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侯墓祠的建筑布局及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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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墓、祠古迹中，建筑布局、地理特点、墓冢位置等与诸葛亮

生平业绩有关，又与宗教文化相联。诸葛亮生命的最后八年是在汉中

度过的，这是武侯墓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诸葛亮在此选择墓地的

主要原因。墓地选择于此，既有彰显诸葛亮五次北伐的作用，又有纪

念他在定军山下教兵演武、推演八卦阵之意，同时也寄托了他生前收

复中原、兴复汉室的愿望。从地理位置上看，定军山下武侯墓区地貌

呈现沟梁相间的“九岭十八坡”①。如九条巨龙，从四面汇聚于墓地，

拱围着苍松翠柏的武侯息栖之地，所以有“九龙捧圣”之②佳誉。诸

葛亮生前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赠谥为“忠武侯”③。因为武的本

意为“征战示威”，寄托着蜀汉朝庭的希望——通过诸葛亮“耀武”，

而统一全国。为褒扬诸葛亮“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的神威”④，人们

尊称他的安息地为“武侯墓”。

一、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武侯墓前土岗三层，从定军山向西叠浪而下三里许至此，故称“三

台书案”⑤，形成了武侯墓的特殊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前有书案梁

后有笔峰山，左为土地岭，右为武山坡，四山“苍松翠柏，攒蔚川阜”

⑥。始建于蜀汉景耀六年(公元 263)的武侯墓座西向东(东偏北

15°)，三院并连，历经各代维修，现存庙宇系清嘉庆七年(1802 年)

大修后的规模与风格。明朝正德八年(公元 1513 年)都御史兰璋认为

祠在定军山，每年祭祀要涉汉江行走十余里路，多有不便，于是上奏

朝廷，建议在昔日诸葛亮的行营相府阳平另建一处新祠(即现在武侯

祠)。新祠建立后，定军山下墓前的祠宇并未废弃，为使名称不重复，

便更名为武侯墓。就这样祠与墓分别坐落在汉江两岸，形成了今天的

格局。



从武侯墓现存建筑物来看，墓地平面建筑组合对称，山门、拜殿、

大殿、坟亭、墓冢、崇圣祠、东西厢房、南北道院均以中轴线为贯穿。

武侯祠的建筑坐南朝北，将钟楼、鼓楼方位变换(钟楼在西、鼓楼在

东)，有取意诸葛亮至死不忘北伐曹魏、统一汉室之意。从五方宗教

学看，东方属木，代表一切植物：西方属金，代表一切金属矿物；南

方属火，火是一种化学现象；北方属水，中方属土。传统方位观念中，

南方为尊，为吉祥之方。所以南方有与五色(黄、青、白、赤、黑)

中的赤色和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的火为相似概念。就是说武

侯墓地北临汉水，南依定军山，表达了诸葛亮对先主的敬重，有借风

水宝地让蜀汉政权获得吉祥如意之意。

二、建筑布局与空间环境

从墓、祠的空间环境的整体处理上看，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相互

和谐，建筑布局又相当科学，集地质学、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

建筑学、理论学、美学于一体，这是对人类精神文明的体现。我国早

在商朝，按南北中轴线布置，到了汉朝这些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武侯墓祠因朝廷下诏修建，所以采用了“前朝后寝”⑦的帝王宫殿式

布局。在葬俗和建筑形制上，又严格应用了我国传统工艺，有左右对

称的中轴线，建筑物和坟在一条中轴线，左右厢房对称，南、北道院

又在其中。这种对称建筑与自然环境显的和谐统一，给人们以感官的

愉快和情操的陶冶。建筑的实体，由多个部分组成，如门、窗、壁、

楼等，这些建筑物件相互包围、分割、联通和支撑以形成实体，同时

又分出大小、高低、内外明暗不同的空间。实体和空间，共同组成建

筑的整体。因祭祀功能的需求，祭祀的建筑从此由野外的坟、坛、袥

进入了有顶的庙宇，并且，因祭祀仪式的分工专门化和古代人视死如

生的观念，演变为寝殿、献殿和坟亭的组合群体，使祠祀的坟、坛、

袥与庙宇浑然一体，祭祀时，燃一柱香，使人的心灵不由自主地产生

微妙的变化，形成天人妙合的境界。同时又产生了综合功能，形成商



业、集会、宗教、踏青、社交等综合功能为一体的墓区园林。这样，

祠庙在布局上呈现出特有的宗教与世俗共存的双重性，体现了儒、道

两家的山水美学观，突出了“意”和“境”的有机组合。这种意境，

就是东方人观念中的人性美、艺术美、自然美。《论语》里有“智者

乐水、仁者乐山”的说法，认为水性活泼流动，表示人在千变万化的

现实处境可以随遇而水，不沾不滞；山则显示人的内心沉静稳定，不

仅临危不乱而且安之若素。风景环境的规划设计所表现的“有(实)”

是手段，达到视觉空间的“无”才是目的，也就是说，风景环境规划

设计的追求是以“有”求“无”，这个“无”又是以“有”为前堤。

这种“有”与“无”的结合，是把“人—工程—自然”⑧的统一视为

工程的立体意识，是一种超越环境意识之上的宏观的自然观念，这就

是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

武侯祠墓风景园林通过以简求繁的手段，表现了含蓄之美、空灵

之美，就像我国的古诗一样，不求赘述，专求意象和清空，以简洁数

言统万形。南朝文学家钟嵘，唐末诗人空园，都认为“味外之旨，韵

外之致，象外之象、景外之景”⑨才是美的所在。后来风景园林美的

妙悟与神韵就是这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武侯祠墓还融合了“道”与

“玄”这样一些哲学概念。同历代许多风景园林一样，武侯墓祠的布

局和建设体现了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高低错落、层层借景、阴阳对

比、曲直相衡、静动相间、有止有进、经营分割、连续不断的特点，

一隅一角，一景一物，都显示出构思的幽妙和相互的合谐。

三、综合布局与古代官式建筑

祠墓的建筑布局属古代官式建筑。为了适应皇室规范，建筑布局

讲究中轴线，规整对称，是典型的儒家建筑布局。据《三国志?蜀志?

诸葛亮传》载：“景耀六年(公元 263 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即

今勉县)，这是墓区建筑的最早记载。此后历代屡有修葺，规模大者

为唐、明、清三朝，今祠墓建筑系清嘉庆七年(公元 1802 年)的建筑



规模。《水经注》载“诸葛亮之死，遗命葬于其山……，唯深松柏茂，

攒蔚川阜，莫知墓茔所在”。武侯墓所处的定军山一带是驰名中外的

古战场，这里古木参天，景色宜人，久负盛名。有黄忠斩夏侯渊的“斩

将桥”，有诸葛亮“屯兵盈万”的“仰天洼”；有推演八阵图的“高

坪故垒”，有用来抵挡敌箭的“遮箭牌”，还有“八角琉璃井”等遗

址。因为这个地方是诸葛亮生活多年的地方，所以蜀汉朝廷遵照他的

遗命葬于定军山下。《周礼?春官?冢人》载：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丘

是王公之坟，封是诸臣之坟，坟堆的大小取决爵位的高低。《白虎通

义尸崩薨》载：“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

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至于庶人，不封树”。《祠墓古柏

记》载“诸葛亮终年五十四岁，故当时在墓的周围植翠柏五十四株，

以喻诸葛亮在生之年”。翠柏枝叶茂盛，万古长青，不畏严寒，傲然

挺立，为忠魂千古之喻，喻诸葛亮“生为兴刘尊汉室，死犹护蜀葬军

山”⑩的冲天豪气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高风亮节，与天地

同寿，与日月同辉。墓区现存汉柏 22株，高大茂盛，长势良好，直

径 1米以上，高 30米，树冠 11 米左右。《忠武侯祠墓志》载：“武

侯祠与墓多古柏，祠凡六十四株，墓凡五十四株……。合抱者，相传

为蜀汉炎兴元年所植……。居民不敢樵采，兵寇不敢剪伤”。武侯祠

墓在历史上又以古柏闻名，武侯墓祠古柏，质属油柏，为裸子植物亚

门的常绿乔木，叶小呈鳞形密贴枝上，交互对生。墓旁植柏为汉民族

丧葬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柏树长青，不仅寄托了后人对先辈的

哀思，也喻避邪之意。相传秦穆公时，有人在墓地挖出一兽，似羊，

准备上献，途遇二童子，说此兽名蛆(音袄)，常在地下吃死人脑，你

们若想防止媪吃人脑，用柏树枝东南方向插在墓上便行。于是春秋战

国时期，秦人首先开始了墓上植柏，至秦汉时期逐步在大中型陵墓上

和陵区内植柏。武侯墓区四周有茂盛的山林。传统观念认为树林能护

佑“风水”，使后代子孙繁衍、安居乐业。现代科学证明，树林含有



非常的阴离子(或称负离子，它带有负电荷)，它具有调节神经系统和

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提高人体的免疫能

力，它是空气里的维生素，“大气中的长寿素” 。

综上所述，武侯墓地北临汉江，南依定军山，正南面北，既表达

了朝臣对先主的敬重，又有借此风水宝地能让蜀汉政权获得吉祥如意

之意。我国地处北半球，绝大部分陆地在北回归线以内，从五方学看，

北方属水，中方属土。1、古代帝王的座位，设在北方，面向南方，

帝王座北面南，北就是“上”，而坐在南边群臣则为卑下，南就称下

了。武侯墓祠大门坐南朝北方向，以示诸葛亮生前面北朝王卜死后也

永远保持臣子的忠心，永远朝王，万世不断。2、武侯墓祠的古柏在

历史上也很闻名。墓祠植柏树，寄托了后人对先辈的哀思，又有避邪

之意。3、建筑形式，采用帝王宫殿形制：前朝后寝。4、从葬俗和建

筑形看，严格应用了我国传统建筑风格与工艺，有自己的中轴线，中

轴线左右对称，建筑和坟在一条中轴线，是大自然和谐美的形象表现。

5、又因宗教祭祀功能的需求，建筑物有了祭祀仪式分工，寝殿、献

殿、坟亭等各有不同作用，人们在行祭祀之时，因场合环境的不同，

心灵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微妙的变化，才形成上达于天、天人妙合的

情绪和感觉。由于人们长期的祭祀凭吊，武侯墓祠逐步形成了庙会的

综合功能，千百年来，每年清明，人们来此朝山进香，踏青春游，交

流货物，盛况不衰，日夜鼎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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