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４卷第３期

２０１８年９月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４，Ｎｏ．３
Ｓｅｐ．２０１８

祠的空间艺术及其思维模式

———兼谈龚红林、何轩专著《屈原文化版图考》

刘　芊

（湖南理工学院 美术与工艺学院，湖南 岳阳 ４１４００６）

摘　要：借助龚红林、何轩的著作《屈原文化版图考》探讨了祠的空间艺术及其思维模式问题。在人的全

方位思维模式下，祠的空间艺术会形成如下特点：它是审 美 的、艺 术 的；它 必 然 熔 铸 着 当 代 文 化 的 因 子；

它必然与地方的经济发展密切结合起来等。

关键词：《屈原文化图考》；祠；空间艺术；思维模式

中图分类号：Ｊ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２９１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９０－０３

　　就目前而言，祠的分类几乎还是个空白，况且，
对于我国祠的建设来说，简直可以讲，枚不胜举，多

如牛毛。因此，关于祠的空间思维及其理念，也是个

难以解决的问题，但还必须解决，而要解决它，必须

要选择一个恰当的参照物。
祠本来是 为 纪 念 英 雄、伟 人、名 士 而 修 建 的 供

舍，比如湖南的屈原祠，成都的武侯祠、杜甫草堂，尤
其是如今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等，以供人们追悼、瞻
仰和纪念。比较早的，据《汉书·循吏传》记载：“文

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及时祭礼不绝。”还有一

种类似于家庙的祠堂，以祭祀、追思祖先。到了东汉

末年，为了抬高宗族门第，就兴起了建设祠堂之风，
甚至活人也为自己修建“生祠”。因而，至于今天祠

堂更是数不胜数，并且种类繁多，“各行其是”。这就

为祠的空间艺术、思维模式及其理念的研究增添很

大的难度。然而从中也可看出，祠是可以分为两大

类的，一是公祠；二是宗祠，似乎对我们的研究也就

有了一定的参照物。
恰逢其时，湖南理工学院屈原研究首席研究专

家龚红林以及何轩，废寝忘食，通过大量亲历考察而

出版的专著《屈原文化版图考》，为本文撰写提供了

极大方便。我们就以公祠，特别是以湖南汨罗屈原

祠为对象，分析研究祠的空间艺术、空间思维模式，
同时兼谈龚红林、何轩的《屈原文化版图考》（以下简

称《图考》）的著述意义，也就有了研究的依靠。
《图考》以全国各地屈原祠、屈原庙、纪念馆以及

屈原塔、亭等为切入点，来考察屈原文化在全国各地

传播的“路线图”“版图”设置，进而探索屈原文化传

播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意义，视角十分独特、新颖，这

是屈原文化研究的一个创新。这也正是作者研究和

著述《图考》的终点、目标和文化价值所在，正如作者

在本书《后记》和《总后记》所说的：
“本成果研讨屈原文化在全国的分布版图，主要

有四个方面的考量：为‘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
深度研究、保护传承屈原文化提供科学依据；为培植

发展洞庭湖流域、汉水流域、长江三峡地区全域旅游

产业提供历史文化依据；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

‘中三角’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为各地

屈原文化旅游、政府文化产业建设、国际龙舟赛文化

旅游工作策划、屈原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提供决

策借鉴。”［１］（后 记）

“今天我们纪念屈原，研究屈原，助力湖南省‘十
二五’规 划 重 大 文 化 项 目 和 标 志 性 重 大 文 化 工

程———屈子文化园建设，正是我们国家树立 文 化 自

信的重要内 容。１９５３年 世 界 和 平 理 事 会 推 选 并 颁

布屈原为‘世界文化名人’，２００９年以纪念屈原为重

要核心元素的‘中国端午节’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屈原的爱国精神和与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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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辉的‘楚辞’诗篇，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

标识，是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支点。
‘屈原研究’一直是湘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方向。屈原亦是湘学形成的标志性人物，传承与发

展屈原文化对整个湖南省的历史文化传承及相关产

业升级有着重要的示范性意义。”［１］（总 后 记）

应该说《图考》，由于作者焚膏继晷、钩沉致远的

不懈努力、严肃的科学态度及其深厚的文化知识底

蕴，很好地达到了研究的目的，从而充分显示了该研

究的理论价值、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并

且论证充分、具体，尤其是那么多的“图考”详实而具

体的材料。这些无论从《图考》来看，还是从作者在

《图考·后记》自述来看，无不体现了作者研究的科

学态度和苦心孤诣的研究精神，著者龚红林说：
“本成果在拙著《屈原庙史料通考》（湖北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４年 版）基 础 上，有 许 多 修 订 和 更 正。首

先，思路上更加明确清晰，以探索屈原文化分布的时

空版图为目标。其次，在具体考证中，对原先考订的

各类遗迹做了进一步论证，修改了部分不准确的地

方。如河南南阳市的‘屈原庙’所在县城《屈原庙史

料通考》确定在河南西峡县，本书经过反复斟酌探讨

修正为‘鲁山县’。再次，增补和进一步扩充了各地

的屈原文化遗迹和湖南、湖北及河北等地屈原庙的

照片。第四，通过数据库分析，增补了《吟诵屈原的

唐诗人籍贯图谱》，并与《全国屈原纪念建筑分布图》
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了两图的关联，得出屈原文化

分布的核心 区 域 应 该 是 两 图 的 重 合 区 域：湖 南、湖

北、四川、重庆、河南、河北、安徽、江西、江苏、安徽、
福建。这是国内首次明确提出这一概念，应该是一

种开拓。”［１］（后 记）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该专著理论性和学术性的

准确性和科学性及其深刻性，进而深刻揭示了屈原

在中国大地 上 的 文 化 价 值、审 美 价 值 和 精 神 源 泉。
这些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强调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
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５０００多年文明发展中孕

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

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

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

标识。”［２］因此《图考》一书的思想价值、文化价值以

及审美价值是毋庸质疑的。
《图考》中的大量物质信息，比如图片的以及对

祠的介绍等，所隐含的另一种价值也值得归纳和概

括———那就是祠的空间艺术及其思维模式和理念也

值得有关业者关注和研究。
所谓祠的空间艺术，实际就是关于祠的空间设

置及其装修的艺术性问题。无论过去还是现代，在

祠的建设、设置及其装修，都有一个艺术性问题，它

一定会按照业主的文化观念、习惯爱好等，对祠的建

设、设置及装修有一个愉悦的、审美的要求。这样就

有了 祠 的 空 间 艺 术 和 思 维 模 式 的 联 系 和 链 接 的

问题。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祠向来是庄重、肃穆、谨严、

高峻的风格，以显示对贤达、英雄、士人等各种为人

类做出突出贡献之逝者的尊崇、敬仰和怀念之情等。
加之我国“方正”的优良传统文化和以儒家文化为正

统的传统，在祠的建设和设置中，其外形上，不是方，
就是圆，则显得高矗、峻拔、挺立、峭然，多用象征庄

重、严肃的暗色，比如灰、白、青、暗红等为基本颜色，
而室内空间则要显得穹隆、空寥，常使用的颜色主要

以红、黑、灰为主色调，最常见的还有朱红、绛红、咖

啡色等 深 色 调 等，显 得 庄 重、幽 深、雅 静、沉 稳 和 大

气。使瞻仰的人，一进到祠的大殿就不自觉地产生

一种肃然起敬的敬畏之感。比如：
“现存的汨罗的屈子祠，是清代建筑。新中国成

立后，这 里 经 过 数 次 维 修，同 时 骚 坛、独 醒 亭、濯 缨

桥、屈原墓等古迹也经过修缮。现有砖木结构，坐北

朝南偏东。祠前有开敞的石坪。建筑面积１６５１．３５
平方米，由前厅、中厅、后厅及厢房、走廊组成，南北

长５０．５米，东西宽３２．７米。
大门为砖石牌楼式，三门三楼，两边门 为 假 门。

门额上有泥塑的表现屈原生平及其作品内容的人物

图案１７幅。大门两侧另有两道侧门。大门内为前

厅，七开间，单檐硬山顶。前厅与中厅间为天井，内

有两株三百余岁的古桂，两侧为厢房。中厅七开间，
单檐硬山顶，明间有一神龛。中厅至后厅有甬道、过
亭相 连，两 侧 为 走 廊 天 井，中 亦 有 古 桂。后 厅 五 开

间，单檐硬山顶，明间立屈原塑像一尊。次、梢间内

陈列有屈原生平简介及后人研究屈原的著作介绍。
该祠布局紧凑 严 整，雕 饰 精 致，１９５６年 被 列 为 省 级

文物保护单位，成立屈原纪念馆，对外开放。“独醒

亭”“濯缨桥”“天问坛”“屈原碑林”……这些建筑物

的名称，概括 了 屈 原 的 作 品 名 目，揭 示 着 他 的 高 洁

品格。
前厅内木质屏风上雕刻有司马迁《屈原列传》全

文，廊柱上有多副颂赞叹惋屈原的楹联，还有清代著

名书法家虞绍南重书的唐、后梁、宋、元、明、清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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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宇的庙记碑文，静静地向每一个参观者展示着屈

原其人其诗。”［１］（Ｐ５７－５８）

这样祠的室内空间艺术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

继承和宣扬。从形体角度而言，则是以方与圆为根

本。在这里，方和圆是最基本的几何图形，方代表方

正不阿；圆则是柔和圆融，方、圆和合，体现了刚与柔

的完美结合。同时，圆与方又合天地之两极，也代表

着天地阴阳的两种至高境界。圆，是中国道家通变、
趋时 的 学 问；方，是 中 国 儒 家 人 格 修 养 的 理 想 境

界———方圆互容，儒道互补，进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主体精神，象征了这些值得敬仰的伟人所具有

的顶天立地、与世永垂、光照日月的人文品格。从龚

红林、何轩《图考》中，就显示出了二人关于屈子祠这

种天、地、人，知、情、意的审美感知图式，及其方圆和

合的空间艺术和思维模式。
然而，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值得 注 意。包

括汨罗屈子祠在内，除了个别的公祠，更多的公祠已

和园林建设相结合，融为一体，并且和当前的经济发

展也有密切的关系。祠，尤其是公祠有了浓厚的经

济意识，这些从龚红林、何轩的《图考·后记》中也有

显示。如上文引述中说：“为各地屈原文化旅游、政

府文化产业建设、国际龙舟赛文化旅游工作策划、屈
原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提供决策借鉴。”而事实也

是，就汨 罗 屈 原 祠 而 言，它 确 实 是 园 林 和 祠 的 结

合。有园，有林，有景点，曲径通幽，入情入理，草
木虫鱼，亭塔楼榭，花木葱茏，既可以供人们瞻仰、追
念、崇敬屈原伟大的人文品格和忠贞不屈的爱国主

义情怀，又可以供人们游乐、休闲、憩息，赏心悦目，
以娱情怀。还有很多铭文诗句可欣赏，汉贾谊有言，
司马迁有言，历代帝王也多有褒奖屈公之言，如北宋

张孝祥有《金沙堆庙有曰忠洁侯者，屈大夫也，感之

赋诗》曰：
伍君为涛头，妒妇名河津。那知屈大夫，亦作主

水神。我识大夫公，自托腑肺亲。独醒梗群昏，聚臭

丑一薰。沥血摧心肝，怀襄如不闻。已矣无奈何，质
之云中君。天门开九重，帝曰哀汝勤。狭世非汝留，
赐汝班列真。司命驰先驱，太一诹吉辰。翩然乘回

风，脱迹此水滨。朱宫紫贝阙，冠佩俨以珍。宓妃与

娥女，修洁充下陈。至今几千年，玉颜凛如新，楚人

殊不知，谓公果沉沦。年年作端午，儿戏公应嗔。

这样论及，问题就十分清楚了。当代新 祠 的 建

设以及对古代祠的修葺、整缮，甚或重建，尽管有着

“修旧如旧”的总体原则，但实际上，真正做到修旧如

旧很难。尤其是以现代的形势来讲，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并在人们心中打上深深

烙印，对于祠的建设及其修缮无不打上经济发展的

印记。
如是，关于祠的空间艺术及其思维模式就有了

基本的意向。它在人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顺向思

维、逆向思维、发散思维等思维形式在内的全方位思

维（或曰多元思维、整体思维）模式下，跳出了点、线、
面的限制，有了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占有具体的地

理的空间位置以及人之格局的思维动态。在此基础

上的谋划中，必然会形成如此之理念：第一，它是审

美的、艺术的，就祠的主体建筑而言，它必须是庄重、
肃穆、谨严、穹隆、高峻，方圆有序，色彩凝重，给人以

高山仰止的深刻感受，这是恒定的，不可变更的。至

于说围绕着主体建筑的其他楼台亭榭，花草树木，鸟
兽虫鱼等等，那是灵便和机动的。第二，它必然熔铸

着当代文化的因子，如今儒家虽然仍是我们文化的

核心，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化也浓厚地影响着

我们，即使在祠的修旧如旧中，它也会顽强地表现自

己。第三，它也必然与地方的经济发展密切结合起

来，比如发展旅游业，再比如提高本地区的知名度，
搞点儿“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招商引资，发展经济”
等。第四，发展旅游、休闲娱乐，以提高人们的生活

趣味，情感意志，精神享受和人文品质等。
这样说来，当代祠的建设及其修缮、整 修 等，就

具有了强烈的现代性、综合性、整体性及其审美性的

思维特点。这是龚红林、何轩著述的《图考》从另一

个方面告诉我们的道理。其实在《图考》中，处处也

都渗透着如此的研究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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