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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强/本色厚重/源远流长 !

!!!湘东文化特点论说

骆晓会

!湖南工业大学 期刊社#湖南 株洲 G!%&&""

"摘#要#湘东文化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异质包容性强"这也是一种移民文化的特色"在湘东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许多外

来文化因素在这块共同的地域内流传"并被相互包容"共同拥有和对比参照%二是文化本色厚重"在这里"儒家书院续千年学

府"宗教寺庙现星罗棋布"茶陵诗派成一代风流%三是传承源远流长"基本上与中华文明共生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炎帝

或神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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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和民族性是文化的两个重要属性( 中

国地域宽阔#民族众多#历史上各地区各民族政治'

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加上民族融合杂居的情况

错综复杂#沿海和内地#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及

相邻省'市'县乃至乡镇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各

地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 当然#有的地域

的文化内涵的形成并不是固有的或土生土长的#而

是外来的'引进的( 但外来文化也有一个对当地自

然和社会的适应或与原土著文化的融合过程#也就

是在这种适应和融合中必然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特

色( 湘东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揭示和了解其特点#对我们深入研究湘东的历史文

化#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地方文化传统与精神有重要

的意义和作用( 经初步探讨#笔者认为湘东文化主

要有异质包容性强'文化本色厚重'传承源远流长

三大特点(

##一#异质包容性强

+湘东,自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从

古至今#在这个地域内人们的生态'民俗'传统'习

惯等文明表现大体上逐渐自成体系#即形成了湘东

文化( 但它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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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也不是单要素的#而是多要素的( 即对异质

文化因素的吸收或包容性很强( +湘东文化,本来

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也正是由于其包容性强#导

致其地域色彩被弱化#许多时候甚至被人们淡忘

了( +湘东文化,其实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地域文化

概念#首先从湘东方言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就可以看

出这一特性#因为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稍

具方言知识就知道#我国南方的方言#多是在几千

年的居民牵涉及相互影响中逐渐形成的#湘东方言

正是如此#它主要来自江西移民的影响(

湘东方言是方言专家非常关注的语言文化现

象#他们很早就将湘东#即+湖南东部濒临江西的狭

长地带#包括从临湘'岳阳南至汝城的十五县,的方

言#划为+类赣语区,#是湖南四个方言片区之一(

之所以有这种结果#是因为+江西移民自唐末五代

始#及两宋元代已成浪潮#至明代而大盛,(

-!.到明

清时期#又从江西'广东和福建迁入了大量的客家

移民(

-%.之所以迁来大量的江西移民#这与湘东特

殊的生态和地理环境有关( 湘东与江西毗邻#中间

似乎有罗霄山脉阻隔#但其实是断断续续#并不连

贯( 即使是群山密集地也间有不少东西向山谷平

地#尤其是浏阳'醴陵'攸县及安仁'茶陵等与江西

接壤的许多地方#还是江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

壤肥沃#灌溉条件好( 所以#自古就是湘赣主要交

通要道和外来移民定居地( 根据)史记0食货记*#

两省相邻的地区在两汉时期甚至不分彼此#同属于

当时被称为南楚的豫章#而豫章则包括了今天江西

的大部分地区( 有意思的是#直到近现代这种现象

仍在延续( 如红色根据地时期#中共湖南省委 !C$&

年 ^ 月决定重建湘东特委#就将现在的株洲市管辖

的四区五县及浏阳和江西的万载'宜春'荷香'莲花

等地的党组织划归湘东特委领导#并同时成立湘东

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今日江西萍乡市还有一个名叫

+湘东区,的县!区"级行政区划#用百度搜+湘东,

一词#往往就搜到江西这+湘东区,去了(

由于+当时的湘东本就地广人稀#移民又是批

量聚居#他们的母语得以保存下来#湘东由北而南

狭长地带的赣语区也就由此形成,

( -$.后来的客家

方言与以往的湘东土语及早期的赣方言等杂处'融

合#使湘东的方言更加混杂#导致有的居民不得不

说两种乃至三种方言(

-G.即使操一种方言#也是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 因湘东方言中湘语'赣语及客

家话等混杂的程度很高#甚至让方言专家有时也难

辨其归属$$$到底将其视为赣语还是湘语抑或客

家话2 故将湘东各地不同的方言说成是+混合型方

言,或与赣语和湘语并行的一种+独立型方言,(

-J.

当然不仅仅只有语言#还有许多外来文化因素

在这块共同的地域内流传#并被相互包容#共同拥

有和对比参照( 包容性其实也是一种移民文化的

特征( 当然#这方面最早也是最典型的还是神农和

神农文化#因为神农或炎帝也是外来的移民#具体

我们放后面专门论述( 明清以降一部湘东客家史#

也是一部充满辛酸苦难的移民史( 他们因各种天

灾人祸而背井离乡#长途牵涉#但也能克服各种艰

难险恶的环境#开荒拓土#随遇而安( 这种移民具

有的开拓精神#逐渐注入到湘东这块古老大地的文

化传统中#被人们世世代代无声无息地传承下来(

到近现代#这种移民文化的风格和对异质文化的包

容性也丝毫不减( 如不仅红色文化在这里扎营#与

炎帝农耕文化完全异质的工业文化也在此蓬勃发

展( 例如株洲#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移民城市#又

称+火车头拉来的城市,#所以近年政府和民间都赞

成将所谓+株洲精神,表述为+火车头精神,( 这种

表述既有开拓创新的内涵#也有流动的意思#也就

是都含有一种鲜明的移民文化的精神和气质(

在湘东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无论是上古还是当

代#都有大量的移民流入( 随着大量外来移民的到

来#各种不同的饮食'娱乐'居住'出行等文化风俗

习惯以及一般生活价值观也在这儿落地生根( 例

如客家饮食和过年习俗在湘东很普遍#像腊月二十

三'二十四祭灶神'+立年架,#大年三十贴春联'留

火种#大年初一+吃现饭,'+擦屁股,#正月初三+送

穷鬼,#正月初五+接财神,等等#甚至连+过年,一

词#据说也出自客家&炎陵现在还流行的酿豆腐'米

諽'米酒!茶陵称胡子酒"'浸盎'潘蒲糕'豆拉子'米

豆腐等等#客家色彩也非常浓厚(

-' H".其中酿豆腐#

是客家美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菜肴之一#还可用各

种空心的及非空心的!挖空"蔬菜作皮#相应的又有

酿辣椒'酿苦瓜'酿茄子等等!不过炎陵的酿豆腐皮

远没有湘南宁远的酿豆腐做工精致考究#酿心各地

口味不同难分高下#但宁远酿豆腐皮薄'心空'滚圆

却相当有名"(

其实#到了现代#各地移民千百年来的杂居交

融#许多习俗已很难分清到底是出自北方还是南

方#是土著还是+客家,2 不少习俗和价值观'审美

观在相互不断的对比'参照和模仿中#或许早已改

变了原来的本色或摸样#成为新的价值标准或被大

家普遍接受的楷模( 如湘东有一句很流行的谚语

说%+茶陵的城墙#攸县的婆娘#安仁的城隍,#

-^.这

无疑是大家都认同攸县的媳妇#因为+攸县婆娘,的

贤惠和能干#像湘东这个地域内众所周知的茶陵的

城墙和安仁的城隍那样有名(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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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本色厚重

+文化,一词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广义的文

化一般应包括精神文化'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而

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也可以说是广义文

化的核心或本色( 精神文化包含文化教育'各种科

学'人文'宗教'艺术等文化产品( 被称作+文化,的

事物#必然会有一定的历史积淀#所以+文化,通常

是指历史文化( 在历史上#书院文化和宗教文化无

疑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 在湘东这块土地上#虽然历史上难说有全

国数一数二的书院'寺庙#但可以说是书院林立#寺

庙密布#其密度或数量在全国颇具盛名( 我们说湘

东文化的本色厚重#有道是%儒家书院续千年学府#

宗教寺庙现星罗棋布#茶陵诗派成一代风流(

书院是儒学的实体#也是中国古代的民间教育

机构( 书院产生于唐初#宋明发展到极盛( 它集教

学'学术和藏书为一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非常

重要的地位( 这方面#有关研究者概括得很好%+随

着封建集权的加强#书院虽一度成为封建王朝的教

化工具和封建官僚的培养机构#但书院相较于宋'

明的官学教育而言#有着更为自由的学术精神和学

术气象#宋明理学在书院教育的推动下#在思想控

制极其严格的封建社会中后期反而获得巨大的发

展( 这些发展得益于书院聚集了大量的儒学大师

和典籍#建立了完善的教育体系#创造了良好的学

术氛围和传统,&尤其是还+促进了地域性学术中心

的形成,(

-C.

湘东各地历史上曾建有多少书院#具体数字现

在一般已经很难作出准确的统计了#但其数量之

多'密度之大#在全省乃至全国是名列前茅的#因为

湖南书院的名气和数量都领全国之先( 茶陵县的

书院比较有名#且前些年曾组织开展过对茶陵书院

史的系统调查和研究#故这里谨以茶陵为例( 据统

计%+茶陵历代兴建的书院#共达 $^ 所#其中 %C 所

续办至清末( 就数量而言#茶陵书院之多#位居湖

南各县 !州"前列%宋代第三#元代第二#清代第

一(,

-!&.湘东在全国比较有名气的书院很多#如茶

陵的
$

江书院'东山书院'寻乐书院'明经书院!原

名一经堂"#醴陵的绿江书院#攸县的光石山书院#

株洲县的龙潭书院!原名主一书院"#炎陵的
$

泉书

院#浏阳的洞溪书院'围山书院#平江的天岳书院#

安仁的宜溪书院'湘亭书院# 等等( 像光石山书

院#经有的专家考证是现在所知的中国最早的书

院#建于唐朝初年#而不是袁枚)随园随笔*里说的

唐玄宗时期的丽正'集贤书院(

-!!.被西方学者称为

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的)梦溪笔谈*#现存最早的版

本$$$)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就出在东山书

院#为创办人陈仁子所刻( 遗憾的是#东山书院于

明代和当代两次被毁而不见其痕迹(

-!%.绿江书院

则有历史上的两位大人物$$$朱熹和左宗棠曾在

这里讲过学和长期执教(

由于书院的兴盛#所谓+惟楚有才,在湘东的表

现也尤为突出( 如从唐代到清末的科举考试#茶陵

考取进士 !%" 名#状元'榜眼'会元各 % 名#其中不

乏有以+四相文章冠两朝!明清",著称的明清四大

学士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和民国政府主席

谭延为代表的精英(

-!&.安仁县的书院也不错#所

以这一时期该县亦出了 %^ 名进士(

-!$.

关于宗教的文化传承功能'作用以及精神文化

性质和内涵#文革过后#恢复文化理性后的普通中

国民众#也已经有了一些常识性的认知#这里就不

用多说了( 湘东历史上曾有过多少世界三大宗教

和中国道教的寺庙和教堂#现在也没有很全面的和

确切的调查和统计#但我们从现在的比较精确的统

计去对照历史上的模糊数据#也能给人多而密的印

象( 这里我们仅从湘东的主体部分#即株洲市来

看( 据统计#截至 %&&^ 年底#株洲全市有正式登记

的宗教活动场所 J$' 处#其中醴陵市和攸县占了约

GDJ#分别为 %&& 个和 %G! 个&按教别分类为%天主

教 $ 处#基督教 "C 处#佛教 !"! 处#道教 %^% 处#伊

斯兰教;处( 另有正式登记民间信仰场所 "' 处(

共有正式宗教教职人员 %'J 人&信徒 %B' 万人#信

教群众 G& 余万人(

-!G.而据民国版的)醴陵县志*记

载#其历代建有佛道寺观 $$G 处#基督教和天主教

堂 $C 处#还有神祠 %"$ 处#

-!J.可见历史上肯定比当

代更多更密( 我们另以邻近的衡阳市!当然也有部

分地域属湘东范畴"略作横向对比#因有南岳这样

的中国宗教名胜的促进#其宗教场所数量在全国来

说应该是不算少的#可是 %&&^ 年全市也只有 $^G

处#

-!'.远少于株洲市(

历史上湘东在全国影响较大的寺庙也不少#其

中的佛教尤其是禅宗在全国的名气和地位不同一

般( 唐五代的时候#湘东禅风盛行#禅院林立#据统

计有寺院达百余所#比较著名的有攸县的宝宁寺'

大川寺#醴陵的云岩寺#茶陵的灵岩寺'皇雩寺#株

洲县的空灵寺'资福寺#浏阳的石霜寺等( 在这里

荟萃了大批禅宗名师开坛讲法#为禅宗五派中的四

派#即沩仰宗'曹洞宗'临济宗'云门宗!法眼宗除

外"的形成'传衍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醴陵

云岩寺和攸县宝宁寺就是曹洞宗的两个祖庭&攸县

本土禅师#南岳石头希迁的得法弟子长髭旷是曹洞

&!!



骆晓会%包容性强0本色厚重0源远流长$$$湘东文化特点论说

宗直系师祖&过继给长髭旷的石室善道禅师对开创

沩仰宗的领袖人物仰山慧寂有重要影响&而宋代以

后#湘东禅师更是频繁奔波于江南#其影响+辐射全

国,(

-!".还有像创建于唐天宝十年!"J!"#迄今保存

完好的宝宁寺#在佛教界享有+北有少林#南有宝

宁,之盛誉&尤其是其珍藏的大思想家王船山作序'

!'^G 年成书的)宝宁寺志*#更是文化之稀世瑰宝(

产生于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茶陵诗派#是中

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因该派领袖李东阳为

茶陵人而得名( 李东阳官至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

学士#有)怀麓堂集*!&& 卷传世( 当时社会弊病严

重#而台阁体却粉饰太平让李东阳不能容忍#于是

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法

度声调的掌握#洗涤台阁体单缓冗沓的风气#以振

兴诗坛( 李东阳在朝数十年#苦心经营#推贤荐才#

旗下网络了众多门生#诸如邵宝'顾清'石
%

'罗
&

'

鲁铎'何孟春和彭民望'张泰等#在当时及以后的文

坛都赫然有名#从而终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宗或一

派#也是当时的诗坛主流( 茶陵诗派效法唐诗的主

张和师古的创作倾向#亦成为前'后七子复古运动

的先声#给后世留下了积极影响( 虽然一些研究者

对其文学理论的价值有褒贬或不同看法#

-!^.尤其

是李东阳生活圈子平静狭小#其诗多为题赠之作和

咏史之作#内容大体不出宫廷'馆阁的生活等瓿题#

也被广为诟病( 但总的来说#一般对李东阳的文学

理论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卓然成派#还是没有太多

异议的( 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将故乡+茶

陵,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了中国文学史册上(

##三#传承源远流长

文化必然带有一定的历史积淀( 湘东文化历

史悠久#源远流长#基本上与中华文明共生存#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炎帝文化( 近几十年大量的考

古发掘资料也证明#上古长江流域文明是构成中华

古文明的两大流域文明之一#其文化与黄河流域文

化有不同特点#两大流域间频繁的文化接触'渗透

和交融#最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上古长

江流域的稻作文化'龙文化'茶文化等颇具特色和

代表性#而炎帝文化几乎可以涵盖或包括这些特色

文化(

许多研究已经证明#长江流域的农耕文化要早

于黄河流域#其中水稻栽培的历史至少有 ! 万年以

上( 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

现的栽培稻#经碳 !G 测年#大约在距今 !B' i!B!

万年之间( 但是#栽培稻在历史上到底是谁'哪个

民族发现发明自无可考#更无文字证明( 所以后来

有文字记载后#其起源迄今仍是众说纷坛#所以人

们只好把它归于一个虚幻的上古传说中的英雄或

帝王$$$神农或炎帝( 这是有文字记载后#许多正

史和野史#对此作的补记( 例如)汉书0律历志*记

有%+以炎承木#故为炎帝( 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

农氏,&而)周易经0系辞下*则云%+庖牺氏没#神

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

盖取诸益,&)风俗演义*说得更精确%+神农悉地力

种谷疏,(

过去十多年来#全国与炎帝时代有关的一些地

方的政府#推行+文化塔台#经济唱戏,的发展战略#

促使许多文人学者掀起了一股子研究炎帝文化之

热潮#并根据以上记载将炎帝或神农说成是稻作文

化的创始人( 被同时加载在神农身上的创造和发

明#自然远不只稻作农业#还有原始的药业'茶业'

商业'制陶业'冶金业'纺织业'建筑业'天文历法等

等(

-!C.这些表述的历史真实性自然有些让人生疑(

其实稍微理性地辨析一下历史文献和几十年来考

古学提供的大量资料就可以明白%所谓+神农,#其

实不过是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一种化身#而不是最

初的创立者#它只有某种象征意义( 因为炎帝时

代#那怕是像有的学者说的#炎帝神农氏不只一个

人#而是有多代神农#是所谓+一个家族若干代人的

共同符号,#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神农时代距今的

上限也只有 J%$& iJ%%& 年#

-%&.远离于考古学证实

的稻作文明起源的年代( 至于有的研究者认为+伏

羲氏很可能就是烈山氏亦即第一代神农氏,#

-%!.纯

属主观臆测#并在论证逻辑程序上#中间有许多个

空格和跳跃( 神农氏'烈山氏和炎帝可能是三位一

体#但与伏羲氏完全不是一回事#没有直接的文献

依据#并且二者相隔 ! 万年( 虽然都是远古传说中

的人物#但也不能扯得太离谱( 所以#确切地说#炎

帝或神农文化应该是稻作文化乃至长江流域新石

器时代文化的集大成者#炎帝时代已经是南方原始

稻作农业和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繁荣期$$$这样表

述和定位#可能更符合历史真实#而且也没有贬低

炎帝和炎帝文化的地位#实际上是在更高层次上的

弘扬( 这种表述和定位在湘东地域内直接的考古

学背景或依据#是具有代表性的茶陵独岭坳文化遗

址!距今 "&&& i'J&& 年#发现有栽培稻"和株洲县

磨山早'晚期文化遗址!距今 'J&& iG&&&"(

-%%.

正如西方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

都是当代史,( 炎帝文化的形成#就是人们将上古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明拟人化#并将其神

话定型而逐渐转化为精神文明( 事实上#这种转化

从古至今一直未间断过#这也就是历史与文化的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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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其本身的真实与否已经无足轻重#因为它已经

成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和社会的某种精神寄托( 这

种传承最典型的是对炎帝的祭祀( 据历史记载#官

方和民间在炎帝陵的祭祀自古以来香火鼎盛'连绵

不断( 有记载的最早的官方祭典从宋乾德五年!公

元 C'" 年"即已开始#盛大祭典在宋代+三岁一举,#

明代不下 !J 次#清代则有 $^ 次之多&而当代更不

用说#据有关方面统计#炎帝陵自 !C^' 年修复以来

共举办各种大型祭祀活动 $&& 多次#近几年每年举

办大型公祭活动 G& 次以上#每年清明'重阳的大型

祭祖活动已成定例(

-%$.炎帝文化#尤其是炎帝为发

明药材和茶叶#不畏艰苦#历经磨难#勇于牺牲#遍

尝百草的精神#更是千古流传#为后人敬仰和推崇#

成为炎帝文化的精髓( 为了纪念先哲圣贤#湘东许

多地名及自然的和人工的景观'物产等#被古人和

今人以炎帝或神农的名字命名#如+炎帝陵,'+神

农谷,!炎陵县万洋山"'+神农庙, !汝城"'+药王

节,!安仁"'+神农井铁观音,!炎陵"'+炎陵县,及

株洲市新建的号称拥有 $ &&& 亩园林的+神农生态

城,#等等(

总之#湘东文化绚丽多彩#内涵丰富#历史久

远#特色鲜明( 可是#虽然近十多年来株洲市政协

文史委'株洲市志办'中共株洲市委党史办以及株

洲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等官方和民间学术和非学术

机构做了大量工作#有很不错的成绩#出了不少研

究成果#但对湘东文化的传播'普及和发掘还很不

够&尤其是学术研究除了炎帝或神农文化之外#其

他方面的研究还不深入和系统#许多领域的研究还

是空白( 这些都与缺乏更多和较高层次的文人学

者的参与是有关系的( 在此#我们特吁请身在湘东

的本土或移民的和在外地工作的湘东籍作家'人文

学者#根据自己的专业和特长#选择适当的角度#都

来参与湘东文化的研究和普及工作#为地方文化的

建设和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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