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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诸诸诸葛亮躬耕地葛亮躬耕地葛亮躬耕地葛亮躬耕地研研研研究中的几究中的几究中的几究中的几个个个个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在中国，诸葛亮是一位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而且是一位集人类智慧和才能于一身的理想

化人物。研讨这样一位人物，对于继承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建

设目标，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根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出庐之前曾有一段躬耕的历史。躬耕地在哪里，用他自己的话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因此，南阳是

诸葛亮无可争议的躬耕地方。诸葛亮在这里一边读书，一边种地，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尽管时人并不十分赞成他，但他还是得到了先主刘

备的器重，刘备不顾关羽、张飞的不理解，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之中，咨诸葛亮以当世之事，并深深地感动了诸葛亮。从此，请葛亮走上了辅佐刘备

“兴复汉室”的道路。 

  为了纪念诸葛亮一生对蜀汉政权所做出的不朽功绩，早在三国“景耀六年，诏为亮立庙于沔阳”，之后，祭祀他的纪念性建筑物就很快地在他

生活和作过战的地方建立起来。南阳作为诸葛亮自表“躬耕”之地，自然为他树起一座存德念功的庙宇，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南阳诸葛庐。同样的，

襄阳隆中也为他修建了一些纪念性建筑物。从此，南阳与襄阳之间，就躬耕地问题开始了持久的笔墨之争。清代南阳知府顾嘉蘅作对联曰：“心在

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意在平息两地之争。然而，这场争论由来已久，成了一桩历史公案，所以顾氏之后南阳、襄阳

之争并未了断。 

  新中国成立之后，历史研究着重于重大学术问题，对诸葛亮躬耕地这样的问题史学界和考古界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近几年来，随着对外开

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文物、古迹不再仅仅是供人凭吊、发思古之幽情的遗存，而是成为一种宝贵的人文和自然旅游资源。于是，人

们对久负盛名，甚至被奉为神明的诸葛亮发生了新的兴趣，河南、湖北、陕西、四川、山东对诸葛亮研究日益活跃，南阳、襄阳之争再次旧事重

提。 

  众所周知，在一般情况下，求证一个历史疑案，一要有实物，二要有史料。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应该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

来的，是经过人类有意识地加工的遗物和遗迹，这是它与依靠文献记载以研究人类历史的狭义历史学的最重要的不同点。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

留下来的实物，通常包括遗物和遗迹两大类。前者如生产工具、生活器具等，后者如住房、水井、坟墓等。此外，农作物、家禽和渔猎、采集所得

的动植物遗存，虽然多属自然物，但由子它们与人类的活动有关，有的就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所以，也应属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从考古学遗物的角

度看，诸葛亮躬耕地无论在南阳，在襄阳，目前皆无出土的文物可证，从考古学遗迹的角度看，南阳卧龙岗和襄阳古隆中，虽然现存大量古代建

筑，但其建造的年代均不过宋元，且绝大多数为清代建筑物。尽管这些地面建筑都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但在

躬耕地之争中都不能作为汉代证据说明问题。所以确立“襄阳隆中为历史遗迹”,“南阳卧龙岗诸葛庐为纪念性建筑物”是不符合两地实际情况

的，它无助于从考古学的意义上解决躬耕地问题。 

  在持久的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襄阳说”的观点主要是：(一)历代史籍文献在记载诸葛亮躬耕地的问题上自始至终是一致的；(二)隆中属南阳

郡邓县；(三)宛县属曹操地盘，刘备决不会到曹操的地盘自投罗网；(四)诸葛亮的亲友中没一人居住在南阳宛县。而“南阳说”的主要观点是：

(一)历代史籍文献在记载诸葛亮躬耕地的问题上是不一致的。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陈寿在《三国志•蜀志•诸

葛亮传》中说：“玄卒，亮躬耕陇亩”。王隐在《蜀记》中说亮“故宅”在“隆中”；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

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郦道元《水经注》中说：“沔水又东径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

事，即此宅也’”等等。总之，从诸葛亮207年走出草庐，到郦道元著《水经注》三四百年间，的确有不少诸葛亮“躬耕地”、“故宅”与“家”

的记载，间题是“故宅”与“家”，是否就一定是诸葛亮躬耕地。(二)东汉南阳郡不辖襄阳隆中。《史记•秦本纪》载，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 )

“初置南阳郡”注引《正义》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前汉书•地理志》载，西汉南阳郡辖“县三十六”，邓为其一。《后汉书•郡国

志》载，东汉南阳郡辖“三十七城”，邓仍为其一。然而南郡辖十七城，襄阳为其一。东汉大科学家张衡在《南都赋》中云，南阳在“陪京之南，

居汉之阳”。故秦至东汉建安十三年前，南郡和南阳郡一直是以汉水(山都至襄阳)为界的，邓县辖隆中是查无实据的。建安十三年以后，即曹操占

领襄阳以后，汉水两岸的行政区划发生了很大变化。魏立襄阳郡，统县八，辖原南阳郡的邓城县。这是邓地归汉水以南州郡管辖的最早记录。这

时，即使隆中属南阳郡之邓县，诸葛亮也早已离开草庐，随先帝驱驰去了。(三)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县并非曹操地盘。根据《三国志•魏志•武帝

纪》记载，从建安二年至建安十二年间，南阳郡先是张绣和刘表联合控制的地盘。后是刘表一家控制的地盘。这期间，只有建安四年冬十一月至建

安五年春的几个月中南阳郡为曹操短暂占据。因此，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县属曹操地盘，刘备决不会到曹营去自投罗网的说法是不符合《三国志》



及其他有关文献记载的。(四)诸葛亮的社会关系与其躬耕地没有必然联系。“襄阳说”认为，东汉末年，庞德公、司马徽、徐元直、崔州平等是诸

葛亮结交的名士师友。然而，这些人多不见于早期史籍记载，“唯博俊崔州平、颖川徐元直与亮友善”，见于《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载。但

有关崔、徐的材料均未涉及躬耕地问题。所以，用某地诸葛亮亲友的多少去论证躬耕地间题是很难得出合乎实际结论的。 

  综上所述，历代史籍文献在记载诸葛亮躬耕地的问题上是不一致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晚期记载与东汉、三国相比距离越来越大，有的甚

至把诸葛亮的“寓居地”、“纪念地”和“躬耕地”三地等同起来，并由此对南阳郡的辖区、归属发生怀疑，最后得出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的结

论。我们认为不能对《蜀记》、《襄阳记》、《汉晋春秋》、《水经注》等古文献视而不见，但也不能把脱离诸葛亮《前出师表》和陈寿《三国

志》的记载视为证据，那么，诸葛亮躬耕地究竟在哪里呢？根据目前的综合考察只能划在汉水以北南阳境内，且不排除南阳卧龙岗的可能性。 

  大家知道，南阳地区对诸葛亮系统研究的人是比较少的，对躬耕地系统研究的人更少，多数人认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是勿庸置疑的。当1983年

襄阳、汉中、成都三地在成都召开诸葛亮研究会首次联会的时候，我们没有跻身于联会之中，也没有对躬耕地何题发表意见，因此：“襄阳说”认

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邮票问题争论起来以后，才引起了我们对躬耕地问题的重新认识。为了深入开展诸葛亮学术研究工作，去年我们成立

了南阳诸葛亮研究会。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围绕诸葛亮与南阳，与三国等内容开展学术活动，与国内其他诸葛亮研究会及相关的学会交流、研讨学

术问题，并逐步使南阳成为诸葛亮研究的中心之一，以促进南阳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如前所述，不仅历代统治阶级对诸葛亮十分推崇，广大人民群众对他也十分爱戴。为什么一个终身致力于天下统一事业，然而又未能成功的人

能够受到社会的如此厚爱，这实在是一项细致而艰巨的研究任务。南阳诸葛亮研究会作为一个群众性学术研究团体，首先有责任弄清这些间题。更

有责任弄清躬耕的具体地点，以便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搞好诸葛胜迹的保护和利用，让名人名胜为旅游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振

兴南阳做出贡献。这就是我们研讨诸葛亮的目的。 

  在我们深入研讨诸葛亮及其躬耕地问题的时候，不应该只看到学术之争的一面，还应该看到这场争论中，襄阳古隆中和南阳诸葛庐都得到了妥

善保护，两地都没有因为争论使国家文物受到损害的另一面。因此，我们不应该拘泥于“躬耕地”的真伪，简单地评估南襄两地文物的价值岌景观

的高低，正如南阳诸葛庐一幅对联中写的那样，“地无论宛襄，有诸葛庐自堪千古”。南襄两地应该携起手来，共同为弘扬祖国的历史文化做出贡

献。李兆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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