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提示

宝丰马街是中国传统村落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6年 5月 20日，马街书

会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名录。踏访马街，感受到马街书会

能够绵延700年，应河两岸是其成长发育的一片厚土。

马街段的应河又叫马渡河，马渡河名来源于刘秀渡河。相传，刘秀带兵去

解昆阳之围，行至应河岸边，河水猛涨，挡住了去路。刘秀急中生智，令骑兵先

渡，由于马会游泳，迅速抢渡成功，为昆阳之战夺得了战机。刘秀当皇帝后，人们

为纪念他渡河有方，就把这段河叫马渡河，称河边的店为马渡店，经商落户的多

了，渐成村落，叫马渡街、马渡镇，久而久之被简化成马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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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生平业绩与文化魅力

诸葛亮被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山，其胸怀天下的识见、超乎常人的敏锐洞

察力和卓越战略构思，深得刘备敬重。刘备在其辅佐下联孙抗曹，得荆州，取

益州，称帝定三分。诸葛亮也由一介书生登上三分天下的政治舞台，开启永载

史册的政治生涯。

三国鼎立，人才济济，半君半臣身份的诸葛亮无人能比，形象最为高大。

诸葛亮是中国知识分子理想品格的典范，是中华传统美德最完美的践行者，是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典型代表，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

诸葛文化是最具亲和力的雅俗共赏文化。改革开放后，影响最大的历史

名人之争是诸葛亮躬耕地的襄阳南阳之争。这一学术公案受到世人的广泛关

注，证明的正是诸葛文化与世人精神生活的密切关系。而两地的“争”也使两

地的文化旅游产业获得了无穷的效益。在学术研究层面上，从 1983年起中国

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诸葛亮研究联会已在各遗迹纪念地和后人聚居地召开过二

十二次诸葛亮学术讨论会，成果多多，在三国人物研究中首屈一指。一部《三

国演义》120 回，从第 36 回“元直走马荐诸葛”起，到第 105 回“武侯预伏锦囊

计”，70回中一半回目的主语都是诸葛亮。与其他人物形象出现的频率相较，

诸葛亮无疑是《三国演义》主角中的主角。这部古典名著伟人读，普通百姓也

读。民间表现诸葛亮的曲艺、戏剧作品更是数不胜数。

平顶山诸葛武侯祠的来由

诸葛亮出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 181年），此后东汉王朝日薄西山，气

息奄奄，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中平元年（公元 184年）黄巾大起义。黄巾主力

被镇压下去后，青、徐两州的黄巾余部于中平五年（公元 188年）冬复起。这一

年诸葛亮七周岁。战乱逼得青、徐士庶四出避难。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任郡

丞的泰山郡虽属兖州，却与青、徐二州毗邻，受到青徐黄巾冲击是不言而喻

的。应该说就在此时，诸葛亮一家像其他士庶一样谋求外逃。逃往何处？北

上幽州者有之，南下扬州者有之，以尽快逃出动荡地为目的。

诸葛亮一家包括祖父、父亲、叔父、诸葛亮兄弟，则走上了出徐州，入豫州，

望荆州的道路。荆州是一处相对安定的地方，且

比较富庶。诸葛亮一家来到平顶山下，这里属豫

州颍川郡昆阳县境，是青、徐、兖诸州通往荆州的

大道所必经。因长途跋涉诸葛亮父祖染病在身，

被迫在平顶山下暂时居住下来。继而，诸葛亮父

祖病逝，葬于此。之后，诸葛亮随其叔父诸葛玄按

礼制规定的时间为父祖庐墓三年。牛凤《改正诸

葛武侯祠记》碑判断：“游观山寺，有断石幢在焉，

刻文仅数十字。中云：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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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汉献帝诏命刘表为

荆州刺史，刘表得到南郡名士们支持，移治襄阳稳

住了局势。刘表是兖州山阳高平人。因诸葛玄与

刘表关系颇好，使诸葛玄带领诸葛亮兄弟的避难

有了更为明确的依傍。《诸葛亮传》说：“玄素与荆

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无奈此时正值关东州郡

起兵讨董卓，荆州北部的南阳郡为袁术、孙坚所

据，袁、孙与刘表势不两立。诸葛玄欲带诸葛亮兄

弟往刘表的治所襄阳走需穿越袁、孙占领区，道路

不通，只得延宕下来。

《魏书·袁术传》：“南阳户口数百万，而术奢淫

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既与绍有隙，又与刘

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

在袁绍、刘表的夹击下，初平四年（公元 193 年），

袁术被迫丢掉南阳郡，引军东奔封丘、陈留、淮

南。南阳郡归刘表控制后，兴平元年（公元 194

年）诸葛玄带着诸葛亮兄弟来到刘表的地盘上居

住。陈寿《上〈诸葛亮集〉表》所言：“亮少有逸群之

才……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诸葛亮

一家在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 189 年）为躲避青

徐黄巾冲击，逃难途中寓居于平顶山下。诸葛亮

的父祖卒于此，葬于此，诸葛亮在这里居住了 7年。也就是说，诸葛亮少年时

代是在昆阳平顶山下度过的，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 194年）随其叔父诸葛玄

迁居荆州。这就是平顶山下有“诸葛遗墟”的由来。

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公元 263年）司马氏灭蜀，咸熙二年（公元 265年）

司马氏代魏建立晋朝。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 26年间（公元 265年—290年），

先是出于对统一江南吴国的策略考虑，统一吴国之后的太康年间则从张扬太平

盛世出发，是很照顾民间惦念诸葛亮情绪的。一方面，朝廷下诏录用诸葛亮存世

子孙。晋《泰始起居注》载诏曰：“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

之善一也。其孙京，随才署吏。”后为郿令。尚书仆射山涛《启事》曰：“郿令诸葛

京，祖父亮，遇汉乱分隔，父子在蜀，虽不达天命，要为尽心所事。京治郿自复有

称，臣以为宜以补东宫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论。”诸葛京位至江州刺

史。一方面，准许有诸葛亮遗迹的地方，民间建祠设祭。于是就有了其家乡琅琊

阳都、寓居地颍川昆阳平顶山下、南阳、襄阳躬耕地的诸葛武侯祠，俗称“诸葛

庙”。这正是隋代文献中阳都和平顶山下有诸葛庙记载的原因。牛凤碑称：“祠而

祀之，信有由然。再考石幢岁月，盖隋文帝开皇壬寅物，去先主见武侯于隆中之岁

三百一十六，其居此地而葬，必先十余年，是以坟墟犹存。”信而有征。

平顶山诸葛武侯祠的价值

诸葛亮活了 54岁，20多岁出山辅佐刘备。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对诸

葛亮后半生履历行事记载，可称系统翔实，但写其前半生文字则甚为简略，甚

至是一笔带过。可以说，平顶山诸葛武侯祠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诸葛亮

前半生文献缺如的空白，为认识研究诸葛亮完整的一生提供了凭借。恐怕正

是因为这一点，清康熙年间皇三子胤祉奉命与侍读陈梦雷编纂《古今图书集

成》时慧眼识珠，对牛凤《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碑文特别重视，果断予以收录的。

诸葛亮前半生，可以分成在家乡度过的幼年时代，在平顶山下度过的少年

时代，躬耕于南阳、襄阳的青年时代。平顶山诸葛武侯祠所赖以建立的“诸葛

遗墟”，证明诸葛亮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少年时代是一个人成长成才

的关键时段，若忽视了这个时段诸葛亮的生活环境、生活状况，诸葛亮“少有逸

群之才，英霸之器”的才和器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名家曾言，诸葛亮将

姜尚表现出来的士人之品与张良表现出来的士人之格融合为一，铸成中国传

统士人“自尊与尊君相辅相成”的典型品格。平顶山北有张良故里张良祠，东

有姜尚墓姜太公祠。我们从近年张良故里出土的建安六年（公元 201年）石刻

残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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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平顶山周边的文化氛围对其少年时代思想的滋润。建安

六年诸葛亮正躬耕于南阳，游学于荆州。他偕相知好友徐庶重游故地，应是乘

其省祭父祖墓冢之机，让徐庶也感受一下此地的文化氛围。诸葛亮的才器，是

其幼年家乡齐鲁文化启蒙，少年平顶山寓居地先贤文化滋养，青年时代南阳帝

乡汉文化熏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而成就了“人品之高，勋烈之盛，光昭汗

青，脍炙人口”的诸葛亮。

平顶山诸葛武侯祠的存在和保护开发，可以使诸葛亮人生历程的地理路

标更加完善：幼年居家（山东沂南）—少年寓居（河南平顶山）—青年躬耕及出

山（河南南阳、湖北襄樊）—镇守荆州（湖北荆州）—托孤受命（重庆奉节）—开

府治事（四川成都）—南征南中（云南昆明）—指挥北伐（陕西汉中）—巨星陨落

（陕西五丈原）—安葬长眠（陕西勉县）。

“名人一顾，万世荣光。”名人胜迹是一个地方重要的文化资源，何况

1800多年前智圣诸葛亮在卫东区地面上居然生活过七八年，受此地文化滋养

而成大器呢！我们自当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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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河在马街是一条文化河，北岸

是新建的宝丰马街民俗文化园区，南

岸是古村马街。

园区内有中华曲艺展览馆、马街

书会文化广场、曲艺名人雕塑园、书状

元雕塑园、刘兰芳艺术馆和中国曲艺

交易中心。

中华曲艺展览馆占地面积 98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3300 平方米，内设

展示厅、演艺厅、休息厅等。建筑风格

仿元代。在建筑设计上汲取中国古代

曲艺建筑精髓，庙宇乐楼、瓦市勾栏、

宅第舞台等元素融汇其中，屋脊、壁

柱、梁枋、门窗、屏风及其他细小构件

上运用的雕刻、彩绘、装饰都或繁或简

地表达着中国传统曲艺魅力。主楼为

二层歇山顶回廊中式建筑，大门由一主

二副朱红大门构成，主门并排三开门，

前有廊柱二根，房脊为硬山坡瓦顶，主

门脊高于两边副门。门前塑有清同治

二年（公元 1863年）马街书会会首司士

选用“投钱入斗法”巧妙计算到会艺人

数量场面的汉白玉群雕。该群雕与广

场主题雕塑击鼓说唱俑遥相呼应。该

俑造型取自成都出土文物。说唱俑左

腿屈蹲，右腿扬起，左臂下夹一圆形小

鼓，右手持鼓槌作敲击状，嘴张着仿佛

正在说唱。俑高 3.6米，座基高 9.9米，

上面镌刻着中国曲协主席姜昆题写的

“中国曲艺之乡”六个金色大字。

刘兰芳艺术馆属于中国北方典型

的四合院格局，仿明清建筑风格，外观

古朴、典雅，内装高贵、精美。大门为

歇山式重檐门楼，门前为汉白玉刘兰

芳立像。场馆总占地面积 19771 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12229 平方米，其中艺

术馆建筑面积 5530 平方米。主体建

筑包括入口门楼、主题艺术馆、艺术人

家馆、多功能厅等。刘兰芳艺术馆收

藏有刘兰芳创作手稿、名人字画、艺术

成果等相关藏品 5000余件。

沿河曲艺名家雕塑群“名人苑”和

历届书会状元雕塑群“状元苑”，与河

边亭台、小桥流水融为一体，构成马街

书会独特的民俗风情画卷。

走过应河桥就是古村马街了。我

在村里走访，遇到了 80 岁的刘拴等

人，他们对马街的历史耳熟能详，从他

们口中我似乎看到了马街昔日的繁荣

景象，也被远去的故事所打动。

马街建筑凸显中原人性格

马街曾有坚固高大的寨墙，南北

两座寨门位于南北大街的两头，寨墙

由石头包外，中间填土夯实，石头起加

固作用。墙宽 5米，墙顶有垛口，四角

有四座炮楼。与众不同的是，寨墙外

三米处还有绕寨墙一圈的土围子，用

木板夹土夯砸而成，宽 1.6 米，高 3 米，

照着寨门处有木栅门，土围和寨墙间

可过牛车。清末到民国时期，马街周

边土匪横行，马街寨等于双重防护，从

来没有被打开过。

古道从大街穿过。新中国成立

前，马街曾是洛阳去南阳、禹州去南阳

大道上的重要村落，同时又是南去鲁

山、西入卢氏，北连许都，东至平舞的

要冲，也是通往豫东平原的门户。过

去一些挑脚小卖、商贾巨贩和经营山

货、药材的驼队、马帮几乎都从这条路

上往返，这里比一般村落容易形成商

品经济的氛围。新中国成立前，马街

有两个卷烟厂、四家酒厂、四家油坊，

还有酒馆、粮行、瓷器行等。商业的发

达，交通的便利，有利于

艺术交流，各种信息的传

入和带出，为书会的兴

起创造了契机。

该村传统建筑集中

连片分布在南北主街中部，主要为明

清建筑，青砖硬山灰瓦顶，木制门窗。

有一处老宅的山墙对着大街，墙

面上是一幅刘兰芳在马街书会表演节

目的画面，已在风吹日晒中褪去颜

色。刘拴说，这是卢增凡宅院，刘兰芳

多次从老街上走过，她是这儿的荣誉

村民，很喜欢这些老建筑，还出钱帮助

修复。

这处老宅临街有两间瓦房，门楼

处有长长的青石铺门石，石头上有门

挡和门轴的刻痕，可以想象这里曾有

座高大的门楼，进得院是三间正房和

东西厢房，正房出前檐，檐下有两根木

柱，柱下有圆形石础底座，柱上有木雕

横梁。门窗、房脊装饰精美，山墙下沿

处有镂空的砖雕，房檐下边地面有三

块长石板相连，这就是所谓的丈石吧，

主房出檐深、墙体厚、雕工美、装饰美。

另一处为马秋申老宅，一进院落

只有地基，我看到的三间主房应当是

二进院的过屋，建筑样式和卢增凡宅

相似，只是东边窗子边有个封闭的圆

拱门。据这家女主人介绍，这个门不

封的话可以通向后院的另一户，过去

是专供下人走的通道。这处三进的宅

院，院子不宽且纵深狭长，符合明清中

原地区民居出檐深、院落长且墙体厚

的建筑特色。中原地区长期征战，警

惕、防御、内向、封闭的自我防御保护

意识也融合到了建筑中。

刘拴说，这处宅院新中国成立前

住的是宝丰民团团长刘发顺，他与土

匪勾结做了不少坏事，解放时是在马

街被枪毙的。

我看过的这几处老房子都

挂着豫陕鄂五地委五专署旧址

牌子，2021年 12 月被河南省人

民政府公布为第

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被河南省文

物局公布为河南省第二批不可移动革

命文物。1947 年 11 月 2 日晚，陈谢兵

团九纵 26 旅旅长向守志奉命首次攻

克并解放宝丰县城。11月 3日，陈谢兵

团九纵司令员秦基伟决定将司令部驻

地设在马街，同时宣布建立豫陕鄂五

地委、五专署、五军分区，五军分区与

九纵司令部联合办公。九纵司令员秦

基伟，政委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政

治部主任谷景生，参谋长何正文。五

分区司令员由蔡爱卿兼任，政委冷裕

光，副司令员刘自双、牛子龙。次年 1

月，迁入宝丰县城。豫陕鄂五地委经

过一年多的政权建设，通过剿灭土匪、

支前参军等艰苦卓绝的工作和斗争，

使这个昔日国民党特务、散兵游勇、土

豪劣绅横行肆虐的地区，逐步变成一

个政权巩固的解放区。

传说中的书会会首潘业

要说这些老房子，刘拴说多半条

街都是杨家的。杨家就是杨老庄的杨

家，在清朝曾两次被朝廷挂过“千顷

牌”。杨家在马街有生意有土地，热心

马街书会公益事业，从清乾隆年间到

解放初，曾有二人担任过马街书会会

首。

一年一度的马街书会，都要由当

地群众推举出一个德高望重，有一定

号召力和组织能力的人来主持会务，

这个人被称为书会会首。会首一般由

马街寨首担任，寨首多是德高望重、家

境富裕，实力雄厚之人，能够一呼百

应，令百姓顺从，也有一些有威望的乡

绅担任的。在众多会首中，潘业、司士

选、司秉衡等最为出名，至今在马街还

流传着他们的故事。

潘业于嘉庆六年（公元 1801年）考

中进士，任福建汀州府长汀知县，他勤

政爱民，教养兼施，为百姓称道。他还

是一位文学家，有《听雪山房诗集》《听

雪山房文集》《闽说略》《台湾外治》等

传世。

潘业的爷爷是个庄稼户，有地有

牲口，乐善好施，好朋好友。有个收古

董的南蛮子年年来时住他家。最后一

次来时对他爷爷说，我年纪大了，以后

来不了了，没啥送你，给你指块地吧。

南蛮子会看风水，他说的地就是风水

宝地。一块官地，一块富地，最后潘业

的爷爷选了官地。

潘业在鲁山的袁寨上学，有天放

学，家里派车夫去接他。走到鲁山坡

时，车夫说你等着我去方便一下。潘

业从车上下来时看到车前有一姑娘在

路上坐，就问：“天快黑了，你咋坐这

里？”姑娘说：“俺后娘待我不好，把我

撵出来了。”潘业说：“要不你先到俺家

吧，让俺娘把你送回去。”

到家门口时，潘业对车夫说：“你

先等一会儿，我给俺娘先说说。”他娘

出来一掀帘子，不见人影就数落潘

业。潘业回到书房，一看姑娘在书房

里坐着，也很生气，就说，这不是你来

的地方，姑娘说：“你先别生气，我刚

才看了你写的文章，写得不中，我教

你一年。”文章学成了，姑娘要走，走时

对潘业说：“你赶考一定能中，以后要

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照西南燃炷香

我就到了。”

潘业考上进士后，一重臣让他教

自己的儿子，一天主考官到该重臣家

拜访时，因潘业专注教学生没顾上和

主考官打招呼，主考官对重臣说潘业

架子大，本来潘业可以留在京城，结果

被流放到了福建长汀。

潘业没路费就想到了那姑娘，燃

炷香那姑娘果然就到了，给他 300 两

银子，然后说，你能安安生生干一任。

在长汀知县干了一任，受不了排

挤，就挂靴回到了马街。成为乡绅的

潘业热衷于为父老乡亲办实事，当过

马街书会会首。

帮潘业那姑娘是谁？村里人传说

是狐仙，潘家后人家里敬有“山姑奶”

（狐仙）神位。狐仙之所以帮他，是他

救过狐仙的命。

小时候，潘业去东庄找同学玩，晚

上擦黑才回来，在路上见到一只狐狸

身上有个木牌，上写“车压之罪”，他扔

掉木牌放走了狐狸。

热情好客是马街人的传统

马街书会历史上还有个会首比较

有名，他从清同治二年至十年，当了 9

年会首。他就是马街人司士选，村里

人称司二先生。清嘉庆至光绪年间曾

任洧川县训导，继升任南阳府教谕。

告老还乡后因爱好曲艺被乡亲们推举

为马街书会会首，他任会首期间，善举

措，兴书会，力倡村民盛待艺人。清同

治二年（公元 1863 年）赶会艺人很多，

村民们为赶会艺人的人数多少打赌，

输赢难定。司会首计上心头，令人在

火神庙香案前放一大斗，让赶会艺人

都到火神庙进香火钱，每人只许投一

枚铜钱入斗。会后经计数为两千七百

钱，说明当年赶会艺人为 2700人。司

会首巧用“铜钱入斗法”算赶会艺人人

数的故事流传至今。

司士选的确是个爱动脑筋的人。

他组织制定了《村规民约》，其中包括

麦子返青后禁止牲口啃青的条款，但

都是乡里乡亲，罚款很难执行。司士

选就想了个办法，让家里人偷偷把羊

群赶到麦地，然后他再大张旗鼓地处

罚。村民见会首家的羊都被罚款了，

也就不敢让自己家的羊啃青了。

司士选号召各家各户根据自己具

体情况，主动地接待艺人。还让家人

清扫自家的闲屋给艺人住。在司士选

的带动下，村民们都尽量热情地接待

艺人。逾一个半世纪以来，热情接待

艺人已成为马街人的优良传统，司氏

族人更是率先奉行祖先遗训。1982

年，司家第七代的司连升一家，曾接待

了 17 个县市的艺人在自己家吃住，费

用都是自己拿出来的，正是司家风范

的影响。

马街人不仅喜欢民间说唱，而且豪

爽侠义，热情好客。在马街流传着一句

俗语：“无君子不养艺人。”每年春节一

过，马街人便准备食宿，打扫院落，亲亲

热热地迎接八方艺人前来居住，使艺人

们有串亲戚之感，有的干脆认下干亲。

村民对艺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艺人到

家，犹如亲友，管吃管住，分文不取，这

已成为马街独特的民俗现象。

马街民风淳朴，热情好客，他们靠

对曲艺的喜爱，打

造着马街这个名

牌，也培育了民间

艺 术 的 生 长 土

壤，让马街书会

生生不息。

张振营

马街：曲艺厚土 艺人家园

击鼓说唱俑雕塑

火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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