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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水库的清泉经刁河渡槽缓缓流入平顶山 李志勇 摄

诸葛庙遗址管理者王如意老人与明代《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石碑 毛思周 摄

为忽必烈建言献策的

郝经，字伯常，祖

籍泽州陵川（今山西陵

川），生于许州临颍城皋

镇（今河南许昌），是元

初著名历史学家和政

治谋略家。金朝末年

随父逃难到河南鲁山。

少年初显锋芒

金末兵乱，鲁山乡民为躲避战
火多挖地窖藏身，乱兵一旦发现窖
口就点燃柴草熏灼，藏身地窖中的
乡民时常因烟熏窒息而丧命。一次
郝经的母亲许氏也遭遇此难，年仅
九岁的郝经处变不惊，忙用筷子撬
开母亲的牙关，灌下用蜂蜜调和的
寒菹汁，使母亲大脑缺氧状况得以
及时缓解从而保住了性命。通过这
件事，乡邻都感觉郝经这孩子非同
寻常，能干大事。青年时代的郝经
胸怀大志勤奋好学，因家贫白天忙
着砍柴，夜晚则全身心投入学习，往
往读书到三更，学识长进很快。

金朝灭亡，蒙古顺天路（今河
北保定）守将张柔、贾辅延揽郝经
为上宾，以教授子弟。张、贾两家
都有万卷以上的藏书，郝经如鱼
得水，一边教书，一边钻研经史子
集，人文治道，天文地理，无所不
通。智由识启，才随智长，郝经在
燕赵间名声大著，被识者誉为“才
器非常”。

献策《七道议》与《东师议》
1251年，忽必烈以蒙哥汗胞弟身份设

王府于金莲川（今河北沽源县北），获悉郝
经才名，诚邀至府，咨询治国安民学问，郝
经分门别类谈了数十条自己的见解，忽必
烈听了很高兴，就把郝经留在身边以备顾
问。蒙古大举攻宋，蒙哥汗率大军入蜀，命
忽必烈统东线偏师南下配合。

蒙古军获取南宋朝廷“谨边防，守冲
要”的七道应对奏议献给忽必烈，忽必烈交
给部属阅议对策。郝经谈了自己的看法：

“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败
亡之衅，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
民凋敝于外。经见其危，未见其利也。王
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简贤，绥怀远人，控制
诸道，结盟饬备，以待西师。上应天心，下
系人望，顺时而动，宋不足图也。”

忽必烈很赞赏郝经从长计议的政治眼
光，令其拿出详细的意见。郝经针对南宋
朝廷的七道奏议，写成《七道议》七千言，供
忽必烈参考。忽必烈命郝经出任江淮荆湖
南北等路宣抚副使，率领归德军，先期进至
长江一线，宣布恩信，招降纳叛，瓦解南宋
守军。蒙哥汗在蜀，师久无功，东线怎么
办？经过深思熟虑，郝经向忽必烈呈上《东
师议》：

“经闻：图天下之事于未然则易，救天
下之事于已然则难。已然之中复有未然
者，使往者不失而来者得遂，是尤难也。国
家以一旅之众奋起朔漠，斡斗极以图天下，
马首所向无不摧破。灭金源，并西夏，蹂荆
襄，克成都，平大理，躏轹诸夷，奄征四海，有
天下十八，尽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
莫与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连兵构
祸踰二十年。何曩时掇取之易，而今日图
惟之难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
术图。并之以力则不可久，久则顿弊而不
振；图之以术则不可急，急则侥幸而难成。
故自汉唐以来，树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
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
功。晋之取吴，隋之取陈，皆经营比佽十有
余年，是以起术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
近，要之成功各当其可，不妄为而已。”

智劝忽必烈议和

1259 年，郝经跟随忽必烈南下渡
淮，直迫南宋长江防线，蒙哥汗在合州

（今重庆合川）钓鱼城前线崩逝的凶讯传
来。诸将欲还，忽必烈不肯，一鼓作气攻
下鄂州。把持宋廷朝纲的奸佞贾似道甚
为恐慌，密遣心腹将王哀来到忽必烈军
帐，请求称臣纳币，忽必烈仍不允准。

郝经及时提醒忽必烈：“今国遭大
丧，神器无主，宗族诸王孰不窥伺，倘或
先发制人，抗阻大王，势且腹背受敌。不
如与宋议和，即日北归，别遣一军迎先帝
灵舆，收取帝玺，召集诸王会丧，议定嗣
位，那时大王应天顺人，自可坐登大宝
了。”

忽必烈大悟，遂与南宋定议，令纳江
北地归蒙古所有，并岁奉银绢各二十万，
乃退兵北旋，不失时机地抓住汗位继承
权。忽必烈之得以建立大元王朝，成为
元世祖，全赖郝经这一建言。

次年，忽必烈仿照中国历代正统王
朝建元立极的体例即皇帝位，“法《春秋》
之正始，体太易之乾元，炳炳皇猷，权舆
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
统元年”。建元既定，乃敕修官制。此前
成吉思汗起自朔方，部落野处，设官甚
简。至此酌定内外官制：总政务的叫作
中书省，握兵权的叫作枢密院，司黜陟的
叫作御史台，其次有寺、监、院、司、卫、
府；外官有行省、行台、宣抚、廉访，亲民
长官有路有府有州有县。一代规模创始
完备，正式进入历代正统王朝序列。以
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佩金虎符，充国信
使出使宋廷，通报大元开国，且谈判议
和。临行，忽必烈召见于内殿，赐饮葡萄
酒，说：“朕初即位，庶事草创，卿当远行，
凡可辅朕者，请无所保留。”郝经又奏言
十六事，事事关乎治国理政基业，为元王
朝统一天下化野为文奠定根本。

受困真州十六载
帛书托雁寄归情

郝经率领大元使团一路南下进入
宋境，宋廷权奸贾似道为蒙蔽皇上，不
令郝经所率元廷使团至临安，而将之扣
留于真州（今江苏仪征）。郝经多次上
书宋帝“极陈战和利害，且请入见及归
国”，都被贾似道阻断。郝经御下素严，
由于长期被困，使团成员多生怨言。郝
经对他们说：“一入宋境，死生进退听其
在彼，我终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
忍以待之。我观宋祚将不久矣。”至元五
年秋天，被困已达九年的郝经为了使元
朝廷知道他的处境，曾在绢帛上写一首
诗绑在北返的大雁腿上：“霜落风高恣所
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
穷海累臣有帛书。至元五年（公元1268
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
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表达了决
不屈身辱命的志气，希望来春大雁北返
能将信息传至朝廷。

郝经整整被贾似道扣留十六年，到
了 1275年忽必烈欲命丞相伯颜统军南
伐，特遣礼部尚书中都海牙与郝经的弟
弟行枢密院都事郝庸一起入宋，追究扣
留使团之罪。贾似道恶行败露，受到窜
死僻荒的惩罚，宋廷速遣总管段佑以礼
护送郝经北返。郝经在归途中生病，忽
必烈知道后特令枢密院偕御医南下迎
接。次年夏天，郝经终于回到燕京，忽
必烈亲于朝堂之上设宴慰劳。

郝经崇尚气节，为学讲求实用。被
扣留期间，日以著述为事，欲托言垂后，
毫不懈怠。凡著成《春秋外传》《周易外
传》《太极演》《玉衡真观》《续后汉书》《通
鉴书法》《学古录》《行人志》《陵川集》等，
共数百卷，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赡的文
化财富。其文风格豪放，长于议论，说理
透辟；其诗奇崛高古，为世人所重。

饮水思源话丹江

据《中国河湖大典》记载，丹江发源于陕西省商洛区西北部的秦
岭南麓。江有两源，东源从庙沟口向东南流入黑花峪，经铁炉子乡至
黑龙口与西源汇合；西源来自牧护关以东的秦岭，向东南流经郭家
店、秦岭铺等地，至黑龙口与东源汇合。从黑龙口向下，丹江流向大
致呈西北—东南走向，流经商州区、丹凤县和商南县，于商南县汪家
店乡月亮湾流入河南省。丹江干流全长 390 公里，流域面积 17300 平
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为 174 立方米/秒，自然落差 1401 米，是汉江在
秦岭南坡最大的一条支流。

相传，丹江因产丹鱼，秦汉时称丹水，陕西境内又称州河，到河南省
淅川县名淅江，进入湖北省丹江市后，旧年称均水。经州过县多俗名，
沿河百姓又叫丹河、丹渊、粉青江等。一路吮纳涧流浮溪无数，到雨
季，山洪滔滔，荡平庄田城镇，吞没船工渔人，被称为八百里黑河……商
洛人贾平凹有过这样描述：“丹江流经竹林关，向东南而去，便进入了
商南县境。一百十一里到徐家店，九十里到梳洗楼，五里到月亮湾，再
一十八里拐出沿江第四个大湾川到荆紫关、淅川、内乡、均县、老河
口。汪汪洋洋九百九十里水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关于丹江称谓的由来，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神话：“相传，黑河里
的龙王是一个好色之徒，被妖邪的鲤鱼精所惑，兴风作浪，祸害人间，
还把劝他不要作恶的儿子赶出龙宫。龙太子降生杨氏人家，长大成
人后潜入龙宫，盗得降龙剑，于六月六日以命相搏，斩杀了老恶龙，血
染黑河。百姓感恩，为他建造了一座平浪宫，并将黑河更名为丹江。”

平浪宫位于淅川县西北部荆紫关镇南街东侧，坐东朝西，有大门
楼、钟鼓楼、中宫、后宫等，占地 460平方米，是一处古香古色的硬山式
古建筑群。灰瓦顶的大门楼面阔三间，进深两间，门楣上方嵌有大理
石匾额，横书“平浪宫”三字。荆紫关镇地处豫、鄂、陕三省接合部，素有

“一脚踏三省”“鸡鸣三省荆紫关”之称，自古以来为水陆要塞。古镇上
除了平浪宫，还有法海寺、山陕会馆、玉皇阁、万寿宫等古建筑群。

历史上丹江航运发达，明清两朝是丹江航运的黄金时代。据史
料记载，夏朝各州向帝都进贡，荆州贡道是由汉水溯丹江或唐河、白
河而上，抵伏牛山南麓，然后翻山而过，经洛水入黄河达帝都。秦汉
以前，丹江就是通往帝都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北）的一条
水上通途。东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 354 年），桓温北伐，水军自襄阳
入均口，至南乡，步自淅川以征关中，走的就是汉水和丹江水路。到
明清，丹江沿岸依然“百艇接樯，千蹄接踵，熙熙攘攘。”1905年，陇海
铁路开建，丹江航运日衰。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源头所在地南阳市是一座具有 3000多年历史
的文化名城，积淀丰厚，人才辈出，“科圣”张衡、“商圣”范蠡、“智圣”
诸葛亮、“谋圣”姜子牙、“医圣”张仲景等历史名人多出自或发迹于
此。自古以来，南阳雄踞要冲，枕秦晋而襟江淮，依黄河而达燕赵，西
汉已跻身六大都会。到了东汉，因为是开国皇帝刘秀的老家和发轫
之地，南阳一跃成为全国第二大都会，南阳话作为官话得以风行全
国。在汉译《圣经》《红楼梦》等诸多经典中，都能找到鲜活的南阳土
语。打量这片大好河山，随便扯一块儿抖抖，就会有堪称珍奇的文化
瑰宝纷纷掉落。

如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的渠首就位于南阳市淅川县的
陶岔村。据记载，1969年 1月 26日，工程在陶岔村石盘岗开工。十几
万邓州民工历时 5 年，付出了巨大牺牲，最终完成了深 49 米、宽 470
米、长 10余公里的渠首工程，建成高 6.7米、宽 100余米、高程 140米的
渠首水闸。后来，渠首水闸被水利专家誉为“天下第一渠首。”

陶岔村西就是烟波浩渺的丹江口库区。据资料显示，丹江口水
库建成于 1973 年，“水域横跨鄂、豫两省，多年平均入库水量为 394.8
亿立方米，上源来自汉江及主要支流丹江，水域面积年均为 700 多平
方公里。2012 年大坝加高后，水域面积达 1022.75 平方公里，蓄水量
达290.5亿立方米，被称为亚洲第一淡水湖”。

当年蓄起这一泓浩渺烟波，就是为了南水北调。据相关史料记
载，为建丹江口水库，淅川县第一次移民 20.2万人，淹没了丹阳川、顺
阳川、板桥川 362 平方公里良田沃野。这次为提高南水北调水位，又
有 184 平方公里的田园被淹没，3.7 万人后靠拆迁，16.5 万人移民他
乡。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亿万人喝上丹江水。

调头北去的一渠清流，泽润苍茫北国，必将衍生新的地貌与人
文景象。吃水不忘掘井人！我们
吃了丹江水，永远都不能忘记它的
源头，永远都不能忘记抛家别舍的
移民——那些来自南阳淅川的亲
人。

平顶山市诸葛庙街武侯祠原址，现存
明代嘉靖年间牛凤撰写《改正诸葛武侯祠
记》石碑一通，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牛凤，河南叶县人，明代正德进士，官
至南京太常侍卿。一次返叶县故里，见县
北平顶山下诸葛庙“屋老而坏，且怪其与昭
烈俱南面，无复君臣分……遂捐金币，属乡
耆徐行合众力作新之……既而游观山寺，
有断石幢在焉，刻文仅数十字，中云：此地
有诸葛之归坟墟高阳华里。然后知侯之父
若祖自琅琊避地，曾寓于此而葬焉。躬耕
南阳，尚在厥后……”至于诸葛父祖葬于何

处，具体位置不得而知。
清人汪介人著《中州杂俎》记载，诸葛

亮“又尝居叶县之平山下，现存隋开皇二年
断石幢云：‘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
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东金鸡冢，疑
冢即孔明父祖葬处。盖孔明琅琊避地而
西，自其父祖已然，其居南阳则自孔明始
也。此断石幢既为隋时物，则去三国时未
远，言必得其真，故而书之”。

1988年笔者为了寻找诸葛遗墟，遍访
原诸葛庙街的老人，后来在下牛村走访到
抗日战争时曾写过《诸葛遗墟考》的叶县名
人郭维州的儿子退休教师郭世怀。郭老师
年已八旬，双目昏花，口齿不清，仅提供出

“金鸡冢在张怪家种的地南头”。再访张
怪，张已瘫痪在床多年，不能言语。幸有
其老伴讲得清楚：在她和张怪结婚那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收麦时，她到金鸡冢
去给公爹送饭，公爹坐在冢上吃着饭，她
对公爹说：“咱这块地土少石头多，咋不把
这大土堆推平，也好多长些庄稼！”公爹神
秘地说：“这里是块风水宝地，底下埋着一
个金鸡子。”直到优越路修下水道时土冢
现了真形——原来是个砖砌的古墓。看
来，汪介人所记载的‘此地有诸葛之旧坟
墟，在高阳华里’所言不虚。

《诸葛亮集》录《华夷考》曰：武孟为武
冈州幕，得一瓦枕，枕之，闻其中鸣鼓。自
一更至五更，次第不差；既闻鸡鸣三唱而
晓，抵暮复然。武孟以为鬼，碎之，见其中
有机局，以应夜气。识者谓为武侯鸡鸣枕

也。（《御定渊鉴类函》卷三百七十八）
《方舆胜览》云：诸葛井在大慈寺西两

里许，自上窥之，只见其三边，更一边不知
其际涯也。昔孔明凿此井以通络王气。俗
传有人入井，闻其中有鸡声。（《蜀中广记》
卷二）

以上有关诸葛石枕的诸多记载，多出
现在诸葛亮生活过的地方，都反映了诸葛
亮不同时期、不同侧面的历史，可以说，这
些石枕所含的历史信息，都有弥足珍贵的
价值。

提起诸葛石枕，诸葛庙街的老人都不
陌生。有的源自祖辈传说，有的甚至见过
实物。石枕的名称很多，叫法不一，什么金
鸡枕、鸡枕石、定更枕……石枕最早可能是
人们在冢前设置的祭器，久而久之，人们便
把土冢与石枕联系起来，金鸡冢的名字逐
渐传开。

据平顶山下的诸葛遗墟证实，诸葛亮
从九岁开始，便以平顶山为中心，在南阳郡
境内的方城石峡口、唐县诸葛庄、新野野白
冈、宛县卧龙冈、邓县隆中等地流寓十八年
之久，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诸葛亮的
少年时代。

如今的诸葛庙街已经焕然一新，原诸
葛武侯祠由于历史变迁、东西配殿毁于新
中国成立前，正殿毁于 1969 年，幸而根基
尚存。

学术界普遍认为：诸葛遗墟是目前国
内唯一的少年诸葛亮遗迹，具有较高的历
史价值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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