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323 

地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以我的家乡道州的鬼崽岭文化为例 

杨  晶 

（兰州交通大学） 

摘要：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地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基石，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
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地处湘南一隅的道州，虽然地理条件并不优越，但是其文化也
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鬼崽岭文化作为道州文化的代表文化之一，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拟从鬼崽岭
的相关信息、鬼崽岭的神秘性和对鬼崽岭文化的展望方面对鬼崽岭文化进行研究。 

关键词：地方文化；道州；鬼崽岭文化。 
 

文化是有个性的，文化的个性首先基于它赖以生存的地域的差

异。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在此基础上也产生了许

多地方文化。这些地方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位

于湖南南处的道州，除了以周敦颐为代表的理学文化等，还有一种

神秘的文化——鬼崽岭文化。鬼崽岭文化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部

分，值得被更多的人发掘、了解。 

一、鬼崽岭简介 
1.鬼崽岭名字的由来 

“鬼”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迷信的人所说

的人死后的灵魂”。“鬼崽”是方言，“鬼”在道州方言里是指一个

人聪明伶俐，而“崽”在道州方言中是一个后缀，用于表达对人或

某事物的喜爱，比如“宝崽”、“狗崽”等，表达对自己孩子或者小

狗的喜爱。因在鬼崽岭这个地方挖掘出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装

束不同的石俑，且石俑多为空手人像，其次为拄剑、持刀人像等，

形象可掬，都比较矮小，当地居民也不知道这些石像是什么时代的，

于是称呼这些石像为“鬼崽”，“鬼崽岭”也因此而得名。 

2.鬼崽岭的地理位置 

鬼崽岭遗址位于湖南省道县祥霖铺田广洞村南一公里的鬼崽

岭。鬼崽岭为田广洞村水源地，名蛩山，又名栎山，其所在的地貌

属于平岗类型，土质肥沃。鬼崽岭往南临近萌诸岭，往东望去是九

嶷山，西边是都庞岭，呈小盆地地形，属于温带季风气候。鬼崽岭

处于湘南连接广西的交通要道上，地势低平，坡度平缓，且鬼崽岭

与江永县江圩相邻，距离道州县城很近，二十分钟左右便可到达。 

3.关于鬼崽岭的记载 

其实早在 1989 年，当地就人在鬼崽岭附近发现了大量的石像，

当时还有村民拿着鬼崽岭的石像到文物部门去鉴定。但是，由于石

像风化严重，有的已经面目全非，这批石像并没有引起文物部门的

注意。《湖南省文物地图集》中对这一遗址有简明扼要的陈述：“分

布面积约 100 平方米，约 200 余尊石像形态各异，其中以‘交趾’

居多，高 0.2—1 米，雕刻粗犷。年代不详。”在这之后很久，尽管

有当地媒体零星报道，但并未引起大范围的关注。1994 年，《道县

志》杂录篇《碑刻》一章登载了徐咏在清光绪 29 年撰写的《田文

洞栎头源坛神记》的碑文，这篇文章记录了田广洞古石像群的所处

环境、状态、传说故事及奇特的人文景观。这篇碑文公开之后，吸

引了大批人员前去参观、调查。当时，大家都只是参观、考察了裸

露在地表的石像。2005 年，田广洞村支书协同考古人员在鬼崽岭遗

迹处继续考察，发现在地表地下还藏有大量石像。考古人员分 5 层

挖掘，挖了两米多深，每层有 1000 多个雕像，且每层的石像摆放

得杂乱无章，毫无规则。2006 年，湖南省文物专家及省外一些专家、

学者和考古爱好人员先后到田广洞进行考察，对其所处年代等提出

了一系列的看法。同年 5 月，鬼崽岭石像遗址被评为湖南省第八批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真正引起大范围关注是在 2008 年年底，

因为中央电视台第十套《科学探秘》栏目对此做过专题报道。对此

遗迹的研究延续至今，此遗迹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数量最大、

时代最久远的石俑雕刻群遗址。 

二、鬼崽岭文化的神秘性 
1.与江永的女书文化有关 

江永女书是现在世界上现存唯一的女性文字——妇女专用文

字。女书文字呈长菱形，笔画纤细均匀，似蚊似蚁，民间叫它作长

脚蚁字或蚂蚁字，因其专为妇女所用，学术界便将其称为“女书”。

女书主要在中国湖南省江永县及其毗邻的县地区的妇女之间流行、

传承，记录的是汉语江永方言上江圩一带的土话。形式包括女书书

法、纂刻、激光微雕、石雕等。女书文化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且也是湖南省向国家推荐申报联合

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项目。 

道州鬼崽岭的石俑经新闻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

关注。继道州报道出此消息之后，在道州隔壁的江永县也发文称：

在江永女书的发源地江圩镇的一些岩洞里，也出现了数百个石雕人

像，当地人称“鬼崽岩”。不仅如此，在江永县的松柏乡、允山镇

的一些岩洞也发现了与鬼崽岭上的石俑相似的人像。这些“鬼崽”

在“江永女书”的核心流转区域出现，并且不少石雕人像具有古代

女性的特征，这说明鬼崽岭与“女书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江永女书的发源地附近有着“鬼崽”出现的痕迹，同时，在

道州境内的新车乡、祥霖铺镇也有着江永女书出现的痕迹。我曾去

新车乡的朋友家做过客。新车乡有个娘娘庙，听说以前香火很旺盛，

现在已经衰败了。听村里的老人提起，在解放之前，娘娘庙的庙会

非常热闹，周围的妇女们都会来此祈福求子、去病去灾，是女书活

动的一个中心。此外，在祥霖铺镇的田广洞村里，也有一座观音庙，

也是庙会的一个聚集地，不但如此，当地还有有老人会写女书。由

此可见新车乡和田广洞村里也受到了女书的影响。在这些出现的女

书，也与鬼崽岭有着密切的关系。 

女书文化与鬼崽岭息息相关，两者之间的渊源还未有具体的论

据和事实佐证。二者之间的渊源为鬼崽岭文化增添了神秘性。 

2.与“三皇五帝”中的舜帝有关 

光绪 29 年，当地一位叫徐咏的秀才，在此立了一块碑。这块

碑文讲述了“鬼崽岭”和石雕人像的传说,也是迄今为止对石雕人像

唯一的记载。他从封建迷信的角度说,“此阴兵也,夜从山下来,闻鸡

鸣而化石。”阴兵即鬼。解放前,逢年过节,或者是遇见干旱等灾祸,

这里是村民求福降临、求神保佑、求降甘霖的地方，即一个村民祭

祀的场所。祭拜的人便是舜帝。在鬼崽岭附近，有着一些与舜帝相

关的遗迹。在鬼崽岭左边不远处的山上，有一座白象山，右边的山

上，有一座禹王庙，且此处祭拜的是跟舜帝有关的人和事。此外，

此处离九嶷山只有 40 公里。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此处是舜帝真正的

陵墓。 

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从雕刻手法等看，鬼崽岭中的石俑

形态各异，粗糙精致皆有，集线刻、圆雕、透雕、浅浮雕等雕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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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手法于一体，说明这些石俑并非来自某一个时期，而是多个时期

的不断累积。这些石雕人就像秦始皇陵兵马俑的人像一样，皆为随

葬品，一个石像代表一个人追随死者而去。如此多的石雕人像埋葬

在此处，说明此种祭祀行为乃是有组织的且参与人数众多。结合中

国和当地的历史，也只有舜帝才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也只有舜帝才

能才能被千千万万的人如此长久的祭祀。第二，在鬼崽岭上，传说

“二号墓”的墓主就是舜帝。根据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记

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舜帝驾崩之后，

是葬在九嶷山这附近的，舜帝设有陵，但应有墓，舜在历史上的排

位刚好是第二。纵观九嶷山附近，也只有“鬼崽岭”坐东朝西、依

山傍水，地势开阔，是风水学上的绝佳宝地，可做帝王陵墓。第三，

象和禹在为其守灵。象是舜帝的弟弟，但是象刚开始并没有把舜当

兄弟，反而将舜扔到井里，想联合他们的继母一起杀死舜。然而舜

继位之后，不计前嫌，将象册封为“有庳圩”（即今道县）的诸侯。

而禹的皇位，是有舜帝“禅让”而来。舜帝对象和禹有恩，他俩为

舜帝守灵毫不为过。且白象寺和禹王庙的遗址皆在其附近，更加验

证了象、禹为其守灵的说法。 

总之，以上也都是各位专家的推测，不论这里祭祀的人是谁，

能够拥有如此宏大、如此高的规模，非常人能够拥有的待遇，这个

人都不是普通人。正是因为这些推测并未被完全证实，尚在研究，

继而为鬼崽岭文化增添了一份神秘性。 

3.与楚南巫文化有关 

巫文化可以算是我国出现最早的一种宗教文化形式了。湘南巫

教属于梅山巫文化体系。巫风作为一种宗教仪式，起源于原始社会

的后期。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认

识不够产生的。人们认为是神的意志在主宰人类的命运。人们渴望

通过巫术与神灵沟通，以求得神灵的庇佑。虽在北方的华夏诸国此

种风气渐渐消失，但荆楚地区的巫风依然盛行，尤其是在偏远的湘

南地区。在永州道县，当时的许多场合仍自觉或不自觉的保留着先

古原始巫教的踪影。在当时的道州，田广洞村和相邻的何渊村还保

修着“请神”和“敬神”的风俗。他们主要信奉的神灵主要分为自

然神、图腾神、祖先神和坛神。这个神灵群体包罗万象，无所不有。

道州地区自古便巫风盛行，对鬼神抱有崇拜和敬畏之情。柳宗元的

《道州毁鼻亭神记》及《道州志》中皆有记载。我自己现在也深有

体会，在部分农村地区，小孩晚上哭闹或者头痛，家长一般会先给

祖先“烧纸”，然后嘴上念叨说小孩不懂事，是不是被祖先“多嘴”

了，希望祖先能不要继续“多嘴”。若连续几天哭闹不止，也有人

不去就医，而是让其亲属在门口或者特定地方“喊魂”。当然随着

现在医疗的进步，这些现象也少了很多甚至没有了。但是道州的巫

风盛行的说法确实是存在的。 

根据徐咏的碑文题目《游栎头水源坛神记》我们可以知道，此

处信奉的神灵应为巫风神灵体系中的“坛神”，且为坛神谱系中的

社神，属于土谷神系列中的社工社母。道州远在一万多年前便出现

了水稻生产。从道州玉蟾岩出土的几颗一万四千年前的古栽培稻谷

粒，说明了道州是属于稻作文化的。在这种背景下，社神的祭祀必

然会受到当地人的重视。且《周礼》中有记载：“二十五家为社，

各树其土之所宜木。”古籍上记载的“桑林之社”、“栎社”，便是指

以桑或栎为家的社神。碑文题目《游栎头水源坛神记》，这“栎头”

正与古籍记载的“桑栎之社”相印证。说明此处祭祀的是社神。 

在古代的湘南，人们认为只有顺从神灵的意志才能顺遂一生。

古代巫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事鬼神，包括占卜、祈祷、祭祀等来

迎降神。二是治病消灾，石俑雕像便是巫教奉神的一种形式。据《游

栎头水源坛神记》中记载，鬼崽岭的石俑“能祠福人生死，出云降

雨，利济乎人，故至今香火甚盛。则数思，虽奇矣而未奇，而转喜

其遇之奇……今观此石，叹为神奇”。远古的人们相信自然有灵，

便神化了自然和自然现象。湘南瑶族地区供奉梅山神，出门打猎之

前和回来都要举行祭祀活动，并且要定时上供。因此，湘南人都将

鬼崽岭的石像当做是神的化身，有着七情六欲，体现了巫教神灵“民

神同位”与“民神杂糅”的意识形态。巫楚文化中，鬼崽岭的石俑

雕刻是与楚文化的浪漫风格一脉相承的。所以徐咏才会说：“余素

不爱奇，每闻人言奇辄心非之，故一生无奇节奇文奇行，因而无奇

遇。今观此石，叹为神奇。”鬼崽岭的石像雕刻形态各异，神情生

动，雕刻风格较为简约，既有鬼怪之神秘，又有凡人之灵性。鬼崽

岭的石像与巫术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为鬼崽岭的神秘性增加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4.当地的民间故事 

鬼崽岭上是一片松树林，整个山头松树苍翠茂密，灌木丛生，

这些被称为“鬼崽”的石像藏匿其间，隐隐可见。因此当地一直有

一个传统，那就是不能随意去触摸或者移动林里的石像，甚至是林

里的一草一木。因为传说谁动了林里的“鬼崽崽”，就会招来报应。

程度轻点便是家里养的牲畜、动物会生病或者是人生病，重则人死

家门绝、灾祸殃及全村、甚至会有大面积的病乱。田广洞村里，人

们始终保持着对鬼崽岭的敬畏，甚至有的老人都不敢去看一眼。村

里的人经常提及“谁拿了一尊鬼崽崽，谁对鬼崽崽不敬，然后就遭

遇了何种不测”的故事。这些民间故事也为鬼崽岭增添了一份神秘

色彩。 

三、对鬼崽岭文化的展望 
鬼崽岭遗迹作为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数量最大、时代最久远的

石俑雕刻群遗址，其背后的文化和神秘性值得更多的人去发现和挖

掘。鬼崽岭文化是在湘南的地域环境中产生的文化，对研究道州文

化、湖湘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国家现在非常重视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强调文化自信，因此国

家可以尽可能多调集专家前往发掘研究，弄清楚其背后产生的历史

背景等。当地政府也应当提高保护意识，注重保护文物的完整性和

全面性，同时在当地加强人们对文物的保护意识，同时也要派人到

当地收集资料，尤其是当地老人对于此文物的相关记忆，并且广聘

各界考古专家前往研究。当地媒体也应加强宣传和报道力度，让鬼

崽岭文化为更多专家、学者所了解，吸引更多人过来探秘研究，这

对提高当地的旅游文化以及推动经济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对文物的保护和研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努力，鬼崽岭文

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代替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自己

的文物保护意识，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作为对外汉语教

师，也应提高自身对历史的熟悉度。而作为道州人的我，也应当持

续关注鬼崽岭文化的发展情况，将其文化传播到更广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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