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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竹刻是南岳文化中民情、民俗的主要载体，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其审美本质是大众化的。它之所以呈现出 
一 种既 自由又自律、既浪漫又实在的状态，是由于南岳文化背景的滋润。南岳竹雕粗犷的雕饰、生动的神韵、广泛的表现内容 

和所包涵的丰富的地域文化特色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瞩目。其文化特色是南岳竹刻区别其他竹刻的显著标志。文章对南岳竹 

刻艺术风格进行 归纳和解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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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刻指用竹子为媒介，在其上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 

我国有着悠久的竹刻历史，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文物 

中，就发现存有雕刻龙纹的彩漆竹勺。《南齐书·明僧绍传》 

也曾载有齐高帝赐其“竹根如意笋箨冠”之事。北周庾信还 

留有“山杯捧竹根”的诗句，由此可见我国很早就有了竹艺器 

具。至唐代，我国竹刻已达一定的工艺水平。宋人郭若虚在 

其《图画见闻志》中载 ：“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笔一管，人马毛 

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 

方可辨之，云用鼠牙雕刻。”我们从“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 

的描述中可以判定：笔杆上所刻应属于现代竹刻中的浅刻摸 

雕一类。至宋，又有巧匠詹成，擅竹刻绝艺。《辍耕录》载他 

所制的鸟笼：“四面皆花板，皆于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 

水、花木、禽鸟、纤悉俱备。其细若缕 ，而且玲珑活动，求之数 

百年，无复此一人矣!”可见南宋时的刻竹技艺已达很高的工 

艺水平了。要说竹刻成为一派独立的艺术门类，应自明代中 

叶隆庆、万历时开始算起，在江南一带普遍发展开始。当时 

竹艺“雕琢有二派”，以南京李耀、濮澄为首，称金陵派。技以 

浅刻、简刻为主，作品古朴简约，意境深远。以嘉定朱鹤与子 

朱缨、朱雅征祖孙三代为代表，人称“嘉定派”。他们以高浮 

雕 、圆雕、镂雕、深雕、透雕为主要创作风格 ，对比明显，立体 

感强。 

南岳竹业资源丰富，为竹刻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材料。此 

外南岳作为古镇 ，有着深沉的文化积淀和良好的商贸氛围， 

这则为艺术家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清时期南岳木雕 已 

经较有名气。受到“嘉定派”的影响，是比起同时期的徽州竹 

雕显得世俗化，但是作品简洁清新，粗犷写意，彰显了衡州文 

化的特征。通过对南岳竹雕题材和技巧的研究可以清晰的 

看到衡州文化的主脉络，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南岳文 

化。 

一 竹根面具渲染着南岳天人合一的寿文化情结 

南岳又称“寿岳”。战国以前人们认为，天上的星象与地 

上的事物是一一对应的。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云：“长沙一 

星在轮中，主寿命。占明，主长子孙昌也。”南岳衡山秦时属 

长沙郡、汉时属长沙国，所以与天上的长沙星相对应。汉《星 

经》载：南岳衡山对应星宿 28宿之轮星，轮星主管人问苍生 

寿命 ，南岳故名“寿岳”。这也是南岳人认为南岳之所以为寿 

岳是“上承天象”的原因。 

历史上著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曾在南岳金简峰荣帝崖 

顶御书“寿岳”两字。自宋徽宗在南岳留下“寿岳”石刻后，南 

岳有“寿岳”之名，著称于世。南岳的寿文化从此深深地浸润 

在南岳各种雕刻艺术之中。例如：南岳衡山牌坊，其须弥座 

四周有篆刻“寿”字，以寿为基，四周皆寿。彰显着人们对百 

年长寿，吉祥平安的美好期待和祝福。在南岳衡山，我们会 

看到处处是“寿”，路有延寿路，亭有延寿亭 ，水有寿涧溪，桥 

有寿涧溪桥，树木花草就更多了，如灵寿木、万寿树、护寿草 
⋯ ⋯ 真谓南岳言寿，寿文化甚矣!南岳衡山以寿为名的道 

路、寺观为：寿涧溪、延寿路、寿涧桥、寿光寺、福寿庵、寿宁 

观、万寿宫、延寿亭、仁寿阁、寿星殿、寿佛殿、百寿亭、万寿广 

场、万寿大鼎、中华寿坛公园。从山脚下到祝融峰绝顶，都有 

“寿”迹伴君透逸，一步一步拾级而上，“寿”的意境愈来愈广， 

以至你站到了“惟我最高，尊峙寰中”的祝融主峰“接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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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便会真切地感受到“寿福齐天”氛围。颇具北京故宫风貌 

的南岳大庙前 ，就有一座“寿涧桥”，因源出紫盖峰的寿涧溪 

而得名 ，此桥把大庙和街市人为地分为“仙俗”两界 ，大庙的 

东侧有座“寿宁宫”，宫内一眼泉水 ，水甚甘冽，叫白龟泉 ，相 

传饮此水，祛病延年。赤帝峰下，有条崎岖陡峻的登山古栈 

道一百步云梯，在高高的悬崖峭壁上，明清刻有“南维拱寿” 

四字 ，一个“拱”字凸现了世代的芸芸众生向往朝拜长生之 

地，祈福求寿的盛况。 

寿文化在竹雕中的物化形式就是竹根老寿星面具。南 

岳寿星雕刻取竹蔸雕刻，竹须为髯，竹面为颜，整个挂件不髹 

不漆，保持着竹的本色。寿星造型颜面饱满，喜笑颜开，长须 

道劲有力 ，如国画写意一般，体现了艺术中天人合一的意像 ， 

这里的天人合一有两个层面 ：其一是技法上的天人合一，竹 

子的自天然的色、质、形与匠人灵巧的双手用锋利刻刀造型 

的的“天人合一”。其二是寿者长寿无欲无求，道法自然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南岳寿文化的精神的“天人合一”。寿星面具 

是南岳寿文化的现性特征。 

二 竹笔筒记载着衡州的书院文化特征 

”南岳向北，长沙有岳麓书院；往南，衡阳有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公元 810年)，时衡州名士 

李宽在石鼓山寻真观旁结庐读书。宋至道三年(公元 997 

年)，邑人李士真拓展其院，作为衡州学者讲学之所。景佑二 

年(公元 1035年)，朝廷赐额“石鼓书院”，与睢阳、白鹿洞、岳 

麓书院并称全国四大书院(“四大书院”的提法仍存争议)。 

经唐、宋、元、明、清各朝 ，书院屡经扩建修葺，韩愈 、周敦颐、 

朱熹、张植 、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王夫之等接踵 

至此，或讲学授徒 ，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蔚 

为壮观。除石鼓书院外，衡阳还有以王夫之命名的船 山书 

院。船山书院始建于 1885年 ，迁建于湘江上的东洲岛(距市 

中心 2公里、方圆3平方公里)，因而又名东洲古书院，已百 

年有余。百年前的船山书院是中国最著名的书院之一，她与 

南岳古书院群，和有天下四大书院之称的石鼓书院一起，同 

属衡阳三大文脉中重要的一脉。她的人气、人脉、文化底蕴 

吸引了周边的文人 ，岳麓、城南、渌江学子纷纷慕名南下，当 

时有“学在船山”之称。读过《爱莲说》的人都知道“出淤泥而 

不染”，隐喻傲骨傲气之文人，却不知道那是周敦颐在衡 阳演 

武坪外西湖的千古绝唱，如今仅余爱莲亭纪念，少有人知。 

南岳古书院群历代情况 ： 

书院名称 朝代 地点 书院名称 朝代 地点 

南岳书院 唐 南岳大庙前 文昌书院 元 县城南门外 

明道书院 唐 烟霞峰下 文定书院 明 紫云峰下 

邺侯书院 唐 烟霞峰鼹 甘泉书院 明 紫云峰下 

韦宇书院 唐 双石峰下 白沙书院 明 白沙书院 

石鼓书院 北宋 回雁峰旁 会灵精舍 明 烟霞峰兜帅岩 

清献书院 北宋 白石峰下 岣嵝书院 明 岣嵝峰下 

赵季西书院 宋 安上峰上 藏山堂 明 弥勒峰下 

濂溪书院 宋 凤凰山下 集贤书院 明 集贤峰下 

南轩书院 南宋 南岳大庙后 

可见在南岳书院可以说是延绵不绝，这些所列 出的书 

院不仅为科举考试培养人才，而且在我国文化史上不时的起 

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南岳木雕的兴盛时期正是南岳书院文化最兴盛的时期， 

我不敢说其中有必然的联系，但绝不是历史的巧合。南岳竹 

雕受书院文化的影响和需求，“野”的一面有所收敛，“文”的 
一 面在此时流露。具体表现就在为书生们使用的笔筒上。 

竹笔筒的历史并不长 ，明清以前，笔是挂在笔挂上的。而非 

插在笔筒中，笔筒的出现并非是解决书写过程中的实际问 

题，笔筒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功用，笔筒的一出现就承 

载着宣扬文人精神特质的使命 。先前，毛笔不用时洗净悬挂 

于笔挂，携带外出时用笔帘，常用的则置于笔架。笔筒在对 

毛笔的保护上其实是不利的，为何笔筒会受到文人的青睐 

呢?首先笔筒用竹制成，“竹”一直是文人的精神坐标。虚 

心、向上、刚直、有节，这些都是中国文人内心最基本的构成。 

其次，笔筒的制作相对笔挂来说 ，在制作上更为自由，可繁可 

简。如从简，则取青竹一段即可；如取繁，则取老竹蔸，雕成 

竹山子都可以。这些为使用者提供了自由的空间。最后 ，笔 

筒宽大的表面给文人留下了一片表达内心的空间，文人在其 

上可书可画，表达心志。这都是让文人倾心于笔筒的理由。 

南岳笔筒相对徽州笔筒来说，显得更有野趣。徽州笔筒多为 

文人画中的行吟图，多阳刻；而南岳笔筒则多为山水 ，多阴 

刻，并多有诗词相配。这些都成为南岳的竹雕的特征。 

三 竹木玩具彰显南岳庙会文化商业特征 

南岳有着悠久的庙会历史，也沉积了浓厚的庙会文化。 

庙会文化是宗教文化和商业世俗文化的结合，宗教特征体现 

在庙会特有的时间性，每年的元旦朝圣、八月香火是南岳民 

俗文化的基本形式。南岳衡 山作为帝皇的祭祀对象是从唐 

代开始的。《全唐文》卷二十九说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 

年)上泰山封禅后下诏 ：“太常少卿张九龄祭南岳及南海。”自 

此之后，唐王朝每年派官员对衡山山神进行常年的祭祀活 

动，开始按期分为四次举行，皇帝和政府官员对山神的祭祀 

助长了平民百姓的自发祭祀。庙会开始诞生。南岳庙会 自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产生，逐渐成为南岳风俗，由最初的 

祈求神灵驱鬼除瘟疫，发展到今天的民间大型文艺体育和集 

市贸易相结合的一种民间活动。 

庙会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商业贸易形成的商品交易会。 

宋人范成大说 ：“岳市者，半皆市区，江浙川广种货之所聚，生 

人所须无不有。既憧憧往来，则污秽喧哗，盗贼亡命，多隐期 

间，或期会结约于此，官置巡检司焉(范成大：《骖鸾录>)”。 

香火期间，附近各地百姓商贩纷至沓来，由香市引来了商市。 

清人黄本骐《到岳诗》说：“谁料仙山仙药贱，家家开店卖黄 

精。”“寓龙假虎雕山木，遍赚游山士女钱。”胡遐之《南岳庙会 

散记》对这种交易进行了描述 ：南岳庙会，“这个拥有几百处 

大小寺庙的古镇 ，就以它佛道同居特有的宗教色彩和情调， 

迎接了一批又一批的远方客人 。商店门前贴有佛像、老君像 

或神位，设有香案的灶台，便利客人烧香。经济可口的素菜 

饭⋯⋯街上的摊贩摆满了香纸、油烛一类的迷信品；也有各 

地来的土特产，也有当地的工艺品。诸如泥娃娃、毛猴子、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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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玩具、野藤手杖、竹雕、车木，以至胡琴、唢呐、洞箫、横笛一 

类的乐器。最受欢迎的莫如喇叭叫子、胡椒碾子”。民国期 

间，南岳庙会每年照常举行，1949年以后作为封建迷信活动 

加以禁止，直到 1985年才恢复。 

现在的庙会基本上恢复了过去庙会的主要内容，同时也 

渗透了更多的经济色彩，来 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聚集一堂， 

举行订货会，产品展销会 ，对衡阳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 

定的促进作用。南岳香市以卖香为主，包括算命、看八字、卖 

纸钱和各种传统工艺品、地方特产在内的集市贸易；当地俗 

语有“南岳人不种田，赶届八月吃三年”。 

南岳竹木玩具严格的说并不是雕刻，更象是现代主义的 

小雕塑。多用楠竹的尾料 ，随手就势，小猪、松 鼠、水牛信手 

得来，随意却独具匠心，简单却极具写意，轻巧却富情趣。 

南岳竹木玩具有着强烈的商业气息，用产品设计的思路 

来看是非常科学的，在产品定位上非常准确。首先，产品针 

对儿童，价格控制在零钱范围内，让孩子开心，又让家长很少 

犹豫。第二，体积小、重量轻，方便旅行携带。第三，选用竹 

木边角料 ，控制成本。第四，加工设计简洁，因势造型，农闲 

时各家各户都可以制作。这样成熟的设计思想在古代南岳， 

由于其独特的商业环境 自然而然形成，给我们今天的工业设 

计提供了良好的活体标本，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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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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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opostheorie，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Scenic Spot Names and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Selection of Guide——interpr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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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lmion of nanl~$of scenic spot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ifllcult parts in tourist material translation because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And the guide—interpretation is a direct way to spread the Chinese cultur~，therefore，the guide—interpreter is expected 

tofullyunderstandanddiscover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inthe namesof scenic spotsto aidtouristsfrom other culturalbackgrounds by adopting 

appropriate translating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to understand them for realizing their tourist purpose of experiencing cultural othe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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