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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勉县武侯祠是全国第一座武侯祠
,

也是刘后主刘禅诏定唯一的武侯祠
。

这在全

国武侯祠之中
,

早 已是不争而明的事实
。

不

过这些武侯祠有一点是共同的
,

即在这里以

不同的纪念方式传承着这位千古贤相
“

鞠躬

尽瘁
,

死而后 已
”

的古今皆然之精神
,

以此焕

发出创造新历史的精神原动力
。

正 因为如

此
,

各地武侯祠的社会教育意义不言自喻
,

其

功能亦 日见增强
。

因此
,

分析历史时期武侯

祠的纪念活动
,

应该说是研究武侯祠的历史

沿革与诸葛亮文化现象的重要 内容
,

尽管各

地武侯祠纪念的形式多样
,

内容也不尽相同
。

本文根据现存陕西勉县武侯祠
、

墓碑石等实

物资料
,

以及虚白道人 (李复心 )《忠武侯祠墓

志 》等文献资料
,

以勉县武侯祠
、

墓为中心
,

以

清代为时代界 限
,

分析其重要 的纪念形式

— 祭祀以及清明庙会的历史
。

需要说明的

是
,

勉县武侯墓前有 山门
、

献殿等
,

兼备武侯

祠的功能
,

又可视作一座己变相的武侯祠
,

再

说早期的勉县武侯祠
,

其祠址紧临武侯墓
,

祠
、

墓近在咫尺
,

故武侯墓亦纳人本文论述范

围之内
。

一
、

清代之前的勉县武侯祠
、

墓的祭祀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
、

军事家
,

亦是影响后世的千古名相
。

对于这样一位知

名人物
,

上至朝廷下至民间
,

无不对他充满崇

敬之情
。

诸葛亮病卒五丈原军中
,

归葬定军

山之后
,

百姓怀念
, “

所在各求为立庙
,

朝议以

礼秩不听
,

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陌道
” , ① 由

此衍成
“

百 姓巷祭
,

戎夷野祀
” 。

景耀六 年

( 2 6 3 年 )
,

蜀汉朝廷终于就近其墓
, “

立庙于

污阳
” ,

而且
“

凡亲属
、

臣吏
、

百姓等赐祭
” , “

皆

限至庙
,

断其私祭
,

以祟正礼
。 ’

心这是武侯祠

立庙祭祀之始
,

陕西勉县武侯祠随之成为全

国最早致祭诸葛亮的祠堂
。

景耀六年秋
,

镇西将军钟会率魏军进 占

汉中
,

在定军山下
, “

祭亮之庙
,

令军士不得于

亮所左右当牧樵采
。 ”

其为对手所尊崇
,

这在

历史上实在不 多见
,

由此看出诸葛亮在 当时

的深刻影响
。

西晋时
,

著名史学家呈《诸葛氏

集》时
,

也有
“

黎庶追思
,

以为 口实
。

至今梁
、

益之民
,

咨述亮者
。

言犹在耳
。

虽 《甘棠 》之

咏召公
,

郑人之歌子产
,

无以譬也
。 ”

当时梁益

之民仍深深追念着诸葛亮的功绩
,

亦可看出

祭祀之风在其病卒后的很长时期内仍持续不

断
。

勉县武侯祠举行祭祀之仪
,

此后持续 了

很长一段时间
。

唐贞元三年 ( 7 87 年 )
,

武侯

祠
“

风雨飘摇
,

祠堂落构
” ,

且
“

登降不能成礼
,

牲玉不得备陈
” 。

其破败 不堪直接影响到武

侯祠的祭祀
, “

荒祠偏倚
,

庙貌诡制
,

非所以式

先贤
,

崇祀典也
” 。 ③因此对武侯祠作了重新

整治
,

其面貌焕然一新
,

推测其举行祭祀之礼

亦有所保障
。

晚唐著名文学家孙樵
,

曾这样

记载
: “

武侯死殆五百载
,

迄今梁
、

汉之民
,

歌

道遗烈
,

庙而祭者如在
,

其爱于民如此而久

哉
。 ” ④粱

、

汉之民
,

对诸葛亮之纪念
,

其风依

然浓厚
,

而且还波及到四川一带
。

宋代祭祀

之风
,

虽然《忠武侯祠墓志》记载
“

宋元以前无

考
” , ⑤但从现存诗歌等作品看

,

当时祭祀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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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勉县武侯祠
、

墓的重要纪念活动之一
,

陆游

《游诸葛武侯读书台》中
“

定军山前寒食路
,

至

今仍祠垂相墓
” ,

就是这一习俗的见证
。

明成

化二十一年 ( 14 85 年 )
,

朝廷对
“

先贤往哲
,

无

不敦祟
,

以励风俗
” ,

而且
“

命下所司
,

每岁仲

春致祭
,

以表忠节
,

诚盛世之优典也
” 。

但勉

县武侯祠却是
“

祀礼既举
,

宅神之所未备
,

何

以陈牲牺
,

设礼容
。 ’ ,⑥ 说明庙貌不 整已严重

影响到祭祀的举行
。

大凡如此
,

这种现象在

历史中是屡见不鲜的
。

总括而言
,

自诸葛亮遗葬定军山后
,

民间

祭祀一直持续不断
,

景耀六年立庙污阳
,

使这

种祭祀活动名正言顺
。

后世祭祀之风仍然十

分盛行
,

且期 间似未曾中断
,

尽管有 时受祠
、

墓建筑破烂 的影响
,

但这种通过祭祀来纪念

诸葛亮的风气不仅盛行
,

而且成为一种习俗
,

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

二
、

清代勉县武侯祠
、

墓的祭祀

如果说自三国至明代官民合祭没有明显

差别 的话
,

那 么至 晚 在 明 正 德 九 年 ( 巧 14

年 )
,

勉县武侯祠
,

墓 的祭祀官民致祭 已有显

著区别
。

原来 是蓝璋疏请朝廷举行祭祀之

礼
,

获朝廷批准后
,

遂有春秋二祭之制
,

此即

官祭
。

而民间之祭似以清明节庙会为主
。

这

是武侯祠
、

墓祭祀的重要转变
。

进人清代之

后
,

这种祭祀无以复加地得到重视
。

不过其

礼仪已有官方与民间之别
,

包括祭祀的祭礼
、

祭期
、

祭品
,

两者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

不过即

就是官方所祭
,

在大殿与后殿等不同场所
,

亦

有所不 同
,

如后殿的祭品即不设太牢
。

有清一代
,

汉南人士对诸葛武侯有一份

特殊的情感
,

甚至将之几近神化
。 “

涌民之于

武侯也
,

饮食必祭
,

水旱
、

疾疫必祭
” ,

而且称

其坟为
“

爷坟
”

.

其庙为
“

爷庙
” ⑦ ; “ 汉南人士

,

于侯水旱
、

兵疫必祷
,

岁时伏腊必祭
,

而侯之

英灵呵护庇佐
,

奇迹屡昭
。 ” ⑧ 民问之 所以普

遍信奉诸葛神灵
,

缘于嘉庆初 年白莲教起义

军进占汉中
,

却对诸葛祠
、

墓及其周围丝毫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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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
,

因而传言孔明神灵保佑
,

嘉庆皇帝不仅赐
“

忠贯云霄
”
匾额

,

还颁藏香遣官致祭
, “

祀 以

太牢
,

煌煌巨典
,

于斯为盛
’ ,⑨ 。

由此影响其

后很长时期
。

值得注意的是
,

作为祠
、

墓的最

高负责者
,

历代住持对其尽心尽力
,

勉力维持

着祭祀之礼的举行
。

譬如
,

祭祀中祭品的放

置地方
,

在嘉庆初年前
,

是没有专门场所的
,

至七年时
,

住持专修武侯墓的别院
,

预置祭

品
。 L尽管如此

,

其祭祀发生 了不正常的现

象
。

如清末 民初
, “

今 已庙宇倾纪
,

墓产沦没
,

文献失微
,

无从规复
,

且墓产之款
,

经理不力
,

虽有春秋二祭
,

皆属敷衍相将
。

一切废驰
,

易

胜浩叹 !
” 。 。 但总的来看

,

清代勉 县武侯祠
、

墓的祭祀之规模
,

是前所未有的
,

其鼎盛时期

应在嘉庆
、

道光时期
。

下面就清代祭祀之祭札
、

祭期
、

祭品
、

祭

文和致祭费用等
,

作简要概介
。

祭礼 (祭仪 ) 明代武侯祠
、

墓的祭祀
,

到

清代雍正二年 ( 17 24 年 )后
,

从祀孔庙
,

诸葛

亮位 居二十六人之一
。

嘉 庆八年 ( 18 03 年 )

秋八月
,

皇帝御制祭文
,

钦差工部右侍郎彭龄

以太 牢致祭
,

颁发藏香三枝
。

嘉庆 十六 年

( 18 11 年 )
,

周明球 以御祭之制
,

咨部议
,

筹款

致祭
。

第二年
,

开始举行春秋二祭
,

由此遂成

定制
。

祭礼之中
,

最隆重的是遣官致祭仪礼
。

据文献记载
,

这种祭祀祭仪庄严而隆重
,

肃穆

而规正 ;而且边行礼边奏乐
,

一起一伏
,

一作

一止
,

颇具节奏感
,

其程式化的礼仪
,

虽略显

繁琐
,

却表达当时朝野对诸葛亮虔诚的尊崇
、

膜拜之情
。

这种祭礼
,

可分准备期与祭祀期
,

自然最

为重要的是祭祀时前后有序的各种祭礼
。

兹

按曾任宁强 知州
、

汉 阴知厅的钱鹤年《礼仪

图》例举如下 :

( 1)祭祀先一 日
,

准备期
。

住持打扫清洁内外殿宁
,

礼房吏具祝版
、

祭品于神位前
,

行陈设礼 ;承祭官委员
、

监视

委员
、

宰牲委员著补服至庙
,

封帛毕
。



(乐作 )

礼生引祭所
,

省牲礼生接毛血供香案
,

省

牲官行一跪三叩
,

首礼毕
。

(乐止 )

( 2 )祭祀之日
,

正式祭祀期
。

祭 日昧爽
,

各官俱至庙
,

穿朝服
,

设坐官

厅
。

承祭官签祝文
,

毕
。

起鼓
,

赞引官引承祭

官
,

至盟洗所
。

(乐作 )

盟洗毕
,

至行礼处
,

立
。

典仪唱
“

执事者

各司其事
” 。

赞引官赞就位
,

承祭官就位立
。

典仪唱
“

迎神
” ,

司香官捧香盒
,

跪香案左
,

赞

引官引承祭官
,

至案前
,

立
。

赞上香
。

(乐止 )

承祭官上藏香
,

又上三瓣香
。

毕
,

赞引官

赞复位
,

承祭官复位
,

立
,

赞引官赞叩兴
。

(乐作 )

承祭官
、

陪祭官行三跪九叩首
,

礼毕
。

(乐止 )

典仪唱
,

献帛
,

行初献礼
,

捧帛官跪
,

献

毕
。

(乐作 )

三叩
,

首退
。

执爵官立
,

献爵于案
,

退
。

读祝官至祝案前
,

一跪三叩首
,

捧起祝文
,

立
。

赞引官赞跪
,

承祭官陪祭官
、

读祝官
,

俱跪
,

赞

读祝
。

(乐止 )

读祝官读毕
,

捧祝文置案上帛匣内
。

(乐作 )

三叩首
,

退
。

赞引官赞叩首
,

兴
。

承祭官

行三叩首
,

礼兴
。

(乐止 )

典仪唱
“

行亚献礼
” 。

(乐作 )

执爵官献仪如初
,

献礼献于案左
,

典仪唱

行终献礼
。

执爵官献爵如亚献礼献于案右
,

退
。

(乐止 )

典仪唱
“

彻撰送神
” 。

(乐作 )

赞引官赞
,

跪叩首
,

兴
,

承祭官
、

陪祭官行

三跪九叩首礼
,

兴
。

(乐止 )

典仪唱
“

捧帛祝恭诣燎位
” ,

捧帛祝官至

案前
,

跪捧帛祝送至燎所
,

承祭官转立两旁
,

埃帛祝过
,

仍复拜位
,

立
。

赞引官赞诣望燎

位
。

(乐作 )

承祭官立
,

燎所帛祝焚半
,

赞引官赞
,

礼

毕
。

(乐 阔 )

各退
。

上述所言
,

典仪
、

赞引
、

读祝官
,

以本地礼

生充任
,

执事官
,

以州县佐官充之
,

地方正 印

官以下
,

俱陪祭
。

据徐国平先生研究
,

浙江兰

溪诸葛村大公堂的祭祀
,

其
“

祭冬
”

有多达 18

道程序
, 。 但具体细节不详

。

从现存资料看
,

勉县武侯祠
、

墓的祭典
,

庄严而肃穆
,

隆重而

有趣
,

值得今天作深人研究
。

祭期 作为纪念诸葛亮的祠堂
,

勉县武

侯祠 自然有祭祀的时间界定
,

其祭期亦分官

方与里中社会两类
。

官方的祭期
,

从 明代正

德九年开始
,

直到有清一代
,

实行春秋二祭
,

即 2 月 12 日为春祭
,

8 月 12 日为秋祭
,

且
“

永

著为令
” 。

此后
,

基本承循未易
。

其祭期与浙

江兰溪诸葛村稍有差异
。 。

里中社会的祭期则明显不同
,

武侯祠为
“

每年八月 二十三 日起
,

是 日为忌辰
,

二十 四

日演剧至二十七 八 日止
,

赛神享昨
,

极其诚

敬
。 ” 。 勉县武侯墓 的祭期有别于勉县武侯

祠
。

其
“

祭期
,

每年清明节前后
,

演剧三四日
,

亦里中社会也
。 ”

祭品 行祭礼
,

则需要祭品
。

勉县武侯

祠
、

墓的祭品
,

早期尚为简单
,

明代正德九年
,

蓝璋奏请春秋二祭时
,

祭品仅有羊一
、

泵一
。

这种祭品之制
,

直至嘉庆初年
,

仍传承未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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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七年 (8 1 1 2年 )
,

春秋二祭始定规制
,

祭仪与祭典业 已定型
,

祭品亦有规定
。

虚白

道人《忠武侯祠墓志》记载
,

大殿的祭品有
:

牛一 ;

羊一 ;

泵一 ;

登一
,

太羹 ;

左删一
,

和羹 ;

右删一
,

和羹 ;

左策二
,

黍樱 ;

右篡二
,

稻粱 ;

左筵十
,

盐
、

鱼
、

枣
、

栗
、

棒
、

菱菱
、

芡
、

鹿

脯
、

白饼
、

黑饼 ;

右豆十
,

韭范
、

酸酿
、

芹范
、

免范
、

鱼
、

酸

脾
、

析
,

笋范
、

豚 ;

酒爵三 ;

烛二 ;

灯十盏
。

这些祭品陈设
,

亦列次序
。

最前排
,

中为

香案
,

上置香鼎和烛灯二
,

右为洗盟
,

右为筐 ;

第二排
,

中为香案
,

置牛
、

羊
、

泵各一
,

右为酒

尊
,

左为祝版 (书写祝文之版
,

又名祝板 ) ;第

三排
,

中为姐
、

篡
、

黄各一
,

右为十篷
,

三排
,

前

二排各为三
,

后排为四
,

左为十豆
,

亦为三排
,

排法如右次序 ;第四排
,

中为登
,

左右为删各

一 ;第五排为三爵
,

最后一排灯式
。

这种严格

的陈设次序
,

自然是当时最为讲究的仪制之

有祭品便有祭器
,

所谓祭器就是祭祀时

的礼器
。

据 《祠墓志 》
, “

祠 中旧无祭器
,

嘉庆

皇帝赐祭后
,

祭器俱系借用
” ,

0 后来渐有祭

器
,

至终如上所述
。

这些祭器 日常放置于武

侯墓的别院之中
。

个人致祭的祭品
,

明显不如上述所说的

正式场所的祭品
。

如光绪十三年 ( 18 87 年 )

五月
,

黎庶 昌致祭武侯墓
,

所用祭品为
“

只鸡
,

斗酒
,

黍饭
,

豚
,

羹
” , 。 可 以说他所用的祭品

较少
,

当然其祭祀主要反映的是一种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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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

其实历史上民间的祭品
,

与上述两种

情况也不同
,

从而显得五花八门
。

如民众
“

有

献全猪者
,

有献三牲者
,

又有献灯油与 白盘

(即馒头 )者
” 。

祭祀所需的
“

香烛
、

黄表
、

花

炮
、

冥钱
,

极丰厚
。 ”

祭毕之后
,

则
“

化钱焚帛
,

围墓而坐
,

以享肺
。

若男若女
,

如拜扫先人之

墓者
。

其献三牲
、

白盘者
,

亦围墓而享昨
。 ” 。

看来
,

武侯祠
、

墓附近的群众很大程度将之视

为一种信仰
,

从而演化为一种社会文化习俗
。

其实民间这种做法
,

无非反映 了对诸葛

亮的尊崇和虔诚
。

这种尊崇和虔诚可谓是无

所不至
,

几于顶礼膜拜
。

如上述所说 白盘即

馒头
,

而且称之为一副馒头
,

到底现在有没有

此种叫法
。

所谓一副
,

指的是每十个馒头需

用麦十斗
。

而磨面时
,

先洗净碾磨
,

再以人代

推
,

最后取上等面做成馒头
。 。 整套程序

,

无

不精心之至
,

如此方算虔诚
、

恭敬
。

祭文 举行祭礼
,

亦需祭文
。

祭文是一

种文体
,

指祭祀时诵读之文
。

一般来说
,

祭文

分散文
、

韵文
、

骄文等类
,

其内容有祈祷雨睛
、

驱逐邪魅
、

干求福降和哀悼死亡四类
,

其中以

哀悼死亡为主
。

武侯祠
、

墓祭文
,

归根到底是

追念千古名相诸葛亮
,

以激励立志立功立名
。

从现存资料看
,

勉县武侯祠
、

墓最早的祭

文出现在明代万历年间
。

万历二十七年
,

李

化龙
“

奉命人蜀
” ,

道经武侯墓
,

遂
“

陈牲击鼓
,

为文以祭
。 ” 。 万历二十九年

,

李化龙又
“
以牲

体之仪 ,,@
,

致祭于诸葛亮灵前
。

有清一代的

祭文
,

应该说是层出不穷
,

尤其是重视祭祀的

嘉庆时期等
。

不过保存至今的仅有嘉庆八年

彭龄和光绪十三年黎庶昌的两篇祭文
。

除此

而外
,

城固县文化馆皮藏《祭诸葛武侯文》一

件 (编号 32 2 )
,

因未公 开刊 布
,

故不得其详
。

彭龄祭文
,

系其奉命致祭之文
,

欲
“

共仰神明

之显佑
,

载赡遗像之清高
” ,

企望垂相天威作
“

岩疆保障
” , 。 明显带有靖乱治平 的倾向

。

而黎庶 昌的祭祀
,

则是
“

蓄私愿于册载
” 。 对

诸葛高崇敬之愿 的子却
,

可视为一种个体行



为
。

无论如何
,

祭文是后世致祭者追念诸葛

亮精神的载体之一
,

也是祭祀时重要的活动

内容之一
,

因而其历史
、

文学价值均不可轻

视
。

与祭文相类的是祝文
,

正殿
、

后殿祭祀时

均有祝文
。

虽然两者有着不同
,

但其意义却

大致相同
。

如后殿祝文
,

现存嘉庆时期酒县

县令周赓的祝文是
:

维公世泽
,

贻麻灵源
,

积庆德能
,

昌后笃

生
,

文武之英
。

善则归亲
,

宜享尊崇之报
,

列

先儒之祀典
,

锡命优隆
,

合三代以明
,

礼乐兼

备
。

恭逢仲春秋
,

抵事荐馨
。

尚飨 !

当然
,

明清时期勉县武侯墓附近的群众

对诸葛亮有份特殊的感情
,

对孔明的崇拜几

近神化
,

尤其是章回小说《三国演义》付梓流

行后
,

这种现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

前述勉县

民众称庙为
“

爷庙
” ,

称墓为
“

爷坟
” 。

而
“

除水

旱灾疫必祷外
,

或灿嫂 口 角
,

夫妇不睦
,

以至

鸡鸭琐事
,

亦哭诉于侯之位前
” ,

可 以说这是

对爷庙
、

爷坟的纪念
,

请求诸葛保佑的有力见

证
。

类似于官方祭文
,

民间求拜时
,

亦有许

愿
、

祝神等词
,

如有的说 ; “ 武侯爷爷在上
,

弟

子在下
,

你老人家前知五百年
,

后知 五百年
,

中知五百年
,

是如今活神
。

弟子某人某氏
,

为

某事黑处投明
” 。

大愿云
: “

叩许花戏一台
,

供

猪一 口 ” ,

小愿则说 ; “ 白盘一副
,

灯油几斤
,

如

蒙感应
,

宝烛长钱送上殿来
” 。

由此足见诸葛

亮在民间的影响至远且深
。

致祭费用 如当时隆重 的春秋二祭
,

按

清代嘉庆年间的实际
,

估计需银十六两七钱

六分
。

这些费用则由司库筹款项内支付
。

尽

管如此
,

有时春秋二祭费用还是捉襟见肘
,

但

总的来说还基本上能正常得到保障
。

而民间祭祀所需费用与官方显然不同
,

其筹措的方法颇是有趣
。 “

其积会之法
,

以十

人为一会
,

每人钱一百文
,

买一小猪
,

至次年

清明节
,

约七八十斤
。

又每人凑麦一升
,

以造

白盘 ; 钱一百左右不等
,

以备香烛
、

冥钱
、

花

炮
、

黄表
、

酒浆
、

小菜之费
。 ”

祭祀结束后
,

这些

人则
“

分其余
,

又以猪半茵交下会之人
,

折钱

若干
,

以买小猪
,

为次年之祭
,

周而复始
。 ’

心

这样既可达到虔诚拜渴诸葛亮的 目的
,

又可

节省费用
,

周而复始
,

循环往复
,

适合当时小

农经济的社会现实
。

三
、

清代勉县武侯墓的清明庙会

在勉县武侯祠
、

墓的祭祀之中
,

民间演戏

是有其历史习俗与传统之一
。

在勉县武侯

祠
、

墓
,

今天仍还保存着两座清代风 格的乐

楼
。

所谓 乐楼
,

即戏楼
,

就是昔 日演戏的场

所
,

它们不仅是武侯祠互墓的重要古建筑和景

点
,

而且不容置疑地显示过去庙会的历史
。

这里即对勉县武侯墓清明庙会作初步探讨
。

武侯墓清明庙会起始何时
,

目前尚难确

定
。

有的学者认为
,

景耀六年蜀汉朝廷
“
立庙

于河阳
” , “

这样就形成 了今天武侯墓清明庙

会的由来
” 。 。 这种说法大致无错

,

因为清明

庙会与武侯墓 的祭祀相连
,

再说 目前尚无确

切的文献抑或实物证据去证实
。

不过就笔者

所知
,

武侯墓清明庙会在宋代已有记载
,

著名

文学家陆游说
: “

兴元府西县
,

每岁清明
,

男女

皆上诸葛公墓
。 ” 。 这固然与清明扫墓之习有

关
,

但更重要反映了 当时人们对这位千古名

相的纪念
,

由此其清明庙会想亦形成了一定

的规模
。

见诸记载
,

武侯墓清明庙会 已成规模并

业已定制
,

则出现在有清一代
。

武侯墓清明

庙会
,

至晚在嘉庆年间
,

即呈现一片人流涌动

的景象
。 “

是日百货俱集
,

南郑
、

城固
、

褒城之

入赛神者甚众
。 ’ ,

. 其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

光

绪年间
, “

公举会董
,

以均劳逸也
。

查墓会一

切事宜
,

向由三牌公举会董协同办
,

后每年清

明前半月
,

仍由三牌选举公正廉洁符于乡评

者
,

一牌各二人
,

先期察报列案
,

由县核准定

额五人
,

至清明办讫会商之 日
,

即交新董接

充
,

不得瞻拘恳留
,

致违定例
。 ’ , 。 这种定例由

来已久
,

且管理方法较为完备
,

因此
,

清代勉

4 3



县武侯墓清明庙会
,

是十分兴盛的
。

进人 20 世纪后
,

这种清明庙会仍不断发

展
。

如 194 2 年 4 月 5 日
,

时任勉县中学教员

的著名学者郑异之先生
,

曾率学生参加武侯

墓的民族扫墓节
,

对其作了全方位的记述
:

率诸生往武侯墓
,

参加民族扫墓节
。

勉

人为侯来扫墓者甚众
,

其俗不知始于何时
,

至

今不衰
,

会之兴实缘于此
。

会期三 日
,

今首 日

也
。

会甚热闹
,

茶酒饼饵
,

日用杂物
,

帝及笔

墨砚瓦
,

小儿玩具
,

悉有售者
。

烟尘飞腾
,

人

马喧脂
,

状若故园之泰山会
,

就墓门外情形视

之
,

沟壑起伏
,

松柏郁茂
,

有似泰山会上之张

家大林
,

于是油然起故乡之思
。

至参加祭扫

者
,

到各机关学校一两千人
,

惟仪式单简
,

敷

衍故事而已
。 。

举行清明庙会是现在武侯墓 的
“

专利
” ,

但武侯祠亦有类似的活 动
。

据现存石刻记

载
, “

每年清明
、

七月二十三 日
,

酬神演戏
。

凡

绅土及读书之人
,

均要衣冠整齐
,

早临拈香
,

即日饮福
,

违者有罚
。 ’ ,

。 由这个严格规定看

出当时对其的重视程度
。

不 过需要说明 的

是
,

武侯祠的祭祀当为春秋二祭
,

春祭似无活

动
,

而秋祭却有
“

酬神演戏
”

的活动
。

顺便再提一下 武侯祠
、

墓的乐楼
。

武侯

祠的乐楼
,

系歇山式重檐建筑
,

前后檐
,

八角

起翘
,

檐柱绘有各式各样的人物
。

其修建时

间
,

有学 者认 为重修 于嘉 庆十 四年 ( 18伪

年 )
, ④不知何据

。

但据虚白道人所编绘的武

侯祠图看出
,

嘉庆时期确已有乐楼
,

只是未记

何年所建
。

因此至 晚在嘉庆年间
,

乐楼已建

成
,

且位居古金牛道之北
、

牌楼的对面
。

近年

来
,

古建筑学者以及文物专家
,

根据其建筑风

格等
,

确定其当建于明代末期
。

果若如此
,

乐

楼则是勉县武侯祠现存最早 的建筑
。

当然
,

据现存武侯祠的石刻
,

光绪六年夏
,

勉县鸿工

重修武侯祠
。

达官显贵
“

各捐 巨资
” ,

汉中诸

县
“

就地劝办
” ,

次年竣工
。

这次维修
,

除重加

彩绘外
,

还新建钟
、

鼓楼和
“

前戏楼一 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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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武侯祠戏楼新建于光绪七年 ( 188 1

年 )
,

当是维修
,

而非始建
。

而武侯墓的戏楼
,

其风格与武侯祠 的乐楼相类
,

其始建时间一

直悬而未释
。

据现存碑石记载
,

同治太平西

征军影响汉中后
,

武侯墓南北大院及重要建

筑毁坏殆尽
, “

仅存五 间大殿
,

墓前卷棚一

所
” 。

同治七
、

八年间
,

武侯坪各牌首事人等
,

“

力任其劳
,

远迩募化
” ,

修建了拜殿三间
,

戟

门三间
,

廓房九间
,

此外还有
“

戏台一座
” 。 。

此戏台即乐楼
。

由此看来
,

武侯墓的戏楼修

建于同治七八年 ( 19 68
一 l% 9 年 )间

。

但据其

建筑风格
,

武侯墓戏楼当修建于嘉庆年间
。

清明节
,

俗称鬼节
,

是祭祀先人的节 日
。

唐开元十二年
, “

寒食上墓
,

礼经无文
,

近代相

沿
,

寝以成欲
,

士庶之家
,

宜许上墓
,

编 入五

礼
,

永为常式
。 ”

扫墓祭祖被列人五礼之 中
。

晚至北宋时期
,

这种祭祖之风增加了娱乐之

风
。

《东京梦华录》载
, “

清明 日
,

都市人出郊
,

四野如市
,

往往就芳树园囿之间
,

杯盘酬劝
,

抵暮而归
。 ”

将其演化为综合性质的节 日
。

不

过这种节 日
,

南人与北人不 同
,

《五杂姐
·

天

部 》记载
, “

北人重祭而南人重戏游
” 。

汉中地

处我国南北过渡地带
,

不光 自然地理因素是

如此
,

其历史文化亦是如此
。

就全国武侯祠

的祭祀来说
,

勉县武侯祠
、

墓的祭祀
,

有隆重

而肃穆的祭祀之礼
,

也有热闹而各显其能的

清明庙会
。

由历史上形成并发展的清明庙会
,

迄今

仍是勉县乃至汉中的年复一年的重要节 日
。

每年清明节前后
,

定军山下武侯墓文管所
,

在

勉县人民政府的支持下
,

均年复一年举办清

明庙会
,

且已形成定制
。

只见庙会期间
,

附近

群众接踵而至
,

人潮涌动
,

商贩们叫卖声此起

彼伏
,

各地方剧团纷纷闪亮登场演出
,

继续着

这种庙会的传统
,

使之集旅游
、

商贸
、

娱乐为

一体的活动
。

近年来
,

武侯祠文管所亦在春

节期间成功地举办庙会
,

并呈现出一定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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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从刊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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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卯 7 年 9 月版
;

又
,

徐国平
:

《论诸葛亮后裔的敬宗意识》
,

载《诸葛亮与三

国文化 (一 )》
,

第 粼〕7 页
,

四川大学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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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 民出

版社
,

1望死 年 5 月版
。

④陆游
: 《老学庵笔记》卷七

。

④虚白道人
:

《忠武侯祠墓志》卷三《祀典》

④民国四年 《武侯墓定章碑 )
,

《汉中碑石 》
,

第 393 至 395

年
。

⑥郑异之
:

《萍踪漫记》第 95 页
,

江苏南京 199 8 年内部版
。

④光绪三年
.

夏鼎
:

《重修武侯墓庙碑 》
,

(汉中碑石 )
,

第 3 27

页
。

④杨代欣 : 《勉县武侯祠》
,

载李兆成等编著
:

《武侯祠史话》
,

第 135 页
。

⑦光绪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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