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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武侯祠的历史沿革与保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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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成都武侯祠是全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和最 负盛 名 的诸葛亮 . 刘备及蜀汉名人 纪念地 , 也是颇具影响力 的三国遗迹博物馆 , 享有
“

三

国 圣地
"

之美誉 。
现 占地 丨 5万平方米 , 由文化遗产保护区 、 文化体验 区和锦里 民俗区三部分组成 。 武侯祠的保护 与修缮历代均有记载 ,

2 0 0 8年
“

5 . 1 2

”

大地震之后 的保护维修是最重要的
一
次保护工程。 锦里

一
条街 的打造和成都大庙会的连续举办 , 是博物馆发展文化产业的成功尝试 。

关键词 : 成 都武侯祠 , 三国 文化 , 保护维修

在 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长河中 ,
三国历史只是短暂葛亮去世后二十九年 ( 2 6 3 年 )

, 后主在群臣建议下 ,

的
一
瞬 , 但在那个刀光剑影 , 群雄割据的时代 , 叱咤风于

“

景耀六年春
, 诏为 亮立庙于沔 阳 。

” 1 2 1 沔阳 即勉

云 、 个性突出的三国英雄人物 , 彰显着 中华民族传统的县 , 说明在三国 时 , 祭祀刘备的陵庙与诸葛亮的庙宇分

忠义 、 智慧 、 勇 武精神 , 成都武侯祠正是体现这些传统别在四川成都和陕西勉县 。

文化精髓的三 国遗迹所在 。 成都武侯祠历史悠久 , 如果成 都何时有武侯祠 ? 不见正 史 。 宋祝穆 《方舆胜

从刘备下葬惠陵算起 , 这处三 国文化遗迹 已有约 1 7 9 0览 》 载 : 武侯庙
“

在府西北二 里今为乘烟观 ……李雄

年的历史 , 庄严肃穆的庙宇早 已成为人们敬仰的三国文称王始为庙于少城 内 , 桓温平蜀 ,
夷少城 , 独存孔 明

化圣地 。庙 。

” [
3

|

李雄于公元 3 0 4 年在成都称王 , 则所建孔明庙

的时间应在西晋末东晋初 , 位置在当时的少城内
, 并不

一
、 惠陵与武侯祠的关系在 今天城市西南 。 杜甫 《蜀相 》 诗云 :

“

丞相祠堂何

武侯祠乃纪念诸葛亮 的专祠
, 亦称孔明庙 、 诸 葛

祠 、
丞相祠等 , 是民众对

?

这位蜀汉丞相
“

鞠躬尽瘁死而<

后 已
”

精神 的肯定和赞誉的载体 。 成都武侯祠的格局不 S

同于其他专祠 , 除了武侯祠外 , 其范围内还包括了刘备̂
的惠陵 、 汉昭烈庙 、

三义庙等 。 之所以出现如此复杂的“̂
三国遗迹区域 , 与刘备 陵寝——惠陵在此不无关系 。 史 j

书记载 : 章武三年 ( 2 2 3 年 )

“

先主殂于永安宫… …五

月 ,
梓宫 自永安还成都 , 谥 曰昭烈皇帝 。 秋 , 八月 , 葬 J

晋 刀惠

惠陵 。

”
1

1 1

按汉制 , 宗庙之外有原庙 , 即汉昭烈庙
?

。 诸
- 

Im s
＊ '

① 《后汉书 》 卷二 《显宗 孝 明 帝纪 》 注 引 《汉官 仪》 :

“

古不墓祭 。 秦始皇起 寝于 墓 侧 , 汉因而不 改 。

”

《汉书 》 卷七三 《韦 贤传附子

玄成 传》

“

自 高祖下至宣 帝 , 与 太上皇 、 悼皇考各 自 居陵旁 立庙 , 并为 百 七十六 。 又 园 中各有寝 、 便殿 。
曰 祭 于寝 , 月 祭于庙 , 时祭于便

殿 。

”

《 汉书 》 卷九 《元帝纪 》 :

“

秋 七 月 庚子 . 复太上皇寝庙园 、 原庙 、

”

注 引文颖 曰 :

“

高祖 已 自 有庙 , 在长 安城 中 , 惠 帝更于 渭北

作庙 . 谓之原庙
”

。 原庙的 产生是 为 了后人祭祀方便 , 自 此陵旁立庙 的 制度就延续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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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寻 , 锦官城外柏森森 。

”

杜甫于公元 7 5 9年 冬来到成

都 , 《蜀相 》 诗作于次年春 。 而数年之后诗人在夔州作 2
《古柏行》 回忆道 :

“

忆昨路绕锦亭东 , 先主武侯同 閟 f

宫 。

”

由此得知 , 唐宋时期诸葛 亮的祠堂位于锦官城 S

外
,
且与先主刘备的汉昭烈庙同在

一
个区域 。 自杜甫之 ^ I T n  I

后 , 历代文人墨客多到此拜谒 , 留下众多歌咏诗词 。 ^ T E I
武侯祠

二 、 武侯祠历史上的几次重大变化唐宋时期惠陵 . 武侯祠 .
汉昭烈庙位置 图

南北朝时期武侯祠 的地理位置发生 变化 。 如 前所 n

述
,
李雄所建武侯庙在宋代已成为道教化的乘烟观 ,

大￥

约南北朝时成都之西南惠陵 、 汉昭烈庙这个区域出现了 s

纪念丞相祠 , 此祠与惠陵 、 汉昭烈庙相邻 , 是历史上第̂
一次对成都三国历史文化遗迹的整合 。傅全位于何处无法确定

明代藩王调整建设 , 成都武侯祠形成君臣 同祀
一庙—

的格局 。 明初蜀献王朱樁到此拜谒 , 见到 的是
一片颓圯明代君臣同祀

一
庙的格局形成

和荒芜 的古迹 , 于是对这几处毗邻 又 自 成
一
体 的遗迹

进行 了全面 的修缮和整合 。
其在洪武二十 四年 ( 1 3 9 1立在武侯祠 内 的 《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 》 也移入庙

年 ) 作的 《祭汉先主昭烈皇帝文》 中提到 :

“

睹閟宫之中 , 人们按照 习 惯仍将塑有刘备 、 诸葛亮 、
关羽 、 张飞

颓圯 , 叹古栢之荒凉 。 命我将士 , 缭 以垣墙 。 屹栋宇之等像的庙宇称为武侯祠 。

崔嵬 , 焕丹青之焜煌 。

” 1
4

1那么在这次全面整修过程 中清康熙年间的恢复庙宇 , 调整殿堂排列顺序奠定了

作 了怎样的调整昵 ? 从现存武侯祠的明 张时彻 《诸葛武今之所见武侯祠 的基本格局 。 明末清初 , 成都遭受 战

侯祠堂碑记》
、 明何宇度 《益部谈资 》

1
5

1

等记载可知 ,乱 、 兵燹之灾 ,

“

万物悉化焦土 , 即王公坟墓莫不掘毁

朱樁废除原在昭烈庙西侧的武侯祠 , 把诸葛亮像移入昭无遗 。 独昭烈
一
冢 , 历久常存 , 巍然如故 ,

且与名公碑

烈庙内 刘备像东侧
,
关羽 、

张飞像排列于西 。 当地的官记并垂不朽 。

”

这段记录于清代四 川巡抚张德地 《重修

吏趁机将北地王刘谌 、 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和镇守关 口格昭烈陵庙碑记》 的文字 ,
就是 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 惠

斗而死的傅佥也陪祀庙内
| 6

1

。 明曹学佺 《蜀 中广记
?

名胜陵虽然幸免于战乱 , 但是祠庙毁坏仅存残垣断壁 。 于是

记》 记载 :

“

按今昭烈祠左右侍侧者后主 、
北地王谌

、在 川 湖总督蔡毓荣 的倡导下 , 四 川按察使宋可法 、 抚

诸葛丞相亮 、
亮子瞻及关 、

张两侯俱合为
一
祠也 。

” 1

7
1蜀大 中丞罗 森 、 四川 督学使 张含辉 、 四 川布政使金儁

朱樁将原来武侯祠的诸葛亮像移人汉昭烈庙 , 意在抬高等官 员共 同捐资 , 由 宋可法主持修复工程 。 康熙十年

诸葛亮的地位 ,
使

“

君臣宜
一
体

”

共享世人拜谒 。
但 民 ( 1 6 7 1 年 )

九月开工
,
于次年五月 完成 。 所有捐 资参

众对此却不予认同 。 于是 出现 了张 时彻碑 文 中记载的与复建工程的官员在竣工后 , 分别撰记刻碑记录其事 ,

“

或者 曰 :

‘

庙故祠武侯 , 后人更今祠 , 而蜀 人至今称今存蔡毓荣 《重建诸葛忠武侯祠碑记 》 、 宋可法 《重建

武侯庙云
’

, 然则唐宋文人各咏昭烈 、 武侯二祠者 , 斯忠武侯祠碑记》
, 另从 《昭烈忠武陵庙志 》 中查到张含

又何耶 ? 志有之 曰 : 武侯祠先在先主庙西 , 宋时屡加修辉 、 金儁两官员分别有 《重建诸葛忠武侯祠碑记 > 〉
、

葺 , 而元因之 。 皇朝洪武初 , 以昭烈庙实为陵寝所在 ,《重建诸葛忠武侯祠堂记 》 。 值得注意 的是 , 所有官员

令有司春秋致祭蜀献王之 国 , 首谒是庙 , 谓君 臣宜
一都说是重修武侯祠 , 而不说重修汉昭烈庙 。 清初这次重

体 。 乃位武侯于东 , 关 、 张于西 , 自为文祭之 。 盖至武建让主持者颇费苦心 , 既要尊崇封建的尊卑礼制 , 又要

侯废祠 , 而乃 以其碑碑庙中 。 观者不察 , 遂谓 以武侯庙满足民众敬重诸葛亮的心愿 。 从后来具体的祠庙建筑格

庙先主耳
”

的奇怪现象 。 朱樁的培修建设 , 改变了南北局来看 ,
清代的确是延续明代的建制而又有所变化 。 宋

朝 以来的武侯祠 、 汉昭烈庙之间的建筑布局 , 由原来毗可法在 《重建忠武侯祠碑记 》 中记载道 :

“

明初 , 因逼

邻的一祠 、

一庙
,
变成独立一庙 。 由于诸葛亮像和原刻近惠陵

,
始祀帝于庙 ,

以侯拊之 。 帝 陵孤冢垒然 ,
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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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纪念川 军抗战将领刘湘墓园 ) 合并 , 1 9 7 0 年代分

_ 开 , 分离后的武侯祠 占地面积约 3 7 3 3 3 平方米 。 携 4

, 成立雌武侯祠博物馆 。 1 9 9 5 年 , 成都市政府将

:亡 . 位于武侯祠北面 的曹营坝居 民迁走 , 连同周边的
一些公

"
"用地带 ,

总共无偿划拨了约 1 3 3 4 0平方米土地 , 迁入清

I l l M代修建的祭祀刘 、 关 、
张的

“

三义庙
”

, 修建了仿古
一

条街
“

锦里
”

。 2 0 0 3 年 ,
成都市政府将武侯祠与南郊

.

…
公园重新合并 。 武侯祠现占地面积 1 5万平方米 , 由文化

遗产保护区 ( 汉昭烈庙 、 武侯祠 、 惠陵 、
三义庙等 ) 、

＊?

 ,文化体验区 ( 即西区 , 原南郊公园 ) 和锦里民俗区二部

分组成 , 享有
“

三国圣地
”

之美誉 。

_三 、 武侯祠历次保护和维修

武侯祠的维修和保护历朝历代均有记载 。 自 清康熙

十
-
年 (

1 6 7 2 年 ) 恢复 重建之后 , 其修缮保护工程 -

成都武侯祠过厅侧景直延续到 民国 年间 。 清康熙三十四 年 ( 1 6 9 5 年 ) ,
四

川 巡抚于养志在 《诸葛忠武侯祠堂碑记》
(
该碑至今尚

丹碧岿然 , 侯有灵 , 必不其飨 。 但拊侯帝庙 , 与诸文武立武侯祠 ) 道 :
(
祠庙 )

“

其有榱椽梁柱之桡弱而不

垾 , 又于历代专祀之义不无舛失焉 。 今以前殿祀昭烈 ,支 、 瓴甓垣墉之缺断而不承者 ,
与诸大夫相为倡率 , 悉

两庑列从龙诸名 臣 , 后殿奉侯 , 配以子瞻 、 孙尚 , 重死举而更新之 。

”

乾隆五十三年 ( 1 7 8 8 年 ) , 四 川总督

事也… … 自是而有 门叠敞 , 有庑翼张 , 有殿有堂 , 前后李世杰命华阳知县程煜 、 成都县丞黄锐对武侯祠进行培

巍煌 。

”

金儁碑文记载 :

“

旧制 : 侯祠近昭烈墓 , 今仍修 。 黄铣碑今尚存 , 碑 中记载 :

“

铣与开业承命维谨 ,

之 。 盖奉昭烈于正殿 , 侯居后 , 子若孙从之 。 殿两廊位鸠工庀材
,
率作兴事 。 其结构程式 , 悉遵上宪之手指口

关 、 张 、 北地王 , 次文武诸臣之有功者 。 其正大规模 ,画 , 而为之营缮焉 。 始事于乾隆戊申二月 十八 日 , 落成

遗像俨然 ,
率 皆凛凛有生气焉 。

”

罗 森碑记则说
“

奉于是年五月 十三 日 。 顿觉庙貌巍峨 , 山 陵巩 固 。

”

清

昭烈正位于前殿 , 而左庑则拊以伏魔帝 、 北地王 ; 右庑代最重要也是最大 的一次修缮工程是道光五年
(

1 8 2 5

则拊以张桓侯 、 傅将军 。 堂帘以肃 , 如朝廷礼 。 特建后年 )
,
由刘沅主持 。 刘沅是清代四 川著名学者 , 曾任天

殿 , 奉武侯于 中 , 子若孙昭穆
一堂

,
如家庭礼 。 于是

一门知县 ,
晚年在家乡致力于教学 ,

创立槐轩学派 。 此次

代明 良 , 与
一
代忠义 , 过庙抵谒 , 千秋共仰 。

” 1
8

1清代修缮刘沅根据 自 己所定
“

纯臣
”

的标准 , 将两庑 ( 即今

的武侯祠 , 包括了刘备的惠陵 、 汉昭烈庙等三国遗迹 。称为文武两廊 )
的法正 、 许靖 、 刘 巴 , 以及于史无考的

庙祠 内地基高 、 建筑面积大的前殿祀汉昭烈皇帝刘备 ,李彪 、 张虎塑像去掉 。 经修订后 , 两庑各有 1 4 尊像共

其相配套的左右两庑祀文武大臣 , 穿越过厅 、 ±也基较前 2 8 位蜀汉英雄 ,
计东庑文臣廊 : 庞统 、 简雍 、 吕 凯 、 傅

殿低 , 建筑面积略小的后殿祀诸葛亮及子孙 , 左右配以肜 、 费祎 、 董和 、 邓芝 、 陈震 、 蒋琬 、 董允 、 秦宓 、 杨

钟 、 鼓楼和东西厢房 , 成相对独立祭祀区域 。 这样的建洪 、 马 良 、 程畿 ; 西庑武将廊 : 赵云 、 孙乾 、 张翼 、 马

筑布局既不违反封建礼制 ,
又迎合突 出诸葛亮地位的 民超 、

王平 、 姜维 、 黄忠 、 廖化 、 向宠 、 傅佥 、 马忠 、 张

众心理 。 整个祠庙称
“

诸葛忠武侯祠堂
”

, 成为一座中嶷 、 张南 、 冯习 。 此外 , 此次维修在每位塑像前增加 了

国独一无二的君臣合祀的祠庙 。一块人物事迹简要说明石碑 , 文字根据陈寿 《三国志》

1 9 4 9 年以后 , 政府将武侯祠从住持道人手 中接管中 的记载加以提炼而成 。 清代最后
一
次修繕在道光十五

过来 , 成为对公众开放并收取 门票的历史古迹 。 1 9 5 0年 ( 1 8 3 5 年 ) , 由 四川 总督鄂 山主持 。 当 时陵庙部分

年代 , 武侯祠与西边 紧邻的南郊公园 ( 即 民 国 年间 修墙垣# 塌 ,

一些殿宇梁橡剥蚀 、 糟朽 。 工程五月初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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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施工 , 于八月二十六 日结束 ,
共耗时近三个多 月

?

。维修 , 施工期间院落内主要通道保持开放 , 诸葛亮殿通

1 9 2 2 年 , 当时的川 军临 时总司令刘成勋在成都耆过防护材料将大梁以上部分和游客活动区域完全隔绝 ,

老劝说下 , 筹款修缮祠庙 , 具体维修情况见今存祠 内尹做到边开放 、 边施工 。 具体做法如下 :

昌龄 《重修诸葛忠武侯祠记》 碑 。 完工之后 , 刘成勋在首先对拆卸保存的瓦件规格 、
型号进行统计 ,

对烧

刘沅更换的大庙大门匾
“

汉昭烈帝庙
”

上 , 增加题跋 ,瓦泥土含沙率 、 瓦窑密 闭性和成 品硬度 、 密度进行研

变成
“

献 汉昭烈帝庙 四十八代裔孙刘成勋
”

, 以刘备究 , 确定位于成都东面洛带古镇 的
一
家保留人工制瓦传

之后 自诩
?

。统的企业 制作瓦件 。 瓦垄用瓦钉固 定 。 采用 成都郫县

(
二 )



新中 国 成立初期 的 保护维修“

古城
”

铁器铸造世家铸造瓦钉 , 其产品规格统
一

, 瓦

1 9 4 9 年后 , 武侯祠成为对公众开放的景点 。

“

文钉历经风雨后虽然外表锈蚀 , 但内部仍坚 固耐用 。

革
”

中武侯祠被迫关闭 , 因周恩来总理有 口授保护孔庙将生石灰
(

C a O
) 与草筋泥搅拌后 , 在 自 然条件下

和武侯祠的指示 ,
内部工作人员采取种种措施加 以保护氧化 ,

形成黏性强 、 强度高的
“

泼灰
”

, 大量用于筒瓦

而未受到大面积毁坏
?

。 1 9 7 1 年 , 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裹垄 、 灰塑 、 编壁墙等视觉效果明显部位 。 生石灰的纯

韩素音 (
E l i s a b e t h C o m b e r

) 到成都 , 专门提 出要到度越高 、 与草筋泥搅拌越均勻 、 熟化时间越长则效果越

武侯祠参观 。 当时武侯祠 尚处于关闭状态 , 且部分人物佳 。 制作泼灰选用 彭州产优质生石灰 , 生石灰进场后在

塑像胡须 、 手指等有残断 , 所有 匾联均被毛主席语录和现场用砖砌筑熟化池熟化 , 熟化采用 洁净的 自来水 , 专

“

文革
”

口号标语覆盖 ,
祠内

一
片残破景象 。 于是工作人负责润水熟化 ; 在其熟化闷 制 1 0

-
1 5 天后 , 再用孔

人员借机集 中力量对环境予以打扫 , 清除覆盖物 , 并特径 1 5 0 目以内的筛 网过滤后进池浸泡 ,
隔天即可翻池 , 俗

邀民间艺人对人物 塑像残破处加以修复 ,
武侯祠逐渐对称

“

洗灰
”

;

一般情况下需要翻池
“

洗灰
”

二至三遍 ,
达

公众开放 。到去
“

头
”

留
“

尾
”

的效果 。 经过以上操作 ,
制作出来的

( 三 )



“

5 . 1 2

”

大地震后 的 维修泼灰细度模数在 1 . 5
-

1
. 8 之内 , 含水率在 2 0 % 左右 。

2 0 0 8 年
“

5 . 1 2

”

大地震 , 造成 了武侯祠古建筑部麻刀灰制作使用过筛及熟化的洗灰和细青灰进行拌

分受损 , 诸葛亮殿院落大殿屋脊中堆灰塑断裂 ; 殿北面合 , 麻筋采用优质小黄麻 , 经过现场手工梳洗去 除杂

廊间 1 根随檩枋榫头断裂并掉落 ; 钟楼古钟挂梁纵纹开质后 , 用铡刀铡至 2
-

3厘米长左右 , 再用软竹签加工松

裂 。 伴随余震的产生 , 裂纹不断蔓延
;
钟楼 、 鼓楼翼角散 , 并在充分弹拍松散后分层逐

一
添加拌和均匀 , 根据

断裂
、
脊饰脱落

、 檐上瓦垄下滑 ; 过厅排架倾斜等 。 从使用部位的不同分别拌和大麻刀灰 、 中麻刀灰及小麻刀

2 0 0 8
—

2 0 1 0 年 , 各级财政先后拨付 7 0 0余万元用于灾后灰
, 其拌制方法采用 四干 四湿的方法进行拌合 。 拌制好

重建 , 其中 3 0 0万元用于诸葛亮殿院落文物维修项目 。的麻刀灰须拌和熟化 1 2 小时后方可使用 , 但拌制好的麻

诸葛亮殿院落 由过厅 、
东厢房 、 西厢房 、 钟楼 、 鼓刀灰超过 2 4 小时则禁止再继续使用 。

楼 、 孔 明殿等 6 组建筑围 合而成 ,
总建筑面积 1 5 8 8平锤灰严格按照地方传统原有灰塑材料配比和工艺拌

方米 。 虽然
“

文革
”

时采取了
一
定的保护措施 , 但因修和锤制 , 拌和锤灰的泼灰必须闷制熟化完全后方可用做

建时代久远
,
古建筑材料的糟朽在所难免 。 1 9 8 0 年代锤灰原料 。 锤灰灰料拌和做到七干七湿 , 灰料掺水后闷

成立博物馆后对院落进行了全面维修 , 由于当时保护技至 1 2小时后开始加颜料 、 辅料和棉花绒 , 加棉花绒时灰

术落后 、
物 资和经费匮乏 ,

维修时使用 了 很多非传统建料应 已具有粘聚性 。 添加棉花绒采用摊灰饼分层撕绒添

筑材料 。 2 0 0 7 年 7月 , 国家文物局批复 《成都武侯祠文加 , 添加的棉花绒必须均匀 , 不起团 不起条丝 。 待所有

物保护规划 》
, 诸葛亮殿院落被划定为

“

核心文物保护灰料拌和好后就开始锤制锤灰 , 捶灰锤制的遍数不少于

区
”

。 为 了满足游客参观需要以及确保人员安全 , 灾后 5 遍 ,
且保证灰塑使用的和易性 、 粘聚性 。 锤制好 的灰

修复工程采取开放性施工 。 对院落内所有建筑进行揭顶料须严格控制与空气接触时间 , 当天锤制当天使用 。

②



见成都武侯祠今存 清鄂山 《重修 昭 烈帝庙碑记 》 。

③



此为 武侯祠博物馆老 前辈梁玉文先生亲 口告知 。

④



此为 武侯祠博物馆 前任副 馆长刘 京华接待邓小平 时得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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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诸葛亮殿 、 钟楼和鼓楼屋面脊饰具有显著的川 省内唯一的 电气火灾智能防控试点单位 , 已编制完成

地方特色 。 为保护和传承这些脊饰灰塑的独特性 , 特邀工程设计方案 , 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同意 ,
正实施工程前

都江堰传统灰塑世家的老匠人对脊饰款式 、 材料配比 、期手续办理 。

做法等进行分析和研究 , 并编写
“

技术交底
”

。 对屋面

脊饰所有灰塑均绘制了大样图 ’
并制作样 品 3 套进行效四

、
充分利用武侯祠三国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产业

果对 比 。 对建筑屋面整体搭设防护大棚 , 避免 阳光照射

产生裂纹 。 新 、 旧脊饰构件连接处 , 对旧脊饰构件用水 (

一
) 打造

“

锦 里
”
一
条街

沁润 2 4 小时
, 增加黏结性 ; 将断面均匀表面略凿出纹武侯祠博 物馆借世人对三 国英雄 的崇拜和三 国文

路 , 以增加新构件的附着力 。 新脊饰构件安装时 , 延续化 的社会影响 , 利 用 1 9 9 5 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划拨 的土

传统做法 , 中间加铁丝 , 铁丝经过防镑处理后 , 再用麻地 , 精心打造出
“

锦里
”

仿古
一
条街 , 作为发展文化产

丝绳缠绕 3 圈 , 这样大大增加 了脊饰外形的稳定性 。业的
一
次尝试 。 它紧邻武侯祠东侧 , 呈南北走向

,
全长

四川地区气候潮湿 ,
木腐菌和 白蚁繁殖迅速 ,

且现约 5 5 0 米 。

有的防治手段尚无法根治这两种病害 , 因 此当地传统建 I . 锦 里的历 史渊 源

筑木构件 ’ 尤其如椽子 、 连檐 、 博封板等小木构均有一锦里 曾作为成都的代称
, 其历史悠长 , 而冠名 锦里

定的使用 年限 。 在木材的选用上
,
基本原则按照每个部者 , 自然与蜀锦有关 。 西蜀之地 自古就兴养蚕 , 从考古

位原材料更换 ; 大木构使用 2 0年以上旧建筑拆卸下来的出 土的古蜀兵器上就有蚕纹 , 足见古 蜀 国蚕桑业 的兴

老料加工 ; 小木构选用 库存 3 年以上四川 藏区冷杉木新旺 。 战国时期的丝织业 已相当成熟
,
到秦汉 已发展为蜀

料 , 经过烘干 、 防虫 、 防腐后加工完成方可使用 。 对于柱地最大的手工经济 , 两汉进人兴盛发达时期 。 西汉大文

子、 梁 . 檩的制作 , 也是严格按照传统工艺要求完成 。豪扬雄 《蜀都赋》 中描写蜀锦的绚丽多彩 :

‘‘

若挥锦布

编壁墙材料准备上 , 竹编选用三年生优质慈竹 , 泥绣
’ 望芒兮无幅

。
尔乃其人 自造奇锦

,
鱿撰緦縯 ’ 縿缘

土选用 优质无沙黄土
,
草筋选用 当地优骨稻草 。 将草筋卢 中 , 发文扬采 , 转代无穷 。 其布则细都弱折 , 绵茧成

剪成长约 2厘米碎片 , 与黄土加水人工翻踩搅拌
;
每 日衽 , 阿丽纤靡 , 避晏与 阴 。 蜘蛛作丝 , 不可见风 , 莆 中

搅拌 3 次 , 持续时间不少于 1 〇天 , 待草筋完全失去脆性黄润
,

一
端数金 。

”

有专家指出首通西域的张骞在大夏
并与 黄土完全混合后方可使用 。 编壁表面月 白灰选用所见的

“

蜀布
”

, 就是黄润 可见这华美无 比的蜀地
优质石灰膏 , 内掺细麻丝每 日 拌和 3遍

, 熟化 1 5天后方生产的纺织品 , 早已沿着丝绸之路远销到西域诸国 。

可使用 。 抹泥灰前将竹编基层清理干净 , 用 喷雾器对需汉末三国 , 虽 然战乱频仍 , 但对蜀地的织锦业似
抹泥灰面喷水 , 直到竹编被水闷透 , 抹草筋泥 2 遍并压乎影响较少 。 《后汉 书 . 左慈传 》 记载 : 曹操对左慈说
实 , 如发现裂纹继续涂抹 , 直至裂纹完全消失 。 月 白灰 “

吾前遣人到蜀买锦 , 可过敕使者 , 增市二端 。

”

《三

涂抹于草筋泥表面 3 遍 , 涂抹中尽量保持表面平顺 , 无国志 》 中也有 刘备占领益州后犒赏诸葛亮 、 法正 、 关

开裂 、 空鼓 。 月 白灰涂抹完毕后至少阴干 2 0天以上方可羽 、 张飞金 、 银 、 钱外 , 另有
“

锦千匹
”

的记载 |

1 0
1

。 左

涂刷月 白浆 。 按照地方传统刷浆做法 , 在月 白浆中加入思 《蜀都赋》 记载成都织锦业的盛况说 :

“

阛阓之里 ,

少量松烟 , 使编壁微显蛋黄 , 与木构色调相协调 。伎巧之家 , 百室离房 , 机抒相和 。 贝锦斐成 , 濯色江

上述工程于 2 0 0 9 年 1 1 月 正式开工
,

2 0 1 〇年 1 2 月波 。

”1

1 1
1南朝人山谦之在 《丹阳记》 中也记载有

“

江
1 3 日 完工 , 同年 1 2 月 2 8 日 , 四川 省文物管理局受国家东历代尚未有锦

, 而成都独称妙 。 故三国时 , 魏则市于

文物局委托对诸葛亮殿院落文物维修项目正式验收 。蜀 , 吴亦资西蜀 , 至是始乃有之 。

”
【 1 2 1

诸葛亮更是将

2 0 1  5 年 , 武侯祠在文物保护方面实施了 两项重大织锦当 成国 家恢复生产 、 抵御外敌的支撑
, 他在 《教

工程项 目 :

一是实施汉昭烈庙院落文物建筑维修及彩令 》 中提到 :

“

今民贫国虚 , 决敌之资 , 唯仰锦耳 。

”

塑 、 壁画保护工程 , 成都刘湘陵园文物建筑维修工程 、 ( 见 《太平御览 》 卷八一五
) 。 蜀锦的生产主要集 中在

成都武侯祠 文物区 中轴线地面维 修工程等文物保护工城南 , 《华阳 国志
.

蜀志》 载 :

“

夷里桥南岸……其道

程 。 上述保护维修工程 除刘湘陵园文物建筑维修尚在施西城 , 故锦官也 。 锦江 , 织锦濯其中则鲜明 , 濯他江则
工中 , 其余已进入验收阶段 。

二是落实电气火灾防控系不好 , 故命曰
‘

锦里
,

也 。

, ’

唐人李膺 《益州记 》 载 :

统试点工程 ,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四“

锦城在笮桥东 , 流江南岸 , 昔蜀时锦官也 , 号锦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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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武侯祠 内诸葛亮和刘备塑像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2 0 ”成都大庙会三国主题灯组

城墉犹在 。

” 1

1 3 1故蜀汉老臣憔周说 :

“

成都织锦既成 ,展现成都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 内容 , 比如被列为非遗

濯于江水 , 其文分 明 , 胜于初成 。 他水濯之不如 。

” 1
1 4

1项 目 的手 工织锦作坊 、 传统美食 、 手工剪纸等等 。 尤

现在的锦里是原遗址区域的浓缩 , 它依托于武侯祠 , 北其是锦里二期工程完成之后 , 融人了老成都水文化的形

临锦江 , 东望彩虹桥 ;
以秦汉 、 三国精神为灵魂 , 明 、态 , 同时增加富有老成都特色的茶文化展 示地 。 2 0 0 6

清风貌作外表 , 川 西民风 、 民俗作内容 ,
将历史与现代年 , 锦里被文化部授予

“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

。

有机地融入 , 既扩大了三国文化 的外延 ,
又使古老的祠 2 0 1 1 年 4 月 被评为

“

成都新十景
”

, 年平均 吸引 游客

庙注入了新 的活力 。 7 0 0 万人次以上 ,
已成为城市名片 。

2 . 錦里的 文化表象 ( 二 ) 从
“

游喜 神方
”

到大庙会 , 博 物馆文化产业

锦里不是老成都简单的重复 , 而是高度的文化 浓的 新形 态

缩 。 铺面全都临街而建 ,
仅五六米宽的街道两旁 , 房屋自 锦 里打造 成功之 后 , 成都武侯祠 博 物馆 又于

相望 。 房屋格局仿照老成都房屋 ,

一般都分上下两层 , 2 0 0 4 年进行了
一
种新的传承历史民俗 、 展示非遗项 目

下面作铺面 , 上面另作他用 。 铺门不采用对开式的 , 而的重大文化活动尝试——举办成都大庙会 。 旧时成都的

是在上下嵌人带槽的长条木块 , 用 0 . 2
—

0
. 3 米宽 ,

3
—

4庙会亦称作花会 ,
起源与蜀地产丝有关 。 发展到清代 ,

米长的板材竖立依次沿着木槽滑人排列形成关闭 。 这种则又与农商交易 、 出售观赏花木活动结合在
一
起 。 清人

木板门的特点是以人为本 , 开 门的宽度可随主人的需要周询对此有 明确说 明 :

“

成都花 会原始最早 , 蜀产蚕

随意取舍 , 可大可小极为方便 。丝 ,
三代时 , 每春蜀都 皆有蚕丝之会 , 当 即兹事之权

锦里的文化除了建筑特色 , 还表现在石雕 、 碑刻和舆 。 唐诗浣花遨头 , 亦尝称盛 。 会地例在城外之青羊宫

楹联中 。 南大 门高悬
“

锦里
”

大匾 , 为古建筑专家罗哲举行 。
二仙庵在青羊宫间壁 , 故亦在会地范围 内 。 清时

文先生手书 。 里中 的茶坊 、 酒肆 , 各家各店 匾刻 、 楹当光绪季年前 ,
皆人民 自行集会 , 所售物品 , 以农具为

联纷纷亮出各 自特色 。
三顾茶园的联文 :

“一杯春露暂最多 , 附近
一

、
二百里购农具者 , 无不来此 。 又莳养花

留客 , 两腋清风几欲仙 。

”

来 自阆 中的
“

张飞牛 肉
”

联木者 , 亦 皆移此求售 。 成都地平阔 , 人家多有隙地种

文 :

“

数三国英雄夸翼德虎威智 勇双全惊天下 , 建四川花 , 购者亦于是时 云集 , 遂沿称 曰
:

‘

花会
’

。

” 1
1 5

1

美食品张飞牛 肉鲜香两绝耀古今 。

”

锦里北端一家小吃成都平 原 自 秦汉时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之后 , 便成 了

店 , 其匾 、 联均耐人寻味 , 联文 :

“

样样皆精抄手汤圆“ ‘

水旱从人 , 不知饥馑
’

。

‘

时无荒年 , 天下谓之天

担担面 , 人人难舍兔丁肺片 串 串香 。

”

将成都名特食府
’ ”1

1 6
1

。 是以成都人好游乐 、 享受生 活 , 过年逛庙

品
“

抄手
(
馄饨

)
、 龙抄手

”

、

“

赖汤 圆
”

、

“

担担会 、 赏花会就是人们享受生活最为盛大的活动 。

面
”

、

“

凉拌兔丁
”

、

“

夫妻肺片
”

等巧妙 串联在先 ,
 2 0 0 4 年之前 , 武侯祠新年期间恢复的民俗活动是

又将本地新生的
“

串 串香
”

收尾于后 , 融传统与现代小“

游喜神方
”

。 晚清 、 民 国时期成都市民过年最重要的

吃浑然一体 , 令人叫绝 。民俗活动就是出南门
“

游喜神方
”

, 在新年正月 初
一清

锦里街道房屋造型为川 西民居建筑 , 业态设计要求早 , 成都人便会携家人往喜神所在吉祥南方去踏访武侯



i et i
f i b i聚焦 成 都 武 侯 祠 与 三 国 文 化

祠 , 拜谒三国英雄 , 祈求
一
年的平安吉祥 ,

此谓之
“

游借助历史文化资源 ,
很好的贯彻执行

“

保护为主 、 抢

喜神方
” |

1 7
1

。 武侯祠于 1 9 9 9 年恢复 了这
一
节令 习俗 。救第

一
、 合理利 用 、 加强管理

”

的文物工作方针 , 最

2 0 0 3 年 , 成都市恢复传统庙会 , 举办地点选择在青羊大限度的保护和利 用 三国文化 , 弘扬传统文化并开创

宫 ^ 2 0 0 4 年 , 将庙会的举办地改在武侯祠 ,

“

喜神庙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新模式 ,
这是 当 代文博 人应尽的

会
”

取代
“

游喜神方
”

, 后更名为
“

成都大庙会
”

。责任和义务 。 〇

在博物馆举办传统庙会本身是
一
种挑战 , 如何在新

参考文献 :

年观众暴增 、 人群拥挤情况之下 , 既保证文物 区的安

全 ,
又方便观众参观 ? 武侯祠采取了 以下措施 :

一是增[
丨

] ( 晋 ) 陈 寿撰 . (宋 ) 裝松之注 . 三国 志
.

蜀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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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先主传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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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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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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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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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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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 如此
一来

,
热闹喧嚣的过年气氛与庄重 、 肃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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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 北

形象 。 当
“

喜神
”

诸葛亮的形象 出现在大庙会现场时 ,京 : 线装 书 局 ,

2 〇 〇 3
: I 5 3 5 .

吸引的不仅仅是众多游客的 目光 , 同时也将人们在过新[
5

] ( 明 ) 何宇 度撰 . 益部谈资卷 中
[

M
]

. 丛 书 集成
.

初编 . 中华 民

年时讨个好彩头的敬神心理紧紧抓住 。 四是推 出各类非国二十 五年六 月 初版 :

丨 5 .

遗项 目 满足广大市民怀 旧心理需求 。 在成都武侯祠博物 [

6
] ( 清 ) 潘 时彤 著 , 李 景 焉 . 卿 三详 笺注 . 昭 烈 忠武陵庙志校注

馆举办的十
一
届庙会上 , 每次都有四川地区的非遗项 目M . 成 都 :

四川 出 版 集 团 . 四川 科 学技术 出 版社 ,
2 〇 1 2

: 2 丨

_
2 5

.

竞相登场展示 , 如极具观赏性的 川 剧中 变脸 、 四 川 皮 [
7

】 ( 明 ) 曹学佺 . 蜀 中广记卷一
[
M

]
/ / 四 库全书 . 上海 : 上海古

影 、 黄龙溪
“

舞火龙
”

、 木偶戏 , 还有手工艺人展示的籍 出 版社 ,

I " 3
:

 5 9
1

-
丨 2 .

剪纸 、 青神瓷胎竹编 、 吹糖人 、 糖画 、 捏泥人等等 。 成 [

8
] ( 清 ) 潘 时彤著 , 李 景焉 . 卿三详笺注 . 昭 烈忠武陵庙志校注

都大庙会创新性地把博物馆与 民俗庙会有机结合起来
,
M . 成 都 :

四川 出 版集 团
.

四川 科学 技术 出版社 ,

2 〇
1 2

:  2 9 〇 .

在展示历史文化的 同时 , 也为非遗展示提供了舞台 。 [
9

] 罗 开 玉 , 谢辉 . 成都通 史
——

秦汉三 国 ( 蜀 汉 ) 时 期 [
M

]
. 成

连续十余年 , 武侯祠的成都大庙会每年接待海 内外都
: 四 川 人民 出版社 ,

2 0 1

1

:

 3 6 7 .

游客近百万人 , 近几年人数更是突破百万大关 , 门票收 [
1 〇

]
(
晋

) 陈 寿撰 ,

( 宋 ) 袭松之 注 . 三国 志 .

蜀 书
. 张飞传 [

M
】

. 北

人相 当可观 。 成都大庙会可 以算是博物馆发展 文化产京 : 中 华 书局 ,

丨 9 5 9
: 9 4 3 .

业与民俗结合的成功尝试
,
它以依托古祠 , 借助 民俗传 [

I I

] ( 明 ) 杨慎 , 刘 琳 , 王小波点 校 . 全蜀艺 文志卷之
一

[
M

]
. 北

统的强大的生命力
,
精心打造出 中国新型庙会模式 。 如京 : 线 装书 局 ,

2 〇 〇 3
: 1 0 .

今
,

“

拜武侯 , 泡锦里 , 逛庙会
”

已经成为一句响亮的[
1 2 P 3

]
[

I 4
] (
明 )曹学佺撰 . 蜀 中广记卷六七 N . 四 库全书 上海 :

口号 , 大庙会也成为成都市春节期间举办的深受百姓好上海古籍 出版社 ,
I " 3

:5 9 2
_

丨 2 7 .

评和外地游客期待的节庆活动品牌 。[
I 5

] ( 清 )
周 询撰 . 英蓉话 旧 录 [

M
]

. 成都 : 四 川 人 民 出 版社 .

1 9 8 7
; 5 6

-
5 7 .

五
、 结语 [

1 6
] (

晋
) 常璩撰 . 任乃 强校 注 . 华阳 国 志校 補 图注 .

蜀 志 [
M

]
.

上海 : 上海古籍 出版 社 ,

1 9 9 4
:

丨 3 3 .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不仅是传承三国文化的遗址 、 遗 [
丨

7
】
罗 开玉

, 李兆成 , 梅铮铮 . 三 国 圣地
. 武侯祠 [

M
]

. 成邨 : 四

迹 , 也是承载 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忠义 、 仁勇 、 智慧等川 人民 出版社 ,

2 〇 〇 5
:  5 2 .

优 秀价值观的重要文化遗产 。 作为武侯祠的管理者 , (
责任编辑 : 张双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