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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追        五丈原
本报记者 麻雪

7 月 22 日，

宝鸡日报“走进

巍巍秦岭，感受

中华祖脉”采访

团来到位于秦岭

台塬区的岐山县

五丈原诸葛亮庙

博物馆。博物馆

里，一座古朴雅

致的亭子内，有

一块名为“落星

石”的石头，相传

是诸葛亮去世时

坠落的陨石。

历史上，有

不少凭吊、缅怀

诸葛亮星落五

丈原的诗作，如

唐代胡曾的《五

丈原》:“蜀相

西驱十万来，秋

风原下久裴回。

长星不为英雄

住，半夜流光落九垓。”宋代苏轼的《怀

贤阁》：“顾瞻三辅间，势若风卷沙。一

朝长星坠，竟使蜀妇髽。”这些诗作不

约而同地提到，诸葛亮去世时有一块

陨石坠落。

五丈原诸葛亮庙博物馆讲解员贾

璐介绍，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兵北伐，军

帐就设在五丈原南的“豁落城”，与司马

懿大军隔渭河南北相望。然而，“出师未

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相传，诸葛

亮病死时，有一块陨石坠落在“豁落城”

东南方向。后世将陨石坠落的地方命名

为落星湾，景区里的“落星石”便与这个

故事相关。

但是，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

的？诸葛亮去世时是否有陨石坠落？

传说坠落在落星湾的陨石，是否就是今

天博物馆里的“落星石”？这些问题的

答案已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从古至

今，人们都对诸葛亮与“落星石”的传说

津津乐道，也对这位“千秋名相”抱有无

限的追思和崇敬之情。诸葛亮“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在秦岭北麓的五

丈原千古流芳。

五丈原诸葛亮庙博物馆是一

处人文旅游胜地，也是一座书法艺

术宝库。

“五丈原诸葛亮庙”的匾额，

由“马背书法家”舒同题写，两侧

楹联由陕西籍书法名家茹桂所

书。博物馆内既有米芾、郑板桥、

启功、吴三大等历代书法大家的

墨宝，也有卜昭罴、冯秉祥等本地

书法名家的力作。据工作人员介

绍，博物馆内牌匾、楹联共有 30

余张（副），此外，还有数十通石

碑，刻有慈禧、冯玉祥等赞颂诸葛

亮、歌咏五丈原的作品。

其中，最著名的书法作品当数

岳飞所书的《出师表》石刻，其运笔

行云流水、入木三分，看似无意为

之，实则法度严谨、独具匠心。自古

至今，其拓片被无数书法爱好者欣

赏、临摹、珍藏。

走进五丈原诸葛亮庙博物

馆，处处可见精湛的书法作品，置

身其中，能感受到浓浓的书法艺

术氛围。

“三国时期，诸葛亮病逝在我们

五丈原。”

“我们都知道，诸葛亮是蜀国的

丞相。”

“只要提五丈原，外地人都知道

是诸葛亮去世的地方。”

……

日前，宝鸡日报“走进巍巍秦

岭，感受中华祖脉”采访团走进岐

山，在秦岭北麓的五丈原采访时，记

者能感受到当地人对诸葛亮的深深

敬仰。

将星陨落 留下千古绝唱 
五丈原为秦岭北麓黄土台塬的

一部分，其地势平坦，南北较长，东西

较短，如一把琵琶卧在秦岭脚下。

大家都知道五丈原是蜀国丞

相诸葛亮长逝的地方。公元 234 年

的秋天，诸葛亮最后一次率军北

伐，最后以失败告终，留下了“出师

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

千古绝唱。

虽然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但

他的很多故事、传说，却在当地人心

中生根、发芽，流传了 1700 多年。唐

代初期，这里建起了诸葛亮庙，文人

墨客到此拜谒，普通百姓到此观瞻。

如今，诸葛亮庙已成为诸葛亮庙博

物馆，是五丈原风景名胜区的一部

分，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博物馆里有宋代名将岳飞手书

的《出师表》石刻，以及落星石、衣冠

冢、结义槐、明代大钟、清代钟鼓楼

等文物古迹。

诸葛传说 为人津津乐道
不只是博物馆，五丈原上，与诸

葛亮有关的传说更是数不胜数。

研究三国文化 20 多年的诸葛

亮庙博物馆原副馆长姚让利告诉记

者，诸葛亮庙北门前有一条古道，名

为“盘盘道”，也称“古道十三盘”。相

传，三国时期，驻扎在五丈原的蜀军

为了方便下山取水，专门修筑了这

条道路。

这条道路至今仍在使用，道路

两边遍植翠柏、银杏，古意盎然。

姚让利说，古道十三盘下面就

是“诸葛泉”，据记载，诸葛亮命蜀

军开凿了上、下两眼诸葛泉，分别

供人、畜饮用，统称诸葛泉。如今，

下泉已经干涸，上泉仍在使用，并

修筑了井栏，成为当地一个别致的

景点。

五丈原南边有一处名为“豁落

城”的地方，相传，诸葛亮的军帐就

设在此地。因城墙残破且诸葛亮死

时有陨星坠落，故名“豁落城”。豁

落城南边的山坡上有一块平展的石

头，上面有棋盘一样的线条，据说，

当年诸葛亮在这里下过棋，所以这

座山得名“棋盘山”。

往北，过了渭河，有一个地方名

为“三刀岭”，相传是司马懿率领魏

军驻扎之地，诸葛亮的蜀军在五丈

原与之南北对峙。如今，三刀岭上有

“拜相台”遗址，为圆锥形土台，由人

工夯筑。为何叫“拜相台”呢？传说，

司马懿料定蜀军翻越秦岭，粮草难

以为继，便坚守不出，想拖垮蜀军。

诸葛亮为逼司马懿出战，送给他一

身女人衣服，讥讽他胆小如妇人。司

马懿老谋深算，欣然穿上女装，登上

土台，向对岸的诸葛亮拜谢，此台故

名“拜相台”。

此外，还有斜峪关、九龙山、将

军石、魏延城、诸葛田等，这些与三

国和诸葛亮有关的故事流传了千余

年，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诗词文章 至今熠熠生辉
因为五丈原是将星陨落之地，

从古至今，前来拜谒的文人墨客络

绎不绝。

诸葛亮庙博物馆中收藏的诸多

石碑，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石碑上

的文字，展现了历代文人墨客对诸

葛亮的无限崇拜和追思。

另外，唐代的杜甫、宋代的苏

轼、明代的方孝孺和罗贯中等，都是

诸葛亮的“粉丝”，他们赞颂诸葛亮

的诗词文章至今流传。

今天，五丈原的人依然会喝“诸

葛泉”的水、吃“诸葛田”的稻米 ；夸

谁机灵时，会说“聪明得跟诸葛亮一

样”；还会骄傲地对外地人说 ：“我

的家乡了不起，是诸葛亮留下足迹

的地方，这里的人喜欢‘朝诸葛’，崇

拜有智慧、贤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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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丈原诸葛亮庙博物馆——

一座书法艺术宝库
本报记者 马庆昆

五丈原诸葛亮庙博物馆  本报记者 张家旗 摄

五丈原诸葛亮庙博物馆内岳飞手书《出师表》拓片（局部）    资料图片

五丈原诸葛亮庙博物馆内的

“落星石”      本报记者 麻雪 摄

诸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