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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祖庙庙会是佛山有史以来最大的综合性庙会。它最兴盛的时期在明清，民国停办。2005年恢复举办 

复兴的庙会既继承了传统庙会的内涵，也注入 了新的文化气息，形成了新的仪式 内容和特点。虽然复兴的祖庙 

庙会仍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但其文化性、民俗性的特点明显加强了。复兴的祖庙庙会也会一如既往地在佛 山社 

会文化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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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庙庙会是在农历 三月三期 间，以拜祭北帝 ， 

为北帝庆生为主题，全民参与，举镇欢庆，集宗教、 

商贸、娱乐活动于一体的一个民俗文化活动。祖庙 

庙会传承数百年对佛山镇及周边地区社会历史产 

生过重要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佛山庙会一度停 

办。时隔六十多年，21世纪初，祖庙庙会开始了它 

的复兴之路，这对北帝信众是一件幸事，对佛山民 

俗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件幸事。 

一

、历史追溯——祖庙庙会的兴衰 

祖庙庙会开始予何时已不可考，最早记载是屈 

大均的《广东新语》：“佛山有真武庙，岁三月上巳， 

举镇数十万人，竟为醮会。--['1"]444屈大均是明末清初 

人，《广东新语》成书于屈大均晚年，也就是康熙年 

间。乾隆《佛山忠义乡志》也有记述 ：“时维三月上 

巳佳辰，是真君降祥之日也，⋯⋯故乡人于是日也， 

香亭所过，士女拜瞻，庭燎彻晓，祝开筵，锦衣倭帽 

争牵百子之爆车，灯厂歌棚，共演鱼龙之曼戏，莫不 

仰神威之显赫而报太平之乐事者也”o Ez3 

道光《佛 山忠义乡志》：“三月三 日，恭 遇帝诞 ， 

本庙奉醮庆贺，⋯⋯是 日也，会中执事者动以千计， 

皆散销金旗花，供具酒食 ，笙 歌喧阗，车马杂迟 ，骈 

肩累迹，里巷壅塞，无有争竞者”[。 由此我们可以推 

断，从清初到清中期祖庙庙会的总体状况是比较稳 

定而且兴旺的，也应该是祖庙庙会的鼎盛阶段。 

这一 时期 庙会形 成 了一套 比较完整 的仪 

式。[43。 ≈。。 

(1)设醮肃拜：醮是道教祭神敬神祈福的仪式。 

农历三月二 日，当年值事在庙前设坛，陈五谷、烧 

酒、烧猪、果饼、鸡等供品。初三子时起，醮会仪式 

开始。程序有：(1)祭白虎；(2)洒净；(3)焚香；(4) 

禀神；(5)烧衣纸；(6)问 卜；(7)分衣食。仪式结束 

将供品分给众捐资者，表示北帝所赐福气。 

(2)北帝巡游 ：初三上午，由佛山霍氏家族专门 

为操办北帝诞成立 的组织“北帝更衣神功会”的人 

抬着北帝武神铜像出祠在镇内巡游。巡游时，前有 

锣鼓、仪仗队、彩旗幡伞队呜锣开道，北帝武神铜像 

端坐在朱漆轿内居中，后有醒狮随尾，所到之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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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张灯结彩迎驾。巡游队伍昼夜游历，几乎走遍全 

镇的大街小巷。巡游队伍会在汾水铺的“武当行 

宫”停舆，供民众来拜祭。初四日巡游到会真堂，在 

会真堂为神像洗脸剃面，换好衣服，由仪仗队“迎接 

回銮”，按来时路径返回祖庙。 

(3)演戏酬神：在祖庙的主体建筑灵应祠对面 

的戏台——万福台上演神功戏，以酬谢北帝的护 

佑。演出的剧 目一般都是些喜庆吉祥的剧 目，如 

《天妃送子》、《八仙贺寿》等等。 

(4)烧大爆 ：大爆就是大的爆竹 ，活动是在三月 

初四举行。将大爆及略小些的椰爆、小爆竹在祖庙 

门前燃放，享神之余也有众人祈祥纳福之意。烧大 

爆最重要一个环节是抢爆首，爆首就是几个装在爆 

竹内的铁环，还有头爆、二爆、三爆之分。爆竹响 

后，人们抢得十分卖力十分疯狂。因为他们相信爆 

首是北帝所赐福气，得爆首者能得到一生吉利。 

北帝诞期间，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北帝坐祠堂、 

祝寿开筵、筑棚演戏等。可以说庙会期间，佛山举 

镇欢腾，如乾隆《佛山忠义乡志》所记一样：“各坊结 

彩演剧，日重三会。鼓吹数十部，喧腾十余里”。[s] 

从清末到抗战爆发期间，虽说祖庙北帝诞活动 

还在延续，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佛山后来所修 

地方志再没有出现北帝诞庙会的记载。 

二、祖庙庙会复兴的表现及变化 

20世纪 8O年代后 ，佛山市及周边地 区的北帝 

信众又三五成群地在农历三月三 日来祖庙拜祭北 

帝，祈福求祥。但是既没有严格的仪式也没有组 

织，都属自发性的个人行为。2005年，在地方政府 

的支持下，由佛山市博物馆牵头，佛山祖庙北帝诞 

庙会开始恢复起来。佛山市博物馆根据史料记载 

和曾参与过民国时期庙会的老人们的回忆，又结合 

当今社会民众的意愿和文化需求，在传统的内容又 

注入了新的元素。 

1．现代祖庙庙会的仪式 

(1)舞狮迎宾：三月三日早上，十头色彩斑斓的 

广东醒狮，在祖庙大院门口随着锣鼓的节奏，或腾 

挪跳跃，或摇头摆尾，营造一种非常喜庆欢快的气 

氛，欢迎嘉宾的到来。 

(2)肃拜祈福：主嘉宾到齐后，在祖庙山门前设 

香案，主祭桌上摆佛山本地烧陶瓷五供、烧猪、大 

饼、九杯酒、九双筷子、花生、苹果、豆沙包、莲蓉包、 

鲜花等祭品，焚香，众人三鞠躬敬拜。然后，一位尊 

者率众齐诵：“佛山祖庙灵应，北帝昭明，千年万载， 

世人尊奉，我等百姓，恭祝真武，吉诞万古流芳，诚 

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社会和谐，百姓 

康宁，万业昌盛”。诵完祝词，众人再鞠躬，尊者宣 

布礼毕。 

(3)民俗巡游：祈福之后，巡游队伍出发。鸣锣 

开道者在前，执仪仗兵器，锦旗罗伞紧随，中间为四 

人抬的北帝轿，北帝端坐其上，后有八音锣鼓柜，有 

扮成的八仙、福禄寿三星、粤剧人物等众神仙和戏 

剧人物跟随。再后面是每年邀请的附近各地区的 

民间艺术表演队伍，如顺德区杏坛昌教村的花龙， 

北水村的柜色，沙湾镇的飘色、南海茶基村的十番、 

高明的女儿屋，还有一边走一边表演的唱龙舟、舞 

龙、舞狮、飞拔、武术等。队伍一般从祖庙正门出 

发，然后从北门回来。 

(4)演戏酬神：巡游结束，北帝归位，在正殿对 

面的万福台上粤剧演出就拉开大幕。表演的既有 

粤剧名角，也有社区的私伙局(业余爱好者组成的 

民间粤剧表演团体)。戏一般要唱三天，三月初三 

正 日子，是名角唱，初四、初五基本是私伙局唱。 

2．祖庙庙会的形式变化及其原因 

首先，庙会的内容与形式大有不同。(1)以前 

的“设醮肃拜”变成了“肃拜祈福”。“醮”是道教的 

一 种祭拜仪式，有着强列的宗教色彩。这不是现代 

主办方所要突出的，而是要弱化的内容。而且，参 

加的民众也从以信众为主体，变成了信众、游客、学 

者、学生等，他们大部分对庙会仪式并不了解，对宗 

教的神秘性、肃穆的仪式感没有太明确的要求。现 

在这一仪式的重点在祈福，国家之福、社会之福，众 

人之福。(2)北帝巡游路线也变了。原来北帝巡游 

要巡遍佛山镇，历时一天一夜。而现在只是在祖庙 

附近的街道走一圈，短短一两个小时。祖庙位于佛 

山市闹市，全城游历已经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现代 

社会的制约吧。(3)以前酬神演戏的剧目是很有讲 

究的，要喜庆要吉利，剧 目也相对固定，如《八仙贺 

寿》、《六国大封相》等。现在注重的是请名角唱好 

听的戏，唱观众喜爱的戏。酬神的功能弱化了，主 

要是娱人，娱神成了其次。(4)原来特别热闹的“烧 

大爆”现在取消了。现在，佛山全部城区都禁止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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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烟花爆竹。如果在身处闹市的祖庙燃放“纸爆大 

者径三、四尺，高八尺”的爆竹那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事情。 

其次，祖庙庙会的管理主体发生了变化。历史 

上操办庙会的大魁堂、“北帝更衣神功会”等封建宗 

族组织早已消亡，祖庙已归国家管理。现在庙会的 

主办的单位是佛山市文化局下属的事业单位—— 

佛山市祖庙文物管理所。祖庙庙会也由民间庙会 

变成了官办庙会 。 

再次，现代庙会增加一系列新的内容。(1)“做 

三月三”，它是最早拉开庙会大幕的活动。“做三月 

三”就是 民众可 以三月初三前一个 月左右的时间 

里，来祖庙花三十八元，买一个庙会礼包。礼包里 

有一小袋米、两个苹果、一个 的碗 、一 双筷子 、几粒 

花生、平安茶、北帝符。这礼包里的东西件件都有 

寓意。广东话里“有米”就是有钱的意思，苹果、平 

安茶代表平安，碗筷的寓意就如碗上印的字一样： 

“丰衣足食”，北帝符就是护身符；(2)大盆菜宴，大 

盆菜本来是广东农村乡村活动或家族聚会时聚餐 

的一种形式。就是将鸡鸭鱼肉、罗 卜青菜等所有菜 

放在一个大的陶盆中煮来吃。祖庙庙会为取其团 

圆团聚之意，所 以有时也 用在了庙会活动 中，不过 

不是一个固定内容。大盆菜还是很受人们欢迎的， 

三月初三的中午，在万福台前人们看戏的小广场上 

都摆满了桌子。每个桌子上只有一个菜——大盆 

菜。除了少量嘉宾，吃大盆菜的人是收费的，而且 

费用比一般酒店还高，但人们还是非常踊跃，因为 

人们觉得这也是一种荣耀；(3)现代庙会增加了文 

化性较强的内容。如民俗文化论坛、民俗文化讲 

座 、名家书画义卖、道教文物展览、道教音乐会、民 

俗摄影展览、民俗风情汇演等。主办方加强庙会文 

化性的打造，既符合现代社会人们对公共文化的需 

求，也符合其文化事业单位的社会角色定位。 

3．祖庙庙会特点的变化 

从明清时期的兴盛到民国时的衰败，祖庙庙会 

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宗教性、 

政治性、功利性。重新回到人们视线中的现代祖庙 

庙会，不仅仪式程序、相关活动发生了变化，其最本 

质的特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以前的祖庙庙会，是以宗教活动为中心的 

庙会，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其设醮肃拜、北帝巡游、 

演戏酬神、烧大爆所有仪式都是围绕着两个重心， 

即拜神、酬神，表达对北帝的崇拜 ，表达对北帝的感 

激。就是演戏、烧大爆这样的娱乐活动也都首先是 

为了娱神 ，次而是娱 人。现在 ，设醮肃拜 、北帝巡 

游、演戏酬神、烧大爆这些主要仪式中的宗教环节 

都被取消或明显减弱。从参与的人也可以看出，以 

前都是信众，人们拜北帝时，沐浴更衣，“虔心肃 

拜”，对北帝爷怀有无比崇敬之心。而现在有相当 
一 部分是外地游客，还有来佛山工作的打工者，他 

们对北帝并不了解，参与这种民俗活动，有一点崇 

拜之心 ，但主要是看表演 ，图个热闹开心 ，远没有以 

前信众对神的全情投入。庙会的宗教神秘感、神圣 

感大大减弱 了，更多的是一种祈福。 

(2)原来的祖庙庙会有鲜明的政治性。祖庙是 

佛山自治机构明代的嘉会堂，清代的大魁堂所在 

地，是佛山的最高权利机构。祖庙庙会都是这些机 

构联合地方乡绅操办的，他们通过操办庙会，一次 

又一次地显示他们的权力，不断巩固他们的政治地 

位。其中庙会的主要仪式之一北帝巡游有最明显 

的体现。肖海明先生谈到庙会的仪式时这样说“出 

巡的主要 目的就是进一步明确神明对其所辖领域 

的控制 。就是统治阶级 以此仪式来加强对社区的 

控制和整合 。⋯⋯分析举办这些祭仪的意义 ，除提 

升北帝的地位 ，利用人们对北帝崇拜所形成的某种 

抽象正义观点，来维持调节佛山各阶层间关系，达 

到控制民众行为，加强内部凝聚力，稳定社会秩序 

的目的外，这些仪式本身的特点也使其成为佛山最 

重要的社会控制整合力量 。，，[ ]2毗现在北帝巡游 已 

丝毫没有政治色彩 ，成了一次 民俗表演的文化大巡 

游。以前参与肃拜的人群是由其政治地位决定的， 

只有那些乡绅、耆老、庙会值事等才有资格参加，现 

在参与者可以是信众、游客、学者嘉宾等各阶层的 

人士。 

(3)以前的祖庙庙会功利性很明显，人们祭神、 

敬神娱神都是为了得到神的认可，赐予的更多恩 

惠，有更好的回报。“在佛山人眼中，北帝不仅神通 

广大，法力无边，而且能体恤民众，有求必应，是消 

灾化厄、生活富足的保护神；是风调雨顺、社稷安康 

的保障，因此佛山‘一乡之人，奉之惟谨’。，，[ ]s 。正 

是由于北帝的无所不能、极其的灵验，所以广大民 

众对他抱以极大的希望，希望通过种种虔诚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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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以换取北帝的垂青，实现 自己在现实中许多不 

能实现的愿望。 

三、祖庙庙会复兴的原因 

1．国家政策的变化和地方政府的支持 

近 3O年来，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 ，给予了许多 

民间信仰活动更宽松的环境，为庙会等一些民俗活 

动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从佛山祖庙庙会 

逐渐恢复的过程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另外，祖庙是 

历来是佛山一个旅游重点景区，每年的门票收入就 

有一千万多元，这也应该是当地政府支持的一个理 

由吧。 

2．民间信仰的根深蒂固 

北帝信仰在佛山已经有千年的历史，它已经完 

全融人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无法剥离，它甚至比 

物质的文物更坚韧更容易传承。从元代到民国，佛 

山有许多关于北帝灵应的传说，到现在还在佛山广 

泛流传。数百年来，佛山祖庙经历多次战争、社会 

变革没有大的破坏，建筑保存较为完好，这是因为 

有佛山人世世代代的全力保护。北帝是佛山的保 

护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样的信条深入到了每 

个佛山人的心中，无论经历怎样的变化，北帝信仰 

都在佛山人心中。祖庙前殿右侧门上有幅写于光 

绪二十五年的对联 “廿七铺奉此 为祖 ，亿 万年惟我 

独尊”。廿七铺指当时整个佛山镇，这正是北帝、祖 

庙和佛山人的关系的真实写照。 

佛山祖庙在珠江三角、港澳、东南亚都有广泛 

的影响，每逢一些节 日，都有一些港澳同胞及东南 

亚华人，来祖庙拜北帝。在“三月三”庙会、春节等 

日子，他们纷纷捐款。从祖庙 的捐款记录来看，捐 

款大户几乎都是佛山籍港澳人士。 

另外，近二、三十年，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 

大的改善，但人们的精神信仰出现了空窗期。生活 

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的人们希望寻找到精 

神寄托，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上世纪末，叶春生 

先生在做了广东民间信仰调查后，惊讶地发现：“雷 

州市短短三年内就有 1 700名青年出家；广州基督 

教青年会发展了上万人。⋯⋯，，[ ]1 这从一侧面就 

反映了当代青年人对追寻信仰的急切和迷茫。佛 

山的青年一代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 

他们非常容易受长辈和周围环境 的影响，从而成为 

北帝的信众。 

3．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条件好转 

近些年来，人们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参加庙 

会活动也越来越积极了；参加庙会活动时，或捐款 

或参与有偿活动的投入都增加了，从而支持了庙会 

的举办。佛山祖庙文物管理所是个自收自支单位， 

每年举办祖庙庙会花费不菲，所以捐款和收取的服 

务费用是办庙会重要的一项资金来源。众多的庙 

会参与者也带动了祖庙其它的商业运作，间接地支 

持庙会的不断发展。 

4．非物质文化遗产热潮的带动 

2003年 1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我国正式加 

入《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 》。2005年 1O月 国 

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意见》，短时间内，在中国大地掀起了一股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祖庙庙会迅速的复兴也应该得 

益于此。2006年，祖庙庙会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2007年人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原来还有些半遮半掩的祖庙庙会顶着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光环，光明正大地走到了人们的面 

前。无论是《公约》还是我国政府的《意见》，对推动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着重要的指导和促进 

作用，更直接的是地方政府的保护政策和财政上的 

支持。主办祖庙庙会的祖庙文物管理所前些年经 

费曾一度比较紧张。随着地方政府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重视，地方财政一些政策的改变，从 

2OO8年起，佛山市祖庙文物管理所财务状况得到 

了较大的改善，也有了更多的资金用于祖庙庙会的 

操办。 

在历史上，祖庙庙会在佛山整个社会中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复兴的祖庙庙会，它以一个 

新的面貌出现，同样历史又赋予了它新的作用和意 

义。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祖庙庙会” 

属“文化空间”类，它确实是个非常好的文化空间。 

每年祖庙庙会都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参加 

巡游，这对于这些濒于消失，民众又苦于没有机会 

看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祖庙 

庙会也真正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传播的舞 

台，保护和传承的空间。这对整个佛山乃至珠江三 

角洲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非常具有积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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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 

现在祖庙庙会才刚刚走上复兴之路，怎样才能 

让它保有鲜活的生命力，让广大民众长久地认可和 

喜爱，怎样才能使之与时俱进，成为地方文化建设 

的积极力量，都是我们长期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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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val of Foshan Zumiao Temple Fair 

SUN Li—xia 

(Foshan M useum，Foshan 528000，China) 

Abstract：Foshan Zumiao Temple fair is the largest-ever comprehensive temple fair，which happened in 

the most prosperous perio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ut discontinued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 

lic of China．In 2005，because of the change of national policy，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the 

drive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most fundamental，the in— 

grained belief of North God in the mind of Foshan people，Zumiao temple fair finally returned tO Foshan 

human hfe．The revived temple fair not only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connotation，but also infused new 

culture atmosphere，forming a new ritual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Although the revival of the Zumi— 

ao temple fair still has obvious religious overtones，its culture and folk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obvious— 

ly strengthened．As usual，the revived Zumiao temple fair will continue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 culture of Foshan． 

Key words：Foshan；Zumiao Temple fair；reviv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