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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三国文化遗存的类型、特点和分区 

刘斌1 

(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四川地区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核心区域，分布着大量的三国文化遗存。2011 年起，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全国三国

文化研究中心) 启动“全国三国文化遗存调查”项目，首先对四川地区现存的三国文化遗存进行了实地调查。经整理，发现这

些遗存可划分为遗迹类、祠庙类、碑刻类、墓葬类、城址类 5 种类型，并根据遗存所反映出的特点将其划分为两个大区。 

关键词: 四川； 三国文化遗存； 类型； 特点； 分区 

中图分类号:K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 － 342(2019)01 － 48 － 06 

公元 214 年，刘璋投降，刘备占领益州，自领“益州牧”。益州是古蜀国地域，历史上常称为“蜀”或者“蜀地”。公元 219 

年，刘备取得汉中之战的胜利，自称“汉中王”。公元 221 年 4 月，刘备在成都武担山之南称帝，国号“汉”都“成都”，改元

“章武”，史称“蜀汉”。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先主刘备的章武元年( 公元 221 年) ，蜀汉占有益州一地，主要包括今天

的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省南部和重庆市。而本文涉及的主要区域为四川省地区。 

四川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核心地区，分布着大量三国文化遗存，而这些遗存是三国文化最直接的载体，更是不可再生的

文化遗产。根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调查统计数据，四川三国文化遗存多达 310 余处，遍及成都、绵阳、德阳、广元、南充、巴

中、达州、宜宾、泸州、乐山、广安、内江、雅安、凉山州、攀枝花、阿坝州等地区。①2011 年－ 2017 年，我们对四川省境

内的三国文化遗存点位进行了实地调查，初步掌握了这些点位的分布、保存状况、时代等多方面基础信息。 

一、三国文化遗存的类型 

根据对上述各地区各点位的实地调查，从其本身的时代、性质、文化因素等方面，可将三国文化遗存分为五大类: 遗迹类、

祠庙类、碑刻类、墓葬类、城址类。 

( 一) 遗迹类 

通过实地调查，与三国文化有关的遗迹共有 185 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与诸葛亮有关的遗迹 

诸葛亮( 181 － 234) ，字孔明，琅琊阳都( 今山东沂南县) 人。公元 207 年，诸葛亮受刘备三顾之托，出山辅佐，促成

孙刘联盟，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刘备逐步夺占荆州、益州，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毕生以兴复汉室、重振社稷为己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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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征北伐，历尽坎坷，最终鞠躬尽瘁，矢志不渝，直至病逝于前线，死而后已。与诸葛亮有关的遗迹数量最多，共有 73处。根

据区域划分主要有: 

成都地区有 12 处，分别是万里桥、九里堤、弥牟三国八阵图遗址、葛陌、牧马山、孔明乡、马刨井、骑龙山古驿道遗址、

汉代古火井遗址、古石山冶铁遗址、点将台、都江堰。 

德阳地区有 1 处，点将台。 

绵阳地区有 12 处，分别是涪水诸葛营、七星山、演武铺、一炷香、送险亭、诸葛寨、卧龙山、孔明泉、拴马树、饮马池、

马蹄印、江油关遗址。 

广元地区有 6 处，分别是明月峡古栈道、筹笔驿、抄手铺遗址、柳沟武侯桥、武功桥、普安武侯桥遗址。 

宜宾地区有 12 处，分别是安远寨、古校场、大营盘、二营盘、三营盘、留耕场、龙华古镇、孔明井、点将台、观斗山、龙

虎洞、永赖同功。 

乐山地区有 1 处，点将台。 

凉山州地区有 29 处，分别是孔明山、鱼( 拉) 古渡、龙湖雄关、三和台、石仗空、双乳峰、哑泉、诸葛亮点将台、美姑河、

四开蜀汉军屯遗址、孔明寨、皎平渡、甸沙关、华弹渡、小相岭、登相营、孙水关遗址、零关古道、孔明堡、大陷漕、小陷漕、

输家坡、百丈坡、扁担岩、懒坎坝、倒马坎、梳妆台遗址、孔明道、烽火台。 

2. 与刘备有关的遗迹 

刘备( 161 － 223) ，字玄德，涿郡涿县( 今河北涿州) 人。早年历经坎坷。公元 207 年，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年仅 27 岁

的诸葛亮辅佐自己，其后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并逐步夺占荆州、益州，建立了蜀汉政权。四川地区是蜀汉政权最核心的统治

地区，与刘备有关的遗迹共有 18 处。根据区域划分主要有: 

成都地区有 4 处，分别是洗面桥、武担山、黄龙溪、慈云寺。 

德阳地区有 3 处，分别是广汉金雁桥、换马沟、金雁桥。 

绵阳地区有 11 处，分别是富乐山、游兵坝、御马岗、饮马缸、马蹄印、拴马树、古柏王、万寿山、五层山、涪城坝、刘家

营。 

3. 与张飞有关的遗迹 

张飞，字益德，涿郡涿县( 今河北涿州) 人。他和关羽都是最早追随刘备起兵的重要将领。张飞作战勇猛被称为一世虎将。

与张飞有关的遗迹有 11处。根据区域划分主要有: 

成都地区有 2 处，分别是桓侯巷、张飞营。 

绵阳地区有 4 处，分别是张飞饮马渡、瓦口关、趟脚石、老马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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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地区有 2 处，分别是拦马墙、张飞井。 

南充地区有 2 处，分别是瓦口隘、梁山关。 

达州地区有 1 处，八山古战场。 

4. 与姜维有关的遗迹 

姜维，字伯约，天水冀县( 今甘肃甘谷) 人。是三国后期蜀国的重要将领，与其有关的遗迹有 12处。根据区域划分主要有: 

雅安地区有 2 处，分别是平襄楼、姜侯祠牌坊。 

绵阳地区有 1 处，营盘嘴。 

广元地区有 1 处，姜维井。 

阿坝州地区有 8 处，分别是古城墙、三国点将台、校场坝、姜射坝、姜维巷、姜维故道、朴头山姜维故道、朴头山石刻题

记。 

5. 其他遗迹 

与赵云有关的遗迹有 4 处，分别是成都的洗马池、望羌台、石经寺，德阳的赵家营； 与邓艾有关的遗迹有 7 处，分别是

成都的火烧坡古战场遗址，绵阳的养马峡，广元的青川阴平古道、写字岩、点将台山、落衣沟，阿坝州的下马岩栈道遗址； 与

高颐有关的遗迹是雅安的高颐墓墓阙、石刻及石兽； 与关羽有关的遗迹是广元的高庙铺遗址( 关羽驿站) 和阿坝州的关帝庙戏

台； 与刘禅有关的遗迹是成都的八角井和阿坝州的玉垒山； 与董允有关的遗迹是泸州的董允故里摩崖石刻； 与陈寿有关的遗

迹是南充的万卷楼和陈寿故居； 与周仓有关的遗迹是阿坝州的周仓背石塞雁门和周仓扫江； 与庞统有关的遗迹是德阳的落凤

坡； 与关索有关的遗迹是成都的关索寨； 与严颜有关的遗迹是成都的石象寺； 与张松有关的遗迹是成都的张松故里； 与马

超有关的遗迹是成都的马超坪；与王晖有关的遗迹是雅安的王晖石棺及石刻； 与李福有关的遗迹是绵阳的李福阙； 与李严有

关的遗迹是绵阳的李严故居； 与邓芝有关的遗迹是绵阳的邓芝阙； 与杨修有关的遗迹是绵阳的杨修阙。还有雅安的永兴寺、

宝子山冶铜遗址、清溪古道遗址； 德阳的白马关； 绵阳的古蜀道、古道、江油汉王坪遗址；广元的天雄关、松宁桥、汉源驿

址( 驿站) 、翠云廊、剑门关址、武连南桥址； 巴中的写字岩石刻、米仓道、米仓道二洞桥遗址、米仓道过溪桥遗址； 达州

的渠县汉阙群； 宜宾的龙华古镇、龙华古镇三国故事浮雕、安上； 泸州的龙透关； 乐山的杨公阙； 凉山州的半站营古驿道

遗址、东坪冶铜铸币遗址、海棠北城门、海棠镇卷洞桥及古道； 阿坝州的玉液池、藏兵洞、藏书洞、布瓦山、罢刀寨、牛脑寨、

克枯栈道、月里牧马场的三国遗迹。 

( 二) 祠庙类 

祠庙类，共 49 座，是指祭祀有关三国人物的祠、庙，细分为祭祀诸葛亮的武侯祠、祭祀关羽的关帝庙或武庙、祭祀张飞的

桓侯庙和祭祀其他相关人物的祠、庙。 

1. 武侯祠 

诸葛亮一生功勋卓著，生前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为“忠武侯”。历年来，各地的人们为了纪念诸葛亮自发为他修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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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庙，这些祠庙通常称为“武侯祠”，也有称“诸葛武侯祠”“孔明庙”“忠武侯庙”“孔明堂”“汉相祠”“武侯阁”“丞相祠”“诸

葛庙”等。通过调查共有 12 座，其中成都 1 座、雅安 1 座、绵阳 3座、宜宾 2 座、内江 1 座、泸州 2 座、凉山州 2 座。 

2. 关帝庙 

关帝庙是祭祀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而修建的祠庙，也称关羽庙。关帝庙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人们

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而关羽也被后人尊称为武圣关公。通过调查共有 16 座，其中成都 4 座、雅安 2 座、德阳 1 座、绵阳 1 座、

巴中 4 座、宜宾 1 座、泸州 1 座、广安 1 座、阿坝州 1 座。 

3. 桓侯庙 

桓侯庙是祭祀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张飞而修建的祠庙。通过调查共有 5 座，其中广元 1 座、南充 1座、巴中 1 座、宜宾 1 座、

泸州 1 座。 

4. 祭祀其他相关人物的祠、庙 

与武侯祠、关帝庙、桓侯庙相比，祭祀其他人物的祠、庙数量较少，共 17 座。其中有成都地区的娘娘庙、黄忠祠、子龙庙、

子龙祠、先主祠； 雅安地区的姜公庙大殿； 有德阳地区的诸葛双忠祠、秦祖殿、庞统祠； 绵阳地区的魏延祠； 有广元地区

的邓艾祠、平襄侯祠； 有南充地区的谯周祠； 有凉山州地区的孟获殿、关索庙； 有阿坝州地区的姜母庙、川主祠。 

( 三) 碑刻类 

碑刻共有 11 块，主要有成都地区的《征西将军马超墓》碑、《汉骠骑将军领凉州牧乡侯谥威侯马公墓志》碑、《八阵图记》

碑、《汉后帝读书处》碑刻； 雅安地区的《高君颂》碑、《汉奉车都御卫孝廉字继故里》碑、《何君尊楗阁》碑、《汉故领校巴郡

太守樊府君》碑； 绵阳地区的《汉守将马邈忠义妻李氏故里》碑； 阿坝州地区的《关帝庙》碑、《关帝庙功德》碑。 

( 四) 墓葬类 

墓葬类共 39 处，主要有成都地区的惠陵、张飞衣冠墓、黄忠墓、马超墓、子龙墓、白虎夷王墓、张松墓、马岱墓、五道渠

蜀汉墓、董场乡三国画像砖墓； 德阳地区的张任墓、邓芝墓、马岱墓、绵竹诸葛瞻父子墓、秦宓墓、庞统墓、血坟、张任墓、； 

雅安地区的三合村蜀汉墓、高颐墓、姜维墓、王晖墓地、关帝庙汉墓；绵阳地区的蒋琬墓、梓潼三堆子、诸葛乔墓； 广元地区

的鲍三娘墓、费墓、邓艾墓、平襄侯墓； 南充地区的谯周墓、王平墓； 巴中地区的严颜墓； 泸州地区的董允墓； 宜宾地区

的孟获坟、周家咀墓； 阿坝州地区的姜维城墓、芤山孔明墓、廖化墓。 

( 五) 城址类 

城址类共 16 处，主要有成都地区的白虎夷王城址； 德阳地区的雒城遗址、绵竹城遗址； 雅安地区的严道城址、古城坪遗

址、孟获城、姜城遗址； 广元地区的苟家坪遗址、青树子汉德县城址； 巴中地区的平梁城遗址、牟阳城遗址； 凉山州地区的

高枧汉城遗址、冕宁关索城、诸葛城； 阿坝州地区的姜维城、理县杂谷唐无忧城遗址。 

二、三国文化遗存的特点 

( 一) 分布范围广、部分区域相对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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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四川地区三国遗存的实地调查和点位资料的认真整理，发现其遗迹的分布特点首先是，分布范围广，几乎覆盖了整

个四川地区。其次，某些地区的三国文化遗存相对集中，数量多、密度大。成都地区是三国文化遗存最为集中的地区，共有 53 处。

其次是绵阳地区，共有 49 处。除成都和绵阳地区外，拥有三国文化遗存数量在 20 处以上的地区有 6 个，分别是凉山州地区

40 处、阿坝州地区 31 处、广元地区 30 处、雅安地区 25 处、德阳地区 23 处、宜宾地区 20 处。 

( 二) 点位多与民间故事和传说联系紧密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四川地区现存的三国文化遗存多数与附加的传说和故事联系紧密，也受到明清以来三国小说流行的影

响。 

鲍三娘墓位于广元市昭化区鸭浮村曲回坝，距昭化古城北 5 公里处的白龙江畔。该墓现为一不规则的穹形土冢，冢南北长

21 米，东西宽 19 米，高 4米，周长 4 米，面积 399 平方米。墓顶杂草丛生，经清理后发现墓顶中央有一盗洞。墓前有一碑，

刻有“汉将军索妻关夫人之墓”，墓碑为红砂岩质地，风化较严重，字迹剥落。鲍三娘墓是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相传鲍三娘为

关索之妻，建兴五年( 公元 227 年) ，关索与鲍三娘屯兵汉寿( 今昭化古城) ，镇守葭萌关。景耀六年( 公元 263 年) ，曹魏

伐蜀，兵临葭萌关，鲍三娘战死。后人为纪念鲍三娘的功绩，将其安葬在她生前操练兵马的曲回坝上。但三国历史上是没有关

索和鲍三娘这两个人物的。 

张飞衣冠墓位于成都市武侯祠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该墓现存封土堆高约 4 米，周长约 50 米，墓前有一块石碑，字迹十

分模糊不可考证。该墓在进行考古发掘之前，普遍被人们认为是张飞墓，而且这种说法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代。 

《明一统志》卷六十七《成都府》记载: “张飞墓在万里桥南。飞为帐下张达所杀，持其首奔吴。此特葬其躯耳”。 

清代书籍对该墓的记载，内容大致相同。1985年，四川省及成都市文物考古部门对该墓进行了考古发掘，该墓封土堆高 10. 

41 米，墓葬为长方形券拱顶砖石墓，墓门由青石砌筑，棺台位于墓室后部，棺木并列放置于棺台之上，已朽。出土近百件陶器

和铭文砖，主要有人物俑、动物佣、乐器和其他生活用具等。通过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类型研究，该墓被普遍认为是东晋成汉

时期的墓葬。明清时期，《三国演义》被广泛流传，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共创大业的故事深受广大百姓的喜爱，并深刻地影响着

人们的思想意识与精神。成都是蜀汉政权的核心区，该墓在刘备惠陵和关羽衣冠庙的附近，将其附会成张飞的墓，可能体现出

当时人们对三位英雄的怀念之情以及对他们三人兄弟情谊的崇拜，是人们精神需求的突出表现。 

( 三) 部分遗迹具有趋同性 

四川地区与三国文化相关的遗存数量非常多，但是存在一定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点位的名称上和内容上。名称上看，一

共有 5 处诸葛亮点将台、2处诸葛寨。同时，遗迹名称中带有诸葛、孔明、张飞、姜维等文字的遗存较多。 

内容上看，一般被称作× × 营、× × 坝、× × 场、× × 寨的遗存，大多被传为相关人物的屯兵处、练兵场及所经

过之处。 

( 四) 诸葛亮对整个四川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川本地人对诸葛亮是非常尊重和崇拜的。在所有的调查遗迹中表现十分明显，与诸葛亮有关的遗存有 73 处、祠庙 12 座，

数量占所有遗存四分之一以上，主要分布在成都、雅安、德阳、绵阳、乐山、内江、广元、泸州、宜宾、凉山州等十个地区，

说明诸葛亮在四川各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遗留下这么多与其有关的遗存。12 座武侯祠也分布在成都、雅安、绵阳、宜宾、内

江、泸州、凉山州等地区。武侯祠作为专门祭祀诸葛亮的场所，在四川地区分布众多，说明四川的人民十分尊敬诸葛亮，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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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纷纷修建武侯祠用以祭祀诸葛亮。很多武侯祠修建起来后，各地政府、官员甚至百姓都会主动维护或重修，这样既保证了武

侯祠日常祭祀活动的顺利进行，也反映了各地对武侯祠的重视。从部分地区的遗存中反映出诸葛亮一人独大的情况，凉山州地

区是诸葛亮南征路线上十分重要的一个地区，通过实地调查该区域有与三国文化相关的遗存点位 40 处，其中 32 处都与诸葛亮

有关，如孔明山、拉古渡、三和台、双乳峰、哑泉等遗迹。而《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建兴三年春，亮南征。由水路至安

上入越。别遣马忠伐，李恢向益州。”说明当时兵分三路，马忠队伍的南征路线是今天的贵州地区，李恢队伍的南征路线是今天

的四川、云南部分地区，这些蜀汉臣将也为整个南征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应该留下很多关于他们的三国遗存，但在整个四

川地区的调查中很少发现。这充分说明了诸葛亮自身的魅力掩盖了其他人的锋芒，也反映了诸葛亮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光辉

形象。 

三、三国文化遗存的分区 

从以上三国文化遗存的数量、类型及特点来看，四川省的三国文化遗存十分丰富，遍布了省内大部分地区，但主要集中于

几个重点地区，而且各类型三国文化遗存的分布因地域不同而极不平衡。可以从两个大的区域来看各三国文化遗存的类型分布

情况。 

( 一) 成都地区 

公元 221 年，刘备在成都武担山之南称帝，都城是成都。成都是蜀汉政权的核心区域，存在很多有关三国文化的遗存。据

统计，成都存在与三国文化有关的遗存有 53 处，是四川省拥有三国文化遗迹最多的地区。同时，遗存本身具有类型全面、内容

丰富的特点。在类型上说，上文中划分的遗迹类、祠庙类、碑刻类、墓葬类、城址类等五种类型在成都地区均有体现。在内容

上，各点位所涉及到的三国历史人物十分丰富，包括诸葛亮、刘备、关羽、赵飞、赵云、黄忠、马超、刘禅、邓艾、严颜、张

松等人物； 内容包含生活、政治、军事、生产、住所、墓葬等多方面。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成都在当时的核心地位。 

( 二) 伴随着军事行动的地区 

从刘备入蜀建立蜀汉政权开始，刘备及诸葛亮在政治、经济、农业、文化等方面对蜀地进行了大范围的治理，同时也伴随

着几次大的军事行动，留下了有关三国文化的遗存。 

1. 川东北地区 

该地区主要包括德阳、绵阳、广元南部、南充、巴中、达州等地区。主要发生的历史事件是诸葛亮率军入蜀，建立蜀汉政

权。公元 211 年，刘备留诸葛亮与关羽镇守荆州，自率军队逆江而上到达江州，又取嘉陵江道上至垫江，沿涪水上溯，到达涪

城( 今绵阳) 。刘备没有立刻夺取成都，而是接受了刘璋给他的白水关、白水军的指挥权，率军北上，到达葭萌，在葭萌驻扎

一年后，率军攻打涪城，进围雒城，同时，诸葛亮得到命令后率军入蜀，与张飞、赵云打下江州后，诸葛亮率军向成都进发，

张飞率军北行逆垫江向巴西，赵云率军逆长江攻江阳。刘备围攻雒城一年后攻下雒城，与诸葛亮、赵云、张飞一起合围成都，

最终于公元 214 年攻占成都。通过实地调查，与刘备入蜀有关的三国遗存有游兵坝、御马岗、雒城、富乐山、落凤坡等。 

2. 川西南地区 

该地区主要包括雅安、乐山、宜宾、泸州、凉山 

州、攀枝花等地区。主要发生的历史事件是诸葛亮南征。公元 223 年 4 月，刘备病逝，南中地区的土著民族、大姓豪族、

部分官员先后叛乱，杀害驱赶郡县官吏，投靠东吴。公元 225 年 3 月，诸葛亮经过充分的准备后，率大军南征平叛，并决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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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大军兵分三路而进，三军大体于年底前凯旋。诸葛亮率西路军从西路进攻，从成都到安上( 屏山县西新市镇) ，然后由陆路

入越 ； 主攻目标为南中叛乱的首发地越 、南中叛乱的首领、叛乱中唯一公开称王的高定部。李恢率中路军由平夷( 毕

节) 至建宁( 曲靖) ，主攻目标为盘踞在建宁一带的雍。马忠率东路军进攻 ，由江阳( 今泸州) 入贵州境； 主攻目标为

据守在 一带的朱褒部。通过实地调查，该地区与战事有关的遗存有四开蜀汉军屯遗址、孔明寨、丞相祠、观斗山、孟获城

等。 

3. 川北地区 

该地区主要包括德阳、江油、广元西部及北部、阿坝州等地区。主要发生的历史事件是曹魏伐蜀。公元 262 年，司马昭决

定伐蜀。公元 263 年，命令军队攻打蜀国。钟会率先率军攻打汉中，但屡攻不克。而邓艾率领军队从阴平道攻打蜀国，十分顺

利，未遭到蜀汉军队的大力抵抗，邓艾过阴平后，蜀汉军队节节败退。邓艾的军队迅速打到江油、雒县等地，其后刘禅投降。

通过实地调查，与曹魏伐蜀有关的三国遗存主要有养马峡、阴平古道、写字岩、落衣沟、姜维井、点将台山、下马岩栈道遗址

等。 

四川地区是蜀汉政权的主要统治区域，分布着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三国文化遗存。通过调查四川

地区三国文化遗存，初步掌握了四川地区有关三国文化的遗迹现状，对每一处点位进行整理后发现: 一是成都地区的三国文化

遗存，内容最为丰富，涉及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最多； 二是分布在成都地区以外的三国文化遗存大部分都与相应的历史事件

有关( 刘备入蜀、诸葛亮南征、曹魏伐蜀) ，军事路线附近的遗存尤为丰富。 

注释: 

①资料均经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全国三国文化遗存调查组实地调查，目前已出版《全国三国文化遗存( 成都地区) 调查报告》

( 科学出版社 2016 年) ，其余资料尚在整理过程中。因此，后文所提及各处点位只保留名称，不补充具体信息。 

②较有代表性的有王毅、罗伟先《成汉墓考古记》，《成都文物》1986 年第 2 期； 林集友《成都外南成汉墓主试探》，《四

川文物》1989 年第 6 期； 吴怡《成汉墓小考》，《四川文物》1992 年第 2 期； 林集友《成都外南成汉墓主再探》，《四川文物》

199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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