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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庙会是集信仰、商贸、娱乐等多种因素于一体的传统民俗活动。明清时期．宁夏广建寺庙祠观，促

进了庙会文化的发展：当前，宁夏有多处富有特色的庙会，海宝塔寺庙会是在首府城市举办的佛教法会；同心

青苗水会是体现地方特色的一种道教色彩的庙会；固原什里乡村庙会体现着乡村农民精神和文化生活。各种

庙会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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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有鹏先生在《庙会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

社2008年版)一书中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庙会的

起源、发展历程及各地庙会的特色等，在“中圉庙

会群的基本分布·北方庙会群”中提到了宁夏地

区的庙会，认为宁夏的庙会在总体上与中原地区

的庙会相接近，但没有过多地展开论述。其实，宁

夏有着丰厚的庙会历史积淀和多彩的庙会文化。

本文将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对宁

夏的庙会作一论述。

一、宁夏庙会的历史积淀

寺庙祠观是庙会的基础。明清时期，宁夏地

区佛教道教信仰兴盛，各地普遍建有寺庙祠观，寺

庙祠观既有以其所在地名命名的，也有全国众多

地方都有的大众意义的名称，如城隍庙、龙王庙、

三皇庙、东岳庙、火神庙、三官庙、玉皇阁等。在

《宁夏志》、《嘉靖宁夏新志》、《乾隆宁夏府志》、

《宣统同原州志》等地方文献中都详细列举了当地

的寺庙祠观。寺庙祠观数量众多，反映了人们信

仰需求的不同，也是人们对现实生活需求多样化

的体现。寺庙在古代社会中是重要的公共生活空

间，成为中下层民众的精神寄托之地。宗教信众

从信仰和仪式中获得宗教情感和体验，满足了心

灵的需求，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逐渐渗透到了风

俗习惯之中，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宁夏府城(今银川市)在上元节前后三天

夜晚，街市上挂灯笼，祭祀天神。正月十六日夜，

妇女在街道上游走，称为“游百病”或“走桥”。清

明节，众人“挈楹提壶，相邀野田或梵刹间共游饮，

日‘踏青”’。在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去东岳庙焚

香，前后三日之内是庙会，在宁夏府城东门外有百

货交易。四月八日在西门外的土塔寺举行洗泼

会，也有百货交易。五月f三13准备仪式迎神，社

火队伍走在前，在城中周游，上演戏剧来祭祀关

羽，十五日祭祀城隍，并：在城隍庙前有物资交流

会。。卜¨108一m’六月六日是西塔庙会，会期三天，

“届时车水马龙，万人空巷，为宁夏庙会中的胜

会％2J¨瑚㈧。平罗县在元宵节期间也在县城的主

街道中挂灯笼，居民出游观灯，“中瞿列灯坊、灯

阁、灯亭、灯塔，糊以纱纸，书绘问杂。通宵锣鼓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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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十六夜，女伴行灯市，以麻挂灯，日‘游百病，

散麻症”’。到清明时节，有东岳庙会，前后六日，

并伴有百货交易。四月十五日，男女骑马到武当

山烧香，称为“朝山”；七月十五、九月初七也有“朝

山”活动。∞¨P77’《乾隆盐茶厅志》记载了海原地区

的庙会情况：“东岳、关帝、城隍、太白等庙宇，各庙

每年一会，再会不一，各有定期。并设会首以司钱

谷出入。至期扮演设戏剧，男女纵观，夜以继日

⋯⋯穷乡小区，亦建方神庙，以为祈报之地。春秋

二次亦共聚焉。力不能者，演灯影以酬

神。”[4](¨09—10’乡村的小庙会中，限于经济能力等

因素，用演皮影戏的方式来酬神，这种形式的庙会

至今还在一些农村地区存在着。《宣统固原州志》

载固原农村也举办一些演戏酬神的乡村庙会，“汉

民每春二月、秋八月，村庄间演戏酬神，谓之‘过

会’。”[51(P253)民国时期，中卫的寺庙也比较多，并

定期举办各种庙会，有保安寺、牛王寺、地藏寺、净

土寺、太平寺、准提寺、圆通寺、观音寺、宏宗寺、高

庙、文庙、武庙、老关庙、城隍庙、财神庙、大庙、鲁

班庙、火神庙、衙神庙、三皇庙、东岳庙、小关帝庙、

经堂庙、北庙、张娘庙、菠萝庵、南庵、水陆堂等多

处庙会。[6]‘丹08矧5’

随着社会的变迁，许多寺庙已经荡然无存，庙

会活动也随之消失。但有的还继续存在，成为当

地民众实现民间记忆的重要途径，丰富了民间文

化的内容。

二、宁夏特色庙会

本文将重点论述海宝塔寺庙会、同心莲花山

庙会和固原什里村庙会，这几处庙会在宁夏有一

定的代表性。海宝塔寺庙会是在首府城市举办的

佛教法会；青苗水会是体现地方特色的一种道教

色彩的庙会，在全国都是非常少见的；什里乡村庙

会体现着乡村农民精神和文化生活。

1．海宝塔寺庙会

海宝塔寺，坐西面东，天王殿、大雄宝殿、韦驮

殿、卧佛殿等都建在东向的一条中轴线上。海宝

塔寺因海宝塔而得名，海宝塔建在大雄宝殿和韦

驮殿之间。海宝塔始建年代不详，但在明清时期

的地方志书中对海宝塔寺及海宝塔有着简略的记

载。《宁夏志》：“黑宝塔寺，旧址在城外，校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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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7』(州07’《宁夏新志》中说：“黑(海)宝塔：赫连

勃勃重修，有古台，宝塔在振武门外东向，离城三

里许。”[8i旧36’《嘉靖宁夏新志》记录了佥事孟霜描

写海宝塔的诗：“地僻僧无事，东风生绿苔。石堂

开树杪，宝塔出山隗。小径围棋坐，平原射雁回。

归途知不远，一任晚烟催。”L9 J(¨56H‘旧址”、“地

僻”等字眼可知当时海宝塔寺已经破败，佛事活动

很少。文玺法师①“游学于宁夏”时，“宁夏城Jks．

里许有海宝塔，古道场也，圮废久矣。”山西商人何

雍真兄弟六人共同捐资重建海宝塔寺，“有山西商

何雍真兄弟六人，以拳勇武断乡曲，为人报不平，

贾于宁夏。偶于途中避雨，闻梵呗声，乃六僧结制

修净业者。雍真有省，慨然日：‘我于何日亦得如

此足矣。’游海宝，见塔心动，遂捐数千金，建造丛

林，规模宏大。”重修后的海宝塔寺请广东僧人慧

光法师来主持佛事活动，“戒律精严，福慧具足，憨

山、紫柏而后所仅见也。”[10]㈣8’文玺法师当时在

海宝塔寺中为库头，参与了海宝塔寺的管理工作。

清代顺治初年，“有里人霍玺倾其家又葺之，

且增式廓焉，爰是有大殿，有山门，有台，有戚，有

坊，为朔方一巨观。”【lj(P786’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地

震，损毁了海宝塔的顶部四层，监院僧人照野募集

资金，于四十九年六月十二日开始重修，五十一年

七月十五日完工。后又经历乾隆三年地震的破

坏，但经过僧俗及各界的努力，得以修缮。民国时

期，海宝塔寺的庙会发展到比较大的规模，每到农

历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时，周边的居民都来赶庙

会。北塔距城三里多，“其中隔涟湖，游人多以小

舟横渡，与芦叶相婆娑，衣影钗环，倒映水中；陆行

者东北绕湖沿，接连如长蛇。两两相衬，形成一幅

天然图画，亦宁夏之胜事。”【2』(麟引

盂兰盆会历史悠久，在全国都有着广泛的影

响，民间历来重视这一节日。“盂兰盆会是汉语系

佛教地区，根据《佛说盂兰盆经》而于每年七月十

五日举行的超度历代宗亲的佛教仪式。”[111(P393)盂

兰是梵语音译，意为倒悬，“盆”是汉语，是盛供品

的器皿。佛教认为此器皿可以解除先亡倒悬之

①文玺法师，明僧，号止足，河南人，于会宁出家=往浙参云门湛然，

义至湖广参黄檗十年。天启间(1621—1627)住鸡足九重崖，不出户二十

年，鸦足僧众以“老河南”称之。见震华法师《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上海

辞持m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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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所以，盂兰盆会在民间就是“孝亲节”。盂兰盆

会依据《盂兰盆经》举行仪式，开始于梁武帝。之

后，历代帝王和民间都非常重视盂兰盆会，逐渐演

变成寺院中每年重要行事之一，民间将其作为荐

亡度鬼的重要节日。

在农历七月十五前数天里，就建立坛：佛坛、

普施坛和孤魂坛。佛坛上设有佛像及“导师”使用

的如意尺等，普施坛上放有许多供品，孤魂坛上设

有若干莲位。十五日清晨，在以唢呐为主的僧人

乐团的伴奏下，六人一队的行法僧人出现，带头的

是持手铃的导师(仪式主持人)，后面五位分别手

执大鼓、木鱼、铛子、铪子、小手鼓等。他们先净坛

后开坛。步骤一般是：首先“演静”，即对佛坛诵

《大悲咒》、《十小咒》、《心经》等，再念用红纸写好

的文疏，求佛、菩萨下来指导。净坛后举行“引魂”

仪式，读黄纸写好的疏文，引鬼魂入坛。读完疏文

后，诵《心经》、《往生咒》、“三真言”。最后，由主

办盂兰盆会的功德者在“会榜”上用朱笔一点，开

坛完毕。开坛后拜忏，多依据《慈悲水忏》中所载

的仪式进行。拜忏时间很长，一直延续到下午，共

分三次进行，期间穿插着中午前的上供与斋僧。

晚上“普施”开始，常延续到深夜，主要放“焰口”，

最后烧法船、烧灵房、放河灯。这是盂兰盆会的一

般过程，各地根据当地风俗略有变化。现代的盂

兰盆会还融人了新的元素，如灵房中出现了汽车、

家电等。

海宝塔寺的盂兰盆会的佛事活动在其张贴的

榜文中作了详细的规定，2009年的榜文内容如下：

⋯⋯农历七月十四日起至十八日止启建

五昼夜超度道场，敦请十方大德高僧六和僧

侣于十四日上午九时诵《盂兰盆经》，十一时

上大供，存惠法师拈香。下午二时诵《盂兰盆

经》，时晚四时半存惠法师主持设放，三时系

念佛事。十五日上午九时诵《盂兰盆经》，十

一时上大供，果真法师拈香，下午二时诵《盂

兰盆经》，时晚四时半果真法师为金刚上师，

觉凯法师、存惠法师为副座，设放瑜珈焰口，

诸师参加。十六日全天佛事照常，惟有下午

四时半觉凯法师为金刚上师，设放焰口施食，

诸师照常。十七日上午佛事照常，十一时上

大供，通文法师拈香，下午二时诵《盂：兰盆

经》，是晚四时半果真法师、觉凯法师、通文法

师主持传授幽冥三皈依，诸师参加。十八日

全天佛事如常，唯有下午四时半昌伟法师为

金刚上师设放瑜珈焰口，其余照常。一坛专

伸超荐，在会施财各家、异姓门中、先远三代、

宗亲之灵，闻法升西，早生极乐之邦，恭聆妙

法，速赴莲池之会，西方好去，承世修来，面礼

弥陀，亲蒙授记⋯⋯

盂兰盆会从农历七月十四Et开始，一直持续

到十八日，其中以十五Et最为热闹。届时，海宝塔

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香客如织，烟气缭绕。前来

参加法会的人书写并上供往生莲位和消灾延寿长

生禄位。往生莲位符为黄色纸印制，上下部以莲

花装饰，两边以“础”符来装饰，中间印有“佛法僧

宝”四字的方形印章，并且上部有六个“佛”字，并

从右至左横写“国运佛光普照昌隆”。往生莲位

的书写格式为(从右至左竖写)：

农历年月 日 设坛

佛力超度 氏门中历代宗亲正荐

往生莲位

祭主 奉祀

消灾延寿长生禄位为红色，装饰图案与往生

莲位一样，其书写格式为

农历 年 月 日

佛光注照本命远辰忏悔 消灾延寿长

生禄位

弟子 敬叩

前来参加庙会的香客将写好的纸牌位接续粘

贴起来，并焚香跪拜，追思亡人，祈福生者。

海宝塔寺位于首府银川市，所以海宝塔寺庙

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城乡居民的庙会。在银川I城

区未拓展之前海宝塔寺周围还是农村，后来是城

乡结合部，现在已完全被纳入城市之中。城乡边

缘的变动导致庙会的空间变化，农村——城乡结

合部——城市，人员的流向也由城市流向农村转

换成从农村流向城市。无论怎么变化，城乡居民

在这里实现了他们信仰的表现仪式。“所以这里

的气氛是热烈而平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个

别而且平等的，它无意识地营造了一种城乡人民

进行社会和文化交流的机会。”¨2H¨㈣在海宝塔寺

庙会活动中，体现着政府、寺院、民间等各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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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与合作。以2009年庙会为例，9月1日(农

历七月十三日)就在寺外张贴出南寺院联合宗教

管理部门制定的《银川市海宝塔寺盂兰盆法会工

作安排》，有组织领导组、消防安全组、佛事活动

组、后勤接待组、往生延生牌位组、大斋堂组、小斋

堂组、服务组、采购组、收香组等，其要求“各有关

单位和负责人要互相配合，认真履行各自职责，确

保安全，保证法会有序、如期、顺利进行”。政府有

关部门、海宝塔寺管委会、僧人、居士等参与到庙

会的筹备和管理工作中，如银川市民委、市文化

局、市卫生局相关领导和市佛教协会、海宝塔寺住

持等组成庙会的组织领导组。消防人员及车辆在

海宝塔寺外广场待命，民警在寺内外维持秩序。

中国传统庙会一般具有娱乐身心、文化传播、

促进贸易发展、规范社会即教育民众等功

用。[1 3。㈣引随着社会的变迁，庙会的这几种功用在

逐步地发生了变化，有的功能在加强，有的功能在

消弱。庙会期间，商贩们在海宝塔寺门外道路两

旁搭起帐篷，有卖小吃的，有销售香纸等佛事用品

等，但因为海宝塔寺地处城市之中，其商业贸易功

能已消弱，在搭起的摊位上，只有香和纸等物品销

售火爆外，其他物品已引不起香客多大的兴趣。

而盂兰盆会中追思亡人的祈福活动有一定的道德

教育作用。

赶庙会是汉族的民间文化活动。所以，宁夏

的庙会活动主要是在汉族聚居地区，但一些回族

群众也参与到庙会的商贸活动中。在诸如海宝塔

寺庙会这样较大型的庙会中，回族商贩虽不进入

寺庙，但在寺庙外的商贸活动区域中从事商品销

售T作，如一些特色小吃、日用小商品等。这在某

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回汉群众在庙会文化中的一

种互动，经济上的互助，有助于民族之间的和谐相

处和信仰上的理解，也是宁夏庙会的一个特色。

2．同心莲花山青苗水会

莲花山，位于宁夏同心县的张家塬乡境内，西

北距离同心县城80多公里。在气候条件上，这里

干旱少雨，所以，当地群众在祈雨活动中，形成了

一种独特的庙会文化——青苗水会。明清以来，

这里就建有多处寺庙。清末，由于战乱，部分庙宇

遭到破坏。民国初年，当地居民进行了修复。到

新中国成立前，莲花山有雷祖庙、三宵洞、关帝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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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殿、大雄殿、观音菩萨殿、禅院等建筑。在后

来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寺庙遭到严重破坏，庙会活

动随之停止。“文革”结束后，当地居民就开始了

恢复庙会活动的工作，1981年，当地信众通过选举

产生了首届庙会组织，1983年恢复了青苗水会活

动。通过30来年的努力，莲花山已成为当地一处

有影响力的寺庙建筑群。到2009年，建筑总面积

达9万多平方米，主要建筑有雷祖殿、三宵洞、子

孙宫、三官殿、玉皇阁、山门楼、三清殿、大雄宝殿、

文昌阁、武昌阁等。莲花山寺庙群供奉的主要神

位有玉皇、三清、雷祖、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药师

佛、王母、关公、真武、三宵、三官、伍子胥、孙思邈

等。莲花山是以道教为主、包含佛教信仰的民问

宗教场所。

莲花山庙会日为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每到

庙会时节，香客从宁夏吴忠市、盐池县、永宁县、青

铜峡市、固原市及陕西的定边县等地赶来，热闹

非凡。

莲花山青苗水会的仪式从农历四月十三日就

开始了。十三日傍晚，仪仗队员集中在被称为当

年大吉大利的一方的村庄穿旗，参拜方神，行文度

牒，选井封口。十四日拂晓开始“取水”活动。仪

仗队由二百余名身穿黑色道袍青壮男性组成，包

括巡行开道者、执香者、执彩旗者、乐队、挑水桶

者、灵官楼、北斗七星大旗、催水锣等。仪仗队在

早已选好的水井或水窖上开封取水，参拜五岳后，

齐诵取水偈子：“远看南山雾沉沉，近视泉水湛清

清，各秉虔诚修善果，担上名山献诸神。”紧接着念

祈雨词：“说是雨来雨是精，出在五湖四海中，老天

降下太平雨，五谷田苗往上升。”随后取水者将汲

上来的水灌人小木桶中，向莲花山上走去，一路上

还高诵：“南无佛，阿弥陀佛，南无佛，无量寿佛”。

队伍上山后，先向玉皇献头水，下午到各个神

殿上香。到黄昏时分，仪仗队下山，集中在离莲花

山最近的村子，同十三日一样，参拜方神封井。

十五日是正式庙会，程序同十四日一样，取二

水。队伍即将到达山顶时，抬三宵娘娘轿楼出宫

迎水、检水。二到四名队员唱诵“关煞偈子”，三宵

娘娘轿楼和旗幡、鼓乐等从跪在大路中间的信众

头顶悬过，会长用朱砂水在信众额头涂上红点，以

示祛病祈福。仪仗队进入山门内，向雷祖殿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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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念诵：“众弟子齐跪在梵刹神门，往上看金岱顶

雾气腾腾，同献上水一盏普度众生，祈神灵显感应

五谷丰登。”之后，依次在各神殿前献水。将桶中

剩下的水泼在殿前，朝山的人们争上前接水漱口

洗手，以求消灾延寿，早得甘霖。中午，举行抬供

仪式，下午在山顶的水窖中取三水，敬献三清。

十六日清晨，在山顶的水窖中取四、五、六、七

水，献于各神位前，最后将所用器物存放，水会即

告结束。

随着莲花山青苗水会的不断发展，莲花山庙

管会组织人员编写了《莲花山志》，对莲花山庙会

的历史、现状、风土人情等资料都作了整理。本文

对莲花山庙会活动仪式的叙述主要参考了该

册子。

莲花山青苗水会是西北干旱地区农民祈雨仪

式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反映了当地农民对雨水的

渴求。它的形成和发展，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密

切的关系。每到农历四五月，这里容易出现持续

时间比较长的旱期，当地农民就举行祈雨仪式，以

盼早降甘霖，庄稼有个好收成。青苗水会就是由

民间的祈雨形式逐渐演变而来的。在解放前，青

苗水会主要是以祈雨为特征的民间宗教活动。，但

在20世纪80年代庙会重新恢复以来，随着人们

思想观念的变化，莲花山青苗水会逐渐演变成集

民间信仰、民俗为一体的活动仪式，表现了黄土高

原干旱地区农民对雨水的渴望和对农业丰收的期

盼。在庙会活动中，农民展现着自己的智慧，释放

自己的情感，创造了庙会音乐和民问小调。莲花

山上建有戏楼，庙会期间有秦腔演出。现在，莲花

山青苗水会更多地已表现为一种民俗文化活动。

当地的乡民、会首欲将莲花山打造成当地集民间

信仰、文化娱乐、商业贸易、人文景观为一体的活

动场所。莲花山庙会在发展中逐步被纳入政府的

管理之中。199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宗教局j阳同

心县宗教局认定莲花山是道观，准予登记：2000

年批准了莲花山道观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的申请。

政府相关部门对莲花山庙会期间的消防、社会治

安等问题也比较重视。

莲花山青苗水会吸引了周边乡村的农民：来参

加庙会，在庙会期间，众多的乡村农民抽出时问参

加庙会活动，体现着乡村人际交往的成分。“在这

个成千上万人的盛大集会中，宗教信仰、经济事务

和娱乐活动交织在一起，它提供了一个把个人带

出以家庭为中心的日常活动范围，亲朋好友能够

相聚并扩大社会交往圈子的场合；还打破了日复

一日简单重复的单调生活。”。4』啪。9¨

3．固原什里庙会

固原市原州区官厅镇什里村每年农历七月十

三举办庙会。什里村的庙宇呈四合院建筑布局。

有意思的是，什里庙在侧殿供奉的是猴王，这也是

什里村庙会的一个特点。什里庙会以九天圣母诞

辰为活动日，所以，农村很是重视这一节日。庙会

活动从七月十二日就开始准备，在各个神殿门柱

上贴上对联，四周插上彩旗，在门外戏楼两侧分树

红、黄两面三角龙旗。在大殿屋檐下，有专人登记

布施者的姓名和款额。院中设有食堂，免费为上

香者提供饭菜，先吃烩菜、馒头，再吃长面，虽名斋

菜，但这里的饭菜有荤菜，这体现了乡村庙会中聚

会的特点。

什里庙会属于民间道教庙会。在十二日就贴

出祈福迎祥的混元宗坛和追荐孤魂的混元坛。祈

福迎祥的混元宗坛贴于大门的左侧墙上，黄纸书

写，红纸贴边，上有用朱砂点画的符。“本方会首

合社善信设立瑶坛”的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国泰民安、百物咸宁、冰雹化散、惠风来

生、瘟疫远遁、虫蝗不侵，凡在云天之下，均沾默佑

之恩”。

在大门右侧张挂的是追荐孤魂的混元宗坛，

白纸书写，绿纸贴边，上面也有朱砂印符。此坛是

为了“追荐五音门中先远三代宗亲等”，“以超生往

极乐之境永离堂陪B之门”，祈求“合社安泰、人物咸

宁、本方迪吉、六畜兴旺，凡在圣光之下均叨无任

之恩”。

固原什里庙会是宁夏乡村庙会的一个典型代

表，本村农民自发组织起来修建庙宇，举办庙会活

动，是村民对亡者的一种追思与安慰，对生者美好

生活的一种期盼。什里庙会带有浓厚的“演戏酬

神”色彩。祈福迎祥、追荐亡者，这也是众多庙会

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农历七月，正好是夏收结

束时期，劳累了半年多的村民正好通过庙会活动

来放松身心。“地方性的庙宇也是一个用以娱乐

的中心，即节庆时的唱戏和游行。”05 J¨126’在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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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有秦腔演出，活跃了村民文化生活。什里村

以举办庙会的方式，增强了村民之间的联系和感

情，加强了整个村子的凝聚力。在什里庙会中，由

于来者大多是本村村民，所以，庙会期问的商品贸

易活动非常淡薄，只有几处出售瓜子、饮料的

摊位。

什里乡村庙会的组织者，即会首，大多是当地

有一定威望的人，他们在乡村庙会活动中都起到

了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体现了地方精英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社会生活。

在宁夏，除了上述几处庙会外，还有北武当山

寿佛寺庙会、平罗玉皇阁庙会、青铜峡牛首山庙

会、中卫高庙庙会、固原东岳山庙会等规模比较大

的庙会，许多乡村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庙会活动。

三、结 语

庙会是民间信仰的产物，虽经历史的变迁，但

其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根植于人们的生活中，

特别是乡村农民的生活中，成为民间文化的一种

重要表现形式，是乡村民众的一种精神家园。在

当代，民间信仰的内容与当前精神文化建设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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