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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千米。二是管廊建设应与新建、改造道路同步实施。

三是圣惠北路供热管网敷设时，应避免破坏现有绿化

带，应在绿化带外侧已经预留出的6米辅道内开挖，并

同步建设其他管廊舱室。

3.3  老城区管廊建设未开展
老城区规划道路拆迁不到位，地下管线情况复杂，

前期摸底调查、房屋征收困难，施工期间需要封闭交

通，连接临时管线，开挖基坑需要支护、监测临近建

筑，工期长、投资大，管廊建设难以开展。2016年解放

路—河东街人防工程改造时未同步实施管廊建设。

建议：老城区道路改造，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地

下空间开发如人防、停车场等交通设施改造时同步实施

管廊建设。

4  运营管理方面
4.1  管廊项目投入运营管理时，责任主体不明确

目前，运城市管廊建设处于起步阶段，运城市政府

还未确定管廊项目建设完成后，移交运营管理的责任主

体。当前市城区存在三种公共管线，分别是直埋弱电管

线（电信运营商共用弱电套管和井室）、电力管沟（电

力部门单独使用）、综合管沟（强弱电两家共用或强弱

电给水管三家共用）。运城市政服务中心作为当前市政

管线的使用管理部门，分别委托城通公司管理直埋弱电

管线、供电公司管理电力管沟、管线产权单位共同管理

综合管沟。

建议：运城市城市管理局作为市政公用设施行政管

理部门，尽快成立运城市城区综合管廊运营管理服务机

构。使用财政资金或专项债资金的综合管廊，可由运城

市政服务中心直接管理，也可委托专业公司管理；采用

PPP模式建成的综合管廊，则由PPP项目公司自行承担

运营管理服务。

4.2  管廊建成后，管线入廊难
由于管廊项目建设计划、建设区域安排不当，建

设时序存在差异，造成一定时期内、一个区域内仅一处

或一段管廊可以投入使用。区域管廊并未形成网络，且

与专业管线需求段落不匹配，管线单位难以入廊；或者

管廊建设的投入运营期严重滞后，管线单位为了用户需

求，已将管线敷设到位。入廊时需要二次投资管线安装

费，重新与用户接驳，管线单位入廊还需另外缴纳入廊

费和日常维护费，管线单位不愿入廊。

建议：一是合理安排管廊建设时序，尽量做到与管

线单位需求匹配；二是市政府制定相关综合管廊建设、

运营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具有地下综合管廊的路段，各

种管线必须强制入廊，不准直埋敷设；三是市政府层面

成立管线入廊协调小组，协调解决管线入廊时存在的各

种问题，督促推进管线单位与管廊运营管理服务机构或

PPP项目公司签订入廊协议。

4.3  管廊运营期收费难
地下综合管廊的所有权应归政府所有，管理服务机

构或PPP项目公司具有经营权。管廊项目属于准经营类

项目，政策规定管廊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方，

可向入廊管线单位收取相关费用，具体包括入廊费和日

常维护费。入廊费一般以管线直埋成本上浮30%计算，

日常维护费按管线占用空间分摊。管廊运营管理服务机

构或项目公司只负责管廊运营维护管理和入廊管线运营

安全监管，管线单位自行负责各自管线维修。但由于目

前缺少管廊收费的标准依据，管线单位并不愿缴纳此项

费用[2]。

建议：一是由运城市政府物价管理部门会同各管线

单位，沟通协商确认入廊费和日常维护费，并下发物价

标准文件；二是运城市政府给予管廊运营补贴；三是确

保管廊安全运营，让入廊管线单位体验物有所值，提高

满意度。可采取高科技手段，建立管廊安全监控服务综

合信息平台；明确政府部门、管廊服务机构、入廊管线

单位职责分工，统筹协调，共同管理，形成危机监控、

安全防范与及时处理的联动机制；建立应急预案，将安

全风险事故防患于未然。

5  结语
各级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建设的督查考核主体、

组织实施单位以及运营管理部门，在行使主体责任时既

要遵循国家政策规定，又要结合地方实际，统筹兼顾，

因地制宜地推进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建设并建立和完善运

营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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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景耀

[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变化，民众生活观念的转变，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也面临着危机与消失，毛南族石刻技艺也不例外，在当前城镇

化建设快速发展中，毛南族石刻技艺应该是保护传承与发展的最佳时期。为促使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保持地域民族文化性和城

镇化独特性，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剖析毛南族石刻技艺，为城镇化建设和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中相互促进作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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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大量石材运用，而毛南族

石刻技艺使石材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满足城镇建设发

展需求。当下，谈毛南族石刻技艺，其目的是吸引地方

政府的关注，思考城镇建设发展和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

保护传承中的相互促进作用。

毛南族是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

广西西北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上南、中南、下南山区

和水源、木论、川山、洛阳、思恩等乡镇，以及周围的

河池、南丹、宜山、都安和贵州的惠水等县（市）。毛

南族与其他民族一样，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作出本

民族灿烂的文化并坚守着本民族记忆。石刻手工技艺是

毛南族传统文化中的典型技艺，主要活动分布在环江毛

南族自治县西南部地区的下南乡境内及水源镇上南村一

带的大石山区。

1  石刻技艺现况

1.1  历史渊源
历史上，毛南族石刻技艺大多用于生活生产中的房

屋建设，如石墩、马勺、猪勺和墓碑、牌坊等。详见于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堂八村西北部凤腾山东南面斜

波古墓群、谭三孝墓碑（见图1），水源镇三才村盘江

屯祠堂建筑，水源镇的宋村石牌坊以及用于生活的石水

槽、石水缸、石水盆、石磨、石碾等，可见，清朝时期

毛南族就掌握了该技艺并一直使用。龙纹、虎纹、狮纹

以及植物纹样（图案）展示技艺更为精湛。1999年至

2000年，毛南族石刻传承人谭火炼还曾在北京中华民

族园展示毛南族民居建筑物石刻技艺。

1.2  基本特征
毛南族石刻技艺融中原文化、闽越文化于一体。

雕刻艺术的豪放壮伟、精美的特色便是石刻手工技艺这

一风格特征的重要标志，主要体现在毛南族石刻的代表

作——龙柱、石狮以及圆形石水缸、四方形石水缸栩栩

如生的人物、动物的雕刻（见图2）。石狮大部分呈蹲

状，虎视眈眈，具有威武凶悍的特征（见图3）。清朝

年间，雕匠们创造性地把“南狮”改成摇头摆尾站立

浅谈毛南族石刻技艺

基金项目：2019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桂西北少数民族风情版画创作研究》（项目编号：

2019KY1575）

图1  墓石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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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状，胸披彩带，足抱彩球，呈现出一种喜庆气氛，

这种绣球狮又被称为“南狮”。蟠龙自上沿石柱盘绕而

下，鹿角呈祥，虾须飘冉，虎眼仰望苍穹，大有呼啸而

上腾云而去之动感。作为南派石刻的代表人物，还发明

了这一崭新的艺术表达形式——影刻，其把毛南民间精

巧纤细的艺术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目前，毛南族石刻

技艺可以制作成“圆刻、浮刻、沉刻、影刻、线刻”等

5大类几十个品种，这些石刻作品备受推崇，享有一定

的声誉。中央电视台、广西电视台分别慕名前来采访、

拍摄宣传，艺术院校、艺术研究机构、文化等部门的教

授、专家、学者前来调研，并在学术研讨中给予很高的

评价，称之为“众艺之源”“民族之瑰宝”。

1.3  传承状态

1.3.1  传承人

毛南族石刻手工技艺主要以心口相传，师徒相授

代代传承。其石刻技艺形式大致分为以下两种，一是各

村都有一批公认的代表性、群众性艺人；二是已经形成

一定影响相对固定的石刻传承人，拥有较为突出的传承

体系和较大影响的代表性传承人。目前，已传至第五代

（见表1）。

在以上传承人中，谭火炼在石刻技艺方面影响力最

大，且最有名气。谭火炼是毛南族石刻手工技艺的第四

代传承人，县内外相关部门和个人多次邀请其做石刻或

石碑林刻。

1.3.2  濒危

毛南族只有本民族的语言，却没有文字。石刻技艺

未发现有历史记载资料，只凭一代代“口传身授”与示

范，石刻技艺才得以了解和掌握。随着现代居住生活环

境方式的改变和电脑石刻的普及，石刻失去了原有的依

存环境。一是从事传统石刻技艺传承人越来越少，青年

一代不愿从事该工作，导致毛南族石刻技艺陷入后继乏

人的境地，面临着濒危失传的状态。二是技艺难度大耗

时费力。石刻前期原材料采材工作量较大，耗时费力，

加上创作加工程序烦琐，讲究雕工精细，却未产生较大

的经济效益。

2  石刻技艺价值

2.1  学术价值
明伦镇北宋村牌坊石刻、下南乡凤腾山古墓群以及

现存石刻的运用，足以证明毛南族石刻代代相传，源远

流长。这些石刻专家、学者研究毛南族文化，为了解、

认识和挖掘毛南族神秘文化及其独特的精神特质和审美

活动属性，对考察毛南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丰富少数

民族文化的理论基础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学术借鉴意

义（见图4）。

图2  四方形石水缸栩栩如生的
人物雕刻

图3  龙柱石

代别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传承形式 学艺时间 地址
第一代 谭维新 男 毛南 不详 不详 不详 下南村高龙屯

第二代 卢维馨 男 毛南 1892.4 师传 不详 下南村委鹅屯

第三代 谭俊秋 男 毛南 1940.2 师传 1965年从师学艺 下南村建在屯

第三代 谭凤辉 男 毛南 1934.1 师传 1987年从师学艺 下南村上里屯

第三代 谭片壁 男 毛南 1932.2 师传 1965年从师学艺 下南村委鹅屯

第四代 谭火炼 男 毛南 1964.9 祖传 1980年随父学艺 下南村委鹅屯

第四代 谭庆生 男 毛南 1964.12 祖传 1987年随父学艺 下南村上里屯

第四代 谭玉华 男 毛南 1957.12 祖传 1995年随父学艺 下南村建在屯

第四代 谭则周 男 毛南 1960.11 祖传 1985年随父学艺 下南村建在屯

第四代 谭志国 男 毛南 1954.8 师传 1985年从师学艺 下南村建在屯

第四代 谭顺弟 男 毛南 1953.8 师传 1994年从师学艺 下南村建在屯

第五代 谭忠魁 男 毛南 1979.9 祖传 2007年随父学艺 下南村建在屯

表1 毛南族石刻手工技艺传承人

图4  北宋石牌坊

2.2  运用价值
毛南族石刻造型优美、工艺精巧，具有独特的艺

术风格和浓郁的地方色彩，其石刻手法多变，纹样（图

案）形式多样，对毛南族石刻技艺及石刻纹样（图案）

的现代应用，在互动共生中获得了新的生存意义。这无

疑为现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化传承，提供更合理的

发展环境和机制，为石刻技艺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具有新

启发意义。

3  融合发展
3.1  政府重视

文化是城市建设的“灵魂”，地域性民族文化的注

入，使城市提升文化个性、文化风格和文化品位，塑造

城市与众不同的形象。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毛南族

石刻技艺的运用使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展现出不一样的

城镇韵律，彰显个性化。首先，政府要改变行事模式，

形成部门合力，思考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中路、桥和广场

等石材的运用和艺术化，如何凸显地域民族文化特色，

注重民族文化在其中的运用。二是在脱贫攻坚中民族民

间传统文化如何发挥作用，为脱贫后续助力。转变政府

对传统手工艺以培训为主的保护传承模式，以传统手工

艺产业化模式运行，使技艺在实践中传承。三是以属地

人员培训为主，整合与开发下南石刻传承人资源，建

立下南乡石刻基地，辐射周边县（区），推进“城镇基

础设施建设+毛南族石刻技艺”模式发展区域性经济。

3.2  技艺发展
2019年5月26日，周和平先生在山东省尼山书院明

湖会讲“非遗：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中表

示，在未来的非遗保护工作中，要从文化层面认识非

遗，还原非遗的本真性，加强珍贵文化资源在产业发展

中的利用。传统手工技艺只有融入时代发展，才得以保

护并持续传承。毛南族石刻技艺的发展首先要在使用工

具上有所变化，如石材的开采、大型石块的割据及石面

的打磨等工具，其纹样（图案）的处理与形成在传承人

的把控之中，技艺还保持其原真性。二是融入城镇化

基础设施建设中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如道路石材、桥

墩、河边护栏以及广场标志性文化艺术雕塑等建筑物。

三是挖掘、整理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纹样（图案），并在

新材料、新工具下深入研究，发挥技艺的精湛性。

4  结语
毛南族石刻手工技艺精湛，凝聚着毛南族生产、

生活的智慧，体现出毛南族人对自然的崇拜和热爱。当

下，地方政府应该思考如何弘扬和发展本区域内民族传

统文化，提高其文化影响力，增强其文化自信。只有了

解和熟悉毛南族石刻技艺的价值性，才能更好地传承与

发展，也只有融入城镇基础建设之中，其技艺才得以持

续保护传承与发展。同时，城镇建设融入地方民族文化

特色，才彰显其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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