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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说寿文化》内容简介：松鹤延年。
自古以来，寿就是中国人共同向往的人生目标之一，成为千古永恒的祈福迎祥主题。
《图说寿文化》从百姓喜闻乐见的各种寿星展开，对寿文化加以发掘梳理，描绘了民间祁寿、祝寿的
传统习俗和文化意象。
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故事、精美细致的图片，阐释了寿文化的特质和内涵，讲述了中国人渴望长寿
的文化心理。
既探寻其渊源，叙其流变，又述其功能，结合民间传说典故、民情风俗，勾画出一幅相对完整的民间
寿文化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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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殷伟，男，1957年2月生。
先后任职于安徽日报、珠海特区报、珠海特区音像出版社、珠海市委宣传部、珠海市新闻出版局，多
年从事和主管新闻出版工作，现任新加坡世界中华传统文化交流会执行会长，专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著作甚丰，颇有影响。
有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著作《中国琴史演义》、《中国围棋史演义》、《中国绘画演义》《中国书法史
演义》、《中国酒史演义》、《中国茶史演义》、《中国沐浴文化》、《沐浴中的女性》、《中国鱼
文化》、《钟馗》近50种。
程建强，男，1959年7月生，新加坡亚洲管理学院MBA，20世纪90年代初年留学俄罗斯，在莫斯科攻读
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中恒汇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四川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总裁、北京曼登宁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中国长城国际徒步俱乐部主席、俄罗斯中国徽商协会会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主
要有《时尚学》、《中国时尚文化》、《世界时尚文化》、《中国服饰时尚》、《中国美容时尚》、
《环境管理学》、《图说剑文化》、《中国私立高等教育探讨》、《中外职业教育现状、趋势》等专
著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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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寿神崇拜寿星二说寿星是与福星、禄星一样最受人们尊奉的吉祥大神，寿星也是寿神中影响最
大的神灵，原本是星宿，后附会为神名，民间把寿星看作是主宰人间寿夭的最大神灵。
作为星宿的寿星，一说是指二十八宿中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第一宿和第二宿，即角、亢二宿。
二十八宿中东方苍龙七宿依次为角、亢、氐、房、心、尾、箕，成苍龙形状。
其中角宿有二颗星，因似羊角，故名角，在东方苍龙七宿中如龙角；亢宿有四颗星，直上高亢，故名
亢，在东方苍龙七宿中如龙头。
现代天文学将此二宿归入室女座，其中角宿二星是一等亮星，每年5月初傍晚在东方低空出现。
《尔雅？
释天》说：“寿星，角亢也。
”郭璞注说：寿星位于各宿之首，角、亢是各宿之长，所以叫寿星，主长寿。
另一说寿星指南极老人星。
汉人司马迁《史记？
天宫书》称在西宫狼星下方靠近地平线处有一颗亮星叫南极老人星。
南极老人星出现，则政治安定；南极老人星不见，就会发生战争。
老人星为天子显示寿命、国运长短的征兆。
所以历代帝王对老人星恭奉有加，祈望老人星能降福于己，确保国祚永宁。
老人星成了国家祸福的象征和保护神。
南极老人星最初为掌国运兴衰、国命长短的神灵，后来才引申为主人寿长短的神灵。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对老人星的职能作了引申，认为老人星既然主国家命运，也就能主宰君王之
寿命长短。
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说：“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寿。
”在这里司马贞已将寿星当作主人间福寿之神，老人星已由专司君王寿命扩大到掌管天下人寿命，成
为人人崇拜的寿神，其与帝王有关的色彩渐趋淡薄。
寿星的人神化与祭祀风俗有关。
中国古代祭祀寿星，皆列为朝廷祀典，并且历史悠久。
《通典》说：周代礼制秋分在南郊祭祀寿星。
《楚辞？
九歌？
云中君》、《史记？
封禅书》都说供奉寿星有专门的寿宫，祭祀寿星是为了求寿。
到了东汉时期，祭祀寿星又与敬老活动联系起来，每到仲秋之月都要举行敬老与祭祀寿星的活动。
《后汉书？
礼仪志》说：汉代注重敬老，凡是7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都授以顶端有鸠装饰的王杖，还要在国都南
郊老人庙祭祀老人星。
鸠杖是老人的标志，后来的寿星手不离拐杖，大概与此有些渊源关系。
《通典？
礼四》说，从唐代开元二十四年（736）开始，皇家规定将角、亢与南极老人星都当作寿星，并设坛合
祭，从此，二寿星崇拜遂合而为一。
由于皇家祭祀寿星与敬老活动相结合，民间也逐渐形成了相应的祈寿、祝寿的礼俗，并将寿星遂定格
为一位拄长杖的老人形象。
《汉乐府？
长歌行》是较早描述寿星形象的诗篇，诗说：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
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
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
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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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
诗中描写了想象中住在西岳华山的神仙老寿星的形象。
这位传说中的老寿星因服用了红色灵芝而康健长寿。
南宋时的寿星像拄着长长的拐杖。
明朝，寿星长头短身的形象逐渐突出。
吴承恩《西游记》第七回所描绘的寿星说：“霄汉间出现老人，手捧灵芝飞蔼绣，长头大耳短身躯，
南极之方称老寿——寿星又到。
”近代以来，寿星的形象更具喜庆色彩，深受百姓喜爱。
寿星为一位白发老翁，白须飘逸，长眉间透着慈善，手持龙头拐杖，最突出的是那长而大的光秃秃的
脑门，民间称为“寿星头”。
关于寿星的大脑门，还有一则传说：寿星母亲怀上寿星九年，尚不能分娩。
母亲十分着急，竟然问肚子中的孩子：“儿啊，你为什么还不出？
”寿星在娘胎中说：“如果家门口的石狮双眼出血，我就要出生了。
”这话被隔壁的屠夫听到了，就用猪血涂在石狮双眼上。
母亲告诉了肚中的孩子，寿星便急忙从母亲腋下钻了出来。
因为未足年份，寿星的头就变得长而隆起了。
这则传说编造寿星超乎寻常的怀胎时间，无非是要说明寿星的生命非同一般，他自己能长寿，也能赐
给人们长寿。
民俗年画《寿星图》是人们喜爱的吉祥物，图上那慈眉善目的寿星老人满足了人们健康长寿的美好祈
望，人们视之而心旷神怡，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精神的安慰。
民间《寿星图》中寿星手拄龙杖托仙桃，还多点缀有松、鹤、龟、桃、灵芝、葫芦等长寿吉祥物，更
增添了吉祥的意味，突出了长寿的主题。
如《松鹤延年》绘寿星骑着仙鹿，奔跑在青松下，回首望着鹤飞云天的图像，青松、白鹤、仙鹿都意
寓着长寿，寿星手持遮阳扇，神采奕奕，保佑人们延年益寿。
旧时人们多以此类图祝贺老人长寿，每当逢年过节，家有老人的儿孙总要在中堂挂一幅《寿星图》以
表示祝福老人健康长寿，两侧楹联多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
民间常将寿星和福星、禄星凑在一起，合称“福禄寿三星图”，三星分别代表着福运、官禄、长寿，
最受人们尊奉，在民俗年画中也最为常见，如清代安徽濉溪年画《三星在户》、清代江苏苏州桃花坞
《三星图》，等等。
在民间俗神当中，有一位主福寿的南斗星君。
有人说南斗星君就是南极老人、南极大帝，又称为南极仙翁。
考证其源流，其实三者各不相同。
南斗星位在南方，为六星组成，形状似斗，所以名叫南斗。
唐人杨炯《浑天赋》说：“南斗主爵禄，东壁主文章。
”南极星又称寿星、老人星、南极老人星、南极老人。
《史记？
封禅书索隐》说，寿星，就是南极老人星，奉祀他求祈福寿。
这老人星又叫做南极老人。
《史记？
天官书》说，狼比有大星，叫做南极老人。
唐人李白《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说：“衡山苍苍入紫冥，下看南极老人星。
”杜甫《覃山人隐居》说：“南极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谁勒铭。
”综上所述，南斗有六星，主福寿；南极为一星，主福寿。
至于南极仙翁，则俗喻人们的长寿，既非南斗星，也非指南极星。
南斗星与南极星都是自然界星辰，民间相信，这些星辰具有决定人类命运的超自然力，从而被人们作
为寿神崇拜。
南斗星君信仰，同日月、星辰、北斗等自然崇拜一样，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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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就已有专祀南斗的庙堂。
秦灭六国，天下一统，秦始皇就命令建立国家级的南斗庙。
南斗就是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即北方玄武七宿的第一宿。
宿，指的是列星，如同一群星的宿舍，故南斗不是一颗星，它包括了六颗星。
南斗的位置与北斗相对，所以称南斗。
古人认为南斗星君主寿命、主爵禄，这大概是世俗与权贵同为祈望的，所以在古人星辰信仰中，占有
重要地位。
《星经》就说：“南斗六星，是主天子寿命，亦云主宰相爵禄之位。
”道教典籍《上清经》更把南斗六星的职责具体化：第一天府宫，为司命星君。
第二天相宫，为祀禄星君。
第三天梁宫，为延寿星君。
第四天同宫，为益寿星君。
第五天枢宫，为度厄星君。
第六天机宫，为上生星君。
这样一来，南斗六星就被神化，成为六个司命星君。
大概在三国时期，人们把南斗星君形象化。
民间流行起“南斗主生，北斗主死”的俗信，最早见于晋人干宝《搜神记》卷三，故事说的是颜超求
寿。
三国时魏国有个术士叫管辂，相面最准。
一天，管辂见到颜超，一看他面相，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
颜超的父母一听急了，忙叫管辂为他19岁的儿子想想办法。
管辂就对颜超说：“你赶紧准备一坛好酒，再准备一盘鹿肉干，卯日那天，你到麦地南头的大桑树下
，那里有两个老人在下围棋，你不要说话，只管给他们斟酒添肉，喝完了再倒，直到酒喝完、肉吃完
为止。
他们要问你话，千万别说一字。
照我说的去做，你恐怕就有救了。
”颜超依言而行，果见两位老人下围棋，立即斟酒添肉，两个老人只管一边下棋，一边喝酒吃肉。
酒过数巡，北边那位老人忽然发现了颜超，大声问道：“你在此干什么？
”颜超赶紧跪下，一言不发，只是磕头。
两个老人商量说：“吃了他的酒肉，怎么也得帮他的忙。
”北边那位老人说：“文书已定，寿在19。
”南边那位老人说：“拿文书来我看看。
”一看颜超寿命果然只有19岁，于是，取笔一勾，对颜超说：“回去吧，让你活到99。
”颜超大喜，叩拜而回。
看来神仙也接受贿赂，与人大开方便之门。
颜超回来问管辂怎么回事，管辂说：“北边坐的老人是北斗，南边坐的老人是南斗，南斗主生，北斗
主死。
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明人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六十九回“卜周易管辂知机，讨汉贼五臣死节”中也演义了这个故事
，只是把颜超改作赵颜。
管辂指点颜超求寿的故事，后世流传极广，民间年画也多以这个故事入画。
在民间有专祀南斗星君的庙宇，叫南斗星君庙，俗称“延寿司”。
江苏无锡的南斗星君庙十分著名，清代康熙皇帝曾特意写了一幅匾额“光耀南天”，赐给了此庙。
中国台湾崇拜寿神南斗星君的寺庙有台南县新市乡的天一堂、高雄县阿莲乡的南安宫、宜兰县冬山乡
的振兴堂等。
南极仙翁南极仙翁的形象极有趣，逗人发笑：身材不高，弯腰弓背，一手拄着龙头拐杖，一手托着仙
桃，慈眉善目，笑逐颜开，白须飘逸长过腰际。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说寿文化>>

最突出的是他那硕大的脑袋，特号的大脑门儿更是耀眼。
在寿神的许多画像中，有时他还骑在仙鹿上，将福、禄、寿集于一身。
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根本不是什么“星”，而是一位慈祥和善的长者，是一种吉祥的象征。
寿星自先秦以来，历代王朝皆被列为国家祀典，至明代始停止祭祀。
国家礼典虽废，南极仙翁却广为流传，如家喻户晓的鼓子曲《白蛇传？
盗灵芝》里的南极仙翁是一个好心肠的老神仙。
白娘子饮雄黄酒而现出原形，吓死许仙。
白娘子为救许仙，潜入昆仑山盗取灵芝仙草，“白蛇女，上仙山，去盗灵芝。
盗来了灵芝，下了山。
白鹤童子拦住路，二人山下排战端。
南极仙翁也来到：‘白蛇女为何盗仙丹？
’白蛇女双膝扎跪苦哀怜：‘尊一声寿翁南极仙翁⋯⋯’”南极仙翁听了白娘子一番诉说，了解到白
娘子的遭遇，非常同情，怜而赠以灵芝，最后，白娘子用这灵芝救活了许仙。
这里的南极仙翁是一位颇具同情心的老人，他善良的性格特征随着《白蛇传》的广为流传而为世人知
晓。
《古今图书集成？
神异典》中有一则南极仙翁的故事：北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一位不知来自何方亦不知姓名的道
士模样的老人出现在京城。
他在大街上转来转去，时而停下来占卜。
老人身材不高，而头却约有身长的一半。
他看似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者，但腿和腰却特别硬朗，令人感到他绝非常人。
他喜欢喝酒，见酒铺便径直走进去，大口大口地喝个痛快，喝得最多时也脸不变色，同往常一样。
最初人们对他并不十分注意，但不久这位老者便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
好事者毫无顾虑地接近他，认为他的相貌奇特，有人还甚至画他的像，但他却不动气，依旧坦然。
这么一来，关于他的传闻越来越多，越传越广，连皇帝的侍卫都听到了。
侍卫把街头巷尾的议论报告了皇帝，仁宗皇帝亦挺感兴趣，遂传旨带老人进宫。
老人进宫见到皇帝竟毫无惧色，显得落落大方。
仁宗皇帝命侍卫抬出一石酒给他喝，并说愿喝多少就喝多少。
老人高兴得手舞足蹈像小孩一般，那迫不及待的喝酒方式宛如久旱逢甘露。
仁宗皇帝及众位在场者被他的行为惊得目瞪口呆，而他喝了七斗酒后，却悠然自得地从御前退了下来
，片刻间不见踪影。
次日司天的官员慌忙进宫上奏皇帝说：天上老人星到了御前之后忽然不知去向。
仁宗皇帝思忖：看来，那位老人可能是天上老人星的化身，难怪那样能喝酒。
还有传说称，唐玄宗时期老人星曾在一位名叫邢和璞的人面前出现过。
在元明杂剧中，有一本《南极登仙》、一本《群仙祝寿》、一本《长生会》，宝卷《三仙宝传》中都
有南极仙翁的记载。
在这些戏曲中，寿星的打扮是“如意莲花、鹤氅、牌子、玎铛、白发、白髯、执圭”，与后来流行的
寿星模样有些区别，不是光脑袋，也没有拄杖。
长头大脑门的寿星像大约是明末定型的，一直沿用到现在。
道教尊神中有一位南极长生大帝，不少人顾名思义，认为他就是广受中国人喜爱的福禄寿三星中的寿
星南极仙翁，如中国道教协会印制的《道教常识》明言“南极长生大帝，又称南极长生司命、南极仙
翁或寿星”。
其实，南极长生大帝是一位地位祟高，神通显赫的大帝，与坊间常见的那位捧桃扶杖、头额高隆的老
寿星是两回事。
闵智亭《道教仪范？
南极寿星圣班》中所列神名有：“南极长生大帝统天元圣天尊⋯⋯南极福星天德星君，南极禄星天佑
星君，南极寿星老人星君⋯⋯”可见，二者并非一神，用现在的话来说，南极长生大帝是福禄寿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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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管领导”。
这位南极长生大帝圣号为“高上神霄玉清真王南极长生大帝统天元圣天尊”，居高上神霄玉清府，仅
次于三清、四御而位居雷霆九宸高真之首，专制九霄三十六天，统率雷部，遥领日宫。
传有神霄雷法下界流传，道教神霄派奉为宗师。
彭祖无极彭祖以善养生而长寿著称，也是人们崇拜的寿神。
彭祖在先秦典籍中被称作老彭。
《论语？
述而》说的老彭即彭祖，把彭祖与“好古”联系起来，即包含了彭祖长寿的意思。
《庄子》中的诸多篇章都涉及了彭祖养生长寿的故事，传说彭祖得道后，从有虞时期活到了五伯时期
。
彭祖是如何得道而致长寿的呢？
《刻意》篇作了回答：“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
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所好也。
”原来，彭祖得道长寿的秘诀在于采用了导引行气养生的方法。
《荀子？
修身》也称彭祖为“治气养生”之人。
在先秦典籍中，彭祖是一位靠导引行气之术而活了800岁的长寿之人。
后来，道教将其列为仙真，并为其增添了服药、房中术等道术，其身世、经历也逐渐被编排得更为丰
富。
相传彭祖自编的《长寿歌》道出了其长寿的秘诀：苕溪碧水丁冬日夜流，问君何以能得享高寿？
淡泊甘蔬吾不缅旨酒，调和化纳饭后百步走；拳术常运服劳自动手，沐日颜黝空气通窗牖；遇事不怒
坦荡无忧愁，若能遵行定卜登上寿。
晋人葛洪《神仙传》所记彭祖故事最为丰富：彭祖不恤世务，唯以养生治身为事。
到了殷朝末年，已经767岁，可是丝毫没有衰老的现象。
殷王获得这个消息，想礼聘他为大夫，彭祖却借口生病，足不出户。
彭祖精通补导术，并时常服用肉桂、云母粉、糜角散。
他居家的时候，与常人没有两样，只是经常做腹式呼吸。
所谓腹式呼吸，就是从早上开始到正午，一直端坐着，揉揉眼睛，摩擦摩擦身体，用舌头舔舔嘴唇，
吞下唾液，然后深呼吸数十次。
做完腹式呼吸后，才开始日常的行动。
其养生之道深得殷王羡慕，殷王亲自去问他养生之道，他却不肯告诉殷王。
殷王为了想知道延年益寿的方法，就派遣后宫的采女去请教彭祖。
彭祖回答采女说：“我认为一个人应该尽量地摄取美好的食物，穿着华丽的服饰，最好还要能够精通
阴阳、位居高官。
如果身体健壮，面部红润，老而不衰，照样能延年益寿，永远活在世界上，不为寒暑风雨影响，不为
鬼神精灵侵犯，不为凶器恶兽伤害，不为喜怒哀乐、毁誉褒贬牵制；这是作为一个人最理想的境界。
如果能够适当地养气，起码能够活到120岁；如果懂得道，就能活240岁；如果能彻底明白道理，就能
长生不老。
”彭祖还将服气法和吐纳导引等要旨传授给采女；采女回去后，又将这些方法传授给殷王。
殷王尝试了以后，发现果然非常有效，就想独享这种法术，下令凡是传彭祖道法者诛，又准备加害彭
祖。
彭祖知之，悄然而去，不知所在。
看了彭祖的故事以后，我们可以体会到古代中国人对永生不死境界的渴望。
彭祖是道教的尊神，更是民间长寿的象征，其画像最迟在明朝已出现。
彭祖形象为浓眉细眼模样，秃头黑胡子，手里也持有一根象征长寿的鸟头长拐杖，其表情沉静，略显
呆滞，符合传说中平静无为、只重养身的性格。
现今为老人祝寿几乎不用彭祖像，而多用南极寿星像，可能是彭祖像与南极寿星像相比，缺乏勃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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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缘故。
看来，中国人追求长寿，并不只要求死气沉沉地活着，而是要求活得有滋有味，有所作为。
如果说彭祖与祝寿活动还有一点联系的话，那就是寿联中有时也出现他的名字，如：“福禄欢喜，彭
祖无极。
”王母娘娘王母娘娘就是西王母，简称王母，原为古代神话中的女神，后经道教增饰奉为女仙领袖。
西王母始见于《山海经》，是个介于人兽、人神之间的怪神，其职掌“司天之厉及五残”，属凶神。
在《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中，西王母的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女性的身份已确定，是个人间
的女王。
到《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中，西王母则完全演化为绝色女仙，在女仙中的地位至高无上。
王母娘娘相貌在30岁左右，雍容华贵，容貌绝世，出门巡游乘紫车，玉女驾车，青鸟护卫，如云的青
气缭绕四周，一派飘逸逍遥的景象。
她的神职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掌管瘟疫、刑罚之职，而是以赐福为主要司职。
而且，王母娘娘还成为长寿的象征，民间祈寿往往拜祭王母娘娘。
两汉时期的司马相如和扬雄将王母娘娘描绘为吉祥寿星。
王母娘娘成为长寿吉祥神，主要在于她有不死药。
嫦娥奔月神话的产生和传播，使王母娘娘的不死药名声大噪。
羿是射杀九日解救天下旱灾的英雄，他射日得罪了东方天帝帝俊，被贬到凡间。
羿为了重新回到天上，就向王母娘娘求得了不死药。
结果，他的妻子嫦娥偷吃不死药后，飞奔到了月宫里。
嫦娥故事离不开不死药，而这不死药的主人便是王母娘娘，掌握着不死药的王母娘娘理所当然是寿星
。
传说，不死药生长在昆仑山，即王母娘娘诞生之地。
昆仑山盛产不死树，不死药是从不死树中提炼出来的。
王母娘娘不仅是昆仑山的不死药的提炼者，而且掌管着昆仑山的不死药。
王母娘娘由丑怪之神蜕变为漂亮女神之后，仍掌管着这种不死药，而且由此成为赐长寿之神。
随着王母娘娘由昆仑山神上升为天神，不死药的产地也由昆仑山移到了月宫。
提炼不死药的不死树也有了具体所指，这就是月中桂树。
而且，人们还为不死药加入了灵芝。
桂花与灵芝都是中医认为有益年延寿功效的药物，也是中国人信仰中具有人长生不老力量的神物。
桂树的药用价值早就为古人所发现，出于对桂树药物功效的崇拜，古人为桂树添上了种种神秘的色彩
，编造了种种神话传说。
传说吴刚伐桂树，随砍创口随合，意味着桂树为不死树。
桂树被说成是月中不死树之后，人们又想象人间的桂树是月宫中桂树落下的桂子生成，桂树也就成了
来历不凡的神树。
所以，人们又称桂树为月树，相信食桂能长生不死，飞升成仙。
桂树如此神奇，所以被用作制作不死药的原料。
不死药的另一原料灵芝，也是具有奇特药用价值和蕴涵着神秘观念的神物。
灵芝是珍贵的草药，其治病、滋补的功能早为古人所知。
三国魏曹植《灵芝篇》专赞灵芝：“灵芝生天地，朱草被洛滨；荣华相晃耀，光采焕若神。
”可见古人对灵芝的珍视。
由对灵芝的珍视而产生崇拜，灵芝遂成为驻颜回春、延年益寿的神物。
中国人对灵芝延年益寿的神力信仰源远流长，所以，王母娘娘的不死药以灵芝为原料之一。
由此可见，在人们的心目中，由桂与灵芝这两种神奇的植物配方而成的不死药，会具有何等奇特的功
效。
麻姑献寿为老人祝寿，还有男女之别，男的挂男寿星图，女的挂女寿星图。
女寿星图通常画的是麻姑，如《麻姑献寿》。
麻姑美如天仙，作腾云驾雾状；或作飘然行走状；或双手托盘作奉献状，盘中一壶美酒，几枚仙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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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是自酿的长寿酒，桃是王母娘娘所赠寿桃；或肩荷一细竹枝，枝上挂一壶美酒，一童子背一巨大的
仙桃相伴相随。
不管哪种麻姑图，桃和酒是必不可少之物，因为桃和酒是长寿的象征，麻姑献寿便是通过献桃与酒来
表现的。
在明代即有画家作《麻姑献寿图》，作为人祝寿的礼品。
麻姑为道教所尊的女仙，事迹最早见于葛洪《神仙传？
麻姑传》。
麻姑是个手指像鸟爪的仙女，后汉桓帝时，某年的七月七日，神仙王远乘坐由五彩飞龙拖着的羽车上
来到江西建昌蔡经家，接见了蔡经一家人后，就派遣使者去请仙女麻姑来赴宴。
不多久，天上又响起了喧腾的声音，麻姑下凡了，只见麻姑是个看起来十七八岁俏美的姑娘；头顶结
了一个发髻，剩余的长发乌溜溜地垂到了腰际，穿着光彩夺目。
麻姑和王远寒暄完毕后，各人拿出了携带的食物，大多数是水果、干肉之类。
麻姑说：“自从上次和你见面以后，我亲眼见到东海三次变为桑田；不久前，我又去了一趟蓬莱，这
地方的水，比昔日召开群仙大会时少了一半，我想，不多久，也会变成陆地吧！
”王远也感叹道：“古代的圣人也曾说过海中会飞扬尘埃这样的话。
”麻姑也一一地会过蔡家的女眷，忽然间叫住了蔡经的弟媳。
她几天前才生下孩子，麻姑叫她拿出些米来，然后，把这些米洒在地面，结果，这些米竟变成了一粒
粒丹砂。
王远看到这情形，也把他从天庭带来的一升美酒，拌了一斗水后，邀请蔡家同饮。
宴席完毕后，王远和麻姑升上了天庭。
《神仙传》中的麻姑原是个亲见“东海三为桑田”的仙人，自然是长寿不死者，故后世多以她为象征
长寿，麻姑被人们奉为寿仙即缘于此。
葛洪《麻姑传》以其所具有的丰富想象力而闻名于后世，其“东海三为桑田”和“海中复扬尘也”，
更成为后世著名的“沧海桑田”和“东海扬尘”典故的来源。
麻姑成为寿星，还与王母娘娘有关。
传说三月三日王母娘娘诞辰，举办蟠桃大会，各路神仙齐来祝寿。
百花、牡丹、芍药、海棠四位花仙特邀麻姑同往，四位花仙送上各自的仙花为王母娘娘祝寿，麻姑献
的是用山泉灵芝酿造的寿酒。
麻姑山有十三泓佳泉，水清味甜。
麻姑一边修炼，一边用山泉酿造灵芝酒。
13年后，麻姑修成为真仙，灵芝酒也酿成了，青使来传命：王母召麻姑赴瑶池寿宴。
麻姑便带上美酒，作为向王母祝寿的贺礼。
酒坛打开时，但见酒色透明醇厚，芝香浓郁，前来赴宴祝寿的各路神仙，莫不交口称赞。
王母大喜，即封麻姑为虚寂冲应真人，这就是“麻姑献寿”的来历。
以麻姑献酒为题材的《麻姑献寿图》，一般多在祝贺妇女寿辰时使用。
世人既然认为麻姑是不死真仙，那么受麻姑祝贺的寿星，自然也能长生不老，而且还能像麻姑一样美
貌，青春永驻。
第二章庆寿典故蟠桃盛会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第五回写孙悟空偷桃大闹蟠桃会，用小说的笔法详细
描绘了蟠桃盛会。
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里的蟠桃：“夭夭灼灼，颗颗株株。
夭夭灼灼花盈树，颗颗株株果压枝。
果压枝头垂锦弹，花盈树上簇胭脂。
时开时结千年熟，无夏无冬万载迟。
先熟的，酡颜醉脸；还生的，带蒂青皮。
凝烟肌带绿，映日显丹姿。
树下奇葩并异卉，四时不谢色齐齐。
左右楼台并馆舍，盘空常见罩云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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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蟠桃不是人间凡俗种，而是瑶池王母娘娘亲自栽培。
孙悟空问土地道：“此树有多少株数？
”土地道：“有三千六百株：前面一千二百株，花微果小，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得道，体健身轻
。
中间一千二百株，层花甘实，六千年一熟，人吃了霞举飞升，长生不老。
后面一千二百株，紫纹缃核，九千年一熟，人吃了与天地齐寿，日月同庚。
”身份为弼马温的孙悟空听说后，欢喜无比，不仅私下将蟠桃园里仙桃偷吃了，还闯进瑶池，偷喝了
王母娘娘蟠桃会上的琼浆，又仗着酒性，任意乱撞，大闹一场，将一场盛会搅得七零八乱，杯盘狼藉
。
他自知闯下大祸，便不顾一切，一路打出天庭扬长而去。
这便是中国古代流传广泛的孙悟空大闹西王母蟠桃盛会的故事。
自从托名班固之人撰的《汉武帝内传》中把西王母描写成天姿绝世的女仙，她的妆饰和随行仪仗皆酷
似人间的帝后。
西王母还掌管有吃了使人长生不老的九千年结一次果实的仙桃。
从此以后，西王母主持天上的蟠桃盛会，宴会上用这种食之长生不老的仙桃宴请群仙的神话就广为流
传。
历史上的许多神话故事和小说传闻总是要提到西王母祝寿的情节，并且大肆铺张地描写西王母蟠桃盛
会祝寿的盛大场面和神奇气氛，因为西王母除了掌握着不死之药，还有一个长生不老的法宝，那就是
仙桃，又称蟠桃。
桃，很早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神物，先秦时期已用桃木驱邪。
随着桃的神灵观念的发展，又产生了仙桃令人长寿的传说。
《太平御览》载东方朔《神异经》说：有一种直径三尺三寸大桃，吃了令人长寿。
《神农经》也说：人吃了玉桃长生不死，如果临死时吃了玉桃尸体会天地不朽。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仙桃几乎成了西王母的专利，在人们心目中，仙桃，即王母桃，或说王母蟠桃
。
王母桃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明代王世贞《宛委余编》说：“洪武时出元内库所藏蟠桃核，长五寸，广四寸五分，前刻‘西王母赐
汉武桃宣和殿’十字。
”王世贞居然为神话传说中的情节附会上了言之凿凿的物证。
蟠桃盛会的传说就是王母桃信仰的衍生物。
西王母作为寿星的名声也随着蟠桃故事的流传而广为传播。
旧时人们举行祝寿活动时，都要在寿堂墙上悬挂《蟠桃盛会》、《瑶池集庆》之类的祝寿吉祥图，借
以祈福求寿。
八仙庆寿八仙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神仙群体，共七男一女，即吕洞宾、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
曹国舅、蓝采和、韩湘子和何仙姑。
八仙的传说甚早，据道书记载及民间传说，八仙履历如下：吕洞宾，五代宋初著名道士，全真道兴起
后，被奉为北五祖之一，世传八仙中之最负盛名者。
相传落第后的吕洞宾见钟离权在炉上煮黄粱饭，钟离权将枕头给吕洞宾入他睡觉，吕洞宾梦见自己中
进士、成亲、为宰相、被诬害、获罪、家破人亡⋯⋯忽然醒来，黄粱饭还没熟，于是大彻大悟——人
世间不过一场梦而已。
遂拜钟离权为师，入终南山修道。
小说戏曲及民间传说的八仙故事中，多以他为中心，并将其塑造为手持宝剑，能解救人间苦难的游侠
形象。
铁拐李，也称李铁拐。
明末清初徐道《历代神仙通鉴》载：李凝阳随从老子和宛丘生魂游华山，嘱弟子说：“如果游魂七日
不返，就火化我尸体。
”不料弟子因母病危，提前将其尸体焚化，游魂无依，附在一乞丐身上，变得形极丑恶，蓬头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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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腹跛足，并用水喷倚身的竹杖，变成铁杖，故称铁拐李，后被奉为东华齐阳启元帝君。
文艺作品中铁拐李的形象通常是拄铁拐，背葫芦，游历人间，解人危难。
汉钟离，原复姓钟离，名权，全真道尊称正阳祖师，奉为北五祖之一。
相传诞生时，异光数丈。
受铁拐李的点化，上山学道；下山后飞剑斩虎、点金济众，最后与其兄同日升天，度吕洞宾而去。
宋钦宗封为正阳真人，元至元六年（1269）正月褒赠正阳开悟传道真君。
钟离权曾自称为“天下都散汉钟离权”，后人误将“汉”字属下，故称“汉钟离”。
钟离权逭双髽髻以传道，手摇扇子，袒露大肚，一派散仙之风。
张果老，道教称之为果老仙师，善于胎息，累日不食，有长寿秘诀。
唐玄宗迎之入宫，倍加礼敬，诏赐为“银青光禄大夫”，后尸解。
《旧唐书？
张果传》有传记载他的神异事迹。
中唐以后，张果老的传说日益增多，《明皇杂录》、《宣室志》、《续神仙传》称：他骑驴日行数万
里，休息时就把驴折叠起来放在箱中，要骑驴时以水喷之，就还原成驴。
这是后来张果老倒骑毛驴形象的雏形。
曹国舅，名景休，《混元仙派图》载其为吕洞宾的弟子。
明人王世贞《列仙全传》卷七称其为宋仁宗曹皇后之弟，故称国舅。
因其弟景植不法杀人而伏罪，曹景休耻见于人而隐居山岩，葛巾野服，精思慕道，矢志修真。
经钟离权与吕洞宾的度化，曹国舅修道成真，并由钟离权和吕洞宾引入仙班。
在八仙中，他的事迹最少，出处最晚。
蓝采和，唐代的隐逸，南唐沈汾《续仙传》称：谁也不知道蓝采和是什么人，经常见到他破衣烂衫在
街头行乞，一边走一边唱：“踏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
红颜一椿树，流年一掷梭。
”一日趁着酒醉腾云驾雾，将自己的靴衫腰带拍板抛向人间，冉冉飞升而去。
后来传说中，蓝采和有时变成挎着花蓝的姑娘，直到清代的戏文中还是女装打扮；也有仍将其定为男
性的，为一翩翩少年。
韩湘子，传为唐吏部侍郎韩愈的侄子。
明人王世贞《列仙全传》卷六载，韩湘自幼学道，追随吕洞宾，登桃树堕死，而尸解成仙，名列八仙
。
韩愈官拜刑部侍郎时，韩湘子劝韩愈弃官学道，出一对联：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韩愈不解其义，后因谏迎佛骨事，贬谪潮州，别家赴任，途经蓝关，正遇大雪，韩湘子冒雪而来。
韩愈问其地，即蓝关，嗟叹韩湘子预言的灵验。
何仙姑，名琼，据元代道士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五称：何仙姑是广州增城县何泰之女
，唐武则天时人。
15岁那年，梦见神人教她吃云母粉，感到身轻如燕，从此发誓不嫁，常往来山顶，其行如飞。
唐中宗景龙中，白日升天。
诸书所记何仙姑事，颇多歧异。
宋人《东轩笔录》、《乐善录》、《独行杂志》及清人《杂录》等所记何仙姑的事迹多有不同。
八仙均为神仙中的散仙，也是惩恶扬善、济世扶贫的神仙。
八仙之所以能组合为一个较为稳定的神仙群体，是因为八位仙人各具代表性。
清人黄斐默《集说诠真》说：“八仙：张、韩、吕、何、曹、汉、蓝、李，为老、幼、男、女、富、
贵、贫、贱。
一云：老则张，少则蓝、韩，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
”黄斐默的解释实在是太妙了，这一组神仙概括了社会众生相，其中男女老少、富贵贫贱、文士武将
、健壮伤残一应俱全，满足了社会各个阶层、各色人等崇拜神仙的心理。
神仙既是高高在上的，又是各类人群的代表，既崇高又亲切，同时，也满足了各类人群成仙的愿望。
正因为如此，众八仙得以广泛传播，受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喜爱，至今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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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仙人，故称“暗八仙”，含有吉祥之意，明清时采用较多。
八仙的每一种法器都有一定的含义：张果老的鱼鼓：能占卜人生；吕洞宾的宝剑：可镇邪驱魔；韩湘
子的笛子：使万物滋生；何仙姑的荷花：能修身养性；李铁拐的葫芦：可救济众生；钟离权的扇子：
能起死回生；曹国舅的玉板：可静化环境；蓝采和的花篮：能广通神明。
有诗咏八仙所用的法器说：鱼鼓频敲有梵音，剑现灵光魑魅惊，紫箫吹度千波静，手执荷花不染尘，
葫芦岂只存五福，轻摇小扇乐陶然，玉板和声万籁清，花蓝内蓄无凡品。
东方朔偷桃东方朔在《史记》、《汉书》中都有传记。
他从少失去父母，由兄嫂抚养成人，22岁上书汉武帝求为大臣，汉武帝任为侍臣。
他性滑稽，善诙谐，好作惊人之语，敢于向皇帝进谏。
两汉时期，在民间即广为流传着东方朔的传说故事，许多奇言怪语都附会到他的身上。
从汉代到南北朝，东方朔成了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
西晋张华《博物志》卷三说：汉武帝喜好仙道，七月七日夜，西王母乘紫云车下凡来访，拿出七个桃
子，大如弹丸，其中五个给了汉武帝，自己吃了两个，汉武帝吃完桃子把桃核留了下来，西王母说：
“你留这桃核做什么？
”汉武帝回答说：“这桃子味道甘美，准备种植。
”西王母笑着说：“这桃子三千年才结果。
”这时，东方朔正趴在大殿的窗户上偷看西王母。
西王母对汉武帝说：“这个从窗户偷看的小儿，曾经三次到我的桃园来偷桃子。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东方朔偷桃”故事，反映了古人对于长寿的许多认识与观念。
这个故事也成为东晋南北朝时所出《汉武帝内传》写蟠桃宴会的底本。
自古传说桃树长寿，西王母蟠桃园里的桃树，有三千年一熟的桃，也有六千年一熟的桃，还有九千年
一熟的桃。
西王母寿诞时邀约众仙赴桃园举办盛会，称蟠桃会。
东方朔曾经三次入园偷桃，极言他的年寿之长。
东方朔本来只是一个历史人物，与长寿并不沾边，但是，因为他偷吃了西王母的仙桃，而此仙桃是九
千年一熟的桃，东方朔既已三次偷吃了仙桃，那么他的寿命起码也有两万七千岁以上，这样的寿命当
然可以称得上是老寿星了，所以东方朔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长寿之祖。
《博物志》、《汉武故事》等书记载东方朔曾经三偷西王母的寿桃，吃了寿桃长生不老。
东方朔所偷的桃，大如箩筐，只能身背一只而已。
故唐人蒋防《玄都楼桃》诗说：旧传天上千年熟，今见人间五日香，红软满枝须作意，莫教方朔施偷
将。
后来许多著名画家都以此为作画内容，因取其桃寿千年之意，多为赠亲友祝寿之用。
传世的宋金时代版画和明代大家吴伟、唐伯虎及现代齐白石都表现过这个内容的作品。
唐伯虎的题画诗为：王母东邻劣小儿，偷桃三度到瑶池；群仙无处追踪迹，却自持来荐寿厄。
唐伯虎的《东方朔偷桃》是民国时期较为流行的人物画临摹范本，有王震、吴湖帆、冯超然、张大千
、谢之光临本。
存世最早的是宋人画、元人缂丝《东方朔偷桃》，这幅织物画面天上几朵浮云，围绕着长了仙桃的树
枝，树下的东方朔，拿着才偷到的仙桃，不安地回望追者。
风吹得他的衣服飘浮着，从神态看上去，一副恶作剧得逞后顽童般的开怀神态。
故事中的细节是这样的：偷出了仙桃躲逃的东方朔后来被仙吏追到，靠着嘴上辩词的挽救，不仅引得
西王母开《东方朔偷桃》［明］吴伟作心，而且还赢得琼浆玉液的赏赐，美饮一番，带醉而归，可见
有张利嘴有多好。
这幅图有戏剧性，又有令人开怀一笑的、逢凶化吉的美滋滋的得意味道，更有盼望长寿的吉祥意思。
画下的灵芝、水仙、竹子、寿石，孕含“灵仙祝寿”的之意，一幅有无限好意的图画。
尤其是画中的东方朔十分逗人，瞇缝的老眼，神态的天真无邪，叫人笑不停，这幅画形象地描画出了
这位趣人惹人发笑的心神状貌。
现已作为国宝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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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仁者寿“仁者寿”是儒家道德的三字箴言，也是孔子论养生的总纲。
什么样的人是“仁者”？
“仁者”就是仁爱、仁厚、仁义的人。
《现代汉语词典》说：同情、爱护和帮助人的思想感情，叫仁爱；仁爱宽厚叫仁厚；仁爱正义、性情
和蔼通情达理，叫仁义。
这是今天的阐释。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论语》一书中记录孔子讲“仁”的就有66处之多，可见“仁”字是古代一种
含义极广的道德观念，其中心点是指人与人互相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
“仁者寿”出自《论语？
雍也》。
孔子是这样说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
意思是聪明人的快乐，像水一样，永远是活泼的；仁爱的人的快乐，像山一样，崇高、伟大、宁静。
聪明人不断探求知识，思维是活动的；仁爱的人有涵养，看事情是冷静的。
探索知识求得乐趣；宁静有涵养，不容易生气，寿命自然会长的。
《孔子家语》也记载，哀公问孔子：是智者长寿还是仁者长寿？
孔子明确地说：当然是仁者长寿，并作了一番阐述。
如今中国人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均寿命七十多岁，可是孔子时期，人均年龄仅有四十岁上下，孔
子却能活到七十三岁，符合过去“人生七十古来稀”之谚。
孔子长寿，绝非偶然，完全得益于重视和实行养生之道。
“仁”，即仁爱之心，就是心地善良，待人宽厚。
唐代韩愈《进学解》对孔子所说的“仁”作了高度概括：“博爱之谓仁。
”清代郑官应《中外卫生要旨》也说：“常观天下之人，凡温和者寿，质之慈良者寿，量之宽宏者寿
，言之间默者寿。
盖四者，仁之端也，故曰仁者寿。
”仁者，有一片爱心，胸怀广阔，淡泊名利，心理平衡，这些都是长寿的根本。
“仁者寿”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为孔子和无数长寿老人的实践所证实。
在生活中可以看到，长寿老人几乎个个慈祥善良。
“仁者”长寿，小人短寿，不“仁者”即小人。
《论语？
学而》说：“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论语？
阳货》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
”这是《论语》中罕见的重复，可见孔子对“巧言令色”的不仁者极端反感了。
什么是“巧言”？
就是吹、拍。
什么是“令色”？
就是会使脸色作伪。
这种人小人处世以自己为中心，以求利为半径，总觉得自己吃亏，假言伪行，装腔作势，煞费心机，
所以心理上常是苦闷的，试想这样耿耿于怀的人，还能长寿吗？
而仁者则襟怀开朗，无论得意或失意的时候，都是乐观的，不骄不躁，“不怨天，不尤人”（《论语
？
宪问》），这就难怪孔子要说“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了。
“仁者寿”不仅是从人生中提炼出的长寿格言，也是从万事万物中筛选出的做人警句。
纵观世界上的不仁之人，不仁之心，不仁之理，不仁之事，善终者少，恶亡者多。
这些做恶者大都不是芸芸百姓，而是大大小小的原“幸运者”、原“福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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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初的神往之一，就是长寿，结果适得其反，大大地提前“恶亡”了，究其原因就是不仁。
仁者寿，这句话今天仍是至理名言。
它不但是道德本身的修养理论，同时也是高层次的养生之道，是大健康的基本内容之一。
孔子不但提倡“仁者寿”，而且以崇高的德行履行自己的诺言。
孔子提倡的“仁者寿”，广为深入人心，千百年来，一直为人推崇。
广西巴马寿乡的长寿现象源远流长，在清朝嘉庆年间，嘉庆皇帝曾赋予当地一位142岁的瑶族老寿星一
首七言绝句：“四朝雨露一身罩，烟霞养性同彭祖。
道德传心向老聃，花甲再周衍无极。
”1898年11月，光绪皇帝钦命广西提督学院为巴马县那桃乡平林村长寿村民邓诚才赠一块“惟仁者寿
”的寿匾，至今仍完整地保存着。
大德必寿在道德修养与健康长寿关系方面，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和养生家都把养德放在养生的重要位
置，甚至看成是“养生之根”。
孔子活了73岁，在当时来说，可谓身健寿长。
儒家以孔子为宗师，孔子强调道德与寿夭的关系，《礼记？
中庸》说：“大德必得其寿。
”说的是高尚品德的人受命于天，必然享有高寿，以造福众人。
这里孔子将养生与积极的入世精神结合起来，所谓“大德必得其寿”的寿，有两层含意：其一是指人
的实际寿命；其二是“死而不亡谓之寿”。
也就是说，有些人他们的实际寿命也许并不很长，但他们的业绩和英名却可以传之久远，其寿可以说
超过常人。
历史上不仁不德的暴君，一般都活不长，民间常有“名医多高寿，皇帝皆短命”之说。
孔子提出“大德必寿”的名言，他认为有德之人，注重德性的修养，自我人格的完善，心地光明，以
仁待人，精神爽朗，邪气难侵，有益于健康长寿。
小人则相反，由于其心术不正，损人利己，耗心伤神，必然有损于身心健康，与长寿无缘。
故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意思是说：君子的心胸平和宽广，浩气长存；小人却经常处于患得患失、局促忧愁的心境状态，难
得心理平衡与安宁。
孔子一生十分注意养德立德，主张推行为政以德，造福于民。
他最鄙视贪官污吏，提出“损者三害”，即骄奢得意有害，游乐忘返有害，沉溺于酒色有害。
孔子在鲁国任大司寇期间，廉明清正，两袖清风，受到广大百姓的爱戴。
当时，鲁定公喜爱淫歌妖舞。
齐国为了腐蚀削弱鲁国，投其所好，送去八十名美女歌妓。
鲁定公终日沉迷于酒色淫乐之中，不问政事。
孔子屡屡进谏无效，一气之下，便辞去大司寇的职务，离开鲁国，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之行。
孔子提出的著名的“君子三戒”，既是对人的品德修养而言，又是对人的养生保健而言的，具体内容
是：君子有三件事要警觉，年轻时，血气尚未稳定，要警觉贪恋女色；壮年时，血气旺盛，要警觉争
强好斗；老年时，血气渐衰，应警觉贪得无厌。
孔子提出的“三戒”极为准确的抓住了不同年龄段人性中的弱点，指出其既失品德，又伤身体的危害
性，提醒人们警觉力戒，以善其身。
孔子认为，人之患，在于欲望太多，所以提出“无欲则刚”的观点。
无欲的人，能刚正无畏，办事公正，心地坦然，宽松泰和，获得精神上的快乐和健康，享受真正的人
生。
孔子主张“仁德润身”，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会心理安定，意志不乱，得以高寿，强调道德高
尚的人才会健康长寿。
孔子不仅要求别人这样做，也要求自己做个道德高尚的人。
《论语》一书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录，记载了孔子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思想深沉，举止端正，
勤恳好学，诲人不倦，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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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己则是“仁者寿”、“大德者必寿”的典范。
他重视道德修养，心理安定，胸襟广阔。
孔子以崇高的德行履行自己的诺言，70高龄后仍坚持著书立说，诲人不倦，造福于子孙后代。
孔子的辉煌人生向人们展示了“大德必得其寿”的必然结果，当为后人养生的楷模。
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是中国传扬千古、脍炙人口的为老人祝寿的名句，也道出了南山与寿
文化的渊源。
最早把“南山”与“寿”联系起来，见于《诗经？
小雅？
天保》，这首诗的最后一节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
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译成白话诗大意是：犹如上弦的月亮，好比初升的太阳；恰似南山之寿，不会崩坍陷落；犹如松柏
枝叶长茂盛。
青青相继，永不衰落。
《诗经》是先秦文学作品，产生于周代，“雅”是周王城乐，或王城附近的乐，“雅”是相对于“风
”而言的。
周武王建都镐（今陕西长安），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
《小雅》中的这首《天保》，反映的应是陕西或者河南一带的事情。
诗中的南山，若是泛指，应为秦岭山区；若是实指，就是终南山。
“寿比南山”成为后人的祝寿词，源出于此。
随着旅游业的发达，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各地大做包装，大做宣传，是必要的。
但涉及历史知识的，当该力求准确，因为旅游负有传播文化和科学的责任。
即使在推介风景名胜或新造旅游景点，也不宜糊弄人。
有人说“寿比南山”的南山出自山东青州市的云门山，绝壁上刻有巨大的“寿”字，人站在“寿”字
下面，昂首仰望，“寿”高入云，“寿比南山”之说便由此出。
尽管青州山上的寿字写得很大，但山上的“寿”字再大，也是流不是源，是文化包装，那里并非是“
寿比南山”的由来。
海南三亚开发“天涯海角”景区西边的南山，导游宣传时也说，“寿比南山”指的是那里，他们将借
南山挖掘和张扬寿文化，并附会了一则神奇的传说。
三亚市的鳌山，也叫南山，传说到过南山的人有病去病，无病健身，个个长寿，所以人们常用寿比南
山来祝福他人长寿。
从地图上看，那里的南山确实是祖国最南端的山，称南面之山当之无愧。
但此南山决不是《诗经》里所指的“南山之寿”的那个南山。
有这个说法的时候，海南岛还是蛮荒之地，史籍无任何记载。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称南山的山很多。
南是方位，居地南边的山都可称南山，如陶渊明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他所称的“南山”是庐山，因为陶老先生居在庐山北麓，故称庐山为南山。
当然，山东的先人可以借用“寿比南山”包装自己，海南的今人也可以借用“寿比南山”包装自己。
但作为历史文化知识，游人应该明白，借用毕竟是借用，并非源头，不是“由来”。
寿山福海“寿山福海“是中国民间常用的吉祥语，比喻寿如山高、福似海深。
民间广为流行绘以蝙蝠围绕海中山崖飞翔的纹图，叫“寿山福海”图。
图中突出于海水的山崖是寿石，石上端长有灵芝，寓意长寿如意；天上翻飞着蝙蝠，“蝠”与“福”
谐音，表示有福，故此图多用于祝人多福多寿、福寿绵长。
此外，又有类似的吉祥图“海屋添筹”、“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
“海屋添筹”的典故出自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二：“尝有三老人相遇，或问之年。
一人曰：‘吾年不可记，但记少年时与盘古有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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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曰：‘海水变桑田时，吾辄下一筹，迩来吾筹已满十间屋。
’”旧时人们也常将“海屋添筹”用作祝福长寿。
从吉祥语到吉祥图，充分表达了人们对于长寿的渴盼和祈求。
从史料得知，宋元时期瓷器、铜镜等器物上可见一些书写“寿山福海”等较为世俗化的文字记载，铜
镜多有遗物存世，但令人遗憾的是宋代瓷碗，据《中国陶瓷史》载：“传世品只有三件碗里面书‘寿
山福海’四字，这三件碗多年前已流散到国外，国内未见。
”明代青花“寿山福海”纹炉是官窑瓷中的重要器物，炉高58厘米，造型仿青铜鼎，以青花为地，白
釉表现海浪，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完整的宣德青花“寿山福海”纹炉全世界仅存两件，足以见其珍贵。
明代绣服多用“寿山福海”图，在明万历皇帝棺内有一件红八宝纹暗花缎缂丝盘龙佛字方补交领夹龙
袍，其前后胸方补内为正面龙戏珠，下部为“寿山福海”图，上部为流云纹。
清顺治缂丝蓝地百寿蟒纹吉服袍料下部也为“寿山福海”图。
用这类象征和谐音来表现吉祥的图案，在乾隆青花瓷中使用极为广泛。
乾隆青花“寿山福海”纹花口瓶，颈部绘折枝花卉，腹绘一株桃树，树枝上结有数个寿桃，树下绘山
石、江芽海水纹，空间绘飞蝠，近底处绘变形如意头和折枝莲纹各一周，纹饰寓意“寿山福海”。
明清时期，民间十分流行家庭中堂悬挂“寿山福海”图，在明清通俗小说里常有描写，如明人吴承恩
《西游记》第二十三回，写孙悟空跳起身进入莫寡妇家门里一看：帘幕高挂，屏围四绕，正中间，挂
一幅寿山福海之图；两壁厢，列四轴春夏秋冬之景。
关于“寿山福海”图，民间流传着一则故事：传说元代末年，天下大乱，起兵反元的各路英雄，全都
听从小明王韩林儿和丞相刘福通的号令，朱元璋拉起一批人造反，自然也归属小明王。
后来，朱元璋的势力越来越大，兵多将广，便生起除掉小明王、自立为王的念头。
朱元璋派亲信廖永忠去迎韩林儿和刘福通到南京，暗中密令廖永忠中途将韩、刘两人沉江处死。
廖永忠受命后，觉得这样做有伤忠义。
所以，当迎驾船队夜泊瓜州古渡时，他悄悄地把韩、刘两人送到焦山附近的一个小岛上藏起来，然后
，令人将韩、刘两人乘坐的龙舟凿沉。
朱元璋在南京得报，获知韩、刘两人船沉遇难，心中暗喜，假惺惺地传令三军挂孝，又把护驾不力的
罪名强加在廖永忠头上，杀人灭口，并派大名鼎鼎的军师刘基监斩。
廖永忠有冤不敢喊，临死之际，想把心中的秘密告知刘基，画了一汪海水，波涛中矗立着一块礁石，
石上长着一棵灵芝，上面有几只蝙蝠飞翔。
刘基聪敏过人，一眼就看出画中含义，灵芝的“灵”与韩林儿的“林”、蝙蝠的“蝠”与刘福通的“
福”谐音，礁石在波涛中表示孤岛，意思是韩、刘两人被安排在一个小岛上，至今没死。
刘基得知这一天大秘密，也吓出一身冷汗来，如果让朱元璋得知自己已知道韩、刘两人没死秘密的话
，不仅廖永忠要株连九族，自己也身家性命难保。
刘基左思右想，提笔在画上题了“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八个字。
他拿着画对朱元璋说：“廖永忠一片忠心，临死还画此图为大王祝福祝寿。
图中小岛是东海上一块寿石，寓意长寿；灵芝象征如意，蝙蝠有祝福之意。
所谓人生在世有长寿而后才能享多福的意思。
廖永忠是祝大王寿命可比南山常青不老，福运有如东海一样浩荡。
”朱元璋心中知道廖永忠是冤枉的，就把此图装裱后悬挂卧室里为自己祝福。
此图流传到民间，成为人们祝寿的吉祥瑞图，“寿山福海”图就这样广泛流传开来，比喻多寿多福之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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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寿，乃五福之首，最易得也最难求。
对长生不老、益寿延年的追求和祈盼，贯穿了古今中外千百年的人类历史长河。
而中国人在寿文化的创造和运用上，可谓最为登峰造极、变化多端：文学、书法、绘画、装饰、饮食
。
寿文化中体现的，是对生命本身最为真切的渴望。
《图说中华五福文化丛书》系列中华传统吉祥文化源远流长，民间五福传说故事代代相传。
福、禄、寿、喜、财，似一抹柔和的光辉，恰恰撒到我们心坎；又如一阕怡人的曲子，永远在我们耳
畔轻轻跳跃。
五福到底有何吉祥寓意，寄托了怎样的情思和期盼？
身为当代中国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传承国家的灿烂文明？
让《图说中华五福文化丛书》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沐浴在传统文化的和煦阳光当中，你会发现，我们一直没有远离那美丽而厚重的中华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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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图说五福文化丛书》，选题充分考虑了广大民众祝愿国泰民安、幸福吉祥的心理以及了解传
统文化的渴望，编撰体例也极富特色，既具有厚重的内涵，又具有活泼的形式，图文并茂，雅俗共赏
，可以说是一套接地气、有底气的好书，它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赵山林（华东师大著名教授，戏曲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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