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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寻访文化遗存

!

精心打造文化名片

!

倾力助推文化产业

!

全面展示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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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蜀汉后主刘阿斗

是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
!

可是
"

这位亡国之君在自炎兴元年
#

n

o "#$8

$

投降司马昭至晋泰始

七年
#

no %&'8

$

去世这漫长的

!

年间
"

他的行踪和经历在史籍

上无任何记载
"

竟是一段空白
%

然而
"

在鹤山区鹤壁集乡的

蜀村
&

pqrstu

$

一带
"

阿斗

晚年的生活故事在百姓中盛传至

今
"

千古不衰
%

蜀村人乃至毗邻的

安阳市的百姓对蜀村曾是放逐刘

禅之地确信无疑
%

按照蜀村一带

百姓的说法
"

刘阿斗将前人打下

的蜀汉江山断送了
"

胜者为王
"

败

者为寇
"

亡国之君历来不招人待

见
"

他投降司马昭以后的经历自

然无人问津
"

史书上除了讥讽他

'

乐不思蜀
(

之外
"

并没有记载他

被放逐到蜀村以后的情况
%

!"#$%&'(

鹤壁集乡蜀村是个久负盛名

的花卉之乡
%

相传
"

"#$$

多年前

的刘阿斗投降后被司马昭放逐到

蜀村
"

他在蜀村养花种草
"

与民同

乐
"

从此这里的养花传统世代相

传
%

这些年来
"

观赏花卉已不是人

们到蜀村来的唯一目的
"

村东的

阿斗寨成了大家追寻阿斗当年生

活足迹的必到之处
%

阿斗寨与蜀村之间仅隔着一

条清澈见底的小河
"

当地人称其

为金线河
%

记者在当地热心村民

的带领下跨过金线河
"

便来到了

距蜀村不到
$%&

公里的阿斗寨
%

今年
''

岁的村民侯桃山在当地

是个有名的
)

三国通
(!

他告诉记

者
"

刘禅身为三国时期的蜀汉后

主
"

当他看到蜀国大势已去
*

国将

不国的时候主动自缚降魏
"

由于

他
+

乐不思蜀
("

消除了司马昭的

猜忌
"

投降后他便被封为
+

安乐

公
("

传说他被封为
+

安乐公
(

后不

久就从洛阳放逐到了蜀村
!

在前往阿斗寨的路上
"

侯桃

山等村民们一打开话匣子
"

便滔

滔不绝地为记者讲述起刘阿斗的

故事来
!

村民们说
"

蜀村方圆一二

十里内大多地名的来历都与刘阿

斗有关联
"

像龙宫
*

马庄
*

闾寨以

及安阳境内的龙泉
*

彰武等等
"

每

个地名都包含着阿斗的历史传

说
"

蜀村这一地名就更是如此了
!

传说与蜀村毗邻的鹤壁集乡龙宫

村曾有阿斗所住的
+

龙宫
(,

蜀村

周边的七个闾寨
&

b

$*

四个马庄

&

b

$

分别是司马昭为监视刘阿斗

而驻扎军队和饲养战马的地方
,

蜀村南边有座小山自古被称作将

军寨
"

当年带兵监视刘阿斗的一

个将军死在这里后就埋在这座小

山上
"

后人便称其为将军寨
,

因巴

蜀地区有条金沙江
"

阿斗来到蜀

村后村旁这条河就一直被称为金

线河
,

紧靠蜀村北边的安阳龙泉

镇龙泉村是刘阿斗取水和饮马的

地方
"

后取名龙泉
,

蜀村北边还有

个村名叫彰武
"

相传也是以阿斗

的父亲
-..

蜀汉先主刘备的年号

+

章武
(

命名的
//

阿斗寨坐落的这个小山名为

阿斗山或万柏山
0

放眼望去
"

只见

山上万木葱绿
"

山下碧水环绕
"

说

这里山清水秀当不为过
%

村民王

海生对记者说
"

他从小就听老人

们说金线河从前河面宽阔
"

可以

行船
"

河里鱼虾无数
%

阿斗山上的

柏树虽历经砍伐却越伐越旺
"

当

年刘阿斗闲得无聊时经常在山上

数有多少棵柏树
"

有一回连续数

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没数清
"

于是

刘阿斗便对身边的人说
"

干脆叫

它万柏山吧
%

村民们不无遗憾地

告诉记者
"

根据祖祖辈辈的传

说
"

他们这一带有阿斗留下来的

很多历史遗迹
"

可是在漫漫历史

长河中
"

这些遗迹基本上都被毁

灭掉了
"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最

有价值的遗存当数蜀村的阿斗寨

了
%

来到山顶
"

首先见到的是保

存尚为完好的古老的寨门
"

村民

告诉记者
"

进了寨门就是阿斗寨

了
%

只见寨门已经有一部分埋于

土中
"

门额上三个石刻楷书大字

依稀可见
"

尚能看出
+

中山寨
(

三

个字来
%

关于
+

中山寨
(

题字
"+

三

国通
(

侯桃山介绍
"

当年刘
*

关
*

张

+

桃园三结义
(

时
"

刘备宣称自己

是
+

中山靖王
(

之后
"

从此浴血奋

战几十年才打下了蜀汉江山
"

后

来刘阿斗继承帝位长达
($

余年
"

最后投降司马昭并被软禁在蜀

村
"

他在怀念先人的同时内心又

充满愧疚
"

于是便在寨门上题写

了
+

中山寨
(

三字
"

以表达内心深

处的愧疚之情
%

进入寨门
"

里面便是一大片

开阔的平地
"

平地四周
"

壁立陡峭

的石砌寨墙高度在
)$

米上下
"

但

多处已经坍塌
%

平地的中央还残

存着一片古建筑的废墟
"

残碑散

落遍地
"

一块龙头碑的断片上依

稀可见
+

流芳百世
(

字样
%

村民们

介绍
"

阿斗死了以后
"

他在这儿的

住所逐渐被改建成了庙宇
"

并在

经过了无数次维修和建设后规模

十分宏大
%

可是
"

在上世纪的抗日

战争时期
*

阿斗寨被战火毁坏得

差不多了
"

直到后来的
+

文革
(

前

期
"

这里的古建筑最终被毁坏殆

尽
"

上面的木材和石料都被运到

山下
"

用于兴修水利和建造房屋

了
%

村民告诉记者
1

现在我们看见

的这几间简易的房子
"

是几年前

村民自发集资在废墟上建起来

的
*

专门用来免费接待前来阿斗

寨游览的各地游客的
%

)*+,-'

记者与随行的村民登上阿斗

寨时
"

正赶上几位村民在这里演

唱戏曲
2

诸葛亮吊孝
34

侯桃山告

诉记者
"

附近的群众平时喜欢聚

集到阿斗寨谈论三国故事
"

唱一

唱三国戏曲
%

他说
"2

三国演义
3

塑

造了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形象
"

从而让一个才疏学浅
*

碌碌无为
*

贪生怕死
*

乐不思蜀的蜀汉后主

家喻户晓
%

然而
"

蜀村一带的百姓

对文学作品中刘阿斗的形象并不

认可
"

他们反倒认为刘阿斗在刘

备死后能够使蜀国继续存在了

($

余年
"

这本身就说明阿斗并非

庸碌无能之君
%

与侯桃山有着基本一致看法

的王海生同样酷爱有关三国的各

种历史书籍
"

他说
"

刘备生前
"

诸

葛亮曾夸赞刘禅聪明
%

诸葛亮还

在
2

与杜微书
3

中这样评价刘禅
1

+

朝廷年方十八
"

天资仁敏
"

爱德

下士
% (2

晋书
5

李密传
3

中甚至称

刘禅作为国君
"

可与春秋首霸齐

恒公相比
%+

在三国争霸的历史时

期
"

刘备和诸葛亮相继去世后
"

蜀

国还维持了几十年的时间
"

再说

刘禅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是不符合

客观历史的
% (

王海生这样说道
%

王海生还说
"

阿斗投降时已经
&+

岁
"

在蜀国当了
($

余年的皇帝
"

在他动荡的一生中饱受乱世纷

争
*

征战杀伐之苦
"

他自缚降魏
"

应当被视为顺应时势
*

弃战求和
"

从而避免生灵再遭涂炭
%

至于刘

阿斗在被俘后曾向司马昭表示

+

此间乐
"

不思蜀
("

甚至佯装无

能
"

故作傻态
"

只是他在身处险境

的情况下使出的明哲保身的计谋

而已
%

因为
"

司马昭是个口蜜腹

剑
*

心狠手辣
*

铲除异己用不着理

由的人
"

即后人常说的
+

司马昭之

心
"

路人皆知
("

他安排人为阿斗

表演巴蜀歌舞
"

意在激起阿斗的

思蜀之心
"

试探阿斗有无谋反之

意
%

而阿斗表现出
+

乐不思蜀
(

的

样子
"

恰恰说明了他是个大智若

愚的人
%

正因为如此
"

司马昭才对

刘阿斗消除了戒备心理
"

对身边

的人说
1+

我无忧矣
6 (

这样一来
"

才会有
2

三国志
5

后主传
3

中记载

的
+

刘禅被迁到洛阳不久便被封

为
7

安乐公
8"

并
7

享有
8

极高的待

遇
(4

王海生说
"

刘阿斗在国破家

亡后不仅保全了身家性命
"

而且

还是三国中唯一得以加官晋爵
9

享受富贵的亡国之君
%

传说中
"

距

蜀村北不到一公里的吴家洞村

&

vqrs

$

曾是关押吴国俘虏

的地方
"

该村原名洞上村
"

在魏

灭蜀汉后十五年东吴灭亡
"

司马

氏将吴国战俘押解到洞上村的地

洞里囚禁起来
"

并对吴国战俘

说
1

西蜀自动投降
"

就让刘阿斗

住到山上
,

东吴死战不降
"

只能

被关在洞里
%

蜀村一带的传说认为
"

刘阿

斗在洛阳被封为
+

安乐公
("

不

久就被押解到蜀村这个不为外界

所知的地方
"

并赐给他方圆十里

的土地
%

尽管这样
"

司马昭还是

对刘阿斗不放心
"

命令曹
*

邓两

个将军带领军队将刘阿斗的封地

包围起来
"

直到刘阿斗死去为

止
%

在今天的蜀村
"

种植花卉成

了村民致富的一个主要门路
"

百

姓多以种花为业
"

几乎家家户户

都有花匠
%

传说刘阿斗与家眷一

起被流放到蜀村后
"

将养花技术

也带到了蜀村
"

他在蜀村养花种

树
"

与民同乐
"

安度晚年
%

王海

生说
"

蜀村人祖祖辈辈受到阿斗

养花遗风的熏陶
"

种植花卉成了

蜀村的传统产业
"

发展到今天
"

蜀村已是远近闻名的花卉之乡
%

./01234 &'

刘阿斗自降魏至死亡的
!

年

时间里
"

他的行踪无籍可考
"

被

称为千古之谜
%

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
"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

我市

的蜀村及其阿斗寨吸引了不少专

家和学者探究的目光
%

山西省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孟繁仁
*

著名史

学家牛桂林等先后来到蜀村进行

实地学术考察
"

他们一致认为刘

阿斗晚年生活在鹤壁
%

孟繁仁在

媒体发表了
2

揭开阿斗晚年行踪

之谜
3

一文
"

介绍了他两次来到

蜀村实地考察的情况及其收获
"

并且肯定地说
1 +

我对这里曾经

是放逐刘禅之地确信无疑
%(

牛桂林在媒体刊发了学术论

著
2

阿斗魂归何方
3%

他指出
1

+

无论如何
"

我认为蜀村和阿斗

寨存在的现实
"

绝不是历史虚

幻
"

更不应掩埋于千古历史封尘

之中
%(

并且得出了
+

刘阿斗埋

葬在河南省鹤壁市
(

的结论
%

蜀村村民说
"

相传阿斗墓与

蜀村的侯氏祖坟相邻
%

在上世纪

六十年代
"

安阳市修建龙泉水库

时曾挖掘出阿斗墓碑
"

水库建成

蓄水
"

这块碑一直淹没在水库

里
%

孟繁仁等专家学者认为
"

刘

禅投降被迁至洛阳后
"

洛阳是晋

朝的帝都所在
"

不可能让一个亡

国之君一直在那里居住和生活
"

迁刘禅到外地放逐软禁
"

符合历

史逻辑
%

同时
"

就全国来说
"

只有

鹤壁的蜀村一带历代流传着关于

阿斗的大量历史故事
"

结合这里

的历史遗存及地理因素
"

可断定

蜀村为阿斗晚年生活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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