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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穹窿山庙会发展现状研究

摘要：庙会是中华文化传统的节日风

俗，苏州穹窿山上真观庙会历史悠久并且成为

了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引起了苏州市政

府的重视。在本次研究中主要是对其庙会现

状做出一个详尽的描述，运用社会学专业视角

来对穹窿山上真观庙会发展的成因进行分析

并且能够提出一些有效的意见和建议来使得

我们的庙会遗产得到充分的保留和弘扬，让我

们中华民族的绚烂文化能够源远流长。

关键词：庙会；文化；社会学；源远流长

一、引言

庙会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风俗，近

些年来随着政府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重

视，庙会文化也逐步受到关注。为了促进

传统文化的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传的申请

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是传统文化的重

申请轻保护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那么现

今苏州吴中区的庙会文化到底是怎么样

的?发展的又如何?将来究竟是需要怎

么发展怎么保护?这引起了研究者的关

注。本文主要是基于吴中区政府、上海市

复旦大学与苏州市苏州大学联合开展的

一个民俗文化调研项目之上来对穹窿山

上真观庙会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所进行研

究，希望能够使得吴中区穹窿山上真观庙

会这一民俗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能够对

其的更好发展做出些许的帮助与贡献。

在关于庙会文化这一方面不少学者

已经做出了一系列的研究，其中主要是针

对庙会文化的意义以及各类庙会的描述

性研究，在刘晓的泰山庙会研究中就运用

民俗学的方法，把泰山庙会的起源，组织

管理，活动形式等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描

述，也有如李秋香，刘晓春，韩同春等学者

一样，从庙会的普遍性出发，对庙会的总

体特征，类型以及研究意义进行了概括总

结，这些都为今后学者的庙会研究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依据，也为笔者的研究奠定了

一定的理论基石。在这里，关于庙会的研

究虽然已有很多，但是关于苏州市穹窿山

上真观庙会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在如今，

研究上真观最多的就是其道教文化．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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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庙会的研究还未曾有过，因此，笔者主

要运用社会学的专业视角，来针对上真观

农历正月初一到初五以及六月二十四举

行的两场庙会做一个描述性研究。

二、结果

1．穹窿山上真观新春祈福庙会

穹窿山的新春祈福庙会主要是由穹

窿山景区主办的，我们从组织者的三个主

体来阐述这一庙会。

(1)官方：本次庙会是由官方主办的，

从投入与产出来说，景区无疑是最大的投

资者和受益者。景区的门票实行两种制

度，把进山游客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山游

玩的旅客还有一类是进山烧香的旅客。

进山游玩的游客实行80元每人，但是进

山烧香的游客采取优惠门票，每人10

元。这也是景区对于上真观和宁邦寺的

一个特殊照顾政策。以全官方的角度来

看，本次庙会完全由官方主办的活动有下

面两个。第一，福绿寿三星报喜；第二，景

区内的小吃摊。

“福绿寿三星报喜”——这个是穹窿

山景区的一个常规的活动，具体的形式会

有所改变，景区内的工作人员会身着古代

人的衣服，来进行一系列的活动。今年的

活动形式相对就是简单一些了，今年主要

是景区内的工作人员身着福禄寿三星的

着装，在景区里面给大家拜寿，免费给游

客提供合照。前两年是扮演的乾隆六次

上上真观的情形，工作人员身着宫廷服，

上上真观进香，祈福平安。

“景区内的美食摊”——这个活动其

实也是契合庙会中的“会”一字，但是凸显

的“会”也只是象征意义上的，在景区里面

设了八个美食摊位，主要是苏州的名小吃

以及各地的一些著名小吃，比如苏州豆腐

花，苏州梅花糕，臭豆腐等。在大年三十

就开始在那搭台，大年初一正式营业，每

天7点在那边开始准备一直营业到下午6

点左右。这些美食摊主要来自于藏书美

食城。

感想：这两个活动的举办，从正面评

价，其增加了过节的气氛，吸引更多的游

客，从反面来说这些活动过于形式化没有

起到实质性的意义。

(2)民间：纯粹的民间活动是指没有外

界力量介入，纯民间力量组织的活动。在

本次庙会中主要的两个民间活动有胥口

村民的打莲香表演以及传统的上山祭祀

活动。

打莲香——手里挥着莲香棒脚下跳

着莲香舞，嘴里哼着苏州小调这就是打莲

香。这个打莲香舞蹈队由村民自发组织，

有着民间组织的典型特征——组织性不

强。舞蹈队打着“游击战”，苏州的每个庙

每个山头都会去表演，表演完了之后就进

庙去烧一把香，拜拜佛。在这个组织里年

纪最小的30岁，最大的56岁，平时晚上她

们就会组织起来练习，演出服装即改良版

的水乡服饰全是自己出资购买，服装并不

整齐，因为不是每一位成员都愿意购买服

装，关于跳舞道具莲香棒，是其在捡的竹

子上抠洞，然后给竹子缠上鲜艳的红绿

绳，用啤酒瓶的盖子压扁，几个穿在一起，

置于竹子洞的之间，跳起舞来，莲香棒沙

沙作响，甚有节奏。

“传统的祭祀活动”——这是香客自

发的，从汉代上真观建观至今，香火一直

都比较旺盛，即使是在文革时期也从未间

断过。上真观，原先一直是皇家道院，有

历史记载，上真观曾是乾隆皇帝六次上山

祭祀的道院，1996年才作为宗教活动场所

正式对外开放。上真观由于其历史和建

筑香客对上真观较为信任，客流量较多。

这是传统的民间祭祀活动，上香祈福平

安，无论是从上香叩拜的讲究与否上，以

及香火的点燃顺序上这些都没有严格的

规范性，佛道不分这是常态，民间的香客

也并不在乎这些讲究，心诚则灵是他们所

信奉的准则。

(3)半官方半民间：其由民间艺人发

起。但得到景区和社区的大力支持和辅

助。其中，穹窿山腰鼓队就属于这类，腰

鼓队2012年成立，现今有30多人，年龄最

小的有30岁，年纪最大的70岁，从腰鼓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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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和表演场地支持，

为其购买服装道具等材料。在本次活动

中腰鼓队从初一到初五除了初四，每天都

会来景区大门口表演两场节目，上下各一

场每场一个小时。在活动中，腰鼓队会首

先会表演舞龙，舞龙结束之后会有四个左

右的舞蹈，主要是腰带舞，快板舞，还有腰

鼓舞等。这些舞都是由腰鼓队的领队老

师自己排练的，据腰鼓队的组织人顾阿姨

介绍，他们腰鼓队成立之初，没有资金请

外来的老师，后来为了节约经费，就请了

自己队伍里面的有一点舞蹈基础的阿姨

做了他们的老师。腰鼓队每天都在小王

山村的广场上练习，等到附近景区有活动

就会提前与他们联系并支付微薄的酬劳

邀请他们演出。这中形式可能会是一种

发展民间艺术的最好的状态，民问具有自

发性以及积极性，官方对其不做过多的干

预，只是对其鼓励并且给予资金的支持，

这样能够更加促进民间艺术的发展。

2．穹窿山上真观道家法会

本法会于农历六月二十四正日举行，

当天是雷尊生日，雷尊是二十四部正神之

一地位较高，本活动主要也是来贺雷尊生

日祈求平安。

活动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传统的祭祀活动——农历二十

三日就有香客陆续到上贞观上香拜佛，香

客主要有：本地的村民及附近香客(如上

海香客团体等)，二十三那天寺庙开始打

醮(打醮是祈福的一种形式)。庙会当日

来的香客主要是苏州本地人，他们基本上

都是与自己的同村村民一起结伴而来，并

且香客们拜佛大多数是会集中在早晨。

香客中女性居多，他们带着贡品、香烛会

到每个殿堂去拜，他们有的人会在一年来

两次即年后一次和今天一次，有的是一年

来一次即只会在今天来。

第二，民间表演团体演出——这些团

体演出都是在遵守国家关于宗教的相关

制度的基础上自发形成，有两种组成形

式，一个是香头召集组成，另一个是有这

一爱好的阿姨主动参加。对此，政府不予

以干预，在成员时间许可范围内参加庙会

活动。在本次活动中主要表演形式有打

莲花、扇子舞、吊花篮等。这些自发的团

体她们的经费都是来自于组织成员，比如

演出的统一服装、道具等。在庙会之前，

有团体负责人相互通知，大家提前排练，

约好集合地点一起出发。在本次民间团

体表演的节目里，年岁大(平均年龄70以

上)的阿姨表演会比较传统，较为年轻的

(60岁左右)节目会现代一些，跳广场舞偏

多；有的阿姨们还要唱念，他们通过各种

各样的形式纪念雷尊。

第三，道观活动——年初时上贞观玉

主任提出会在六月二十四举办法会，但活

动当日由于担心游客的安全等原因，法会

取消。即法会并非是一个常规性的活动

而是一个临时性的活动。

3．两次庙会比较

正月里的庙会活动和六月二十四的

庙会活动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别的。

从庙会起源来说：正月里的庙会主要

是一个新春祈福活动，主要是大家过年

了．来烧香拜佛，祈求一年的平安顺利。

六月二十四的活动是纪念雷尊，为雷尊庆

生日，以此来保佑家族平安。

从庙会的形式上来说：正月的庙会的

形式更为多样化，官方的有三星报喜、小

吃摊，民间的有民间艺人的莲香舞等，半

民间半官方的有穹窿山社区腰鼓队等而

六月二十四的庙会官方参与的就比较少。

几乎全是民间活动，当然民间活动的形式

也就相对的丰富一些，在六月二十四官方

的参与除了维持一下秩序之外几乎为零。

从庙会的组织者来说：正月里的新春

祈福活动只要是由景区管委会组织的，有

官方背景而本次六月二十四的活动是民

间自发组织，只是上一代传下来六月二十

四需要在穹窿山纪念一下雷尊，然后代代

相传。

从庙会的参与人数来看：由于正月里

庙会是一个新春祈福庙会，来的烧香者基

本上都是附近的村民，一般远的地方的村

民都会在附近的庙宇祈福，只有特别诚心

的香客会把苏州各地的庙宇都祭拜一遍，

来到了穹窿山。六月二十四的庙会香客

人数会比较多，远远近近的居民都会前

来，来贺雷神老爷的生日。

三、小结与讨论

穹窿山庙会已经成为了附近居民的

一种溶于血液的传统活动，已经深深根植

于他们的心中。从功能上来说：穹窿山庙

会对于维系当地的传统文化，增强民间组

织、居民、社区等的凝聚力，促进和谐，添

加民众的乐趣，对人们的精神慰藉都具有

强大的作用。从历史上来说：穹窿山上真

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朝，可谓是上真观

是穹窿山的历史见证者，这样的古庙，又

没有间断过香火，能够得到更多香客的信

仰之心。从管理者来说：穹窿山整个山头

有三个管理者，第一个是穹窿山景区的管

委会，第二个是上真观道观的管理者，第

三个就是宁邦寺寺庙的管理人员。他们

三者互相牵制，互相促进，共同致力于穹

窿山的发展，香火的旺盛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带来更好地经济收益，而更好地经济收

益也能够进而促进香火之地的发展与完

善。三者站在共同利益之上就能够使得

穹窿山文化源远流长。穹窿山的庙会与

以前相比算是稳定中稍微向发展的趋势，

但是我们也能够发现一系列的问题值得

我们进一步讨论。

首先，穹窿山两次庙会中尤其是新春

祈福庙会，商业化气息非常的严重，笔者

猜想这已经成为了景区为了获得更高点

的创收的一种新形势。由于上真观是建

于景区之中，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无可厚

菲。其次，在两次庙会比较之中我们可以

发现，官方介入多的庙会，民间组织的活

动形式会比较少，但是活动会比较固定，

而且具有可控性，这几年几乎都是这些节

目，这些活动形式。但是六月二十四的活

动中，由于景区以及道观的介入几乎可以

忽略不计，基本上都是民间艺人发起的活

动，所以今年跟往年相比活动的形式少了

几种，这是由于民间组织的自发性，不可

控性导致了活动的不稳定性，非正规性。

所以官方与民间两者的平衡是促进庙会

文化姣好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点。笔者

认为，庙会文化是民间官方联手给社会呈

现的一场多元戏，民间官方最好的一个状

态是，民间是舞台上的表演者而官方是一

个搭台者，官方为民间提供一个宽阔绚丽

的大舞台，民间把最精彩绝伦的戏码展现

给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庙会文化的

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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