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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江县长寿文化发展探析 

唐泽江
1
 

印江县“福寿文化”经过逐步演绎发展，在民间广为传播。老人寿辰，被看成是一家人一年当中最隆重的日子，每逢老人

做寿，全家子孙无论离家多远，都会不远万里回家为其拜寿，人们以传统祝寿礼品寿桃、寿烛、长寿面、寿幢等向老人表达长

命百岁的良好祝愿。不管酒席多少，寿烛都是必不可少的用品；主人也必向前往祝寿的人赠送长寿碗，人们必吃长寿面。这些

祝寿礼仪，特别是在老人六十岁、八十岁寿辰时最为讲究。早在五年前，印江就荣获了“中国长寿之乡”称号。 

一、印江县长寿文化发展现状 

印江县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高龄老人较多的县，老龄化程度较高，尤其是百岁老人数量长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近年来，

印江大力弘扬长寿文化，发展老年人事业，印江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印江

高龄老人数量将持续稳定增长。 

（一）印江将长寿文化与书法文化相结合 

印江是闻名海内外的书法之乡，书法名家辈出，有明代的周冕，清代的严寅亮、廖西山，现代的王道行、周以湘等。现今，

印江书法家的书法作品遍及海内各地，影响较大，在两广甚至流传着“没有周以湘字的人家就算不了书香之家”的说法。1949

年以后，印江历届县委县政府都重视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扬，在全县中小学开办书法课，定期组织各种书法比赛，全县学书法、

爱书法蔚然成风，涌现出全国、全省书法协会会员青年书法家王新华、汪定强等。 

书法文化与印江长寿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写书法时讲究入静，讲究凝神静气。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练书法时就讲

究“收视返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入静可以培养人们的耐性,克服急躁心理，久而久之，可起到修身养性的作用，对身体健

康大有裨益。如我县清代著名书法家严寅亮，现代书法家魏宇平、王峙昌等都是高龄寿星。有资料统计，历史上欧阳询、颜真

卿等大书法家平均寿命八十岁。明清两代著名书画家同高僧比较，二十八人中，书画家比高僧长寿近十三岁。这说明，书画家

的寿命比高僧还要长。因此说，练习书法,实在是一种修身养性的绝佳运动。印江人广泛参与这种运动，达到延寿的目的。 

（二）印江将长寿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 

印江佛教文化源远流长。隋朝时期，在印江梵净山以及周边地区已有寺庙和简单的佛教活动，到了明万历初年即 1573 年,

随着妙玄和尚在梵净山重建金顶寺庙，梵净山及其周边地区的佛教活动空前繁盛起来，至清光绪二十三年对寺庙的不断重建、

扩建、修复，已形成遍及梵净山区的四大皇庵（护国寺、坝梅寺、天庆寺、白云寺），四十八脚庵（以木黄建厂的太平寺为首）

的庞大寺庙群。佛教活动波及梵净山周边的湘、鄂、川、黔、桂、滇等省区的广大善男信女，以至“数百年来，进香男妇，时

往时来,若城市然”，奠定了梵净山乃著名“古佛道场”的佛教地位。2004年 9月 23日，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研讨会在印江护国

寺召开，参会的学诚法师代表中国佛教协会认定：“梵净山，是全国著名的弥勒菩萨道场，是与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四川

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浙江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齐名的中国佛教名山。”土家族人出家的较少，但信

佛居士较多，这些居士们大多用农历初一和十五吃素来表达对佛的敬仰，不沾猪油不吃肉，常配以净身,以敬佛祖和菩萨，而这

种佛教饮食文化对土家族人饮食习惯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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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江实行老年人优待政策，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老年人生活无忧 

一是提供政策补助优待。印江县把全部贫困老年人和百岁以上老年人全部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范围，对每位百岁老

人每年发放高龄补贴 2400元,对 90岁至 99岁老人每人每年发放高龄补贴 600元。为每位过生日的百岁老人发放生日慰问金 500

元。对城乡享受低保家庭老年人去世，丧葬殡仪服务由丧葬殡仪服务部门给予殡仪火化费 30%的优惠。 

二是提供医疗保健优待。印江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城市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和扶养人的“三无”老

人、农村“五保”老人和城乡贫困老年人医疗救助办法》，农村“五保”老人和享受低保的老年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县民政部门帮助其交纳个人应负担的全部参合金。县合管局对年满 60周岁以上的参合农民，按照年龄段，给予 5%至 30%不同等

次的住院补偿，医疗机构减免老年人普通门诊挂号费和低保家庭老年人家庭病床出诊费，县老龄办和卫生部门每年都定期组织

医护人员为本县百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体检。 

三是提供生活服务优待。县城公共交通为老年人提供票价优惠，对 60—69岁的老年人半价优惠，70岁以上的老年人全免，

并设立“老幼病残孕”专座。重点做好城市道路、车站、商场、公交站点、住宅居住区和其他公共建筑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为

老年人居住和出行创造无障碍环境。老年人在其产权或承租住房拆迁安置中，享受优先选择楼层的待遇，贫困纯老年人户优先

纳入廉租房保障范围。 

四是提供文体休闲优待。县内纪念馆、烈士纪念建筑物、名人故居、公共图书馆、民族陈列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向老年人

免费开放。公园、旅游景点都积极为老年人减免门票费，并对外埠老年人实行同等优待。对享受低保家庭的老年人入老年大学

学习，享受免学费的优惠。加快敬老院、孝亲敬老模范村建设，各类老年组织遍及县内各乡镇、行政村,孤寡老人救助、救济、

帮扶等已成为尊老、敬老、助老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印江县长寿文化形成原因 

（一）印江物产较为丰富，特别是绿色有机食品与科学合理的饮食结构促进了民众的健康长寿 

山川秀丽的印江不仅人才辈出，而且物产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孕育了大量优质天然的长寿食品。洋溪贡米、团龙

贡茶早在明朝就是上贡朝廷的贡品，还有土司食品、土家酸芋荷、朗溪红橙、木黄金豆腐、红薯粉等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长寿

食品，以及在梵净山下种出的蘑菇、木耳含高于其他地方产品数倍的氨基酸等元素，为印江人的健康长寿提供了不竭的物质来

源。梵净山翠峰茶、娃娃鱼、山鸡、野猪、竹鼠等一些优质特产更是享誉全国。印江是“中国名茶之乡”，自古以来就有以茶养

生、以茶敬客、以茶会友的习俗，几乎人人都有饮茶的习惯。印江茶以其嫩绿鲜润,清香持久，冽香显露,鲜醇甘爽等特点，在

国内外多种茶叶评比活动中获“金奖”，其健康养生、益寿延年的特性得到业内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印江人的日常饮食以米饭、

蔬菜为主，面食、肉类为辅，这种合理的膳食结构促进了民众的健康长寿，是印江长寿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 

（二）印江的人与自然和谐，环境优美舒适促进了长寿文化的形成 

印江人历来重视森林资源的保护，境内原始生态保存完好，生态环境保持良好。位于县境内的梵净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网”成员，是世界上少有的亚热带较完整的生态系统区，是北纬 28度生态保存最完好的绿洲。同时，

梵净山周边负氧离子含量最高达每立方厘米 4.5万个，大量的负氧离子,为周边人群的健康长寿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全县长

寿老人分布情况进行研究发现，梵净山自然保护区周边区域也正是我县长寿老人较为集中的地区。而优质的水源是印江人长寿

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印江有河长 10公里以上的河流 20多条，总长 223多公里，年径流量达 12.5亿立方米，有地下热水泉 4处，

露天泉井水 163处。经国家有关机构检测属优质矿泉水,水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是优质山泉水，人们长期饮用这种山泉水，达

到了益寿延年的效果。水中各种有益成分通过农作物的吸收，转化为对人体有益的有机物质，长期食用这种水培育出来的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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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促进了人的健康长寿。印江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县，地处偏远山区，工业不发达，污染非常小。近年来，我县还大力开展

了环境整治和印江河的治理，修建了城市污水处理厂，确保了全县安全清洁的水环境。正是这种良好的生态环境孕育了印江独

特的长寿文化。 

（三）印江的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也是长寿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 

印江社会和谐，民风淳朴，农村一直持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俗。民间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唱花灯戏、土家

山歌、舞狮、傩戏、打薅草锣鼓等成为人们日常娱乐的重要内容，这些活动既愉悦了身心，丰富了生活，又强健了体魄。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群众的身心健康和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全民健身活动，高度重视广场等公共设施建设，建有 48个

城区老年人健身点、老年门球协会、老年羽毛球协会、老年书法协会等老年文娱组织 10多个，定期组织开展活动，为老年人锻

炼身体、丰富精神生活创造了条件，促进了长寿文化的形成。 

三、促进印江长寿文化发展的策略分析 

印江的长寿文化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仍需要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应该发挥“中国长寿之乡”的优势，将其与旅游融

合发展，增强其知名度与影响力。 

（一）建立健全组织保障，成立长寿办 

为了更好地打造印江“中国长寿之乡”品牌，尽快成立长寿产业办，其主要职能为：宣传贯彻党和国家老龄工作的方针政

策，根据老龄事业发展要求,开展长寿调查研究工作,编辑出版专业刊物和宣传资料；参与政府制定有关长寿产业发展的政策，

推动长寿产业向规范化、科学化、以人为本方向发展;组织开展“长寿、生态养生村”评审和管理工作；参与中国老年学学会组

织的有关长寿理论研讨和长寿产业开展活动等。并在县内挖掘相关人员调到长寿办着手开展长寿产业开发工作，便于长寿产业

的正常开发。 

长寿办成立后，主要负责协调职能部门、商家，牵头开发长寿产业以及与其他长寿之乡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尽快利用“中

国长寿之乡绿色产业发展联盟”平台，让我县的长寿产品和文化步入快车道，使“中国长寿之乡”这张国家级名片更好地为老

龄事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二）大力推进长寿文化的研究与展示工作 

做好长寿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展示工作，是促进长寿文化产业化发展的最佳途径。要深入研究如何以产业运作的方式，结合

旅游业的发展，把具有含金量和开发潜力的那部分长寿文化资源做大做强，使之可持续发展。首先，要重视旅游商品的研究与

开发。应以多种形式特别是通过提供必要的经费来扶持和鼓励民间组建社团及旅游企业设立机构加强旅游商品的研究与开发。

其次，要加强长寿文化博物馆建设。印江的长寿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阶段，应该在县城内土家博物

馆内单独开辟长寿文化博物馆，把相关的历史文献、长寿老人资料、申报省级和国家级长寿之乡的过程和结果等呈现出来，不

仅能让群众直观了解县内的长寿文化，更为子孙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还要建设—批能展示印江县长寿文化的基础设施，为长

寿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硬件支撑。特别是应根据印江的特殊县情，评审一批“长寿、生态养生村”，并根据当地的村情打造长寿产

业和生态养身产业，在村口必须要有标志性塑像，设立醒目的宣传牌，介绍村情和文化。 

（三）深入开发长寿文化旅游资源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只有依托文化，挖掘文化内涵,才具有吸引力和生命力。合理开发利用长寿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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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长寿产业，应该编制印江长寿文化旅游开发专项规划，着重做好硬件强化、软件升级的工作。硬件强化即将富有长寿文化内

涵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合力推进，依托梵净山优质生态环境打造富含长寿文化内涵的旅游景点。软件升级即是强化县内长寿

文化的氛围，无论是宣传标语还是景点介绍都应该在县内随处可见。并使每个印江人都是长寿文化旅游宣传者,才能将长寿文化

更加广泛地传播。 

越具有独特性文化的旅游项目，越能受到广大旅游者的喜爱。印江县应在精心设计包装的基础上，尽快推出相关项目。—

是大力开发长寿文化赏玩项目。可与我县书法文化、茗茶文化、民俗文化进行融合打造一些具有我县特色的长寿文化节日，带

有独特的土家风俗文化，让游客能够参与进节日、民俗中来，充分了解我县地域文化。我县可开发的旅游节日项目很多，比如

近期开展的“严寅亮杯"全国书法作品大赛，可固定推广开来，与茗茶文化结合，在长寿村内发展饮茶文化，特别是我县土家极

具特色的罐罐茶,让游客都以好奇心驱使来品一品。或者与民俗文化结合，以土家独特的风俗文化形式固定庆祝长寿，歌颂、尊

敬生命的存在等等特色赏玩项目，让游客停下脚步感受我县长寿文化的内涵。二是积极开发长寿文化体验型旅游项目。长寿秘

诀除优质的生态条件外，还有健康的心态和身体，而健康绿色的食物和修身养性起着关键性作用，我县可将绿色健康的食物与

当地农家乐相结合，整合农家乐，规模化推出长寿套餐等我县的饮食文化、书法文化、佛教文化等，可在长寿村内设固定地点，

让游客可以静下心来体验体验。 

（四）大力宣传长寿文化 

要将长寿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产业优势，做好宣传工作是其中重要环节。印江应该充分整合全市宣传资源，把富有内

涵的印江长寿文化旅游资源作为介绍、展示印江人形象和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可以安排专项资金，拍摄、制作长寿文化旅游

主题宣传片、宣传手册，在国内外主要媒体、网站开辟专栏，大张旗鼓地宣传印江长寿文化旅游资源。同时，整合现有的旅游

节庆活动，充实活动内容，提高各项活动的长寿文化内涵。特别是通过发展互联网旅游模式，以团购等形式进入各大网站推荐，

积极发展线上+线下旅游模式、宣传方式，积极参加国内、国际大型旅游交易会,加快国（境）内外旅游市场的开拓步伐。通过

提高知名度与影响力来提升印江县的长寿文化发展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