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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景观资源在风景旅游区开发建设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根据国家和行业标准 , 对陕西省勉县定军

山――武侯墓祠风景区的景观资源按两大类 、6 中类 、16 小类进行了全面调查 , 并采用综合评价层的四项指标

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了客观分析与评价 ,对该景区的开发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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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勉县北依秦岭 ,南垣巴山 ,位于汉中平

原西端 ,汉江由西向东横贯全境。勉县历史悠久 ,

其文明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汉末至三国 ,魏蜀

在此活动频繁 ,留下了许多政治 、军事 、文化遗址 ,

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文景观 ,定军山更

是声名显赫。

1　概况

1.1　地理位置

勉县位于陕西省西南部 , 总面积 240 600

hm 2 。定军山-武侯墓祠风景区位于县城城南和

城西 ,分布在武侯镇 、定军山镇 、温泉镇。其中定

军山-武侯墓景区位于城南 5 km ,秦岭之阳 ,汉

江南畔。古阳平关-武侯祠景区位于城西 3 km

处 ,汉江北岸。

1.2　历史沿革

勉县 ,古称“沔县” ,早在秦汉时期设置县治。

因“沔”字生僻 ,于 1964年改称今名 。据载“汉沔

为形势之地 ,前控六路之师 ,后据西蜀之栗 ,左通

荆襄之财 ,右出秦陇之马 ,兵家之争沔久也。”[ 2] -

156三国时期 , 这里是蜀魏争夺汉中的古战场。

著名历史人物诸葛亮 、曹操 、刘备曾在此地长久活

动 ,诸葛亮在沔屯兵蓄锐 ,北上伐魏长达八年之

久。县境内有古遗址 、古建筑 、古墓葬 、石窟雕像 、

定军山古战场遗址 、武侯墓 、武侯祠 、刘备设坛处 、

古阳平关遗址等古迹名胜 , 古往今来 , 久负盛

名[ 3-18] 。

1.3　地貌与气候

风景区的特点是南北高 ,中间低。总体地貌

构成:①汉江及其支流河浸滩地 ,宽约 500 m;②

阶地 , Ⅰ级阶地面积最广 ,分布在汉江浸滩地直到

低山丘陵地带 ,地域宽广 , 海拔在 538.4 m 至

555.0 m ;Ⅱ级阶地只在丘陵地带分布;③低山丘

陵分布在天荡山与定军山山麓地带;④山地地形 ,

定军山主峰海拔 883 m ,东西逶迤 10多 km[ 5-11] 。

风景区年平均气温 14.2℃, 最高气温

37.9℃,最低气温 -8.3℃, 年均降水量 852.2

mm ,日最大降水量为 133.7 mm 。全年无霜期

234 d ,相对湿度 78%,年平均风速 1.5 m/ s;最大

20 m/ s ,全年主导风为东风
[ 5-10]

。

2　风景资源的调查

2.1　风景资源分类

定军山―武侯墓祠风景区风景资源的调查分

类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风景区规划规

范》(建设部 GB50298-1999)为依据 ,将其分为

自然景源 、人文景源[ 6-53] 两个大类 、6 个中类 、16

个小类。

2.2　风景资源概貌

风景区处于秦岭巴山之间 ,地貌形态丰富 ,水

系发达 ,岗峦起伏 ,泉水棋布 ,自然生态环境非常

优越 。县城之东南 ,有“陕南第一汤”
[ 5-43]

温泉 ,

自古以来 ,声名遐迩 。所有水系中 ,以汉江为最 ,

是重要的景观资源 ,也是城市景观的主题构成。

境内有定军十二峰 ,峰峦叠翠 ,苍葱浓郁 。这些丰

富的自然资源构成了极具原生态效应与发展潜力

的风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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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定军山-武侯墓祠风景区资源分类

风景资源类型

大类 中类 小类

主要景区景点

(代表性旅游资源)

自然

风景

资源

2.地景
(1)大尺度山地 定军山 、天荡山

(3)奇峰 定军山十二峰

3.水景

(1)泉井 “陕南第一汤”温泉

(2)溪流 漾家河 、汉惠渠

(3)江河 汉江

(4)湖泊 尖山水库

(6)瀑布跌水 汉惠渠截江坝

人文

风景

资源

1.园景
(1)历史名园 武侯祠

(7)陵园墓园 武侯墓 、马超墓

2.建筑
(7)纪念建筑 武侯祠 、万寿塔

(6)宗教建筑 定军神庙

3.胜迹

(1)遗址遗迹
定军山古战场遗址 、新石器文化遗址 、仓台遗址 、古阳平

关遗址 、园山子汉城遗址

(4)雕塑 武侯塑像

(8)其他胜迹
张鲁城与烽火台遗址 、雍齿坝 、挡箭石 、诸葛亮读书台 、武

侯制木牛流马处 、刘备设坛处

4.风物
(1)节假庆典 清明庙会

(2)民族民俗 狮子 、龙灯 、社火 、竹马 、彩莲船

2.2.1　武侯文化体系

(1)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武侯墓。勉

县武侯墓 ,是蜀汉丞相诸葛亮的长眠之地 ,位于勉

县城南 4 km 的古战场定军山麓 。南枕山梁 ,北

缘汉江。始建于蜀汉景耀六年(263 年),代有修

葺[ 4-32] 。今庙系清嘉庆七年(1802年)建筑规模 ,

系三院并连 ,整个陵园占地 21.3 hm2 。主要建筑

有照壁 、大门 、献殿 、大殿 、寝宫及厢房等 ,主轴线

为东西方向。大门上方高悬“武侯墓”匾额 ,门上

绘着二龙戏珠 。大殿正中神台之上 ,有诸葛亮泥

塑坐像 ,一手持扇 ,一手握书 ,姿态安详。琴书二

童 ,侍立两旁。大殿后是墓冢 ,墓冢后的寝宫为放

置死者衣物之所 。据载:“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 ,

因山为坟 ,冢足容棺 ,敛以时服 ,不须器物 。”
[ 2-392]

诸葛亮墓冢为覆斗状 ,高约 5 m ,周长 60 m ,有砖

砌花墙围护。墓侧有两株桂树 ,枝叶繁茂 ,如两把

巨伞遮于墓冢之上 ,人称“护墓双汉桂” 。四周有

22株古汉柏 ,高约 30 m ,树龄 1 700 a 以上 ,建墓

时栽种。据说原有 54株 ,象征诸葛亮活了 54岁 ,

现仅存 22株。墓冢前的碑亭中立有二碑 ,碑文一

是“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之墓” ,明万历二十二年(公

元 1594年)立;另一是“汉诸葛武侯之墓” ,清雍正

十三年(公元 1735年)立 。

(2)陕南武侯祠--天下第一武侯祠 。在勉

县城西 4 km 处 ,距武侯墓 5 km ,祠庙座南朝北 ,

南濒汉水(古沔水),正对古金牛道(今 108 国道)

取意于不忘其生前“北定中原 ,收复汉室”之愿。

祠内南北长约 350 m ,东西宽约 150 m 。祠始建

于公元 263年 ,系皇帝(刘禅)下诏并拨银两修建 ,

比成都武侯祠早 41 a。占地约 3 000 m 2 ,有 7进

院落 ,大都为三院并连 ,近百间殿宇 。有殿 、木楼 、

牌坊 、琴楼 、钟鼓楼 、戟门等 ,多为明 、清建筑。祠

内有树龄 400余年 ,国内罕见的珍贵旱莲一株 ,旱

莲现为汉中市树 。拜殿两侧 ,竖有碑石 70余块 ,

历代名人如李白 、苏轼 、王安石 、陆游 、顾炎武等 ,

都在祠内留有诗文刻石。祠内状况基本良好 。

(3)诸葛亮读书台遗址。亦名孔明书台 ,故址

在今勉县城西 5 km 的卧龙岗上 ,台高 6 m ,周长

约 30 m ,占地 500 m2 ,顶上平缓 ,四面开阔。台上

旧有卧龙亭等建筑 ,台后有莲池 ,约 1 334 m
2
,史

传诸葛亮在此挖池种莲 ,莲不数开 ,开必并头 ,旧

为勉县八景之一。

(4)诸葛亮制木牛流马处。诸葛亮制木牛流

马处遗址 ,位于今勉县城东黄沙河与汉江交汇的

三角地带 。蜀汉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出屯汉中 ,

北伐曹操 。常因山路险峻 ,粮草接济困难 ,遂研制

木牛流马 ,成为当时一种先进的运输工具
[ 1-398]

。

遗址占地 300 m2 ,有一六角古亭 ,亭内有古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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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高 1.2 m ,宽 0.6 m ,上刻“汉诸葛武侯制木牛

流马处” ,此遗址保护良好 。

2.2.2　三国历史古战场体系

(1)定军山古战场遗址。定军山 ,在县城南 5

km 的定军镇诸葛村 ,是著名的古战场 。叠秀峰

十二 ,与群山绝殊[ 3-48] 。主峰以东的中山子 ,似

一圆珠 ,东西两侧山脉起伏 ,各似一龙 ,故称“二龙

戏珠” 。山下西北角即为武侯墓。主峰顶原有“古

定军山”石碑一通 ,苔藓斑驳 ,字迹尚可辨认 。石

山子山腰突起一石壁 ,高 3 m ,宽约 2 m ,中开一

缝 ,宽窄不一 ,相传为诸葛亮当年练兵演武用以遮

挡敌箭的“遮箭牌” 。山旁又有黄忠斩夏侯渊的

“斩将桥”和用细花纹薄页汉砖砌成的“八角琉璃

井” ,山南有天然锅底形大洼 ,周长约 1.5 km ,相

传是诸葛亮“可屯万兵”的“仰天洼” ,中有“诸葛

井”和“饮马池” 。山北沃野广袤 ,阡陌纵横 ,村舍

俨然 ,为当年诸葛亮布“八阵图”设“督军坛”之武

侯坪 。定军山在三国蜀魏战争中有着重要的军事

地位 ,特别是曹刘争夺汉中的定军山之战 ,确立了

三国鼎立局面。诸葛亮休士劝农 ,六出祁山 ,五伐

曹魏 ,始终以定军山为根据地 ,在此度过了他一生

中政治 、经济 、军事 、科技方面最辉煌的八年 ,死后

又遗命葬于定军山下。所有这些 ,使定军山名垂

青史 ,享誉海内外 。现京昆高速勉县引道自定军

山东 1 km 处经过 ,交通条件优越。

(2)刘备设坛处 。先主初为汉中王设坛处 ,亦

名“兴刘寨” ,在勉县城东 2.5 km 的旧州铺街西。

这里是刘备初为汉中王 ,隆重举行称王大典的遗

址地 。东汉建安年间 ,刘备并刘璋 ,北定汉中定军

于此 。原坛址早已湮没 ,只留有清光绪二十九年

(公元 1903年)刻立的“先主初为汉中王设坛处”

碑石一通 ,在今址院内。

2.2.3　名人轶事及典故

(1)张鲁城与烽火台遗址。张鲁城与烽火台

遗址在县城西 7 km 走马岭上 ,与古阳平关遥相

对峙 。据载“初平二年(191)刘焉牧益州 ,以张鲁

为督义司马 , 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谷

道。”[ 1-39 8] 东汉时期 ,张鲁曾在此筑城扼守 。建安

二十年(215)张鲁被曹操征服 ,城夷为废墟
[ 5-59]

。

走马岭又名烽燧山 ,古为通蜀要道 ,行军走马往来

熙攘 ,最高海拔 1 036 m ,两山夹峙 ,东依尽水 ,南

临汉江 ,山顶平缓 ,城堡旁有烽火台 ,俗名烟洞峁。

(2)雍齿坝。雍齿坝 ,又作雍池坝 ,在县城东

15 km 的金泉镇雍齿村 。雍齿 ,沛邑中阳里人 ,随

刘邦起兵抗秦 ,秦胡亥二年 ,雍齿守丰邑 。魏人攻

丰 ,雍齿降魏 ,抗拒刘邦 ,后降汉 ,屡立功 。刘邦恨

他反复无常 ,欲杀之 。高祖六年大封功臣时 ,内部

矛盾激化 。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 ,群

臣见雍齿封 ,则人人自坚矣”[ 4-109] 。刘邦为缓和

矛盾 ,稳定政权 ,违心地封雍齿为什邡候 ,当时什

邡为汉中属地 。

(3)黄忠下马石 。定军山背面仰天洼南侧地

岩石上有一巨形脚印 ,传为当年老将黄忠刀劈夏

侯渊后在此下马所致 ,故称为“黄忠下马石” 。

(4)挡箭石 。石山子半腰突起一石壁 ,高 3 m

多 ,宽约 2 m ,中开一缝 ,宽窄不一。据载原石缝

中有一箭矢 , “摇之则动 ,拔之不出” [ 4-110] ,传为诸

葛当年练兵演武用以遮敌箭的“挡箭石” 。

2.2.4　民俗文化遗址

(1)万寿塔 。万寿塔在县城西 5 km 古阳平

关东门外 。汉惠渠流经塔基之南 ,北邻 108国 ,东

距武侯祠约1 km ,古迹保护面积 400 m
2
。建于明

万历十七年(1589)。塔十一层 ,六边形 ,空心 ,砖

石结构 ,高 24.85 m ,石基座周长 17.4 m ,直径 6

m ,自下而上逐层递减;结构严谨 ,第二层至八层 ,

每层有龛 ,底层向西有门
[ 4-110]

。现为勉县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2)古阳平关遗址 。古阳平关遗址在县城西

4km 老城 ,原有一关楼 ,额“古阳平关” 。东汉建

安二十年(215),曹操攻张鲁 ,鲁使其弟与将杨昂

等据守阳平关;蜀汉后主建兴五年(227),诸葛亮

出屯汉中 ,营于沔北阳平 、石马 ,皆即此地。“县东

关土城即古阳平关 ,一名白马城 ,一名尽口城 ,自

三国南北朝皆为重镇 。明洪武四年(1371),知州

王昱由沔州迁治于西山谷口 ,即今城也。”[ 4-111] 现

为勉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3　风景资源评价

3.1　风景区风景资源总体评价

评价方法:风景区的总体评价采用综合评价

层的四项指标进行。

评价结果(见表 2)。

3.2　风景区景点景群评价

评价方法:风景区的各个景点和景群评价采

用层次分析法进行。

评价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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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定军山-武侯墓祠风景区总体评价

评价项目 1.景源价值(70) 2.环境水平(20) 3.利用条件(5) 4.规模范围(5)

综合评分 55 13 3 2

定级评价 二级景源

表 3　定军山-武侯墓祠风景区景点景群评价

综合

评价层
权重

项目

评价层
权重 武侯墓 定军山 武候祠

马超

墓祠

古阳平

关———

万寿塔

汉江

滨河带

温泉

疗养区

武侯

读书台

刘备

设坛处

汉惠渠

截江坝

景源

价值
70

欣赏

价值
20 13 15 13 10 8 18 10 8 6 9

科学

价值
15 13 11 10 10 10 5 5 6 6 5

历史

价值
15 13 12 11 10 10 5 2 5 7 2

保健

价值
5 2 2 1 0.5 1 3 4 0 0 0

游憩

价值
15 10 12 10 6 5 13 12 5 3 6

环境

水平
20

生态

特征
8 6 7 6 5 5 7 6 5 4 6

环境

质量
6 5 5 5 4 5 5 5 3 2 3

设施

状况
4 2 1 3 2 1 0 3 0 0 1

监护管理 2 1 0 1 1 0 0 1.5 0.5 0.5 1

利用

条件
5

交通

通讯
2 2 1 2 2 2 1 1.5 1.5 1 1.5

食宿

接待
1 1 1 1 1 1 1 1 1 1 1

客源

市场
1 1 1 1 0.8 0.5 0.5 1 0.6 0.7 0.3

运营

管理
1 0.5 0.5 0.5 0.5 0.5 0.5 1 0.5 0.2 0.5

规模

范围
5

面积 2 1 1.5 1 1 1.2 1.5 1.5 0.5 0.5 1

体量 1 0.5 0.7 0.5 0.4 0.5 0.6 0.8 0.4 0.3 0.6

空间 1 0.3 0.6 0.3 0.2 0.5 0.6 0.6 0.3 0.2 0.5

容量 1 0.2 0.6 0.3 0.1 0.5 0.8 0.6 0.2 0.1 0.4

总得分 71.5 71.9 66.1 55.5 51.7 62.5 56.5 37.5 32.5 38.8

等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四级 三级 四级 四级 四级 四级

3.3　结论

风景区的单体景点和景群价值不高 ,但整个

风景区的组合价值却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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