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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小满会”是河南济源地区最大的庙会，在经历了 ２０ 世纪的改造和重新恢复后，在新时期呈现与时代特性

相符的演变和创生。 “小满会”对于增加地域认同、传承文化和发展经济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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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满会，盛行于小麦耕作地区，一般是指旧时
民众于小满节气上香拜神，因香客众多而自发形
成的商贸集会。 河南济源地区规模最大的庙会还
属庙街小满会和思礼的清明会。 “小满会”在经
历了 ２０ 世纪的改造和重新恢复后，在新时期呈现
与时代特性相符的演变和创生。 “小满会”对于
增加地域认同、传承文化和发展经济方面具有重
要的意义。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
文献，对济源地区小满会的历史变迁做一探讨。
一、小满会的内涵和历史
小满会的正日子就是每年农历的小满节气那

一天，往往持续三至五天，会址则是以济渎庙为中
心的从六角口以下到铁岸村的几里长街。 济渎庙
始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５８２ 年），庙内主要祭祀
济渎水神。 据说小满会是在济渎庙建成之初就随
着每年的水神祭祀活动自然兴起的古老庙会，已
有上千年的历史。 古时的济渎庙会上，有皇家官
府隆重的祭典仪式，民间百姓自发的供奉叩拜，也
有百戏、杂耍等娱乐项目，还有生意买卖、货物交
易等等活动［１］ 。
小满会体现了显著的农业特征，一是与农业

生产相关的季节性和周期性。 《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济源
地区的小麦作物籽粒已开始饱满灌浆；二是祭祀
有关农业生产之神，祈求农事丰收。 “小满不满，

麦有一险”，是说小麦长到小满时，容易碰到干热
风和大风雷雨等天气使小麦遭遇减产危险。 本地
人说收麦的时候就怕刮风，麦子掉地上了；下雨，
车进不去地里没办法割麦。 所以就要来到本地的
水神———济渎神的神庙来烧香祈求当年的收成顺
利。 农民们一方面祈求在小满时期免遭干旱，另
一方面也祈求之后麦收时节不要下大雨影响收

割。 济源本地通常是小满会过十天后就开始收麦
了。 当地老人说，小麦有七条根。 过完小满，小麦
一天死一条根，过完七天后再让小麦干干就开始
收麦了。 收完麦子后整地再种上玉米，当地一般
就种这两季。 小满是每年农村第一个农忙季，是
农民为夺取夏粮和全年农业丰收做好准备的双抢

双收的关键时期。 在夏收这一农忙期到来之前为
了保证夏收夏种的顺利，以祈求五谷丰登，售卖农
具为主的小满会就应运而兴起了。
在济渎庙举办庙会活动的传统古已有之，济

渎庙内的碑刻在记录祭祀重修等内容之外，也包
含了有关庙会的内容。 明万历三十二年《邑侯重
修济渎庙记》中记载“往春辄为会”。 清光绪元年
十二月《重整济渎庙会规碑序》中记载：“隋开皇
建庙以来，冬至十一月十五日大会，历四代矣。 至
我朝乾隆十六年间重兴会事”［２］ 。 对于济渎庙庙
会的实际举办时间有两种不同说法，或是春天或
在冬至举办庙会，说明济渎庙庙会始于隋代，但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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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时间不一，可能因朝代更替而变化，中间还时断
时续。 《重整济渎庙会规碑序》中还具体列了“会
规条款”，对庙会的组织、管理和运作等方面进行
了规定，且“四方客商临期云集，交易两便，诚一
邑之善事也”，这说明济渎庙除了祭祀的功能外，
还对当地产生了经济效益，并且为当地居民所认
同［３］ 。
在旧中国，济源各村、镇共有古庙会 ２１６ 个，

总会期达 ３６０天。 庙会的起因以求神拜佛或谒仰
纪念为主，逐渐形成了习惯性的物资交易市场。
在建国初期，庙会被视为封建迷信，由政府对古庙
会进行改造，废除了一些庙宇，接管了规模较大的
庙会，小满会的称呼自此之后才开始流行起来，也
有叫小麦儿会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年轻人说起小
满会来只知道是集会，而不知道是庙会。 老年人
则还知道是因为有济渎庙才有的小满会。 １９５６
年后，济源集市贸易几经周折，农村庙会日渐冷
清，只有庙街小满会等几个规模较大的庙会被保
留下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村镇庙会全部恢
复［４］ 。 早些年庙会上的商品以麦收工具、用品为
主，赶会的人购置一些麦收期间的用品，回去就准
备收麦打粮了。 当地人说到小满会就想到“叉耙
扫帚牛笼嘴”这条农谚，从中可以看出实际上是
一个麦收准备会。
近两年来，为了打造地方文化品牌，地方政府

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举办济渎庙春节文化庙会活动。
庙会采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式，会期从
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八，是济源市规模历时最长、活
动项目最多的集市活动。 ２０１２ 年济渎庙春节文
化庙会以“逛济渎庙会，交龙年大运，览民俗风
情，祈平安和谐”为主题，２０１３ 年以“逛济渎庙会，
品民俗百味”为主题，２０１４ 年以“逛济渎庙会，祈
平安和谐”为主题。 庙会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济水
文化相融合，不仅有百姓喜爱的戏曲表演、民间花
会表演、特色小吃展、百姓大舞台“庙会秀”互动
节目、趣味游戏等项目，还有以济源特色文化为主
的民俗文化展、文物图片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展、古玩工艺书画展、宗教祈福文化展演、春节文
化摄影（ＤＶ）优秀作品评选活动、“我爱济渎大庙
会”征文比赛等。
二、现代小满会
济源地区每逢“六”即有小会，十天一个会，

集会规模较小，只卖后半天。 小满会是最大的一
个会，外地如洛阳、信阳、焦作的人也都会来摆摊。

平常在会期前三天就开始抢位置摆摊，２０１４ 年小
满会持续了十天。 早些年的时候，学校还因小满
会而专门放一天假。 小满会上的活动可以分为祭
祀和商贸两大项。 庙内主要是祭祀祈福活动，庙
外是商贸戏曲活动。

（一）祭祀祈福
济渎庙平时票价为 １０元，初一、十五免费，小

满会期间 ２ 元。 济渎庙初一、十五时只开侧门供
上香民众出入，小满会时期则大门敞开。 民众上
香时庙内全神皆有参拜，只是侧重不同，体现出鲜
明的功利性。
济渎庙内两棵古汉柏因长寿而香火旺盛。 门

口的那一棵柏树，传说是王母娘娘吐下的桃核长
出来的，具有神秘色彩。 寝宫旁的柏树称为将军
柏，因唐朝将军尉迟敬德将钢鞭挂于其上而得名。
当地有将小孩儿寄到柏树名下的习俗。 通常是扯
来三丈六尺长的红毛线，绕在树周围的围栏上。
带着小孩儿来上香磕头，保佑孩子能身体健康，长
命百岁。 孩子的年龄在一岁到三岁之间，寄到名
下后最少要上三年供，上供最少要三炉香。 等到
孩子十二岁时还要再来一次，叫做“开锁”。 庙内
长生阁处也有一棵柏树，但因其位处高台，难以接
近，所以在此缠红线寄名的很少。
白虎池，当地人称眼光池。 赶会的人用自带

的各种盛水器具如碗、盆、杯、盘、瓶、壶、罐等等，
争相舀取池中之水，或自用，或带给亲属朋友用，
以求祛除眼疾。 前几年池底清淤，清出很多杯盘
碗盏，应是来此取水洗眼之人失手落入的，可见庙
会流行此俗已经很久远了。 现在白虎池四周设有
栅栏，附有长绳，取水的信众将容器（通常是塑料
瓶）丢下池子，打水上来盥洗。
广生殿求子，拜过广生爷，广生奶奶后看两侧

小孩儿的塑像有哪个喜欢的，就给他脖子上挂上
红毛线栓的花生，供上一些花生，兜里留两个饱满
的两仁花生。 当场给孩子取个名，一路叫着孩子
的名字到家，中间不能拐弯。 到家后把花生放到
夫妻俩枕头下，过三天后吃。 因为求子这项更具
实际性，所以祭拜的人很多，其中年轻人很少，多
是爷爷奶奶级别的人物来为下一代求子。 即便如
此，他们也是在积极寻医问药之余才来祭拜，祈求
医药能够起效，做到先尽人事而后才听天命。
庙西的天庆宫香火相较于济渎神来说更加旺

盛，其中玉皇大帝和太上老君的神像都镀了金身。
一般信众在其他神像前往往只捐出一元善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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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慷慨得多，供桌上的供品也丰富一些。 在
厢房药王孙思邈处求神药的人也很多，取药的方
法是用纸折成斗状在香上绕三下后折叠带回家倒

入水中饮下。 天庆宫的香火繁盛也与济源本地道
教文化底蕴深厚是分不开的。
据说小满会还有“抛长生”的习俗。 方圆数

十里的群众来到济渎大神像前敬香礼拜，再到济
渎池将准备好的金银玉石等宝物投入池中，谓之
“抛长生”。 济渎大神收到礼物，就知道了他们的
虔诚，也就会满足他们祈求平安长生的心愿。 这
一做法疑是古时皇家春祭济水神时投放金龙玉简

的模仿和延续。 但也有说“抛长生”的习俗活动
大多是农历春三月进行的，而不是在小满会期间
进行。 此外还有碑楼驼碑龟和龙亭李继安石像触
之解病痛。

（二）戏曲商贸
小满会的表演活动只有戏曲，以各地剧团来

唱小戏为主，说是小戏也就是豫剧，唱戏的都是农
民自己组织的。 ２０１４ 年表演的剧团有新乡豫剧
团和北海豫剧团，表演时间一般为傍晚，大约唱两
个小时左右。 看戏的观众多为附近的村民，大约
有二三百人，以中老年带着小孩子为主，也有为数
不多的年轻人。 老人往往自备板凳而来。 剧团开
着移动舞台车，采用现代音响设备，舞台两边也各
有 ＬＥＤ屏幕显示台词用。 新乡豫剧团是饱受群
众好评的剧团，搭台位置正对着济渎庙，下午开
唱，一般唱个三五天。 北海豫剧团是农民自己组
织的，虽然相较于新乡豫剧团来说唱的不好，但也
有很多观众。 请剧团的钱由收取摊位费的庙街村
来出。
商贸方面，现如今小满会上摆摊的内容以衣

服小吃居多。 早些年下午去赶会时，小吃都已经
全部卖完了。 居住在附近回民通常都会来摆摊，
售卖肉丸、糖糕、菜角等小吃。 小满时节天气比较
炎热，卖凉皮的摊子也较多。 ２０１４ 年济源职业技
术学院的学生也在小满会上摆出了大学生创业的

凉皮摊，吸引了很多群众。
还有这个时节少不了的传统美食———碾转。

自古，农历三四月的时候是农民生活最难熬的时
候，因为上年的粮食已经吃完了，地里的小麦才打
穗，正所谓“青黄不接”。 “碾转”就是这个特殊时
期所发明的一种小麦吃法。 碾转，是把割下即将
成熟的绿色麦子脱粒炒熟后，用石磨碾磨而成，所
以叫碾转，也称“捻转”、“年转”，有年年转运、盼

望丰收之意。 有的地方也叫“捻捻转儿”，与“年
年赚儿”谐音，有吉祥之意［５］ 。 碾转的历史可以
上追到宋代，在当时写作“连展”，陆游诗中就有
“试盘堆连展”的句子。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
公社时期，因个人没有收割小麦的权利，所以吃碾
转的习俗一度中断。 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小
麦归农民自己所有，吃碾转的习俗就又恢复了。
现在人们吃碾转只是为了尝鲜，小满会上售卖碾
转的摊主说磨都没停过，一天能卖三百斤。 近年
来随着拥有石磨的人家减少，售卖碾转的摊位也
在逐渐减少。
衣服的摊位约有十分之七，以小孩和女性服

装为主。 市内商场里开店的店主小满会期间也会
撤下过季的衣服前去处理。 因为平时的会小人不
多，处理不动，所以都到小满会这个大会来处理。
随着会期的推移，会上的东西还会越来越便宜。
赶会的群体年龄分布广泛，从老到少都有，以

家庭为单位行动。 其中女性占据了大多数，她们
认为会上买得便宜又好，平常老人因离市里远，没
人一起去买或是儿女不给买，就来到离得近又热
闹的会上来买。 参加的男性则以青壮年居多，陪
同妻子前来赶会。
三、国家政策与现代性对小满会的影响
国家政策对农民生活的影响，不只是简单的

政治性，还体现在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
现代性进入乡村社区，基本上是以国家为载体从
多个领域渗透当下的乡村社区生活，小满会在当
代济源地区的恢复和发展，受到了现代性一定的
影响，展现了新时期的农民理念与生态。

（一）国家政策
１．免征农业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十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 ２００６ 年 １月
１ 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成
为了历史。 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国，交农业税的
义务已深深融入进农民心里，农业税在农民嘴里
就是“交公粮”。 之前济源地区二亩地产两千斤
麦就要交公五百斤，这五百斤往往够三口之家吃
半年多。 废除农业税之后收多少都是自己的，种
地还有补贴，一亩地补两百块，减轻了农民的负
担。 在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农业的比重
在逐渐降低。

２．土地流转。 农村土地流转是中国土地使用
制度的重大变革。 土地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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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
２００５ 年 ３月 １日起正式施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管理办法》，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十七届三
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按照依法自愿
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
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
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济源地区药园村的土地流
转开始于 ２０１０ 年，每口人可分得的半亩地，交由
大队里承包出去。 无论承包方的盈亏，一亩地可
得到 １ ５００ 元左右。 现在的药园村村民们通常只
保有一小块菜地供自家吃用。 因为土地流转政
策，农民逐渐脱离土地。 村民们还很担心土地承
包出去的时间长了之后，会不会不给钱了，地也毁
了。

３．新农合医保。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由我国
农民（农业户口）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
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
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 ２００３ 年起在全国部分县
（市）试点，到 ２０１０ 年逐步实现基本覆盖全国农
村居民。 在此之前农民们生病只能自费，往往生
病后怕花费高不去看医生导致病情恶化的结果。
当地人都很羡慕工人们可以报销治病的花费。 实
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后，农民们报销比例约
为 ６０％，虽然相比较比工人的 ７５％要低，但是对
于农民们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而且报销比例也逐
渐在提升。 当地人说毕竟就算没得报也得去看
病，只要对老百姓们有利的政策，即使幅度不大，
农民们也对此很知足。 除去了身上的诸多重担，
增加了收入；又脱离了土地，身体健康问题也有了
一定的保障，农民身上的农业属性也在逐渐淡化。
这种变化是随着国家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的，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小满会这个集会市场正
是适应着农民们的内在需求的转变而改变，他们
说自己赶会的目的就是要耍，是一种积极的改变。

（二）现代性
联合收割机等现代农具的出现，很大程度上

便利了农民们的生活，以前犁地下种还用牲口，割
麦的时候累的腰都直不起来，还要装车送去厂里
压、碾、扬，才算完事。 自从有了联合收割机后就
省事了，割麦时，河北、山西的人开着收割机就来

了，一趟下来麦子杆都分离弄干净了，割一亩地收
五十块，比自己累死累活划算多了。 买联合收割
机还有政府补贴，麦收季节，开收割机的人可以忙
上一个月，开到各地轮流割麦。 早些年麦收之后
忙的人连端午节都没心情过，所以赶在农忙之前
好好玩玩，这也有可能是小满会繁荣的其中一个
原因。
由于拥有的土地减少了，地里的出产不够满

足农民们自给自足的生活，就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济源地区的村子里往往只有一些小店出售基本的

生活用品，大部分的需求就在小满会上解决了。
近几年大家生活水平高了，开始追求质量，担

心小满会上买的不好，所以平常进城买衣服。 但
在小满会期间不为买什么，只是在会上逛逛，买几
斤碾转，吃一碗凉皮儿，进大庙拜拜，感受小满会
期间热闹气氛的人也不在少数。
济渎庙是济水文化的典型代表，以济渎庙为

中心而形成的小满会也具有强烈的传统文化色

彩。 小满会作为一个平台，吸引了本地和外来的
群众，集中展示了本土文化。 群众通过赶小满会、
逛济渎庙，对济源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与认识，
从而树立了文化自信，加深地域认同。 据统计，每
届小满会都要吸引游客近百万人次，产生了相当
可观的经济效益。 庙会作为一个综合性展会，也
带动了饮食业、旅游业、交通业等相关产业的经济
发展。 近几年，小满会上也不免出现一些不法商
贩，出售假冒伪劣商品，或是吹嘘三无的保健食品
欺骗老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此外前来赶会的
群众普遍反映，几里的摊位垃圾满地，公共厕所也
很少。 政府部门和小满会主办方应制定入场限
制，配置相关设施，以保证小满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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