000大洋修隆中，这
块就是手下为他立的一块功德碑。碑文上刻着豫鄂皖三省剿
匪总司令蒋重修功德碑记…..这个匪就是指共产党了，大家
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有个文革时候，这块石碑之所以能保存
下来没被毁掉是因为它被当做铺路石，正面倒扣在地上，这
才幸免遇难，后来被襄樊学院的一位教授发现，才得以从见
天日。左边的这块类是蒋的手下刘骥的功德碑，这个人比较
爱民，文革的时候后人怕牵连他就把他的名字和青天白日旗
都凿掉了，这个是根据史料记载而仿制的一块碑，那边是一



块真迹。

三义殿的下边有一座静轩，是历代人们烧香拜佛的地方。院
子里有棵挂花树，属于珍贵的金桂品种，据说已有四百多年
的历史。大家看一下这颗树啊，是同出一根，却上分三叉。
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三分天下，都和这三息息相关。人
们调侃说，99年的时候江来隆中，就是看了这三叉桂花树，
有了灵感，回去提出了三个代表。出了静轩，可以看到这里
几棵高大的皂角树，最粗的这颗也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人们
说出来玩啊，拜树不拜佛，遇到这种上百年的老树您不防摸
摸，沾沾灵气也好嘛。

我们继续往前走，在现在草庐亭的旁边有一个占地约100平方
米，高约十米的土堆，这个就是明弘治一年襄简王朱见淑为
自己修建的陵墓。他见诸葛亮的草庐风水很好，三面环山，
像个太师椅一样，背靠山，脚踏川，于是就毁了草庐，修建
了自己的陵墓，这就是后人说的毁人阳宅，建其阴宅。不过
恶有恶报，在陵墓修好的第二年，他全家暴毙死亡。后来闯
王李自成攻进襄阳，掘了朱见淑的坟墓，所以我们现在只看
到这块碑记。有人还这样说，因为朱见淑人心不正，所以他
坟上的树都是歪歪扭扭，没有一棵是直的，您看是不是这样
呢?这边是草庐亭，是后人为了纪念草庐而重建的。

我们到下面去看一下隆中十景之一的六角井。这个应该是现
在隆中唯一的真迹了，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是诸葛亮
在隆中的生活用水。现在六角井的井体是砖砌的六边形，旁
边有六块石栏板。史料记载有15米深，现在有5米左右，直
径1.38公尺。这个井还有个传说，诸葛亮出山后把自己的枕
头留在了隆中，很多年后村民清掏六角井的时候得到了这个
枕头，襄阳有个贪官听说这个枕头是个宝，冬暖夏凉，枕着
睡觉还能使人心明眼亮，于是就派人把这个枕头抢走，结果
睡到第二天眼睛也肿了，嘴和舌头也烂了，有期眉骨痛的厉
害，请医生怎么也治不好。后来晚上做梦，梦见诸葛亮，说
他心术不正，邪气四起，去掉贪心，不医就好了。梦醒后，



这个贪官亲自把枕头还给了掏井人，没过几天病还真的好了。
后人为了表示对诸葛亮的尊敬，就又把枕头放回到井里了。

请大家接着跟着我走，去前面的三顾堂看看。三顾堂，建于
清康熙五十九年，是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的纪念
堂。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三棵大柏树，相传这三棵为当年
刘关张三顾草庐时的栓马树，我们说根据树的条纹可以判断
出他们分别是谁的拴马树。刘备是三英老大，又求贤若渴，
所以应该是最前面一颗，条纹也往里面长，左边这棵比较执
拗，纹理往外长，是张飞的。右边这棵正直挺立，就是关羽
的了。还有人所，关羽死的时候头被吕蒙献给了曹操，身首
异处，所以树梢没有了。当然这些无从考证，我们且当玩笑
来听。在三顾堂的正门这里有一幅对联“两表酬三顾，一对
足千秋”，两表即前后出师表，一对即是隆中对。意思是出
师表充分体现了诸葛亮酬谢刘备知遇之恩的情意。他为刘备
筹划的联吴抗曹，一统天下的《隆中对》足以千秋流传。我
们到三顾堂里面看看。正堂里是刘备拜访诸葛亮，孔明拿出
八州地图，划分天下，提出隆中对策的场景。《隆中对》是
建安十二年(公元22019年)刘备第三次拜访诸葛亮，寻求统一
天下大计时，诸葛亮所作的对打。刘备要去见诸葛亮，除了
诸葛亮本身有超众的才华使刘备倾倒外，更重要的是诸葛亮
与襄阳地区的好强实力庞德公，荆州地区统治集团中的实权
派蔡氏和蒯氏，以及失宠的刘表长子刘琦三个势力有着密切
的联系，是荆州地区具有一定势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刘
备去拜访他，取得他的支持，进而控制塔，取得三个势力的
支持和信赖，以便在荆州站住脚，最后在群雄混战中取胜，
达到兴复汉室的目的。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流行的人力资源
管理。诸葛亮两次不见刘备，并不是沽名钓誉，故意抬高身
价，而正是他对于选择人主的慎重和测验刘备是否有求才建
业的决心。他在比较曹操，孙权，刘表等人的条件后，认为
刘备是皇叔出身，帝室之胄，出处正，又有百折不挠的英雄
气概，之人善任又具有济世的才能，同时两个人都企望兴复
汉室，目标一致。所以在公元22019年冬天刘备第三次到隆中
拜访他时，便在自己简陋的茅房里热情的接待了他，并把早



在胸中酝酿成熟的统一天下的谋略毫不保留的全部说出来了。
这就是名垂千古的《隆中对》。之后，诸葛亮随刘备到新野，
走上了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并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上演
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话剧，为后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三顾堂的院子里还有两棵比较珍贵的植物，这棵叫绣球树，
开的花因形似绣球而得名，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旁边这棵是
我们襄樊市的市花，叫紫微。如果碰轻碰她的枝干，树叶会
微微抖动，所以又名痒痒树。紫微在汉代的时候是星宿的名
字，到了唐代是一个机关衙门的名字，所以我们又称紫微为
官祥花。所以很多领导的家里都种有紫微，紫微的花期很长，
俗话说：谁到花期无百日，紫微能开百日红;便是说她了。两
侧的回廊里镶嵌着历代题词石刻和维修记事碑，这里有一块
寿碑，是清光绪十六年慈禧所题的。人人都说慈禧的寿字是
写的最好的，而且她有个习惯就是，官越大，寿的最后一笔
提的越高，我们看一下这个寿，可想而知，当年过寿的官员
职位是不小了。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块碑有个特点，就是
它的印章盖在了上面，我们知道古代的题词，题画印章都是
盖在最下面的。关于这个啊，人们是这样解释的，说寿的上
方为天，慈禧心高气傲，以天自比，所以把印章盖在了最上
面。传说这块石碑是襄樊一位大官员在自己母亲六十大寿时，
花巨资从京城买来献给自己母亲的，后来就被存放在了隆中。
下面我们去诸葛亮的草庐看一下吧。

我们现在看到的草庐是1987年拍摄《三国演义》时重建的。
草庐为仿汉建筑，砖木结构，总面积463.5平方米，分两个院
落。我们进院子里面看看，右边这个就是诸葛亮的私家车，。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黄承彦和诸葛亮商定把女儿借给诸葛亮，
并在腊月二十八成亲。黄月英请她父亲向诸葛亮提出条件，
在结婚时，不循陈规旧俗，一不坐轿，二不骑马，三不乘船。
诸葛亮听到黄小姐的三不条件 后很吃惊，心想我若让新娘步
行，别人定会耻笑，新娘子面子也过不去。后来诸葛亮坐在
扇上冥思苦想，不小心把石头弄下来惊到了田里的牛，牛拖
着碾磙在地上跑，诸葛亮想在碾磙上按个架子不就可以做人
了。后来经过改造就发明了这种 车，相当于现在大奔级别，



所以我们当地人又戏称它叫牛奔。中间就是诸葛亮的客厅，
右边是弟弟诸葛均的卧室，左边是客房。我们可以到后院去
看看。后院有连理树。中间是小客厅，左边是书房，右边是
卧室。这边是厨房。说道吃，我们襄樊有一种菜叫孔明菜，
俗称大头菜。据说诸葛亮上山采药，发现一种像萝卜的东西，
挖起来一看又不是萝卜。尝尝有点辣甜，就挖了几个带回家，
叫妻子炒来吃，全家一尝，都说好吃，他就又挖了一些栽种
在田里。后来襄阳人储存剩菜就把大头菜拿来腌制，结果发
现味道更好。诸葛亮辅佐刘备连吴抗曹，因士兵没菜吃，就
派人从襄阳买来很饿多大头菜。后来襄阳的大头菜越来越有
名，人们为了不忘记诸葛亮了功劳，就叫他“孔明菜”了。

襄阳古隆中导游词篇五

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历史文化名城——襄樊游览观光!我们
今天要参观的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古战场——古隆中。 三国故
事湖北多，这可不是在吹牛。三国演义120回，其中的75回就
发生在我们湖北，而这75回中又有44回发生在襄樊。

古隆中，又名诸葛庙，它位于历史文化名城襄阳以西13公里
的西山环拱之中。据《舆地志》记载：“隆中者，空中也。
行其上空空然有声。”隆中因此而名之。

在隆中的山林中有大量的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留下的
遗迹和历代修建的纪念建筑。每处遗迹都反映了诸葛亮的重
要活动，或反映了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现保存和修复的纪念建筑面积共占地十三亩(不包括庭院)，
有庄严的殿堂，有依山傍水的亭、廊、楼、榭，建筑风格朴
实，具有浓厚的鄂西北民居风味。武侯祠始建于晋朝，隆中
文物风景区的形成，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隆中诸
葛亮故居，现是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风景名胜区之一。



我国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青年时期在这里
隐居长达十年之久。脍炙人口的《隆中对》和刘备“三顾茅
庐”的史事都发生在这里。

这里清静幽雅，天苍山青水碧。隆中山、乐山、旗山三山环
拱，隐若玦环。路回山隐隐，树锁昼阴阴。这里古迹众多，
文化沉淀丰富。诸葛亮当年活动遗迹：草庐、六角井、躬耕
田、小虹桥、抱膝石、梁父岩等历千年而安然。先贤凭吊诸
葛亮，引以托情的武侯祠、卧龙深处、隆中书院、古牌坊以
及众多借以托志的碑碣石仍旧相间茂林修竹。

这里文豪云集，志士倾吐情怀。晋代习凿齿。唐代崔道融、
宋代苏轼、明代王越等都吊古隆中。现代郭沫若先生亦挥毫
抒情，党和国家领导人董必武更有吟怀：“诸葛大名垂宇宙，
隆中胜迹永清幽。”隆中之所以天下闻名，原因有三个：一
是诸葛亮的躬耕之地;二是刘备三顾茅庐的所在之地;三是著
名的“隆中对策”的提出之地。从晋代开始，仰慕诸葛亮大
名的人们就在这儿修建了纪念诸葛亮的建筑，它们是：三顾
堂、草庐亭、草庐碑、六角井、躬耕田、抱膝石、梁父岩、
老龙洞、半月溪、小虹桥、武侯祠、野云庵等，被称为“隆
中十二景”。这些建筑记载着诸葛亮在隆中的生活情况和有
关传说。诸葛亮17岁定居隆中一处依山傍水的村庄，过着边
耕边读的田园生活。这就是胡曾在《南阳》一诗中所咏
的：“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诸葛亮躬耕南
阳，与古代一些逃避现实的隐士是不同的，十年期间，他发
奋读书，广交士林，认真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
文化和军事史实，以“观其大略”，还密切注视着天下形势，
自比管仲、乐毅，视社会的安定与动荡为自己的责任。所以，
有人把他与当时一位杰出人物——庞统，并称为“卧龙”
和“凤雏”。

诸葛亮27岁那年。刘备三次来到隆中，虚心地向他请教统一
全国的大计。诸葛亮向三顾茅庐的刘备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
势，从战略着眼制定了隆中决策，这就是著名的《草庐对》。



话虽只有三百多字，但有对魏、蜀、吴的力量估计，也有统
一全国的方针、措施。他最后还肯定地说，只要按提出的决
策行事，“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他的主张说得刘备钦佩
备至。在刘备的卑词厚礼相邀之下，诸葛亮感于刘备“帝室
之胄，信义著於四海，总览英雄，忠贤若渴”，便跟随了他
出了山。从此，他们“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诸葛亮
一刻也没有忘却自己的责任，为实现隆中决策，“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故世人一致称誉他是“汉室栋柱”、“治世良
材”。诸葛亮也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最终成为三国时
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被世人景仰，古隆中也
因他而闻名于世。好了，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古隆中风景区
了，请大家随我一起到景区里参观。 古隆中牌坊大家请看，
在我们眼前的这座石牌坊就是古隆中的第一个景点，它是在
清朝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为湖北提督陈文炳负责修建，
作为古隆中风景区的标志。石牌坊高约六米，长约十米，在
正面大门上刻的是“古隆中”三个大字，两边石柱上雕刻着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
心”，赞扬了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和诸葛亮业济两朝的赤胆
忠心，两边小门上雕刻着诸葛亮的名言：“淡泊明志，宁静
致远”，表明了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虽过着平淡的生活，
却胸怀远大的志向。现在请大家看一下石牌坊的背面，上方
有五个大字“三代下一人”，这是北宋文学家苏轼的一句名
言，意思是说诸葛亮是夏、商、周三代以后最高尚、最伟大
的人，没有其他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两边柱子上是唐代大
诗人杜甫的诗句：“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这句诗赞扬了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小虹桥过了石
牌坊，穿行躬耕田，就到小虹桥了。清代王铽在《隆中十咏》
中，写到小桥说：“有人睹物思玄德，曾向小虹桥上行。”
这座小桥还有一段趣史。据说，刘备二顾茅庐时，在桥旁遇
见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一看老人衣着狐裘，谈吐不凡，曾
误以为诸葛亮，闹了一场误会。从此，小虹桥也和隆中一样
著名于世了。桥为石拱，青石板面。桥下流水清澈，淙淙有
声。当你漫步桥上，独自徘徊，不由得你不思索刘备那
种“求才若渴”的精神。武侯祠绕过牌坊，拾级而上，便是



武侯祠。现存武侯祠建于明末清初，依山而建，共分四层院，
一层高一层。正殿有诸葛亮的塑像，陈列有铜鼓及其他石刻
文物等。两侧设有配殿，西配殿名“三义殿”，内塑有刘备、
关羽、张飞像。殿前庭院中有一桂花树，据说为明末时植，
每年盛花季节清香扑鼻。中设庭院。祠内所陈列的文物中，
有一面同治年间在广西出土的铜战鼓。相传是诸葛亮七擒孟
获时用过的战鼓。武侯祠外古树参天，松柏滴翠，祠内庭院
错落，淡雅幽静。武侯祠大厅的木匾上雕刻着董必武“三顾
频烦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的题词。正厅、西厅、后厅
分别陈列着“诸葛亮生平简介”，后厅里还存放着一尊诸葛
武侯塑像，是人们凭吊祭祀的地方。诸葛亮逝世后，老百姓
对他十分思念，因为诸葛亮不仅是劳动人民心目中智慧的化
身，更是劳动人民心目中的一代勤政廉洁的名相。因而，凡
是他到过的地方，纷纷为他立庙，各地的武侯祠多得数不胜
数。目前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武侯祠就有七座。然而
纪念地太多，就难以分辨真假。从古到今，为谁是诸葛亮正
宗纪念地而发生过不少争执。其中尤以湖北襄阳古隆中和河
南南阳卧龙岗两地的武侯祠谁为“正宗”之争最为有名。两
地的武侯祠，历史悠久。隆中的建于晋代，保留着古朴的风
貌;南阳的建于唐代，更显得宏大堂皇;两地都以诸葛亮的躬
耕地自居，为武侯祠的正宗而争。为此，还打过不少笔墨官
司。“隆中派”以《隆中对》之“隆中”为证，“南阳派”以
《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为证，争得不亦乐乎。
直到清代咸丰年间，襄阳人顾嘉衡出任南阳做知府，可要处
事公平，不能向着家乡，将武侯祠的正宗桂冠判给襄阳，否
则叫他这个知府坐不稳。襄阳人认为，既然是家乡人到南阳
为官，一定要为家乡人伸张正义，将古隆中的武侯祠判为正
宗，否则不要他回家乡。两边互不相让，要等顾知府表态。
顾嘉衡听了双方的意见，没有立即表态，请大家下堂休息，
说是第二天再判。第二天一早，双方又来到府衙，等顾知府
的评判，只见顾嘉衡拿出文房四宝，提笔写了一幅对联：心
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 此联一出，
双方心服口服，都佩服顾知府的才智，从此这场争论才告一
段落。那么，诸葛亮躬耕之地究竟在何处呢?只要了解当时的



历史地理知识，就不难辨别。隆中在汉时属南阳郡所管辖，
于是诸葛亮便称自己“躬耕于南阳”。明代以后，隆中才划
归襄阳，而襄阳、南阳又分属湖北、河南两省，因此才有了
以上的争论。事实上，诸葛亮的躬耕之地只有一处，那就是
古隆中。

武侯词是隆中的主要建筑，睹物言情，赵孟若在《书汉丞相
诸葛武侯传后》诗中“万古君臣一鱼水，死生不变见英雄”
的句子，确切地说明了诸葛亮和刘备的良好关系。诸葛亮自
公元220__年离开隆中，次年即一举促成了孙(权)刘(备)联盟，
他在“羽扇纶巾谈笑间”，使得曹操的强大水军“樯橹灰飞
烟灭”。从而赢得了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后，诸葛亮
辅助刘备取得荆州四郡，整顿赋税，充实军备。公元220__年，
盘据益州(四川)的刘湾派法正迎接刘备入蜀，共同抵御曹军。
诸葛亮则从荆州率领张飞、赵云溯江而上，与刘备会师成都。
此后，刘备自领益州牧，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
事，总揽军政。刘备据有荆、益，初步实现了隆中决策的战
略布署，“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奠定了鼎足之
势。在这短短的七年之中，诸葛亮运筹帷幄，竟然使无立锥
之地的刘备，有了一块不小的根据地。后来，荆州失陷，刘
备领兵出三峡，进到夷陵(今湖北宜昌东)，舍舟登陆，“树
栅连营七百里”，兵力分散，遭到吴的沉重打击，刘备一败
涂地。清退到白帝城(今四川奉节)时，已经病危。临终他对
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
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虽是一番真心话，
而诸葛亮那“勤勤陈说扶汉室，慷慨感义许驱驰”的初衷，
却始终不变。公元220__年，刘禅继位，诸葛亮以丞相辅政，
封武乡侯，开始治事，又领益州牧，政事不分大小都由他决
定。他“受任於败军之际，奉命放危难之秋”。而他尽力辅
佐刘禅，一直到自己停止了呼吸，体现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
高风亮节。公元220__年，以汉中为大本营，诸葛亮亲自率
师10万出征，北伐曹魏，谋求蜀汉的统一。临行前写下了传
诵千古的《出师表》，希望刘禅发奋图强的一片苦衷，至今
读来仍能使人“寒涕垂”。在北伐曹魏期间，他已是统帅，



遇有用人不当，贻误军机，他就弓;咎自责，以谢国人。他在
挥泪斩了“言过其实”、爱说大话的马谡以后，恳切上书，
承担全部责任，表明自己是“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
是“授任无方”，以致“恤事多阁”，自请降级三等，以示
惩戒，还颁发《劝将士勤攻己阙教》，要求部下勤於批评，
随时指出他的缺点错误。公元234年8月，诸葛亮积劳成疾，
病死在陕西五丈原郭氏坞(在今岐山县西南)，终年54岁，葬
於定军山。“出师未捷身先死”，蜀汉军队不得不撤回汉中。
目空一切的司马懿在巡视了诸葛亮所布置的阵地后，也不得
不叹服他是“天下奇才也!”诸葛亮在从政方面，是以国为重，
毫无利己之心。刘备托孤时，刘禅才17岁，他悉心辅助刘禅，
常劝他不要“塞忠谏之路”，如果“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
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家之害也。”他希望刘禅
注意做到“纳言之政”。说是“为政之道，务於多闻。”只
有这样才能实现“万物当其目，众音住其耳。”否则举
国“惟争一人”，后果不堪设想。而他自己“任重才轻，故
多阙漏”，需要广开言路，鼓励人们多提不同意见。而且他
不许亲人干预政治。所以，他“行君事而国人不疑”“行法
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诸葛亮在生活上也
很俭朴。死后，的确做到了不使自己“内有徐帛、外有赢
财”。他在上表刘禅时曾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
顷，子弟衣食，自有徐饶。”诸葛亮以身许国，说到做到，
在中国历史上确是难得的可贵。诸葛亮无论从政、治军都堪
称千古奇才，道德又清高，故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崇敬。西晋
时，镇南将军刘弘到了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其阎。”
在宋代以前，隆中就建起了供人们祭祀的祠堂。到了明代，
分封在襄阳的襄简王未见淑，看中了隆中这卧龙伏凤的绝好
风水，竟攫为自己的墓地，使诸葛亮故宅的建筑俱毁无遗。
现在的武侯词，是清代康熙年间重建的，砖木结构，飞檐叠
瓦，前后三进，中设庭院。1958年正殿经过修缮，至今保护
得很好。殿内正中悬挂的“汉武侯像”拓片，是明代万历年
间的雕刻。后殿供奉着诸葛亮的塑像，真是“山中有遗貌，
矫矫龙之姿”。 三顾堂武侯神祠的右下首，便是三顾堂,顾
名思义就是为了纪念刘备“三顾茅庐”而修建的。据说刘备



三顾茅庐时在这里拴过马。后人依此建一四合院，名三顾堂。
堂内陈列有岳飞手书的《出师表》。三顾堂内有刘备、关羽、
张飞的塑像。门前的三棵古柏，相传是刘、关、张挂马的。
原材自然早已死了，现存的为后人所栽，当无可置疑。唐代
冯志韵草庐诗说：“卧龙人去远，此地尚名冈。身应营星陨，
心期国祥长。老臣犹有像，炎汉已无光。所幸遗民在，凭君
一劝耕。”他写诗的时候，草庐当还完好，而今草庐已无故
迹可寻，留下的只有一个隆起的巨大山包。山包前那个由后
人建造的六角形庐亭，覆盖红、绿、黄三色琉璃瓦，多少弥
补了当年草庐的情趣。踏进大门，一股花香扑面而来，院内
花木清幽。两旁廊壁上砌嵌着数十块石碑，分别刻有隆中全
景图、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和《隆中对》，
还刻有一些古人诗词，以示孔明一生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