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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胡胡胡锦锦锦锦涛涛涛涛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走走走走进进进进南南南南阳阳阳阳武侯祠武侯祠武侯祠武侯祠    

  编者按：为胡锦涛总书记作讲解！南阳市博物馆副馆长王玉君是幸福的、激动的。 

  2007年4月30日下午3时40分至4时20分，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了南阳武侯祠。其间，担任讲解员的王玉君，亲身感受到了胡总书记亲民爱民、平

易近人、和蔼可亲、关爱“国宝”而又学深博识的领袖风范。激动之中，她详细记述了当时的讲解经过。今日，本报特予以全文刊登，以飨读者。 

  春光明媚，日暖风清，2007年4月30日，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下午3点40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河南

省委书记徐光春、省长李成玉，南阳市委书记黄兴维、市长朱广平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南阳武侯祠视察。 

  汽车由市城区卧龙路缓缓地停在武侯祠大门外“千古人龙”石牌坊前，我和馆长张新强一起迎上前去。当工作人员打开车门，总书记从车上下

来后，握住了张新强的手。张新强自我介绍说：“总书记，您好！我是博物馆馆长张新强。”这时，徐光春书记把我介绍给总书记：“这是副馆

长。”我握着总书记的手说：“我是讲解员，很高兴也很荣幸为您讲解。”总书记微笑着对我们点了点头。然后我陪着总书记迈上台阶，向武侯祠

大门走去，同时也开始了我讲解生涯中最激动人心、最难忘的一次讲解…… 

  总书记面带微笑，他那鼓励又慈祥的目光，使我原本紧张的心情很快放松下来。我认真地给总书记讲解着卧龙岗的来历，在这里发生过的历史

事件以及武侯祠内存量丰富、语言凝炼、含义深刻、书法精工的一副副名联。 

  当我在大拜殿中讲道：诸葛亮从公元197年到207年生活在南阳卧龙岗上，号“卧龙”，是隐藏在此处的一位俊杰，他未出茅庐已定天下三分的

政治思想就是在南阳形成的，所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表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南阳可以说是诸葛亮的第二故乡，是孕育他成才的摇

篮，更是他走上政治生涯的一个起点。总书记听到这里赞许地点点头。 

  总书记走到“出师表碑廊”观看岳飞手书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时，我介绍：《出师表》是诸葛亮出师北伐时上书给后主刘禅的奏章，奏章

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传颂至今，后人称“出师一表千载无”。民族英雄岳飞为收复河山而“精忠报国”，岳飞读《出师表》时感慨万

端，泪如雨下，为抒发胸臆挥泪手书《出师表》。岳飞的书法苍劲峭拔，龙飞蛇腾，忠武之气流于笔端。名相撰文，名将手书，珠联璧合，相得益

彰。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名人，就在这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岳飞手书《出师表》碑刻被我们称为“一宝”，又称为“三绝碑”，即文章绝、

书法绝、刻工绝。这时，一直很认真地在观看《出师表》碑刻的总书记询问道：“碑刻是什么年代的？”我回答：“清光绪二年刻制的。当年南阳

知府任恺是江西人，他在江西时就听说南阳武侯祠有岳飞手书《出师表》，但他到南阳做官时，在武侯祠内并没有见到。他派人多方寻找，最后在

彭城，也就是今天的徐州发现手稿，遂命匠人刻石以存。”听了回答后，总书记满意地点了点头。 

  总书记继续前行，来到武侯祠最著名的建筑———诸葛草庐前。我在这里首先吟诵了唐代诗人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名句“南阳诸葛庐，西蜀

子云亭”。然后介绍：诸葛亮当年居住过的茅庐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今天看到由郭沫若先生题额的“诸葛草庐”是清康熙年间修建的纪念性建筑。

诸葛庐始建于晋朝，在唐代时已名扬天下，不惟有刘禹锡的赞叹，诗人李白在《南都行》中赞叹：“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杜甫有诗：“犹

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白居易感叹：“鱼到南阳方得水，龙飞天汉便为霖。”因为刘备说“得孔明如鱼得水”，看来刘备与诸葛亮只有在南阳

才能形成鱼与水的关系，所以“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呀。我接着又讲道：事实上这几位诗人都在不同程度地羡慕诸葛亮能得到一位明君。诸

葛亮在南阳躬耕了十年，就是等待一个可以辅佐的明主。古人说“良禽择木而栖，贤士择主而仕”，所以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岗的十年，是他一生中

最重要的时期，草庐便成了南阳的标志性建筑。清代知府吴庆桐留下的碑文中就有“诸葛草庐南阳名胜地。地何以名？以诸葛而名。何以胜？以诸

葛而胜。无诸葛便无此名胜。诸葛为千秋第一人，南阳为千秋第一地。”南阳名山、名水、名胜，更以名人而名。随着中部的崛起，今天的南阳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听到这里，总书记注视着我笑着连连点头。当总书记在草庐内看到悬挂的一块匾额“诸葛草庐”时，他说：“这是于右任先生

题写的。”我说：“是的，是民国29年书写的。” 

  出草庐，过小虹桥，便来到了砖石结构的建筑“半月台”前，为了让总书记更多了解诸葛亮与南阳的关系，我介绍说诸葛亮早在南阳躬耕时就

为治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半月台”就是他最早观测天象的地方。南阳的天文学早在汉代就十分发达，科学家张衡就是我们南阳人，他发明了世

界上第一架演示天体星相运行的“浑天仪”。直到今天，南阳汉画馆存量丰富的汉画像石中有三分之一是描绘天象的。南阳在东汉时称“南都”、

“帝乡”，是全国六大都会之一，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诸葛亮是一个有志青年，认为自己是王佐之才，南阳当时独特的地理位置、政



治环境、商业经济、科学文化都对他的成才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他才自比管仲、乐毅。 

  当总书记行至“宁远楼”时，我说：“《三国志》中记载了诸葛亮读书的情况，他不务于精熟，而独观其大略。他读诸子百家著作，取各家治

国、理军、安民之精华，所以‘宁远楼’是修建的纪念性建筑‘藏书楼’。”总书记很快地接着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离开“宁远楼”，热情、激动的游客们看到了总书记，都不约而同地热烈鼓掌，以表达他们的激动心情。总书记迈着稳健的步伐，面带笑容向

游客们挥手致意，并走向热情的人群，与游客握手攀谈起来。总书记向游客们讲，南阳是个风光秀丽的地方，是座充满生机活力的城市。几分钟

后，我陪着考察的队伍走到了“三顾堂”。在从“三顾堂”前往“关张殿”的路上，我为总书记介绍了南阳武侯祠的建筑风格、布局特色和地形地

貌。话音刚落，我看到总书记快步向“古柏亭”后墙走去。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认真地对我说：“这座建筑基础下陷了。”我这才回过神儿

来：原来我们敬爱的总书记看到了“古柏亭”后墙几道贯通的裂缝。我紧接着说：“这座古建筑叫‘古柏亭’，是诸葛亮当年亲手种植柏树的地

方，后人借古柏喻诸葛亮的精神永存，建亭纪念。现在已经是险房了。”总书记又仔细观察后说：“这是地基下陷造成的。”并嘱咐随行的省、市

领导抓紧维修一下。 

  由“关张殿”过垂花门时，总书记对随行的人员说：“南阳在古代是交通要道。”我接着介绍说：“还是兵家必争之地。”出了垂花门，我请

总书记回首，看悬挂在垂花门上“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的楹联。我解说道：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报答了刘备当年

三顾茅庐的恩情；君臣在草庐中的一番对话，决定了三国鼎立之势的形成。《草庐对》中的外交政策和内修政理的理论，直到今天仍然有借鉴意

义。南阳是诸葛亮政治思想形成的地方，虽然他离开了南阳，但集中反映他政见的《草庐对》和形成对策的地方，足以流芳千秋万代，被世人敬

仰。讲到此，我对一直都在认真听讲解的总书记说道：“总书记，我的讲解到此结束了。我今天很激动，如果有讲得不到的地方，请您批评指

正。”总书记和我握握手，微笑着点点头说：“很好，谢谢！”当我和总书记一行走在出口的路途中，总书记关切地询问：“这里一年有多少游客

呀？”我回答：“三四十万。”这时，站在“仙人桥”和“神道”两边的游客一次又一次地向总书记热烈鼓掌。总书记一边挥手致意一边健步走出

了武侯祠大门。 

  当考察团到了停车的地方，总书记回过身来，走到我和张新强面前，和我们握手告别，并连声说“谢谢！谢谢！”。我激动地说：“欢迎总书

记‘三顾茅庐’，关注南阳。”总书记笑了笑，点了点头上车了。我看了看表，时间是下午4点20分。总书记的车队已经离开了我的视线，但我仍

然恍若梦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次光荣的讲解任务圆满完成了。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记述这历史的瞬间。总书记在南阳武侯祠视察过程中，关爱“国宝”，感人至深，给

在场陪同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深感责任重大，更增强了使命感和责任感。总书记在听讲解时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形

象，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来源：南阳日报   南阳市博物馆副馆长王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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