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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平顶山武侯祠自北魏太和年间建立以来，历尽
沧桑，上世纪五十年代尚存主殿数间，石碑数通。上世纪九
十年代，随着名人文化和诸葛亮研究热的兴起，平顶山武侯
祠及牛凤《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碑才重新引起关注。

平顶山武侯祠为全国十大诸葛武侯祠之一，如今这一
观点已成学界共识。在全国诸葛亮研究领域，其“躬耕地”
存在很多争议，主要是河南南阳与湖北襄阳之争。随着研
究的深入和平顶山武侯祠及牛凤碑的发现，在这个问题上
逐渐取得共识：诸葛亮躬耕地并非一处，而是多处，平顶山
则是诸葛亮第一躬耕地。正如牛凤碑《改正诸葛武汉祠记》
中所说“躬耕南阳，尚在阙后”。高阳躬耕之时，正是少年诸
葛亮生活困难时期，父母早亡，祖父多病，弟妹年幼，未仕无
俸，还要耕读学习，同时也是其逐渐成才的关键时期。正是
生活困苦和躬耕陇亩的磨砺，造就了诸葛亮淡泊宁静而又
鞠躬尽瘁的高贵品质。

诸葛武侯祠堪称我市价值巨大的历史文化资源，因而
有开发重建的价值和必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诸葛武侯
祠仍有比较完整的祠庙，后来遭到毁坏。1994年7月，河南
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给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发来《关于保
护诸葛遗址和碑刻文物的函》，使之列入市文物保护单位名
录，但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近两年，武侯祠所在的诸
葛庙街被开发为商业步行街，武侯祠原址被改造成豪华铺
面，现在只剩牛凤古碑封存在繁荣街南端西侧一楼一间店
铺中。

我市武侯祠作为诸葛亮青少年时代生活成长地和第一
躬耕地，应当予以重视并加以挖掘、开发，这对于打造我市
特色文化旅游景观、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具有重要意义。

三、建议予以重视并加以保护

诸葛武侯祠文化浅探
●王宝郑

卫东区诸葛武侯祠是我市著名的历史文化资源，在要
求传承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今天，其价值显得格外重
要。

“诸葛亮，祖籍琅琊郡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乃汉司
隶校尉诸葛丰之后，其父诸葛珪，字君贡，曾任泰山郡丞。”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黄巾起义，徐
州、青州成为战争重灾区，山东官宦士族纷纷弃官避于相对
安定的地区。诸葛亮 8岁时，离开故里，随父亲诸葛珪、叔
父诸葛玄举家南迁，沿陈宛古道西南而下，前往荆州避难，
到达“高阳华里”即今平顶山诸葛庙一带，因战事阻塞前行
道路，遂在此寓居。诸葛亮在这里读书躬耕，由一个8岁少
年成长为十几岁的青年，至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诸葛亮
16岁时才转而定居于荆州南阳郡，即所谓“躬耕于南阳”。

平顶山是诸葛亮青少年时期的重要生活地，从 8岁至
16 岁，在这里的九年时间为他成长为才华横溢、胸有百万
雄兵的军事奇才奠定了基础。

一、诸葛亮少年时代曾寓居平顶山

1、平顶山诸葛武侯祠
我市的诸葛武侯祠位于卫东区诸葛庙街，此街因诸葛

祠而得名。原诸葛武侯祠占地十亩多，自成一院，前有山
门，门上悬匾“诸葛坟墟”，后有正殿三间，高两丈许，青砖青
瓦，五脊六兽，四角微翘，殿内四柱支梁，东西山墙为封檐实
山墙。殿内正中有一尊诸葛武侯塑像，呈坐姿，头戴纶巾，
身着八卦衣，右手执羽扇，左臂弯曲，肘下层叠书籍，左右二
童子侍立，东西两山墙内壁上绘有彩色壁画，内容为诸葛亮
生平事迹。大殿后有读书堂三间，大殿前东西两面各有配
殿三间。院内有一眼井，数通石碑，门侧古柏一株，庙后及
左右有杨树林。

武侯祠因诸葛坟墟而建。据清《叶县志》载：“诸葛坟墟
在县北平顶山下，有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断石幢云：此
地有诸葛之旧坟墟。隋去三国未远，言必有据，今山下稍西
有诸葛庙，后有金鸡冢，疑即武侯父祖葬处。”

清朝时“诸葛遗墟”为叶县八景之一，诗云：“诸葛遗墟
委杉松，石坛映霭寒云封。”此时平顶山武侯祠已有相当规
模，苍松翠柏，云蒸雾绕。民国时曾在这里设置武侯区。
1992 年，工作人员在优越路施工时发现汉墓一座，疑是传
说中的金鸡冢，即诸葛坟墟。

2、明代牛凤《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碑
牛凤，据《叶县志·人物志》记载，字西唐，正德辛未（公

元 1511年）进士，授吏部验封司主事，累官南京太常卿，清
代《叶县志》《南阳府志》和《河南通志》都有其传。

嘉靖六年（1527 年），牛凤回叶县省亲，顺道拜谒平顶
山武侯祠，见到洪武年间萧四重修的祠宇经百年风雨即将
损坏，遂慷慨解囊重修，并立《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碑以记
之。碑文中说，当时祠宇规模较小，中有诸葛亮与刘备塑像
并列，又有关羽、张飞塑像列其旁，重修时撤去其他，仅祀武
侯一人。还述及他在游观山寺（后俗名“云遮寺”，《叶县志》
则称“云潮寺”，位置在一矿奶牛厂东边，今已不存）时，见到
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断石幢，上有“此地有诸葛之旧坟
墟”碑文，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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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凤碑至今仍存，但被封存在繁荣街市场南段西侧一
间店铺内，其碑文被清代《南阳府志》《叶县志》《中州文献
录》《古今图书集成》等文献收录。

二、诸葛武侯祠与《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碑

郏县渣园，从宋朝走来
●文/郭旭峰 图/张世军

人文俱佳的崔鶠

崔鶠（1058-1126），字德符，河南杞县
人，北宋末年政治家，能文工诗，元年间登
进士第，任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司户参军、
筠州（今江西高安）推官。他为人正直敢
言，“指切时弊，能尽言不讳”，为时论所
重。宋徽宗刚立，崔上书颂扬司马光，揭露
章敦，被蔡京归入“邪等”，被免官后退居郏
城（今河南郏县）十余年。《宋史》记载：“（崔
鶠）始居郏城，治地数亩，为婆娑园。崔鶠
在此寓居屏处十余年，人无贵贱长少，悉尊
师之。”

也就是说，崔鶠看见这个叫石牛庄的
地方土地肥沃，人好景佳，天地蒸腾，就购
地数亩，在此隐居。他种植果树、花卉，春
季花开，姹紫嫣红；秋收果累，树影婆娑，心
意畅然，遂把此地命名“婆娑园”。翻书敏
思之间，留下名作《婆娑园》：晚禽噪竹百千
翅，残菊横枝三两花。好在山园养衰废，风
波不到野人家。

也作《桃花》：残月迷春晓，桃花怯夜
寒。何人示妆洗，先傍玉阑干。又卧村野
抒怀，沉寂中储备盎然激情，作《石牛庄闲
居》：不识春风面，知从底处来。红深桃靥
破，绿静水帘开。物外心常挂，人间事不
谐。从今江海去，无复世推排。

我们的诗人崔鶠著述颇丰，其胥卫昂
把他的作品集为 30 卷，定名《婆娑集》。
1986年，国家教委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
和研究工作委员会审议批准，将《全宋诗》
列入“八五”期间重点文化项目，由北京大
学古文献所主持其事。1998年岁末，历经
12个寒暑，72册《全宋诗》终于出齐。《全宋
诗》辑录崔鶠多首诗，其中就有《石牛庄闲
居》《婆娑园》。郏县人脉久远，海内外家乡
人士皆以此为豪为傲。

崔鶠人文俱佳，被免官后并没有被朝
廷遗忘。宋钦宗即位后，以谏官召用崔
鶠。晚年崔鶠又以龙图阁直学士掌管嵩山

崇福宫，使之文化四溢，如今此地还留一
井、一槐、一旧院。你看，井口还矗立着两
块大红石块，穿孔插木，用来挂装辘轳，一
桶桶甜水自深处汲出，养育无数灵魂。槐
树苍老粗壮，枯木参天，传为崔鶠所种，已
近千年。村人把此树誉为神身，村叟曰，高
树之上住着千年村中贤者，不可造次、不可
打扰！

崔鶠居住地西侧有座牛王庙，前墙右
处镶嵌一石，上刻“郏城西十里渣子园创修
牛王庙戏楼”等字样，落款为“康熙四十四
年十月吉旦立”。

关于此庙，村民众说纷纭。有一种说
法是彼时此地常有野兽出没，村人想用百
兽之王老虎把野兽吓走，但去哪儿找呢？
崔鶠灵机一动拿出一张虎皮，让家牛披挂
上阵，吓跑了野兽，村庄自此平安无事。因
此，村民凑足银两修建牛王庙，以彰显其功
劳。另一说法是崔鶠为村内贫苦百姓购买
数头耕牛，牛粪肥田，牛乳补身，村人对崔
鶠深为敬重，对牛感恩有加，遂修牛王庙，
并在庙前搭台演戏，以纪念为村庄作出贡
献的尊者和善畜。怪哉的是，庙里供奉的
除牛王爷、马王爷、天王爷等各路神仙，还
有齐天大圣孙悟空，活泼的悟空给村庄增
添了份轻松和勇气。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罗
德胤先生解释说，村民祭拜齐天大圣，是因
为他们相信斗战胜佛孙悟空勇敢正直、除
恶扬善，能保一方平安，更重要的是能震慑
龙王，祈雨得丰年。村人智慧，千年凝结，
可见一斑。

兴盛一时的王氏家族

如今，村中仍保存着明清建筑两百多
间。建筑大多沿中轴线对称而建，背北面
南，结构严谨，气势恢宏，如王家大院、王俊
松老宅、王自崇老宅、王兰忠老宅等。村内
庭院也以北方四合院为主，同时还融入了
南方细腻的工建手法——细处用心良苦，
木雕石刻技艺精湛，与大处粗狂之笔相得
益彰，一个土里土气的村庄被点缀得颇为
雅致。

王家大院门楼高过 3 米，台阶由整条
红石板铺就，当地人称其为“丈石”，厚重气
派，透露出富贵威严的景象，民间所说的

“仗势”即由“丈石”引申而来。走进门楼，
是黑黢黢的木制楼梯，以前王家看门家丁
就住在楼上，通过窗户瞭望外部的风吹草
动。西厢房三间，面阔，高大的鼎子门、精
致的木雕窗户，虽经历岁月侵蚀，仍风采不
减，展示了建造者雄厚的财力和高贵的地
位。门前有夸门柱，柱下有红石雕做的莲
花图案柱基，拙朴坚实，仿佛要担负起这个
家族的重托。楼梯用香檀木制作而成，檀
香扑鼻，很好地解释了“古色古香”的绝美
意境。

关于王家曾经的辉煌，村里流传着两
个故事，足以说明这个家族当时的兴盛。

一说明朝某年，秋收后，正值耕种好时
节，王家一匹马受惊挣脱缰绳，闪电般疾驰
而去。家仆急忙回府上禀报，说马不见
了。东家慢条斯理说道：“慌什么，再跑也
跑不出咱家地界，丢不了。”果然，不到半晌
儿功夫，又有家丁来报，说马在家里最南端
那块田里找到，已跑得筋疲力尽。此说可
说明王家地阔。

二说是王家的一个闺女要出嫁，男方
父母托人过来商量操办事宜，问，那天能去
多少尊客？王家说，你看看我们家门前有
多少拴马石就知道了。来人小声又问，抬
嫁妆的尊亲有多少位？王家说，抬嫁妆、拿
东西的人，可能从我家排到你家吧。果然，
闺女出嫁那天，四十八匹高头大马，威风凛
凛，头戴红绸，脖儿套铜铃，亲戚们一个挨
着一个从娘家门口一直到婆家门前，先到
婆家的人早已坐定喝茶，这边娘家最后要
出门的人，还没有起身走呢。

崔鶠离开郏县后，婆娑园无人打理，
月长年久，一片荒芜狼藉。直到明朝洪武
年间，王姓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至此
地，平整土地、清理瓦砾、铲除杂草荆棘，
复兴昔日之婆娑园，并继续以“园”命名，
曰“婆娑园村”。明末，婆娑园又陷凌乱，渣
滓遍地，人称“渣滓园”。清朝之后，随口语
的演变，当地人渐渐地把渣滓园叫成了现
在的渣园。

所幸文化的微风一遍一遍拂过，树木
返青，村庄褪去老衣换作彩衫，在中原大地
稳健地走向恒远。2012年，渣园村被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列入第一批“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2018 年被中国古村落保护
与发展专业委员会授予“国家景观村落”称
号，入选第八届“中国景观村落”名录。大
地告诉我们，村落不会凋敝，因为她养育了
那么多朴素的家族、那么多善良的百姓，苍
穹不会允许她们衰败和消亡。

是的，永远不会。

王家大院门前的拴马石

王家大院内的柱基石雕

村中老人

牛王庙，位于崔鶠居住地西侧

相比中原其他传统村落，郏县渣园乡渣园村显得独特，仿佛汴洛古道上一抷优雅的泥土。这个绿意从容的村庄在历史上曾叫过石牛庄、婆娑
园、渣滓园，在云烟里散发着不同凡响的斑驳气息。

打开明代官修地理总志《明一统志》、清《大清一统志》，渣园村赫然在列。小小的村落能“驻足”于大典，这和宋朝一位大诗人崔鶠（yǎn）有关。

美丽又古朴的渣园村 村里的老人和蔼慈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