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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嘉卉冠英杰
——记荆州市著名民间文艺家李南杰

□ 陈礼荣

马蹄之下清泉流
——八岭山马跑泉的传说

□ 周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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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唐代诗人李白一首《送外甥郑灌
从军三首》，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古人在六博棋对垒中，千金一掷的豪情万
丈，排山倒海的围观呐喊，柳暗花明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谓精彩、激
烈、壮观！在这首诗中，李白用奇异的联想，将外甥郑灌获得从军机会喻为
博得“好彩头”。

可见，六博棋在当时流行。六博棋并非发明于唐代，而是流行于2000
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是一种掷骰行棋的博戏类游戏。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战国至西汉时期，六博棋在荆楚民间风靡
一时。

当时，不但有人经营六博棋室，还有人专门研究六博棋的N种玩法，并
写出了《博谱》等专著。

在历史的更迭中，《博谱》已经失传，但屈原在《楚辞·招魂》中记载了六
博棋的基本概念与玩法：“菎蔽象棋，有六博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
枭而牟、呼五白些。晋制犀比，费白日些。”

屈原用寥寥数语，生动地讲述了六博棋的基本玩法，特别是从“呼五
白”的描写中，可以感受到楚人在宴会中常常和着钟鼓瑟之声，掷采高呼

“五”和“白”。
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言宴乐既毕，乃设六博，以

菎蔽作箸，象牙为棋，丽而且好也。”
宋代诗人洪兴祖补注引鲍宏《博经》：“用棋十二枚，六白，六黑。”
《后汉书·梁冀传》注引鲍宏《簺经》云：“簺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

五即格，不得行，故谓之格五。”
以上这些文献资料，让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一套完整的六博棋是是

由局（棋盘）、棋和焭（骰子）组成，具体包括：绘有规矩纹的棋盘一个，棋子
两边各6颗（共12颗），其中各应有一颗较大（或涂不同颜色），及博筹共6
根。到了东汉末期，可能又增加了2个圆形的“鱼”。

多年来，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古代文献的记载。
1973年，荆州博物馆考古人员从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整套

博具，共有博局盘1件，竹箸6根，用半边细长竹管制成。骨质棋子12枚，6
白6黑，为长方体，竹箸与棋子盛在一个圆形漆奁内。

据该墓出土的遣策记载：“博。算、口、梮、博席一具、博橐一。”博是全
套博具，算是箸，口应是綦（棋），梮是木博局。墓葬年代为西汉文景时期。
博席、博橐已腐朽无存，其他均与同时出土的遣策对应。

后来，考古人员在湖北荆州的雨山台、天星观和九店等楚墓中，相继发
现了六博棋。1976年，从江陵雨台山314号楚墓出土了一件六博棋，盘为
长方形，盘面涂黑漆，用红漆绘出边框与“一”“L”形符号。盘正中凿有长9
厘米、宽6.3厘米、深0.9厘米的小盒，内装有小卵石做成的骰子24颗，其中
红、黑色的各9颗，白色的6颗。盒上有盖，恰与盘面平齐。盘下有三足，盘
长39厘米，宽32.7厘米，通高24厘米。而同在湖北的云梦睡虎地秦墓中，
也曾出土了2套六博棋具。

考古发掘出土的六博棋大多是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但在一些古籍
的记载中六博棋的历史似乎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

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世本·作篇》里，就有“鸟曹作博”的记载。鸟曹，
是传说中夏桀的臣子。

《史记·殷本纪》中说，商纣王的太爷爷殷王武乙制作木偶人，令人与
“与之博”。

《穆天子传》也曾记载了周穆王与井公隐士进行六博棋游戏，“三日而
决”没有分出胜负的故事。

从史料记载看，六博棋的历史应该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只是，一直
没有出土过春秋战国前的此类文物。

从《论语》中孔子提到过的“博弈”一词，可以推断六博棋至迟在春秋时
代就已发明。

这一推断，得到了考古学的支持。
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遗址两个墓中，都出土了战国初年六博棋子与

筷子状牙筹和银筹。专家认为，牙筹和银筹就是博筹，是六博游戏所用
的筹码。

考古专家依据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掘出土的六博俑和画像砖上的图
象分析，六博棋是两人各将6只棋子排列在棋盘的两端，其中较大的或颜
色特殊的称为“枭”，另5只叫做“散”，以“枭”为贵。6根博筹上写有或者刻
有“五”“白”“黑”“赛”等“采”，以掷得“五”和“白”两采为贵。两人坐向对博
时，先用博筹掷采，还要唱采；然后根据掷得的采在棋盘的曲道上行。棋

“枭”可以吃掉对方的“散”，并在5“散”的协同下可能杀掉对方的“枭”，以杀
“桌”为胜。

在河南灵宝出土的六博陶俑中，棋盘上还有二个圆形的鱼。而秦朝和
西汉的棋盘上，也绘有四个圆点的“鱼”。也许，当时还有以“牵鱼”与“翻
鱼”来计算得筹的多少，认定胜负。

根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博戏最盛的时代，上至天子下
到老百姓，从将军到文人，都非常喜欢玩六博。

资料显示，西汉时期还曾在宫廷中设置有博侍诏官，专职陪玩。汉宣
帝时期，在派遣使者慰问远嫁西域的细君公主时，还专门送去了六博棋具。

汉景帝还是太子时，曾与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在一起玩“六博”发生
争执，盛怒之下，失手用棋盘打死刘贤，为后来的“七国之乱”埋下伏笔。

一次六博游戏，居然引发了长达数年的叛乱。可以说，这是一场代价
极其昂贵的游戏。

其实，一盘棋引发的血案，最惨烈的是宋国国君宋闵公之死。
在公元前682年的鲁宋之战中，鲁国大败宋军，还俘虏了宋国大将军

南宫长万。后来，周天子从中斡旋，南宫长万被送还宋国。宋闵公时常奚
落南宫长万是“鲁国俘囚”。

一天，宋闵公让南宫长万陪他边喝酒边下六博棋，两人在下棋时发生
争执，宋闵公非常生气地说：“你一个常败将军，鲁国俘囚，怎敢与寡人争
胜！”一席话，羞得南宫长万面红耳赤，羞愧难当，便趁着酒兴大声怒骂道：

“无道昏君，你知道俘囚也能杀人吗？”说着，操起六博棋盘，一下将宋闵公
给砸死了。

两件涉及大人物的血案，汉景帝是失手，南宫长万则是受辱后激情杀
人。不管杀人动机与手段有什么的差异，都是因下六博棋引起争执而酿下
恶果。

可见，玩物丧志是用血的教训得出来的。
当然，这个结论也是有考古学作为支撑的。这不，2019年考古人员从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5200多枚竹简中，发现了关于六博棋行棋步骤
和游戏规则，相关的竹简数量竟然多达千余枚。

由此看来，西汉的海昏侯真可谓是骨灰级的六博棋玩家，连死也要带
上一本游戏攻略。可见，当时的权贵阶层，对六博的痴迷程度。

俗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汉以后，六博开始衰落，
玩六博，甚至成为不学无术的代名词。

赌性十足的六博，终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不过，海昏侯墓出土的六博棋游戏规则，却让我们有可能再识六博的

庐山真面目……

▲木博局（西汉早期，长42.4厘米，宽4.1.2厘米，厚2.6厘米，
1992年荆州高台33号墓出土，荆州博物馆藏）

柚塑惊世耀中华
2002秋，为了扩大荆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影响，荆州市政府在市
群艺馆举办了一次“荆州市民俗艺术观摩展”活
动。展出30多个品种、上百件民俗艺术精品，受
到全社会广泛关注和热烈赞扬。主持这次展览作
品征集、陈列和展陈工作的，就是已退休的资深群
众文化工作者、在国内享有盛名的民间文化艺术家
李南杰先生。

李南杰，1935年出生在沙市一个中医师家庭
里。他的母亲是当时较早接触西方教育的新女性，
20多岁时就在学堂里任职，是一名专门教女学生的

教书先生，这在民国初年的教育界，是一件破天荒
的新鲜事。

李南杰幼承庭训，在母亲的教育下，打下了深
厚的中国古典文学根基，加上多年从事群众文化工
作，使他对民俗艺术情有独钟。从市文联副主席岗
位退下来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他毕生挚爱的
民间艺术品的构思、制作和创新中来。由他所塑制
成形的柚皮傩戏脸谱，一问世就引起了国内民间文
化艺术界同行的连声喝彩，国内各大媒体记者闻名
而至，都要采访这位荆楚柚皮刻塑的唯一传人。

柚子皮大家司空见惯，但就是在这最不起眼的
柚子皮上，李南杰构建起他的民间艺术殿堂。

柚子皮看起来软绵绵，掰起来脆生生，似乎与
造型艺术根本不搭界。可是，经过无数民间艺人的
心传口授，硬是创造出了被称之为“柚塑”或“柚雕”
的工艺品种。

李南杰在孩童时期，就曾从老奶奶的针线簸子
里见过柚塑作品，如八角形的线盒子、四方形的鞋
样盆等。因年代久远，这种在荆楚大地上流传很久
的造型艺术，已经失传多年。

在发掘过程中，李南杰通过长期摸索，结合
自己多年的实践和体会，创造性地糅合塑、刻、
雕、镂等新技术、新工艺，从而使这种传统技艺
在新时期又重放异彩。经过他精心研究打磨，
柚子皮变成一件件造型古朴、形制奇特、经久耐
存、典雅大方的艺术头面，装饰壁挂和实用器皿。
由于这种“玩艺”人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刚一
向世，便被《南方周末》等报刊誉之以“中国一绝”
的美称。

“万博城”里夸寰中
全国各大媒体对“柚塑”的宣传报道，使李南杰

名声大噪。1992年，河北省南戴河万博文化城的
老总王成君慕其大名，诚邀他前往位于渤海边的全
国民俗艺术展览中心，与国内一流高手进行切磋和
交流。

李南杰到了万博文化城，王成君和他数度深谈，
为其深厚的学养、渊博的知识和对民间民俗文化活
动全面而深刻的了解所折服，恳请他出山，为万博文
化城主持“第二届全国民俗艺术展览会”。

作为群众文化艺术领域的一个基层单位负责
人，李南杰曾先后主持过40余次不同类型、不同主
题的展览，对这项工作驾轻就熟。经他全力运作，仅
用了第一届展览三分之一的费用，在5000多平方米
的展览大厅里，陈列出比第一届展览多一倍、来自全
国各地的民俗艺术精品。

王成君许以重金酬谢李南杰，最后他分文未

取，倒是借助这个机会，将荆楚大地各种门类的民
俗艺术品，布置了四个展厅，让独具楚地风情的民
间民俗艺术如沔阳剪纸、洪湖贝雕、沙市汉绣、荆州
竹刻，以及瓷刻画盘、石膏画匾、微雕与根艺等，在
海内外观众面前，大大地火了一把！民俗艺术家如
湛文心、熊建国、徐大鑫、熊学甫、王庆国、鲁怡洁等
也由此成了名扬全国的人物。

此后，南戴河万博文化城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
全国群众文化活动中心，李南杰被推选为秘书长，
并继续主持了第三届民俗文化展览。

1994年，作为全国老摄影记者联谊会副主席
的李南杰，参与策划、举办了《小平您好摄影展》，时
值邓小平同志90华诞在即，影展刚一开展，西方各
国驻京记者蜂拥而至。《人民日报》在头版醒目位置
报道了这次活动。接着，该会又举办了“纪念毛泽
东主席延辰100周年大型摄影展览”，在海内外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

佳承佳艺启后世
李南杰于上世纪50年代初参加工作，1958年

被组织选送到北京文化学院群众文化研修班就读，
毕业后回到沙市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凡30多年，对
荆州民间民俗文化的渊源与流变、历史和现状，了
如指掌、烂熟于胸。为了保护传承这些弥足珍贵的
文化遗产，近几年来，他长年拎一个包，带一杯茶，
挎上照相机，走村串户，远远近近地跑了一趟又一
趟，寻访失传技艺、调查民间艺人，搜集并统计遗存
在各处的传世文物。

2000年，李南杰发现现存于周梁玉桥一带的
明万历年间的石雕牌坊有毁损的危险，当即向有关
部门报告，并提出抢救措施。市领导十分重视，
当即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
下，拨出搬迁费用。在搬迁中，李南杰亲自主持
加固、挖掘、清整、搬运等繁琐的工作，终于使那尊
牌坊中雕刻精美、造型奇特的石雕构件，得到了妥
善的安置。

我市挂彩泥塑工艺的唯一传人、市冷冻厂退休
工人唐国钧年逾古稀，身体多病。李南杰为了避免
这一民间工艺技术失传，自掏腰包备好用料，请唐
国钧制作传统人物造型，刚做完“八仙”和“福禄寿”
两组造型，唐国钧便一病不起。看到唐国钧留下的
遗作，李南杰更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在有生之
年，多为子孙后代保存一些前人传下来的绝活奇
技，唯其如此，才能不辜负楚地先民代代传承的民
间民俗工艺遗产，让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说在新
时期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
（注：李南杰先生已于2023年元月28日因病去世）

有青年朋友询问李南杰先生
的事，且近年来先生仍于文坛艺
苑颇有交谊；惜我近年来为疫情
所囿，久已与先生断了联系，但思
及多年前曾为先生写过一篇通
讯，展布于兹，以飨同好——

当年，省政协要编一部书《长
江中游民间文化艺术》，曾指定
要写若干人物，南杰先生赫然在
列。我因供职报社，有关方面就
让我接下这个任务。我与先生
交往多年，他是指导我的先生、
也是引领我的长者，自然对先生
钦敬有加。可惜，文章写的时
候，对篇幅有限制，到发表的时
候，更是斧斫过半……好在现存
部分尚可一阅，权且拋砖引玉，有
待于来者续补。

——2022.11.29.谨记

荆州城西12公里处，有一座八岭山，山坡上有
一眼清泉，泉水清凉，长年不断，暴雨不涨，久旱不
枯。关于这眼泉，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哩。

三国时期，刘备借了荆州，派关羽镇守。关羽
能征惯战，打了不少胜仗，威震华夏，这得亏了他
随身的两件宝物：青龙偃月刀和赤兔马。赤兔马
是天庭下凡的神马，身长一丈几，身高八尺多，毛
色火红，四蹄生风，爬山渡水，如履平地，关羽十分
喜爱它。一天早晨，天高气爽，风和日丽，十分凉
快。关羽亲自喂马，又到洗马池去给马洗澡。洗
完马，关羽打算遛马回营，他把缰绳甩在马背上，
让赤兔马在前面引路，自己在后面跟着。走着走
着，马忽然一惊，调转头，耳朵直竖，尾巴直摆，四
蹄腾空，朝着西边仰天长鸣。关羽转身一看，只见
西边烽火台狼烟滚滚，火光冲天，心想：不好了，大
哥有难！正在这时，从西边大道跑来一匹战马，马

上跳下一个士兵，神色慌张地说：“报告将军，曹操
派了几万人马偷袭当阳，主公被困，请您去解围！”
关羽紧握大刀，说：“好，队伍马上出发。”赤兔马将
身子一摇，恰好把缰绳甩到关羽手中，关羽纵身一
跃，端端正正跨上了马背，向当阳方向跑去。走着
走着，突然风变小了，天变热了，人马都跑得浑身
是汗。

队伍走到八岭山中，气象突变，风全停了，本来
还在东边的太阳一下子移到了天顶。暴晒之下，树
木变得像烧柴，石头变得像火炭，口口堰塘干得底
朝天。队伍人困马乏，寸步难行。

关羽心里万分焦急，翻身下马，抬头望天，只见
一朵乌云恰恰遮住了太阳的东半边，当阳方向一片
火海，荆州方向一片阴凉。前进还是后退？关羽想
起了和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时的誓言：“不求同年
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决心单枪匹

马，也要救出刘备。他摸了摸青龙偃月刀，说：“开
弓没有回头箭。”又拍了拍赤兔马，说：“好马不吃回
头草。”

关羽扛着刀，牵着马，拼命朝前走。走到半山
坡，赤兔马不停地用蹄子刨石头，突然马蹄下冒出
了一股清泉，泉水顺流而下，所到之处，倒卧的士
兵、战马都站了起来，树木变绿了、石头变凉了、堰
塘水变满了、天上的乌云散了、太阳又回到了东
边。关羽重新带领人马，火速奔向当阳，击败了曹
操的军队，给刘备解了围。后来人们就给这眼清泉
起名“马跑泉”。

附：马跑泉碑文
“刘备被曹操围困当阳时，关羽引师救之，取道

过此，人马俱困，焦渴难当，寸步难移，赤兔马以蹄
刨地，昂首嘶鸣，忠义感动山神，石开泉涌，人马得
饮，精力复萌，速赴当阳救主。”

在风光秀丽的中山公园东北隅，有一处高
岗耸立在波光潋滟的便河旁，高岗上有一座风
格独特的古建筑，它就是荆州著名风景名胜

“春秋阁”。
春秋阁通高13米，分为上下2层，上为阁、

下为室，台基条石砌成，格外坚实。阁为单檐
歇山顶，阁顶斗拱层叠，有立体龙头凤首祥云
装饰其上，风格独特、工艺精巧。黄色琉璃瓦
屋顶，金碧煌煌、熠熠生辉。四角飞檐直冲云
天，阁顶两头均为剑插蟠龙，十分精致。阁楼

建在厚实的条石之上，由前后左右四道石阶梯
拾级而上，阶梯旁为青石栏杆，雕刻凤凰麒麟
祥兽、仙花灵草、古朴厚重。阁门上方三个金
色大字“春秋阁”，苍劲有力。阁门旁为古楹
联：“绍尼山大一统心传遗憾三分缺汉鼎，为守
土留两间正气声灵万古濯荆江。”阁门内有白
鹤献寿藻井，关公彩塑雕像端坐神台，凝神观
看《春秋》，威风凛凛，栩栩如生。神台上方有
一巨匾，上书“威震华夏”，后侧的对联为：“文
夫子武夫子两个夫子，作春秋读春秋一部春

秋”。神台后方为名家书写的《三国志卷三十
六·关公传》巨大壁屏，阁内四周悬挂名家绘制
的关公一生事迹的巨幅国画。

据考证，春秋阁原是清朝嘉庆年间（公
元1796年—1821年）修建在沙市西郊的金龙
寺（又名东关庙）前的一座古戏楼，1931年沙
市修建中山公园时，将它整体搬迁到如今的
位置。因关公一生喜好秉烛夜读《春秋》，故
将戏楼命名为《春秋阁》，是湖北省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图/文 赵楚辉）

19781978年拍摄的春秋阁正面年拍摄的春秋阁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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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1985年拍的春秋阁远景年拍的春秋阁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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