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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这一姓氏来历有三种说法：

一是相传当年陈胜还未称王时，葛婴

为求得正统，便拥襄疆为楚王。后陈

胜称王，葛婴又把襄疆杀了。陈胜却

因此将葛婴斩杀。汉文帝为追录葛

婴反抗暴秦的功劳，赐封葛婴的孙子

为诸县(今山东省诸城市西南)侯，并

世居于此。葛氏为感念文帝功德，遂

将葛姓与地名合并，改称为诸葛氏；

二是春秋时齐国有熊氏之后复姓詹

葛，因读音讹为诸葛，后改为诸葛氏；

三 是 有 詹 葛 一 姓 ，在 齐 国 人 的 语 系

里，詹与诸两音不分，久而为诸葛。

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

先祖可追至西汉的诸葛丰。《汉书》记

载，诸葛丰，字少季，琅琊诸县人。诸

葛 亮 父 亲 诸 葛 珪（guī），其 生 年 不

详，字君贡（一作子贡），琅琊阳都（今

山 东 省 临 沂 市 沂 南 县）人 。 其 妻 章

氏，其弟诸葛玄。因诸葛氏乃汉代官

宦 世 家 ，诸 葛 珪 曾 做 过 青 州 泰 山 郡

丞（郡守的佐官）。

清代张澍（shù）的《诸葛忠武侯

文集》记载，诸葛珪育有三男两女：长

子诸葛瑾、次子诸葛亮、幼子诸葛均，

长女嫁给房陵太守蒯祺、次女嫁给黄

门吏部郎庞山民。汉光和四年（181

年），诸葛亮诞生。3 岁时，其母章氏

病故，葬在山东沂南。同年，张角领

导的黄巾起义军一度被扑灭。但时

隔 4 年即公元 188 年，黄巾军余部死

灰复燃，东山再起，再次横扫黄淮流

域。泰山郡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当地

不少官吏、地主被迫外逃。诸葛珪作

为起义军直接打击的对象，也只得背

井离乡，踏上了外逃之路。

其时，袁术任命诸葛亮的叔父诸

葛玄为豫章太守，一家人为了躲避黄

巾军的冲击，商量好跟着诸葛玄到豫

章赴任。诸葛瑾与继母滞留家乡，后

辗转到了江东。没想到，不久东汉朝

廷竟派朱皓取代了诸葛玄职务。于

是，诸葛玄不得不另觅途径。他转念

一想，自己与荆州牧刘表素有交往，

何不带家人投向刘表。这样，他们便

沿着陈宛古道朝西南而下，欲投奔刘

表。到了平山(今平顶山)下古称高阳

故里的地方，诸葛一家前进不得，原

来前面被当时占据南阳郡的孙坚势

力所阻，于是，一家人被迫滞留在河

南平顶山下。

据 清 嘉 庆《鲁 山 县 志》记 载 ，彼

时，孙坚占据鲁山。诸葛亮 7 岁跟随

家人来到平顶山并安家于此，次年其

父去世，其祖父也在此染病而逝，二

人均葬于平顶山下。

清人张澍引《诸葛氏谱》说：“珪

死时，瑾年十五，亮年八岁。”而八岁

的诸葛亮、年幼的弟弟诸葛均以及尚

未出嫁的两个姐姐全部由叔父诸葛

玄抚养。建安二年（197 年），诸葛玄

也在平顶山下病故。诸葛玄去世后，

诸葛亮按礼俗在叔父坟旁结庐守孝，

读书、劳作。

生于官宦世家却遭家道中落

诸葛亮在鹰城
●赵光耀 赵健珺

千百年来，“诸葛亮躬耕地”成为南阳人和襄阳人世代
引以为傲并相争不息的历史悬案。尽管卧龙岗襄阳和南
阳各有一个，如真假美猴王一般，但诸葛亮此前在鹰城生
活了将近 10年，却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诸葛亮在平顶山下经历了

长达 9 年多时间的徘徊等待，不过少

有颠沛流离，因而得以从容读书，茁

壮成长。其间，诸葛亮结识了徐庶等

一帮颍川友人，并和徐庶相约一道到

平顶山北访问前贤张良故里，拜谒留

侯祠。他们还来到龙山南天门，登高

一 望 莲 花 朵 朵 。 而 诸 葛 亮“ 卧 龙 之

志”也由此而起。

鹰城特有的龙山地脉吸引了诸

葛亮，一条白龙起于宝丰马起营，逶

迤向东，朝着火柱山而来；而另一条

红龙仿佛由须弥山而来，在火柱山形

成双龙戏珠后，并行往东。二山此起

彼 伏 ，互 不 相 让 。 直 到 红 龙 蓦 然 回

首，作狮子状，形成中原龙山，并作为

全国第二大龙山、中国道教四十座名

山，而白龙雌伏，成护卫之势。由此

在白龙护佑下，红龙走落凫山、平顶

山、马棚山、高阳山，在落凫山和平顶

山之间，白龙倏地遁形。直到这时，

红龙一龙飞天，再驰骋至襄城县汝河

南岸，结穴六座山峰，后经襄城县首

山，走叶县穆柯寨，从项城探骊，过安

徽界首，最后东南朝向马鞍山，龙头

入万里长江。诸葛亮的卧龙之名正

是来源于此。

根据生活之地，诸葛亮 27 岁之前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7

岁 以 前 在 家 乡 琅 琊 郡 度 过 ；第 二 阶

段，7 岁-17 岁离乡避难，其间在平顶

山下生活了将近 10 年，度过了少年时

代，并以龙山成就了其“卧龙”称号；

第三阶段，17 岁-27 岁先东迁至叶县

东北西湖村，又从西湖村迁至今方城

县小史店乡石峡口，最后落在南阳，

并把“卧龙先生”的称号带到那里，直

到三顾茅庐后出山。

“ 亮 携 元 直 ，建 安 六 年 春 ，踏 贤

宗。观地势不严，然清静秀逸，乃龙

凤之地。拜留侯，仰其像不威，然运

筹帷幄，决胜千里，成帝王之师。吾

辈叹之、敬之、效之。”如今观此碑，仍

然弥漫着淳厚、高古、苍茫之气。年

轻的诸葛亮并非以书名世，和徐庶游

留侯祠乘兴所书的数十字，却使我感

受到了其文之畅、其书之精、其情之

诚。这块石碑，书法之美自不必言，

更主要的是从中透露出诸葛亮曾寓

居平顶山的信息。当年，从平顶山南

翻山而过，就可以顺着凤凰山的小道

走到留侯祠。留侯庙碑文还涉及另

外一个历史人物徐庶，碑文中称元直。

徐庶幼年时行侠仗义，后弃剑拜

师，终成一代名士，与诸葛亮、崔州平

交好来往。先佐刘备，后因受到要挟

奔曹操，但一生不献一计。临行前向

刘备荐举“卧龙”诸葛亮。

诸葛亮耕作之余，博览群书，深

交密友，精研兵法，静观时势，深思治

策。尤其好念《梁父吟》，又常以管

仲、乐毅比拟自己，当时的人对他都

不屑一顾，只有好友徐庶、崔州平等

相信他的真实才干。在司马徽（颍川

阳翟人，中国东汉末年有名隐士）的

眼里，“卧龙、凤雏，得一可得天下”

（凤雏即庞统，字士元，号凤雏，汉时

荆州襄阳人），说明了诸葛亮和庞统

的能力高超、智慧超群。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指出：

诸葛玄卒，亮与弟诸葛均 躬 耕 于 南

阳……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岗，

因自号“卧龙先生”。这是“人以地

名”。对此，笔者大胆提出自己的看

法，彼时，平顶山属叶县地域，也在南

阳管辖之下。这里因龙山所在，豢龙

城所在，诸葛亮应龙而行，取“卧龙”

之意。随后，其迁居叶县，再到方城，

一步步挪到了昔日南阳的一座无名

山冈。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地因人

而名，方才称其为卧龙岗。

卧龙称号或来自平顶山龙山

湖心岛金山环西面的一片水域，有

一座袖珍小岛，岛上峭立着一块六七米

高、危然欲坠的巨石，远望如两女并肩

而立，这便是昭平湖有名的景点——姑

嫂石。

冬 日 的 下 午 ，随 两 位 摄 友 来 此 采

景，他们二人划船下水左拍右照，我则

同岸上两位看船老人聊起了姑嫂石。

两位老人如数家珍，相互补充着给我讲

述了一段凄美的传说——

从前，这里住着一户人家，家里有

老两口儿和一儿一女。儿媳过门后，婆

婆待她十分刻薄，做一对尖底桶让她担

水。为不让儿子替儿媳，婆婆就让儿子

出外经商。路远，桶底又尖，无法歇息，

善良的小姑疼惜嫂子，偷偷在路上挖些

坑，让嫂子放桶歇肩。此事被婆婆察觉

后，把儿媳毒打一顿。

日复一日，儿媳忍气吞声，每天从

很远的地方往家担水。一天，她担水回

来走到半路，遇见一位骑马的白胡子老

人。老人说：“我的马渴了，给点水喝

吧!”媳妇二话没说，停住脚让马喝水。

水喝完了，她就又回去挑。老人先后三

次向她讨水，她都毫不吝惜地给了他。

老人非常感动，便把马鞭送给她说：“你

把鞭子放在水缸边上，没水时轻轻一动

就行了，以后再也不用挑水了。”

妇人照着去做，果真灵验。婆婆发

现儿媳不挑水，缸里水却总是满满的，

百思不解。为弄清真相，她让儿媳回家

探望爹娘。儿媳一走，她就去查看究

竟，看见缸边有一条马鞭，便信手抽出，

不料缸内的水汹涌喷出。小姑赶快去

找嫂子，等二人赶回来，村庄早成了一

片汪洋。二人用镇水石镇压洪水后，四

处寻找公婆，发现公公被水冲到金山环

挂在树上，所以金山环又叫挂爷山。埋

殡公公后她们继续寻找婆婆。恶婆婆

被水冲至沙河南岸，狗吞其尸，吞尸处

长出一棵小树，树枝像恶婆婆披散的乱

发，随风摇摆、婆娑不停。后人建村于

此，取名婆娑街。姑嫂二人立于镇水石

上，翘首期盼家人归来，年长日久，遂化

为石，即为姑嫂石。

讲完姑嫂石的传说，两位老人依然

兴致不减，其中一位 又 给 我 讲 了 一 段

有关姑嫂石的现代传闻：没治水库时，

这 里 是 一 片 旱 地 ，姑 嫂 石 临 路 而 立 。

一天，有个外地人打这儿路过，怕姑嫂

石突然倒下，便绕道而行。谁想回家

后，竟杞人忧天地害起心病来，百般医

药也无济于事。后来，一位深知心病还

须心药医的高人对他说：“前些天，我去

豫西办事，看见姑嫂石已经倒了，幸亏

没有砸着人……”此言一出，病人顿时

康复。

这位老人刚讲完，另一位老人又接

腔道：“倒？倒不了！当年冯玉祥带部

队从这儿过，他也怕姑嫂石倒了砸着

人，就想先把它放倒，结果用 12 头骡子

拉都没拉倒……”

两则逸闻，似乎都在印证：这千年

不倒的姑嫂石，确非人间凡物，而是有

来历、有灵性的一块仙石。

其实，姑嫂情深的故事、传说并不

鲜闻，吕剧《小姑贤》、芗剧《姑嫂情》，至

今还是戏曲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优秀剧

目。尤其是《小姑贤》，成功塑造了怜恤

贤嫂、巧制恶母，最终促成婆媳和好的

贤小姑英英的艺术形象，她的仗义乖

巧，与河南曲剧《卷席筒》里的苍娃一样

的可亲可爱。世人眼里，手足相亲天经

地义，而面对祸患和不公，毫无血缘的

相慰则更显弥足珍贵。应该说，姑嫂石

的传说是造化与人心的共同构建，它用

传统的伦理纲常教化着生死轮回中的

芸芸众生，也在净化、重塑着凡尘俗念

里的世道人心。

红日西平时，我们回返。站在岸边

的坡头，回眸暮霭水影里那尊凝固了千

年的守望，夕阳余晖的映衬下更显出几

分神秘。神话传说总能勾起人的浮想

联翩，我就想，倘若历史上的刘兰芝、唐

婉也有一位心地善良的贤小姑，巧言周

旋在她们和婆媳之间，那么，《孔雀东南

飞》里还会有那对日夜哀鸣的短命鸳

鸯，千年沈园的墙壁上还会有“泪痕红

浥鲛绡透”“病魂常似秋千索”的悲情互

诉吗？

姑嫂传说神奇昭平湖

古风蕴藉昭平湖
●张国勋

鲁山古邑向以历史久远、人杰地

灵著称，而城西 10 公里的昭平湖风景

区，则是其年轻而又古雅的一张人文

名片。景区内碧波荡漾、杉树成林、荷

塘连片，如同一幅精心绘就的绮丽山

水画。昭平湖的魅力不仅在其外在之

美，更在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密

集的遗址古迹、旷世的先贤圣哲、勇武

的帝王良将、瑰丽的神话传说，使得不

大的一个景区古风蕴藉、文气沛然，豪

气横溢、仙踪迷离……

景区坝南舒心亭旁立着一座石碑，

正面碑文是：王新宇同志纪念碑；背面

的墓志记载了这位用生命为修治昭平

湖奠基的年轻英雄的事迹：

1956 年，勘测昭平湖时，王新宇任

工作队水文地质组组长。

是 年 6 月 20 日 ，沙 河 上 游 突 降 暴

雨，河水猛涨，工地被洪水侵袭。王新

宇督促体力弱的人员赶快转移，而自己

则在惊涛骇浪中为抢救器材与洪水搏

斗，终因雨暴流急，被洪水吞没，光荣殉

职，时年 31岁。

据《鲁山县志》记载，从 1675 年到

1919 年，因沙河洪水泛滥，造成人烟荒

绝多达十次，而最近的一次洪灾便是

1956 年的这次。为彻底制服沙河这条

肆虐的山水狂龙，在“水利是农业的命

脉”口号的感召下，便有了 1958 年 5 月

至 1959 年 6 月的那场 13 万男女民工齐

上阵、战天斗地的水利工程大会战。

治水库时任瀼河民工营蔡庄连指

导员的井明志老人，提起当年事，尽管

已时过 50 年，仍激奋不已：“那时真是

苦！全国都在闹饥荒，粮食调拨不来，

民工们每天吃的是红薯面、高粱面、黑

豆糁，还吃不饱；干活全靠箩筐抬、土牛

推，连明彻夜不停地干；好多人连鞋都

没有，光着脚，肩膀都磨出了血。就这，

大家干得还是热火朝天，一年多就把水

库治成了……”

透 过 老 人 的 讲 述 ，我 真 切 地 感 受

到，昭平湖绝不仅仅是一座水利工程，

它更是当家作主不久的中国人民强烈

期盼未来美好生活的实物见证和自力

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丰碑！

后经多次续建，如今的昭平湖已成

为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发电、养

殖、旅游和城镇供水的综合利用大型水

库。有了它，才有了鲁山县“一山一水

三条线”的旅游格局构架；有了它，才有

了平顶山这座年轻城市工业崛起的有

力动脉；有了它，才有了沙河流域人民

安然富足的生活！

悠远的历史、厚重的底蕴，成就了

昭平湖前尘今世的千年风华；而今，泽

被一方、濡养万民的昭平湖，在天地之

间、华夏盛世正续写着一部上善若水、

厚德载物的水利华章！

水利会战辉煌昭平湖

昭平湖原名招兵台水库，因汉光武

帝刘秀在此拜始祖刘累筑台招兵而得

名，后更名为昭平湖，取平安祥和之意。

刘秀在此拜完祖、招完兵，投入的是

他草创天下时的那场著名战役——昆阳

之战。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称帝；后来各地

百姓不堪受其残酷压榨纷纷起义。义军

立刘玄为帝，恢复汉朝国号。刘玄即位

后，派王凤、王常、刘秀进攻昆阳(今河南

叶县)，并很快打下昆阳，接着又攻下郾

城和定陵。

王莽得知义军立刘玄为帝，而自己

又连失城池，便派大将王寻、王邑率兵

43万，杀奔昆阳。

驻守昆阳的汉军只有八九千人，有

的将领见王莽军人马众多，主张放弃昆

阳，回到原来的据点去。

刘秀对大家说：“现在我们兵马和粮

草都缺少，全靠大家同心协力打击敌人；

如果大家散伙，昆阳失守，汉军各部也马

上会被消灭，那就什么都完了。”

众将领觉得刘秀说得有道理，但又

觉得王莽军兵力强大，困守昆阳也不是

长久之计。商量的结果，由王凤、王常留

守昆阳，刘秀带一支人马突围出去，到定

陵和郾城调救兵。

当晚，刘秀便带 12 名勇士趁黑杀出

重围。到了定陵，刘秀想把定陵和郾城

的人马全部调去昆阳。但有些将领贪图

财产，不愿离开这两座城。刘秀劝他们

说：“现在咱们到昆阳去，把所有的人马

集中起来，打败敌人，才可以成大事，立

大功。要是死守在这里，敌人来了，咱们

打了败仗，连性命都保不住，还谈得上财

物吗？”

将领们被刘秀说服，带着所有人马

跟着刘秀来解昆阳之围。刘秀作前锋，

率领 3000 人的敢死队，冲杀王莽军。敢

死队以一敌百，所向披靡，混战中杀死了

敌将王寻。在昆阳城汉军的夹攻下，王

莽军大败，刘秀率兵追至滍水(今河南鲁

山沙河)。也许是上天护佑、始祖显灵，

此时风雨大作，河水暴涨，王莽军被河水

溺死者成千上万，把滍水都阻断了。

昆阳大战发生在公元 23 年，公元 25

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昆阳之战敲响

了王莽新朝的丧钟，也充分展现出刘秀

作为一代帝王的雄才伟略，难怪毛泽东

评价说：“刘秀是历史上最有学问、最会

用人、最会打仗的皇帝。”

昆阳大战始于昭平湖

昭平湖东岸，依山衔水建有几幢气

势恢宏的仿古建筑，这便是全世界亿万

刘姓后裔心中的圣地——中华刘姓始祖

苑。苑内的始祖殿、刘氏纪念馆、刘氏会

馆三大主体建筑皆勾檐画栋、浮翠流丹，

把刘氏后人对始祖刘累的无限敬孝和崇

仰，构筑和渲染得庄严而又堂皇。

据《古今姓氏书辨证》一书记载，刘

氏出自帝尧陶唐氏之后，“生子有文在其

手曰刘累，因以为名”。据《左传》《史记》

等文献记载，刘累以御龙、驯龙著称，受

命为孔甲帝驯养龙，被赐“御龙氏”；后因

一龙死，怕被治罪携家眷来到鲁阳（昭平

湖中邱公城遗址）。刘累到此后，隐姓埋

名，改姓邱，继先人之业，耕田为食，制陶

为器，葛麻蚕桑为衣，遂成就一方繁华胜

地。最后，他终老于此。

昭平湖建成后，邱公城隐现不定成

为浮岛。2000 年 4 月，鲁山县在昭平湖

东岸又重修了刘累墓，并几度续建，遂成

现在蔚为大观的中华刘姓始祖苑。自此

每年 4 月 19 日，这里都要举行世界刘氏

宗亲联谊会，世界各地的刘姓后裔会聚

一堂寻祖根、祭始祖、话团圆、谋发展。

故 园 东 望 路 漫 漫 ，双 袖 龙 钟 泪 不

干。刘氏故园的昭平湖啊，你知否？年

年春月祭祖日，有多少海外赤子隔海望

祖庭，把思乡的泪水洒落异国的土地；你

若有知，岁岁游子归来时，用你那碧柔清

波洗一洗他们的万里归尘，润一润他们

的焦渴乡心吧！

刘累迁此丰盈昭平湖

湖心岛金山环顶上，墨子著经阁掩

映于苍松翠柏之中。相传当年，墨子时

常来到这里，一住数月，边为弟子开课

授业，边研读经史、著书立说。

墨子生于孔子之后孟子之前，早年

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长于

手工业技术和理论，用木头削成的车

轴，能够承受 300 公斤之重；用木头制

作的鹞鸟，能在天上飞翔数天。此外，

他还发明了攻城的云梯和许多防御攻

城的器械，且对杠杆原理、光影关系、点

线面体积概念等力学、光学、几何学都

有深刻独到的认识和发现。可以说，墨

子既是一位哲学家、教育家，又是一位

科学家、发明家。

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派，在战国时

期，是同儒家并立于世的“显学”。但

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儒家学说逐

渐被封建地主阶级所接受，成为主流的

思想形态。特别是西汉武帝时，采取董

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

墨家学说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墨子》

一书自然成为禁毁之书。墨学的中绝，

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不适合新兴地主阶

级和地主政权的需要。

清初开始，墨学开始复兴，主要是

由于《墨子》中的自然科学和逻辑学引

起了清朝学者的关注。

现在看来，墨家的“兼相爱，交相

利”和“尚贤”“节用”“非命”“非攻”等思

想，对于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社会

的道德规范，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说来不无遗憾，作为与孔子同为冠

冕的历史圣贤，墨子的里籍问题一直是

学术史上的一桩悬案。鲁山县与山东

滕州就“墨子究竟是鲁山人还是滕州

人”论争了十几年，终无定论。我想，我

们应持一种旷达的心态对待墨子里籍

的考辨，至关紧要的还是对墨学这一宗

千年学说的继承和弘扬。

对于这场论争，我一直饶有兴趣地

关注着，不管争论的前景如何，墨子著

经阁我还是要去拜谒的。我不是从考

古、学术的角度去探究圣人的里籍归

属，而是以一个现代读书人的微浅胸臆

去感悟一代先贤的至圣境界和博雅情

怀。

青史迢迢，音容渺渺，圣人飘然已

去，空留白云千载。我们还是从尧山脚

下一首民谣中去一睹这位平民圣人的

形貌吧：披头发，大脸膛，橡壳眼，高鼻

梁。一身黑衣明晃晃，皂角大刀别腰

上。赤巴脚，奔走忙，肩上挎个万宝囊。

野鸡翎，发间藏，天下污浊一扫光……

墨子游学文化昭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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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卫东区诸葛庙社区内，有许多关于诸葛亮及诸葛武侯祠的介绍。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巨石远望如两女并肩而立，这便是是昭平湖有名的景点姑嫂石。 郝红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