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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景观营造角度的勉县武侯墓规划风水意匠浅析

孟祥武 叶明晖 ,

摘 要 陕西勉县武侯墓形成于中国传

统丧葬礼俗背景之下 , 反映了中国传统的

祭祀思想 。通过叶武侯墓的现状调研 ,

分析总结了武侯墓的历史沿革 、区位及周

边地貌 。从景观营造的角度将武侯墓的

规划布局与墓地风水理论进行比较 、分

析与研究 , 发现武侯墓的规划不仅符合

传统风水理论的一些规制 , 从当代景观

学的角度来看亦体现出很好的景观营造

意匠 , 充分反映了墓地规划中风水学理论

应用的重要性以及墓址环境营造的独到

之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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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建筑又被称为 “阴宅 ” , 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类型的一种 , 有其自身的特殊

性 。 “事死如事生 ”的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致使古人十分注重墓葬建筑的营造 , 并在不

同朝代形成了区别较大的丧葬制度 。勉县武侯墓始建于只国时期 , 经过历代的荒废

与兴建方形成今日之形状 , 虽屡有增减 , 但墓址未曾变化 。本文拟从景观营造的角

度出发分析和总结武侯墓的规划和营建特征 , 进而折射出中国传统墓葬建筑营建过

程中对周边地形与环境特征的充分考虑 , 以期为现代建筑充分结合自然 、融于自然

的景观营造提供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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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县武侯墓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城南 公里的定军山下。蜀建兴十二年 公元

年 的 月 日 , 诸葛亮因积劳成疾病卒于五丈原军中 , 临终之时 “遗命葬汉中定

军山 , 因山为坟 ” 。后主刘禅于景耀六年 公元 年 春下诏 “在污阳 , 近墓立祠 ” ,

为诸葛亮修建了全国最早的武侯祠 , 并在墓前植汉柏五十四株 , 喻诸葛亮在生之

年 在墓头植桂树两株 , 称 “护墓双桂 ” ①。诏书上还规定 “修祠之后 , 凡亲属臣吏 ,

百姓祭武侯者 , 皆限至庙 , 断其私祭 , 以崇正礼,, ' , 从而结束了长达二十余年的 “百

姓巷祭 , 戎夷野祭” 的局面。由此 , 武侯墓成了当时唯一祭祀诸葛亮的场所。

南宋诗人陆游曾于南宋乾道八年 公元 年 到勉县凭吊诸葛亮 , 在游览读书

台时写下了 首̀ 《游诸葛亮读书台》 , 诗中写到 “两阳道中草离离 , 卧龙往矣空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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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拍年缪峭翅之娜部人居舞境学刊 的

当时典午称滑贼 ,气丧不敢当王师 。”

“,一这里所提到的武侯祠并非现在的

勉县武侯祠 ,而是指现在的武侯墓 。

勉县武侯祠坐南向北 , 隔汉江与

武侯墓相望 图 。祠内现有 院 余

间殿宇 , 占地面积约 亩 。据武侯祠

内现存的嘉庆二十二年 公元 年

《重修忠武侯庙记 》碑载 ,明朝正德八

年 公元 年 ,都御史兰璋将武侯

祠庙宇从定军山下武侯墓迁修到今址 ,

使祠 、墓正式分立 。迁祠的缘由 ,据清

嘉庆年间武侯墓主持道人李复心所著

《忠武侯祠墓志 》云 “武侯经理中原

凡八载 , 多住于此 或云祠堂为当年之

筹̀笔骚 ' 或云武侯驻军之行营 , 相

府亦在斯地 。”清人执此说 , 今天武侯

祠所在地是当年诸葛亮来汉中屯兵北伐

的 “行辕相府 ”故址 , 因此 , 兰璋将祠庙

迁修于此以示纪念 。新祠邻近县城便于

达官显贵凭吊 , 同时位于通往巴蜀的金

牛道旁 , 来往商贾行人亦可进祠瞻仰。

新祠建立后 , 定军山下墓前的祠庙并未

废弃 , 只是因交通不便 , 其祭祀功能被

转移至勉县武侯祠内。为使名称不致重

复 , 旧祠更名为 “武侯墓 ”并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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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勉县老城疆域图中武侯墓与武侯祠的位置 图 墓地选址的理想风水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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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规划的风水理论

墓地规划的一般风水理论

丧葬礼俗起源于灵魂观念的产生 ,

人们认为不死的灵魂还能回到人间来

降临祸福 , 由此提出了如何埋葬死者的

问题 。墓葬成为灵魂的安托之所 , 人们

希望通过墓葬把生产工具 、生活用品 、

装饰品等带去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使

用 。后人为祭奠先人而逐步在墓上兴

建起了祭祀建筑 , 加之灵魂宗教迷信的

增强 , 墓葬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扩大和复

杂化 , 从而形成了 “事死如事生 ”的观

念和行为模式 。

墓地规划的一般风水理论由以下

几个部分组成 图

“穴 ”是理想的放置棺撑的位置 ,

也是整个陵寝建筑布局的核心 。山脉

是墓地选址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 所谓

“势如万马自天而下其葬王者 , 势如巨

浪重岭叠嶂千乘之葬 , 势如重屋茂草

乔木开府建国 , 势如惊蛇屈曲徐斜灭亡

家国……势如流水 , 生人皆鬼 ·̀·…形如

覆舟 , 女病男囚” , 山脉的走势关系到

死者的生前命运和子孙后代的幸福 。

山脉一说为龙脉 ,对墓地或穴位而言又

称来龙 、来脉或后龙 , 一般要求山势重

叠深远 , 不宜孤峰独立 。后龙如果有少

祖山 、祖山几层重叠更佳 。来脉峰峦要

“高峙耸拔 , 端正尊贵 ” , 如屏 、如帐 、

如覆钟 、如华盖 。后龙山要形成中间

高 、两侧低的多座山峰 , 平面呈月牙式 ,

向穴位拱抱 。龙脉的来向和穴位间的方

向是将来陵墓建筑布局的中轴线 ,要依

罗盘上八干四维十二支的二十四山向定

为某山某向 。例如清代各陵的方向主要

依据传统的 “南向为尊” 、 “南为正向”

和负阴抱阳的指导思想而定 , 多取南向

或偏南的方向。

来龙左右还必须有起伏错落而下

的砂山 , 形成对穴区的环抱拱卫辅弼

之势 , 称左辅右弼或左右护砂 、龙虎砂

山 。来龙和左右护砂形势呈 “个 ”字 ,

“龙无砂随则孤 , 穴无砂护则寒 ” 。左

右护砂的形式 、高低 、长短 、向背亦要

和谐对称 , 与穴区距离适当 , 过远过低

则势散 , 过近过高则太逼 。为了符合这

些要求 , 清陵各处的砂山实际都经过人

工的修补 。穴区前中轴线上近对浅岗和

远对峰峦 , 风水上谓之 “近案 ” 和 “远

朝 ” ,要 “案如贵人几席 ,可俯而凭也 , , 、

“朝如人臣面君 , 敬对而拱拜也 ” 。

对墓地来说 , 除了龙脉 、穴位 、护

砂等风水要素以外 , 水也是十分重要

的因素 , “风水之法 , 得水为上 , 藏风

次之 ” , “山束水回 , 贵寿而财 , 山囚水

流 ,虏王灭侯 ” 。 《大汉原陵秘葬经 》

讲 “凡好山不如好水 , 一丈之岗不如

一尺之水 , 地平百里无山只要此水 , 葬
之吉。”可见墓地堪舆中水甚至比山更

为重要 。对墓地之水的要求是 “来宜曲

水向我 ,去亦盘旋顾恋 ” , 最忌 “直冲

走窜 , 激湍陡泻 ” 。除此之外 , 墓地范

围内土壤的质地 、色泽 、含水量和穴区

四至 、树木情况等均是墓地堪舆中必须

注意的问题 。

墓地风水除了寻找山环水抱 、格局

均衡 、相对封闭的 “藏风聚气 ”的风水

宝地以构成墓地的气势外 , 还通过风

水建筑物等来对风水地形进行补充 , 以

取得神圣 、崇高 、庄严 、肃穆的艺术境

界 , 给生者以深刻的感染力 , 激发人们

崇仰 、哀悼和追慕的心情 。

三国时期的风水理论

三国时期的风水理论即秦汉时期

风水理论 。先秦时期 , 司马迁的 《史

记 ·榕里子传 》中载 战国秦惠王异母

弟擂里子 , 生前自选地于渭南章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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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 预言 “后百岁 , 是当有天子宫夹我

墓 ” 。至汉兴果然 ,长乐宫在其东 , 未

央宫在其西 , 反映了当时阳宅和阴宅的

选址规律 。秦代朱仙桃所著 《搜山记 》

成为当时风水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至汉代 , 人们已将阴阳 、五行 、太极 、四

象与八卦等互相配合 , 形成了中国独有

的认识宇宙的总体框架和理论体系 ,风

水理论的发展和应用日益深入和广泛 。

当时的风水理论中不但包括 “择地 ” ,

而且包括 “择 日” , 如王充在 《论衡 》

中对 “择日”的论述甚为精辟 , 已有了

“太岁头上不敢动土 ”的理念 。秦汉时

期有关风水的专著除了见于 《汉书艺文

志 》 , 还有 《堪舆金匾 》 、 《宫宅地形 》

和 《神农教田相土耕种 》等 , 可惜这些

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 , 因此只能结合

秦汉时期的城市规划和陵墓建设复原

当时的风水理论 , 可从形势派理论与理

气派理论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

关于形势派理论 , 秦汉时期已经

形成了 “四象 ” 的认识 , 用在宫殿上的

四神兽纹样的瓦当便是例证 。至于选

址问题可从关中平原的地形上看出。

一切典章制度皆 “汉承秦制 ” , 都城的
选址和规划也不例外 , 西汉长安城即在

秦都城基础上历经汉高帝 、汉惠帝 、汉

武帝时期的修建方初具规模 。 《三辅

黄图 》卷三所载 “苍龙 、白虎 、朱雀 、玄

武 , 天之四灵 , 以正四方 , 王者制宫阀

殿阁取法焉 ”即阐明了长安城的选址理

念 , 四灵对应的应该是关中平原周围的

地形 。从秦汉都城和陵墓的选址理念

中可以看出理想风水模式的形成 。秦咸

阳城和西汉长安城周围的地形与天空

中的四灵是对应的 青龙对应秦岭和黄

河 , 白虎对应陇山山脉 , 玄武对应北山

山脉和黄土高原 , 朱雀对应秦岭 。东汉

洛阳之前所有城市 、陵墓的方向几乎都

是坐西向东的 , 这是缘于对太阳神的崇

拜 。东汉都城洛阳的选址除洛河和伊

河的流向问题外就非常符合形势派选

址的模式 , 其中洛阳比拟为紫微垣 篙

山等南北向的山形成青龙 ,并扼虎牢关

天险 秦岭向北延伸的山脉形成白虎 ,

有函谷关天险 邝山与黄河形成玄武

洛河和伊河是朱雀 伏牛山是案山 ,与

伊河形成伊网关 , 从而形成了天地人合

一的对应关系 。
关于理气派理论 ,可以从王充所著

《论衡 》中的风水思想所谈到的五音姓

利学说中窥见一斑 。所谓 “五音姓利 ”

是指根据五姓与住宅五行属性的相生

相克原理来规划住宅 , 即宅有五音 , 姓

有五声 , 在安排住宅朝向时应使住宅

主人姓氏所属的五声 宫 、商 、角 、微 、

羽 与住宅方位的五行属性相协调一

致 。 “五音姓利 ”的具体方法是先根据

住宅主人姓氏的发音推出其所属的五

声 , 即宫 、商 、角 、微 、羽中的一种 ,再据

此推出其五行的属性 , 然后根据五音所

对应的日期与地形开始修建住宅 。五音

对应的五种地形分别是 东高西低之地

为角地 , 微居之吉 南高北低之地为微

地 , 宫居之吉 西高东低为商地 , 羽居之

吉 北高南低之地为羽地 , 角居之吉 四

方高中央低之地是宫地 ,商居之吉 。

勉县武侯墓规划的风水意匠

武侯墓的规划原则与周边环境

在中国古代 , 陵寝建筑历来 “筑陵

以象山” 、 “因山为陵”或 “依山为陵 ” ,

武侯墓也体现了这一传统 。周密详填地

选择具有完美环境景观质量及地理地

质条件的山川形胜之地 ,依山就势营建

建筑 山川形势务臻全美 , 而建筑只需

遵照典礼之规制 、配合山川之形势 , 这

是武侯墓建筑与环境规划的基本原则。

陵寝建筑之 “总以地臻全美为重 ”

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 , 充分体现了中

国古代传统中 “天人合一 ”的宇宙观与

审美理想 。在这种宇宙观的支配下 , 人

的生死被视作自然生态链中的一环 , 因

此逐渐形成了 人̀ 土为安 ”的丧葬观 。

同样是由于这种宇宙观的支配 , 远古

先民因为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 , 为风

雨 ,见怪物 ,毕曰神 ”而产生了万物有

灵的山川自然崇拜 ,发展出数千年来贯

彻始终的敬祀山川 、日月 、天地的国家

盛典和 “智者乐水 , 仁者乐山 ”的寄情

山水自然的审美理想与艺术哲学 。丧

葬礼俗因此得到升华 ,被称为 “山水

之术 ”的风水理论中所谓的 “葬者 , 反

本而归藏也 , 奉先以配五土 ,而一体于

青山” 、 “配祀者 , 遗骨与青山相配 , 从

而祀之 ” 、 “附享必致其归依 , 虽形骸

之已化 , 配江山之莫违 ”等实际上阐明

了 “因山为陵 ”和 “依山为陵 ”的意境

所在 。

武侯墓位于今陕西省勉县城南

的定军山麓 , 依山就势 , 北枕山梁 ,

南缘汉江 , 墓区占地 亩 。定军山在

勉县的东南方向 , 与县城相趾 , 属

巴山支脉 ,其正脉自金华山分支过尖山

子 , 至高庙子人平地 , 继叠起秀峰十二

座 , 四面与群山隔绝 。按其地势由西向

东 ,各峰单独有名 ,依次排列为石山子 、

大山 、定军山 、中山子 、刘家山 、王家

山 、一字山 、卧牛山 、鸡心山 、黄猫山 、

园山子等 ,在园山子旁漾家河边又有一

独立小山 , 名为 “当口寺 ” , 故定军山脉

被统称为 “十二连山一颗珠 ” 图 。

定军山山势起伏跌宕 , 状如游龙 , 顺勉

水而下 , 迄通二十余里 , 南麓有一天然

形成的小盆地 , 四面高山环绕 , 中部广

阔平坦 , 方圆约四五华里 , 名为 “仰天

洼 ” 北麓至汉江岸边襟山滞水 , 形成一

天然平原 , 名为 “武侯坪 ” 南北宽约八

里 , 东西长约二一一里 , 土质肥沃 , 地势平

坦 。据 《三国志 ·蜀志 》记载 , 建兴七年

公元 年 冬 , “亮徙府营于南山下

原上 ” 即定军山下武侯坪 。勉县县城

东北十六里处有天荡山隔汉江与定军山

南北对峙 , 形成了武侯墓的朝山对景。

勉县境内的水系以汉江最大 , 为众

水之归 , 亦为群水之纲 , 其人境在县城

西面四十里 , 再往西六十里便是汉江的

源头所在 。汉江由西向东流 , 东至金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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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武侯墓地理位置分析图

石

铺 今大安 过南流之冷水沟人勉界 ,

又东流至沮水铺 , 在县西三十里会于沮

水即勉水 。《严志 》云 “源出风县 ,俗

名黑河 , 一名北河 , 经老林数百里合诸

山之水共流 ,可通小舟 。南流合于汉 ,

即勉水也 。②,,

武侯墓的 “风水 ”形势

勉县武侯墓位于勉县汉江南岸 、

定军山西北山麓 , 墓区岗峦起伏 , 山环

水抱 , 古柏荫黯 , 云山苍苍 图 。

当年遗命葬汉中定军山时 ,诸葛亮

是如何为自己卜选葬地的 对此历史文

献中没有明确记载 , 本文也不能妄加猜

测 。但三国之后确有一些书籍对武侯

墓的选址进行了评价 ,如 《水经注 》载

“遗命葬于其山 , 因即地势 , 不起坟垅 ,

唯深松茂柏 , 拈蔚川阜 , 莫知墓莹所

在 。”晋张华 《博物志 》载 “地 卜嘶马 ,

莫勿丘垅 , 能禁樵牧是佳城 ” 。 《元和

郡县志 》也说 “亮墓在县 指老涌县

东南八里……贞观十一年救禁采樵 。”

而对于勉县武侯墓的风水形势 , 《中国

风水 》一书中详细地进行了如下分析

汉中盆地是秦岭 、巴山间的 “中

顿地带 ” 。宋文同说汉中 “当秦蜀出人

之冲 ” , 欧阳詹说它是 “秦之坤 , 蜀之

良” , 对关中盆地重要 、对四川盆地更

为重要 , 没有汉中 , 四川就失去安全保

障 , 所以过去的人把它看作是 “蜀之根

本 ” , “蜀之咽喉 ” , 而武侯墓即位于该

“咽喉 ”之咽喉 图 。

武侯墓座西朝东 , 位于一簸箕形小

盆地 即内明堂 中 , 如此选择墓地深合

“五音姓利 ” 的原理 , 就姓氏五音所属

而言 ,诸葛属 “商 ” 、 “商 ”通 “金 ” ,金克

于火而生于木 ,故宜东向而不宜南向 。

其朝砂为定军山主峰 , 其主山为大巴山

系古鱼孔隘旁之余脉 ,此山山头稍平 , 四

下皆是险道 。武侯墓人口面向东北 , 东

面有山名书案梁 ,它以此山作为案山 朱

雀 , 以城北四公里的天荡山为朝山 玄

武 以南面的武山岗与北面的土地梁为

左辅 青龙 右弼 白虎 。在墓的右边 ,

有一股山水缓缓流出 , 然后绕过前方 ,

于涌县新城对岸汇人汉江 即三合水 。

汇水处即为 “水口”所在 。墓园及献殿

建筑群的主要轴线垂直于笔锋山 , 头西

脚东 , 以示不忘先主及怀乡之念 。

沿道路望过去才能隐约看见武侯墓的

山门及古木 , 此处运用了中国传统园林

的空间处理手法 , 给人以 “曲径通幽”

的空间感受 图 。

跨过小溪桥就来到了照壁前 。照

壁面阔 ,檐高 , 上部中间书写

“忠武 ”两个大字 ,气氛庄重肃穆 。照

壁与山门相对且相距约 , 二者共同

限定了人口空间 。山门面阔 , 檐高

, 脊饰雕工精美 , 形象逼真 , 吸引

人们驻足仰望 、瞻仰 , 从而起到了引导

空间的作用 ,也预示着空间序列中高潮

的来临 图 。

武侯墓规划的风水特色

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 , 将武侯墓

武侯墓的空间组织特色

武侯墓主轴线上的建筑及其附属

部分采取严格对称的布局手法 , 主轴线

两侧次要轴线上的各建筑则采取大致

对称而灵活变通的布局手法 。墓祠建

筑中主要举行一些祭祀活动 , 为营造更

为肃穆的气氛 , 对称的布局往往成为

首选 , 勉县武侯墓正是由此创造了严整

的主体空间序列 , 同时构成了丰富的建

筑群体空间层次 。从中观与微观的角度

上 , 我们不难看出武侯墓营建过程中对

景观的营造

从外山门进人墓区时无法直接看

到武侯墓的所在 , 而是要转过书案梁 ,

图 从外山门到山门的道路示意图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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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武侯墓山门空间

图 武侯墓风水规划分析图

· 一

成多层次的立体轮廓线 , 增加了武侯墓

区风景的深度和距离感 。

以书案梁 、天荡山为武侯墓的案

山 、朝山 ,作为墓祠的对景 、借景 ,形成墓

祠前方远景的构图中心和视线归宿。

武侯墓的方位与朝向坐西朝

东 , 一是 “五音姓利 ”的原因 二可能因

为坐北朝南在当时刚刚出现 , 为皇帝所

专用 三可能是诸葛亮活着的时候没有

看到天下统一 , 希望死后能看到 , 而曹

操和孙权都在东方。

改变溪水河流的局部走向 、改

造地形 、在水上建风水桥 、水中建风水

墩等是风水中常用的办法 , 名为镇妖压

邪 , 实际上都与修补风景缺陷及造景有

关 。武侯墓前溪流上的小桥实际上就

是出于此目的而建造的 图 。

保护山坡及平地上的风水林 、

保护墓祠中的古树 。武侯墓园区内古木

参天 , 园区外山丘上也布满植被 , 形成

了郁郁葱葱的绿化带 , 不仅有利于保持

水土 , 调节温 、湿度 , 形成良好的小气

候 , 而且成功营造了鸟语花香 、景致宜

人的自然环境 图 。

围, 独结籽 , 为蜀汉以来不经见者。”

由此可知 , 此树植于三国时期 , 距今

余年 , 与 年林业专家用碳

所测定的年代 基本吻合 , 实属 “汉

桂 ” 由于在墓后左右各有一株 , 并称

“护墓双桂 ” 。

②孙铭钟 勉县志校注 王致义 , 注

内部发行 ,

结语

图 武侯墓前溪流上的小桥
月

图, 武侯墓园区内古树繁多
颐

勉县武侯墓在规划布局上以山环

水抱的均衡格局 “藏风聚气 ” , 形成了

相对封闭型的风水宝地 。在营造墓葬与

祭祀的气势之外 , 武侯墓还通过建筑群

体的空间组织等手法来对风水地形进

行补充 , 从而达到了 “天人合一 ”的空

间与环境效果 , 并充分反映了三国时期

墓地风水理论的特征及与唐宋之后的

区别 。武侯墓以神圣 、崇高 、庄严 、肃穆

的艺术氛围带给生者深刻的感染力 激

发了人们崇仰 、哀悼和追慕的心情 从

景观营造的角度来看 , 其环境特色对现

代景观营造亦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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