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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山庙会位于缙云南部，距城区20公里，为仙都国家级旅游

风景名胜区一个组成部分，属丹霞地藐，附近有岩门、花岩、大

洋等景区供奉真十四娘娘。每年农历七月初七会举行盛大的民间
庙会，在附近地方，其规模仅次于永康方岩庙会。

献山庙庙会的活动以“迎案”为核心。上献山庙庙会拜真

十四娘娘的“迎案”队伍，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罗汉班(俗称

“迎罗汉”)，每班少则四、五十人，多则百余人；二是歌舞

队，一般依附于罗汉班之后，也有的歌舞队不加入迎案队伍，单

独行动。歌舞队的表演形式有“十八狐狸”“十八蝴蝶”“十八

鲤鱼”“蚌壳舞”“九串珠”“三十六行”“打莲花”“长脚

鹿”“哑口背疯”“走马灯”“跑旱船”等等，形式繁多，花样

百出，各显神勇，热闹非凡。因此，献山庙庙会其实是缙云民间

武术，民间文艺的大展演。随着时代的变迁，形式也不断的发生

变化。

献山庙庙会之所以长盛不衰，有其鲜明的地域特性，其约定

俗成的习惯力量，规范着民众的行为和思想，维系着农村的人际

关系，对增进团结、实现社会稳定有重要意义。
从文字上看，首先这个遗产的保存主要得益于参与人的多。

不管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年轻人、壮年人都有参与。并且

保存着生命力的不衰竭。他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现在让我们看看
到底为什么人们还会有如此的热情呢?

第一，首先存在这个庙会形成于农耕时代，这段时间是传统

农耕社会的空闲时期。农人为了娱乐与交往的需要，传统社会鸡

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只有组织这样的庙会，可以让人们参与

进来，信男善女各取所得，年轻人可以看出，或者约会自己心仪

的另外一半，在古代很多爱情故事都是起源于庙会，看花灯之类

的社交场合。

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的那种农忙时节，以及娱乐已经没有那么

深刻的影响了，但是对于底层的年轻人，还是缺乏廉价的娱乐，

社交场所。对于中老年人也一样在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这样品的

庙会在现在同样还存在的这方面的需求。

第二、经济上分析。传统社会，庙会也需要必要的开支，

传统的开支花销主要来自于信男善女的资助，那些得到爱情，因

为许愿得到满足的人是庙会的主要支持者。现在社会也一样品，

需要有人资助庙会，有财政来源的庙会才可以长盛不衰。现代，

有一些赚到钱的信男善女，一些年长的有一定收入来源的老一代

人，他们成为庙会的主要资助者。同时那些商人也是庙会的组织

者之一。成为推动斋会继续繁荣的主要力量之一。

当有一天庙会被商人成功改造，那么庙会可能会有更加强大

的生命力。也就是如同其他体育或者娱乐活动一样，成为相互促

进的有益的成分。

第三，形式上的变更，也就是不断充实，不断补充新的元

素，也是成为庙会经久不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原先的庙会

上，一层不变的生硬的表面，在经济得到改善的今天，有一批有

财力、有思想的人，在对庙会的一些节目、一些设施，在技术

上、编排上以及一些具体的事务中得到改善。比如新的剧目标，

一些新的设备的利用。也得益于对舞蹈、武术等的加入的新的元

素。

综上所述，庙地是一种成功保留下来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

产，其得益于现实的需求，得益于一批有能力的能人对其的成功

改造。但是，很多文化遗产没有能够得到成功的保护，发扬光

大。有一些是过去农耕社会的习俗，因为时代的变迁，已经没有

了存在的基础，不能在再继续维系下去。
比如扭秧歌，已经被广场舞蹈所代运动会代替。因为扭秧歌

一层不变，呆板，没有新意。

有些是愚昧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到现在已尼没有市场比如

我们这儿黄帝炼丹，因为医药已经把炼丹给彻底给废了。

封建社会的糟粕，比如之前遗留下来的比如抢亲，原先是一

种对不自由恋爱的一种补充，也是自由恋爱然后能够成功结婚的

一种方式。但是现在恋爱自由、结婚自由，已经没有抢亲的必要

了，所以这个习俗就自然灭亡。

从上面的一些论述看来，我们一方面不能固守着过去的那种
对传统的生搬硬套的继承，也不能只为保护而保护，我们要灵活

处用我们的头脑，把一些传统的东西进行适当的改造，加入新的
元素，使之常春。

中外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促使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历经几个
世纪分裂后一统而成的大唐，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政治稳定，

在各方面创造了空前的成就，使大唐帝国一时处于世界领先的地

位，唐文化传播世界各地，唐都长安成为亚洲各国人们朝拜的圣

地，疆域辽阔，国力空前强盛，形成一种文化开放，包容性极强

的局面，人的精神比较自由，创新一时得意发展，造就了颇具阳

刚之美的文化品格，并成为时代的主流。在这种主流中的服饰，

更是得天独厚地发挥的淋漓尽致。 ．

社会文明的提高，使得女权意识日益强烈，武后的参政更是

使当时女性的地位得以提高，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的思想更加胆

大和开放，这种思想与行为的开放不仅体现在参政上，还在服装

上亦有所体现，于是便出现了着胡服，女着男装，坦胸露乳装这
一不断开放的服饰形像。无论是女着男装还是以及男女同装的胡

服都充分表明，妇女在这一时期对自身着装的大胆改革，在服饰

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处于封建社会中期的唐王朝，无论其政策多么开放，

思想多么开明，但他始终无法摆脱儒家的传统 “礼制”。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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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礼教下形成的保守、含蓄为主要特征的女装形式的襦裙装在封

建社会各个时期得以推崇，体现着封建社会人们对女性穿着需含
蓄蔽体的服饰审美要求。

唐服饰文化的荣昌，扎跟于强盛的国力，生存于开放的政
策，更离不开唐人兼收并蓄的气魄，对自身美的的追求，打破了

封建礼制对男女、贫富的束缚。其服饰的魅力至今留存人们的内

心深处，成为当时的时尚弄潮儿，对我国的服饰发展起到了无可

比拟的作用，且深深影响着其他周临国家，对服饰领域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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