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万寿宫庙会文化研讨会综述
彭志军 1，叶 红 2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江西 南昌，330038）

由江西省道教协会、南昌市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主办，南昌市道教协会承办，南昌新建区西山万
寿宫和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万寿宫文化研究中心共同协办的“首届万寿宫庙会文化研讨会”于 2016
年 10 月 16—17 日在南昌隆重召开。 本次会议是第一届以万寿宫庙会文化为主题召开的研讨会，
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
学、湖北大学、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等国内高校、研究机构及宗教界的
88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参会论文 35 篇，内容涵盖多方面，主要涉及许逊、许逊信仰、万寿宫、
万寿宫庙会、净明道与许逊信仰的关系及相关问题。

本次会议的议程分为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开幕式，第二个环节是相关学者主题发言，第三
个环节是与会者分组讨论。 下文中笔者将主要按照这三个环节的顺序对本次会议做一综述，不当
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开幕式由南昌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南昌市民族宗教局局长梁超伟主持，此外还有 2 位领导在
本环节致辞。 在开幕式中，南昌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南昌市民族宗教局局长梁超伟对本次研讨会召
开的意义、出席的领导、嘉宾等做了介绍，并对首届万寿宫庙会文化研讨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祝贺。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 江西省道教协会张金涛会长在致辞中表达了对与会嘉宾的欢迎之情，
并针对万寿宫庙会中信仰的传承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 他指出西山万寿宫庙会是源于对许真君
的信仰而产生的，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对信仰应怀有敬畏之心。 鉴于西山万寿宫在许真君信仰及庙
会中的重要地位，张会长还对西山万寿宫提了几点要求。

江西省民族宗教局副局长王希贤论述了江西文化的特征及召开本次会议的意义。 他认为江西
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文化源远流长，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得江西文化博采众长、兼容并蓄，而其
中又包含宗教文化的发达。 对于本次会议，王会长总结出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利于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二是有利于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三是有利于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使其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开幕式上各位领导的讲话均表达了对本次会议的高度重视及对会议胜利召开的殷切期望，在
一定程度上也为本次会议指明了方向，为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主题发言

在本环节，有 6 位学者应邀作了会议主题发言，其中民俗学者、道教学者、道教界代表各 2 名，
主持者为云南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郭武教授。6 位发言人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万寿宫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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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及未来、万寿宫庙会的特点、西山万寿宫庙会的宗教内涵与文化意义、万寿宫“现象”折射的
赣黔两地历史渊源、万寿宫庙会文化的精髓及其传承、等议题作主题发言。

毋庸置疑，本次研讨会的对象“万寿宫庙会”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词从何而来？ 万寿宫庙会文化为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此，中国社科院叶涛教授作了主题为
“从物质文化遗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详细的论述。 他指出万寿
宫庙会文化是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认为如不懂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相关问题便不能很好地研究万寿宫庙会。 于是，他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缘起、概念、范围、保护
的基本原则、对当代中国的意义、当前庙会保护中的几个突出问题及政府在保护庙会中的职责等
方面展开。 整个发言生动有趣，史论结合。 主持人对其的评价为“仪式具有启发性，颇具思考性”。

北京大学张广保教授以“万寿宫庙会的历史及未来”为发言的主题，探讨这一“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历史渊源及未来发展。 他认为西山万寿宫庙会是以净明道为基础的，并指出净明道是儒道合
一的，并且其在东晋时便已形成成熟的体系，可与上清派、正一派并列。 同时，他还提出了万寿宫庙
会研究中目前面临的一系列现实困境，如他认为净明道目前的研究并未突破日本学者秋月观瑛等
的研究框架，目前学界关于净明道的研究呈“碎片化”，未形成整体，割断了净明道的精髓。 而且，他
还提出在社会转型期的西山万寿宫庙会可独树一帜，形成庙会网络，使其成为旅游资源；面对万寿
宫庙会期间的一些安全隐患，他认为可在仪式上分流、疏导信众。 另外，张教授还提出了“如何创造
出万寿宫庙会模式，从而使之成为庙会网络？ ”等一系列值得学界与道界深思的问题。 针对张教授
的发言，主持人有同感，也认为如何突破目前净明道的研究模式确实是万寿宫研究中的一个关键
问题。

针对许真君信仰及万寿宫遍布海内外的状况，北京师范大学万建中教授认为万寿宫古庙会与
许真君信仰具有江西本土及农业社会的特色，并且不断向外延伸。 他认为明清时期江西已经形成
了以西山万寿宫为中心，辐射江西省内各县、市的万寿宫系统，而在那些万寿宫上演的古庙会文化
积淀深厚，并且是以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展演出来。 同时，那些庙会仪式等也沿着江西境内发达的
赣江水系从庙会文化名城南昌向省内其他县、市，甚至外省传播。 对于许真君信仰，万教授认为赣
鄱水网密布及水灾多发的现实催生了许真君及其信仰的产生，水神是许真君的基本形象，许真君
信仰构成了一个水神谱系，是大禹水神叙事模式的延续。 在论及万寿宫庙会时，他指出西山万寿宫
古庙会具有强烈的“朝仙”吸引力，表现在：首先，庙会是多种文化形态的集中展示，庙会时间安排
满足了人们的生产需求，也满足了神圣与世俗完美结合的需求；其次，万寿宫古庙会具有完备的庙
会支撑系统，其中包括庙会期间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活动，以及庙会中人们对各种美味的渴求；第
三，庙会展演的仪式化。 仪式可能是庙会中最稳定的要素，也是维护许真君信仰的最有效方式，而
这些仪式往往是信众最信奉和遵循的，也是联结人与神的关键。 对于万教授的精辟发言，主持人郭
武提出了问题，指出庙会的教化功能怎样？ 以及这种教化功能如何展现？ 其实，万教授所提问题正
切中了当前庙会仪式研究中的要害。

万寿宫庙会是宗教仪式与世俗生活的完美结合。 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围绕万寿宫的宗教内涵
与文化意义为主题进行论述。 他以“许逊崇拜与西山万寿宫的起源”及“西山万寿宫庙会的传承与
复兴”为议题展开，指出南昌西山万寿宫及万寿宫庙会都起源于许逊信仰，庙会是宗教科仪与民间
信仰的完美结合，万寿宫庙会具有非常丰富的宗教文化内涵和重要的文化意义，并对万寿宫庙会
的传承与复兴给出了一些建议。 发言后，主持人郭武教授指出研究西山万寿宫庙会必须立足于扎
实的史料基础上，并强调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对于万寿宫庙会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与现
实意义。

万寿宫是江右商在外经商的一个标志。 随着江右商的足迹走向云、贵、川等西南各省，万寿宫
也随之在这些省份“扎根”，对当地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与多数万寿宫研究者只专注于万寿宫
本身不同，贵州省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申辽原则更注重从万寿宫这一“媒介”反观赣、黔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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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渊源。 他从“宫观留下的贵州大移民之历史印记”、“移民促进贵州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及
“净明道对道教文化的重要补充”三个方面详细梳理了万寿宫这一现象所反映的赣、黔两地的历史
渊源。

面对万寿宫庙会这一历史文化资源，南昌市道教协会会长、西山万寿宫住持李友金指出西山
万寿宫庙会习俗不仅是一种道教文化，同时也是一种民俗文化，万寿宫文化是赣鄱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核心价值是“净明忠孝”。 而且，他提出为了更好地研究万寿宫文化，西山万寿宫将建立
万寿宫文化研究中心、资料中心等；并且在万寿宫庙会习俗方面将恢复“南朝”、“西抚”等习俗。 主
持人郭武在点评时认为研究万寿宫文化，应挖掘道教的作用，阐释其意义，以增强中华文化自信。

作为首次万寿宫庙会文化研讨会，以“万寿宫庙会文化”为议题，集中讨论万寿宫庙会文化的
起源、特点、内涵、意义、传承等主题，将视野放大，进行“长时段”的研究与讨论，与国际学术界“对
话”，并以此为契机，预示了万寿宫庙会文化研究的更高追求。

二、分组讨论

主题发言之后便是分成专家学者组、道教界人士组分别进行讨论，每组均分成上下两个半场，
每个半场均由一位主持人主持，专家学者组分别由南京大学教授孙亦平和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陈立
立教授主持， 道教界人士组分别由江西省道教协会秘书长陈雅岚和西山万寿宫道长熊国宝主持。
各位专家学者及道教界人士针对相关主题各抒己见，并对某些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综合与会
者讨论的主题及提交的参会论文，可看出他们的研究旨趣可分为以下四大类：

1.许真君信仰及万寿宫庙会的研究
万寿宫庙会最早根源于人们对许真君的信仰，这种信仰产生于江西，并随着江西人口的外迁

及“江右商”等的影响而遍布全国。 而且，围绕着许真君信仰及万寿宫庙会又形成了诸多祭祀活动
和仪式。 与会者就许真君、许真君信仰及万寿宫庙会等展开了深入而持久的讨论。

江西省奉新中学樊明芳老师通过奉新现存有关遗迹、遗址的发掘，梳理了许逊及其与奉新的
因缘。 陈红卫从庙会文化的起源、内涵及当代意义等方面展开论述，指出“庙会文化在我国不但是
一种古老而又新鲜的社会文化现象，也是我国悠久文化的产物，庙会文化更是一笔财富”。 四川大
学张泽洪教授通过对许逊崇拜与西山万寿宫庙会的起源、 西山万寿宫庙会传承与复兴的考察，认
为西山万寿宫庙会是道教神仙与地方民俗结合的典型，具有宗教信仰、民间风俗、民间文艺等多重
内涵，具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在中国道教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彭志军老师论述了许真君信仰的演变历程。 他认为该信仰由最初民间的、
小范围的变成风靡于各地的信仰，原因不仅在于许氏家族自身的推动，也有地方官府的助力，而更
为重要是江西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及许真君信仰符合了国家的需要。 于是，国家不断地进行“造
神”，而许真君信仰便是这种“造神”行为的结果，许真君的故事也是逐渐“层累”，形成今日许真君
的形象。 王京从文献资料的记载出发，探讨了南昌西山万寿宫信仰相关祭祀活动及其在继承中的
变化，他指出与文献记载相比，西山万寿宫的祭祀活动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内蒙古社科院那仁
毕力格研究员则分别从民俗文化的内化含义及外化含义上阐释江西西山万寿宫庙会与陕西五云
山真武祖师庙会之间的异同。

江西师范大学李平亮教授通过对明清以来西山万寿宫庙会的仪式活动及香会组织的历史考
察，指出香会组织不仅为当时“朝仙”活动的延续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载体，而且推动了西山万寿宫
成为跨地域的民间祭祀中心。 并且，他还提出在研究万寿宫庙会时要以人为本，了解“朝仙会”的参
与者等，从参与者所来自的地区、阶层来分析西山万寿宫的“朝仙”活动，并强调民间文献收集与整
理对万寿宫庙会研究的重要性。

近代以来，西山万寿宫因时局影响而出现衰落的情形。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张志军老师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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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来南昌地区经济、社会变化情况的梳理，并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外敌入侵对南昌地区造成的
破坏，认为近代以来许真君信仰衰败是时势使然。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陈立立教授介绍了西山万寿
宫庙会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形态及与古代庙会的差异，同时指出西山万寿宫庙会目前存在的一些
危机，并提出了改进的方法。 此外，他还实地调查了云南、贵州两地的部分万寿宫，论述了其现状，
且提出了开发建议。 西山万寿宫道长熊国宝则从万寿宫庙会的文化元素、移民元素、道医元素及目
前面临的危机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传承新时代万寿宫庙会习俗的新思考。

南京大学孙亦平教授从净明道文化与西山万寿宫庙会关系的视角出发，探讨净明道及净明道
文化内涵与西山万寿宫庙会之间的关系，她指出净明道文化与西山万寿宫在历史发展中相得益彰
地推动了江西地方文化的发展。 四川大学余颖霞、盖建民以许真君信仰与万寿宫庙会之间的关系
为论题，指出许真君信仰是促使万寿宫兴建的原因，而万寿宫庙会则会反作用于许真君信仰，两者
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伴随着明清时期大移民运动，许真君信仰及万寿宫也随着移民被传入迁入地，这些新建立的
万寿宫在保留江西特色的同时，也在“型塑”着当地社会。 湖北大学吴成国教授探讨了明清移民运
动中的万寿宫信仰，论述了“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两次移民运动中迁入地的万寿宫信仰，
并分析了明清移民运动中万寿宫信仰的特征。

万寿宫庙会文化源远流长，时变时新，其在当代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黄艳认为要延
续万寿宫的影响力，就必须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依托万寿宫的文化气息，借助新时期的新元
素，多元化地发展万寿宫庙会文化。

2.万寿宫文化及其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万寿宫作为江西文化乃至江右商在外经商的象征，可以说有万寿宫的地方就有江西人，有江

西人聚居的地方就能看到万寿宫。 万寿宫不仅在建筑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且围绕万寿
宫早已形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庙会文化。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万寿宫庙会文化便具有极大
的开发与利用价值。 正是在此基础上，与会者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黎传绪教授认为不管是从历史意义和价值，还是从社会功绩和影响等方面
而言，许真君“最南昌”，许逊是南昌的文化符号。 江西省社科院赖功欧研究员将万寿宫看成是一个
历史文化符号，提出了有关万寿宫的称呼、文化定位及万寿宫庙会的宗教文化内涵探究等方面值
得思考和商榷的问题。 并且，他还从“万寿宫的历史定位”、“万寿宫文化的净明教基础”等方面论述
了净明道是万寿宫文化的基础。

南昌市道教协会会长、 西山万寿宫住持李友金认为万寿宫庙会习俗不仅是一种道教文化，也
是一种民俗文化，在现代社会，我们应传承万寿宫庙会文化的精髓，以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江西省道教协会会长陈雅岚则从唐代至清代保留下来的关于万寿宫的碑刻记文中，挖掘了
许真君的五种精神，并阐述了其现代意义。 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贵州省道教协会会长张崇新从
“净明”的特色文化及其教化意义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万寿宫庙会文化的教化作用，提出要挖掘万寿
宫庙会的文化因素，发挥万寿宫庙会习俗的教化作用。

面对万寿宫庙会这一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学者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江西财经大学周明鹃
研究员认为万寿宫庙会文化体系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蕴含丰富文化宝藏的文化资源群岛，
也是赣文化中可与景德镇陶瓷、滕王阁等江西文化名片相提并论的文化“明星”，她梳理和论述了
万寿宫庙会文化六个方面的资源优势，并提出了利用万寿宫庙会文化资源进行文化旅游开发的路
径，思路较为新颖。

针对西山万寿宫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问题，南昌市民俗博物馆梅联华馆长、叶菁副馆长
指出新建西山万寿宫庙会适应现代社会的最好方法是整合万寿宫文化资源，做大做强西山万寿宫
庙会，通过万寿宫庙会文化的资源转型，打造新建西山道教旅游文化名镇。 同时，在发言中，梅联华
馆长还对南昌市区铁柱万寿宫的恢复重建情况及建设中的万寿宫博物院的陈展大纲作了简明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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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介绍，颇具新意和吸引力。 宜春学院黄剑敏、李莉以江西丰城剑邑万寿宫为例，分析了道教音
乐中的养生科学知识，探讨万寿宫道教音乐养生文化资源对养生的价值与作用，并提出了万寿宫
道教音乐养生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有效策略，颇具启发性。

3.净明道及相关研究
作为依托于许真君信仰而形成于南昌西山万寿宫的一个道派，净明道对许真君信仰的发展有

着巨大的影响，因而对净明道的研讨也成为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话题。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
生焦玉琴从净明道的发展历程论述了其平民化的特征，她指出净明道信仰的发生、发展及其在当
代的复兴历程都始终保有平民性格。

北京大学张广保教授通过对河南济渎庙一通《崇道祈福碑》的解读，推进了北宋净明道发展史
的研究，并纠正了学术界原有的将宋代净明道中兴定位于南宋的观点；他认为净明道是儒道合一的，
其在东晋时便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体系。 九江学院吴国富教授以雷法与净明道的关系为例，梳理了
净明道的发展脉络，并指出研究净明道的发展历程时应重视雷法所起的作用；他认为雷神信仰虽
在唐代以前广泛存在于民间，但并未得到道教的充分利用，之后雷神信仰逐渐得到道教的关注与
吸纳，为雷法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也为净明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致使净明道成型于宋元时期。
江西师范大学陈金凤教授研究了郭璞儒教事迹及其成为净明道监度师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唐代以
来南昌西山道士对郭璞形象的“建构”，使其“净明道化”，深刻地反映了净明道的宗教文化性格。

上海社科院许蔚研究员则从净明道科仪入手进行研究。 他以晚晴民国进贤县兴真古观分派道
坛钞本为主，探讨了作为净明科仪的“正一表忏都仙胜会”，认为朝礼许逊的科仪尽管在高安、新
建、进贤县传承的内容与形式都有差异，主要反映的也还是一种洪、瑞地方许真君崇拜，但也是对
唐宋以来的西山仪式记忆的延续，并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净明科仪。

一般而言，净明道与全真道在教义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两派很难融合。 但云南大学郭武教
授却通过对明初西山万寿宫中净明道士与全真道士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指出在特殊的环境下，当
时入主净明道“祖庭”西山万寿宫的全真道士一方面接受了净明道的学说，另一方面却不愿放弃全
真道的派普，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融合”模式。

万寿宫道官的设置是国家管理道教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学者的关注点之一。 江西科技师范
大学吴启琳老师依据《逍遥山万寿宫通志》所载的宋代提举为中心，探讨西山万寿宫道官的设置情
况。 他认为朝廷通过设置万寿宫提举官，密切了宗教与朝廷的关系，而且为政府的行政系统增加了
一个组织系统，完善了行政管理体系。

此外，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邹付水追溯了许逊的主要授业恩师谌母在南昌的宫殿———黄堂宫的
历史，并论述了谌母信仰及黄堂宫庙会。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张兴发论述了北京的庙会习俗。熊耐
久梳理了修水县万寿宫庙会文化的历史、现状和传承。 章伟文以《钟吕传道集》为视角，阐述了内丹
“水火”“龙虎”“铅汞”的蕴意。

学者们都针对各自的论题进行了精彩而颇具启发性的发言， 主持人也进行了相应的点评，丰
富了万寿宫庙会及万寿宫文化的相关研究，惜时间有限，学者们未能将自己的研究铺展开来，也没
能进行充分的讨论与辩驳，他们都纷纷希望今后有机会对相关论题进行详细的讨论。

4.万寿宫的历史、面临的问题及万寿宫未来发展方向探讨
对于万寿宫的历史演变、万寿宫庙会面临的危机及未来的发展趋向，参会学者也进行过一些

研究与讨论，但对这些问题讨论最多的还是宗教界的人士，所以本部分主要是综述宗教界人士在
会场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广东省道教协会副会长、广州道教协会会长潘崇贤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提出道教要弘扬传
统文化，而且弘扬道教就必须在人才培养上下功夫，但要把好关，不能滥收。 另外，还要充分发挥居
士的作用，对居士进行严格考核，通过培养居士来弘道。 在慈善方面，他提出要走出道观，将道教与
祈福结合起来，对民众进行免费的祈福公益活动，以慈悲之心服务大众。 其实，潘会长所论也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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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道教文化及道教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南昌市道教协会会长、 西山万寿宫住持李友金认为当前西山万寿宫庙会中存在四大问题：一

是信众老龄化及万寿宫庙会对年轻人吸引力不足；二是信众三分之二来自农村，文化层次相对较
低，存在佛道不分的现象；三是庙会高峰期人员密集，造成较大的安全隐患，而且禁止燃放鞭炮等
规定不被信众所理解；四是传统的“南朝”、“西抚”等习俗的恢复并非一蹴而就。

安徽省道教协会副会长、 齐云山道教协会会长詹和平将西山万寿宫庙会与安徽庙会进行对
比，认为西山万寿宫的管理首先应符合景区的管理标准；其次是恢复古庙会的一些传统文化习俗。
他提出，对于庙会来说，应更多地关注道教的传承，讲经布道能够让人对道教文化有感同身受的体
验。 针对西山万寿宫庙会期间的安全问题，他认为可考虑在一些大仪式举行时在殿中放置电子显
示屏，以便让信众都能实时感受穿袍、换袍等仪式。 虽然詹会长所提建议对万寿宫的管理具有较大
的参考价值，但问题的关键是，信众争先恐后到西山万寿宫朝拜，所在乎的就是那种“有份”及“参
与”感，如让信众长途跋涉到达万寿宫后只是在大屏幕上观看各种仪式，势必对信众是一种打击，
也可能会对西山万寿宫的香火产生一定的影响。

贵州省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申辽原重点介绍了贵州万寿宫在历史上对传承万寿宫精神
的重要作用，并颇有新意地指出当前要实现万寿宫文化的传承须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群众化；二
是中国化；三是现代化。 贵州石阡县万寿宫负责人毛名超介绍了贵州石阡万寿宫的兴建渊源、建筑
情况等，并提出要加强全国万寿宫之间的联系。

赣州市道教协会会长郭家明介绍了赣州目前注册登记的万寿宫数量及分布。 赣州市兴国县道
教协会会长刘繁荣简单介绍了兴国万寿宫的管理与发展情况。 宜春市珠梓万寿宫筹委会主任宋崇
道分享了他在弘扬和传承道教方面的思路，认为明确一个“庙”的主题可以消除人们对宫庙的误
解，并且主张“庙”应积极入世，更多地弘扬社区道教，而“居士林”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当然，与会学界及宗教界人士关于万寿宫的研究和讨论还有很多，恕本文不能一一罗列。 就与
会者的议题而言，道教界人士较为关注万寿宫及万寿宫庙会的现状、传承等现实问题，而学术界人
士则更注重许真君信仰、净明道与万寿宫庙会的内涵等学理的讨论。

正如与会学者所指出的，西山万寿宫庙会的发展历程如何？ 如何创造出西山万寿宫庙会模式，
在现代社会怎样形成庙会网络？ 怎样打造作为江西独特的文化资源的西山万寿宫？ 如何突破现有
“净明道”研究的“碎片化”现状？ 这些问题是目前万寿宫庙会研究的不足，也间接指明了学界今后
的研究方向。

（责任编辑：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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