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南阳武侯祠导游词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2/2021_2022__E6_B2_B3_

E5_8D_97_E5_8D_97_E9_c34_172407.htm 各位朋友，早上好！

现在，我就带大家去游览位于南阳市西郊卧龙岗上的武侯词

。南阳武侯祠，又名诸葛草庐，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时留下的故址，当年刘皇叔三

顾之处，也是历代人们瞻仰和祭把诸葛亮的地方。 诸葛

亮(181-234年)，字孔明，汉末山东琅琊阳都(今山东沂水县南)

人。他幼年丧父，后随叔父诸葛玄投奔荆州牧刘表。诸葛玄

去世后，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诸葛均在南阳卧龙岗结庐躬耕，

过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布衣生活。但

他广交天下名士，满腹经纶，腹藏良谋，隐居求志，宁静致

远。当时的大名士庞德公把他比为一条待时腾飞的“卧龙”

。汉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关羽、张飞三顾茅庐，拜请

诸葛亮，自此，二十七岁的诸葛亮离开了躬耕十载的卧龙岗

，参加了刘备的政治集团，后官拜蜀汉丞相，爵封武乡侯，

死后溢“忠武侯”，因此历代诸葛亮祠庙均称为“武侯祠”

。 据清康熙《龙岗志》记载，武侯祠始建于魏晋后期，经历

代的不断修缮和增建，形成了现在的规模，今天我们看到的

武侯祠，共占地200余亩，殿房150多间，检联70多副，碑

刻300余块，是我国纪念诸葛亮最大的古建筑群。今日的武侯

祠保持的基本上是元明的布局风格，其木构建筑多为明、清

重建或增建。祠院依岗而建，南滨白河，北障紫山，地势开

阔，势如卧龙。院内丛竹视讽，松柏森森，潭水清碧，景色

宜人，优美的自然风光与脍炙人口的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令



人流连忘返。 好了，各位团友，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武侯祠

的人口，大家看这座“千古人龙”石坊，高9米，面阔13．5

米，三门四柱，遍体布满雕饰。“千古人龙”的意思是指诸

葛亮是人中之龙，隐喻卧龙岗是藏龙卧虎之地。大家看这第

二道坊为“三顾坊”，清道光年间所立，两面刻有“汉昭烈

皇帝三顾处”和“真神人”，是为了纪念刘备三顾纳贤而立

。“士为知己者死”，正是由于刘备这诚恳的三顾，才使得

诸葛亮离开了隐居十年的卧龙岗，辅佐刘备，戎马一生，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才能三分天下，成就帝业，诸葛亮

因而功高盖世，万古流芳。刘备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面

是实实在在，没有停留在口头上，这个优点可真的值得我们

当今的一些领导学习呀！“真神人”三个字，出自苏轼《武

候庙记》颂扬诸葛亮的一段话“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

之，真卧龙也。”大家看石坊北边的卧龙潭，那些边有三棵

古楸树，相传是当年刘、美、张三顾时系马的树，现在还存

在的那一棵，大家猜一猜，1700多年前，树上拴的是谁的马

呢？ 穿过三顾坊，走过仙人桥，这条甫道直通山门。山门为

武侯祠正门，古朴端庄，正中券门额上石匾镌刻的“武侯祠

”三个大字，系郭沫若先生所题。过了山门，即进入武侯祠

的第一进院落，庭院宽敞，古柏蔽日，青砖墁地，古朴自然

。院中甬道上“三代遗才”石坊与大拜殿相对应。这里是赞

扬诸葛亮的才能和品德可与三代的贤人伊尹、吕尚、傅说等

相比。我们转过来再看“韬略宗师”四个大字，韬略原指中

国古代兵书《六韬》和《三略》，后世用来指用兵的谋略，

这里也是赞扬诸葛亮的文韬武略的。 各位团友，这就是大拜

殿，它是武侯祠的主体建筑。大拜殿正门悬挂着清道光三



年(1823年)南阳知府廖文锦行书“隐居求志”匾额，殿内塑的

是孔明端坐正面像，他纶巾羽扇，风度庄严，正是东汉末年

隐居儒士的典型装束。左边是他的长子诸葛瞻，右边是长孙

诸葛尚。殿堂的檐下柱上挂满了历代名人骚客的对联和匾额

，这些碑额和对联无不充满世人对诸葛亮的敬重仰慕之情。 

请看这副：“吕蟠溪伊莘野王佐其才乎继以宛琅琊得主有常

经论不焕，齐鲍叔郑子皮圣门所许也合之徐元直见贤能举豪

杰奋兴”。这副对联歌颂了吕尚、伊尹、管仲、诸葛亮这些

能够帮助帝王力挽狂澜治国安邦的政治家，又赞颂了像鲍叔

牙、郑子皮、徐元直这些举荐有才之士的伯乐，寓意深刻，

给人以启迪。 请看这副：“立品于莘野渭滨之间表读出师两

朝勋业惊司马，结庐在紫峰白水以侧曲吟梁父千载风云起卧

龙。”这里，品指的是等级、品位。 莘野渭滨，代指隐居时

的伊尹、吕尚。两朝指的是先主刘备，后主刘禅。惊司马指

的是诸葛亮死后用木像就使得司马懿丧胆落魄。下联中紫峰

白水指的是南阳市郊的紫山和白河，曲吟梁父，即吟咏《梁

父吟》，《梁父吟》写的是齐相曼婴以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相传为诸葛亮所作。这副对联充分赞颂了诸葛亮的高风亮节

和丰功伟绩。他当年躬耕隐居，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完全可与前贤伊尹、吕尚出仕前的高尚行为相比美；他把茅

庐建在紫山脚下，白河之滨，自比管仲、乐毅，人比为兴周

八百年的姜子牙、旺汉四百年的张子房，正恰似卧虎藏龙；

他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草庐对”纵论天下风云，战略决策成竹在胸，显示了他的政

治远见和旷世奇才；他的前后《出师表》是多么的壮怀激烈

，感人泪下！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呕心沥血，



辅佐两代君主建立了蜀汉伟业。 试想正是有了刘、关、张到

此地三顾茅庐，才有了诸葛亮的出仕，也才有了波澜壮阔、

多姿多彩的三国战争风云历史。尽管历经千百年来的风雨变

幻，世事沧桑，但诸葛大名垂宇宙，三国佳话天下扬，诸葛

亮留下来的政治、军事、治国方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

精神财富，诸葛亮的不朽英名，永远值得人们怀念。此时此

刻，站在武侯祠里，缅怀孔明一生伟业，怎不使我们神游往

古，浮想联翩?想当初诸葛亮隐居南阳卧龙岗头，苦读史书，

放眼天下，立下雄心大志，关心社会民生，在这里度过了他

的青年时代。一旦时来运转，皇叔三顾，草庐一对，卧龙腾

飞，火烧博望，天下三分，奈何蜀汉末年，摊上个扶不起的

阿斗，又加上国力不济，诸葛亮虽壮心不已，为统一中原，

六出祁山，但孤掌难鸣，更可叹积劳成疾，5丈原病死在军旅

之中。后人思之，无不扼腕感慨。正像杜甫的《蜀相》的诗

中所说，“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

先死，”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

阳。” 这是清人顾嘉衡写下的著名对联。上联是说，诸葛亮

一心为国，并不分君主是贤明的刘备还是昏庸的阿半斗；下

联说诸葛亮名垂千古，为天下传诵赞扬，又何必分辨什么襄

阳、南阳呢？这是说的一桩历史”公案”。原来，诸葛亮在

《出师表》中回忆自己未出茅庐时说：“臣本布衣，躬耕于

南阳”，但《三国志》上又有一个“隆中对”，隆中在湖北

襄阳境内。 于是，南阳人和襄阳人都说诸葛亮是隐居在自己

的家乡，文人学者是纷纷引经据典，互不相让，明清时期即

打起了笔墨官司。顾嘉衡是湖北人，当时又任河南南阳知府

，为了既不得罪故乡人，又不刺伤为官地，只好来个“和稀



泥”，写下了这副骑墙的折中对联，要大家不再分南阳襄阳

，从而缓解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因此这副对联名噪一时

，为人们竞相传诵。1959年，当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

耀邦来南阳视察工作，对这副对联颇为欣赏，还据此联改了

一副对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国家，何必

争多得少得。”借古人名联的旧形式而赋予革命的新内容，

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胡耀邦同志的宽广胸襟和高尚情操

。 看来直到现在，顾嘉衡这副对联还在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另外，武候祠还有很多名联，其内容大都是歌颂诸葛亮的

才华与德政，若把这些对联拼凑起来，加以纵横分析，可以

说是一部三国史诗。如这一副：定三分，烧博望，出祁山，

大名不朽；气周瑜，屏司马，擒孟获，古今流传。还有一副

妙联：收两川，摆八阵，七擒六出，五丈原设四十九盏明灯

，一心只为恩三顾；取西蜀，征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按

金木土爻之封，水面偏能用火攻。上联巧用了一、两、三、

四、五、六、七、八、九、十lo个数字，下联灵活运用了东

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10个字，全联共54个字，简练地阐述

了诸葛亮出茅庐后辅佐刘备父子戎马倥偬的战斗一生，真可

以说是字字珠玑，笔笔传神。 请大家随我到这边来，参观岳

飞手书的前后《出师表》。这一共由2l块石碑组成，刻工精

良，十分壮观，不可不看。《出师表》是诸葛亮在建兴五

年(227年)给后主刘禅上的奏章，畅述了自已为复兴汉室要“

鞠躬尽瘁”的忠贞思想，成为“字字中间有涕零”的千古名

篇，感染力极强。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

抗金途中路过南阳，“遇雨，随宿于词内”，观看了《出师

表》之后，被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感动得热泪



盈眶，夜不成眠，坐以待旦，感慨万千，后经道人请求，挥

涕走笔，把1300余字的前后《出师表》一气呵成，背诵写出

，以抒胸臆。其字铁画银勾，龙飞凤舞，潇洒飘逸，奔放淋

漓，表现了高超的书法艺术。我们今天游武侯祠，观《出师

表》，远相撰词，名将手书，既能见孔明之胸怀志略，又可

赏岳飞之翰墨神工，实为今生一大幸事。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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