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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再创造:正定城隍庙“送寒衣”
仪式研究

颜景旺
(河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２４)

摘要:“城隍”是古代汉族宗教文化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祇之一。 自明以来作为“合法宗教”备受官方重视。 正定城隍庙是明初封禅

之产物,作为当地颇具影响的宗教文化系统之一,早已融入民众信仰生活。 它以神灵为中心,仪式为载体,音乐为核心,凸显着我

国传统“礼化”意义。 通过对正定城隍庙进行田野考察,撷取民俗节日“寒衣节”为切入点,主要对正定城隍庙与“送寒衣”之关系、

活动概况、文化生态、仪式用乐以及历史变迁与传统再创造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解析民俗活动与城隍庙会的关系,以及承载民俗活

动之乐背后的意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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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
构建了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 在中华民族大文化建
构中,传统文化占据重要地位。 它犹如一条奔腾的河
流,承载着历史于当下汇聚,波涛滚滚,生生不息。 传
统社会,先民维系着“天人合一”的农耕生活,在不断
创造、实践地积累下,逐渐形成、完善了一套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节日风俗文化。 它是一个民族或国家
长期积淀之成果,透过其时令性、大众性特点,再现了
古代先民社会生活的精彩画面,彰显着民众智慧的结
晶,洋溢着传统风俗文化的厚重感。 宗教信仰是人类
精神文明下的产物,其开展与节日风俗有着密切关
系。 正定城隍信仰作为当地颇具影响的系统之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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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风俗节日丰富下,香火延续,对活跃该地民众精
神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

笔者对于正定城隍信仰的关注缘于对民歌小曲

的考察,有人说在当下社会环境中,承载民歌小曲之
土壤愈发“贫瘠”,已然式微,不复追寻。 但笔者每遇
民俗节日对重建后的正定城隍庙进行考察时,那些所
谓的“不复追寻”,却活生生地冲击着耳目,令笔者震
撼沉醉。 由此笔者思考“送寒衣”等民俗节日与城隍
庙是何关系? 有何功能? 其中运用的民歌小曲及戏
腔在其中的意义又是如何? 为何乡民对其如此偏爱?
城隍庙重构下的意义何在? 带着种种疑问,笔者多次
进行田野调查,以期从中寻找答案。

一、“送寒衣”与正定城隍信仰

文论者,必先识其体。 欲明“送寒衣”与正定城隍
信仰之关联,必要各明其本。

“送寒衣”,又称“授衣节”、“秦岁首”、“十月朔”、
“十月朝”、“十月一”、“冬朔”等,其传统由来已久,随
功能不同,最终在民间演变为给故去亲人“送温暖”的
特殊日子。 先秦时期,夏历“十月”是丰收后的闲季,
有宴享和祭祀鬼神之礼俗,是后世“寒衣节”的萌芽阶
段。 《诗经•幽风•七月》载:“九月肃霜,十月涤场。
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
疆” [１]２２９、《党正职》曰:“‘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
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亦谓此时也。” [２]５４９此时
当指夏历十月,“腊先祖五祀之礼也”。 故明清时期
“十月一”演化为“鬼节”,可见渊源深矣。 自秦以来,
定“十月朔”为岁首,始为节,功能上只承继先秦之宴
享习俗。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
周德,从所不胜。 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
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３]２３７暴秦苦短,而“十
月朔”的岁首之节确影响深远,首定日期,为后世凝结
了一个经典民俗节日。 自汉以降,因袭秦旧制。 “盖
汉仪,诸侯王惟朝正月,公卿则每月常朝,以十月旧为
岁首,故亦有享会之礼。” [４]３８

秦汉以前,十月朔视为“高层宴饮之习俗”。 后逐
渐影响到民间,直接导致了“十月朔”节的发展。 魏晋
时期道教盛行,其学派以该日为民岁腊,祭五方五帝,
以求长生。 似于周代腊祭,事鬼神。 至唐代,出现“授

衣”习俗,但日期为九月一日,生亡者共“送”也。 其实
“授衣”早在周代就已萌芽,作为腊祭而举。 《诗经•
幽风•七月》载:“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１] ２２９,意为农
历七月天气逐渐转凉,至九月要添衣保暖,主要对象
为生人,日期尚未确定,但已见“授衣”端倪。 《唐大诏
令集》云:“自流火届期,商风改律,载深追远,感物增
怀,且诗著授衣,令存休浣,在于臣子,犹及恩私,恭事
园陵,未标典式。 自今以后,每至九月一日,荐衣于寝
陵,贻范千载,庶展孝思” [５]４３８。 官方定制,上行下效,
民间“送衣”习俗成为定规。 由于十月方才入冬,九月
稍早,至宋代便推至十月一日,“授衣”与“十月朔”结
合终开启后世“送寒衣”习俗,更趋繁盛与多彩。 宋孟
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九月“下旬即卖冥衣、靴鞋、席
帽、衣段,以十月朔日烧献故也” [６]１５９,至“十月一日,
……士庶皆出城飨坟,禁中车马,出道者院及西京朝
陵” [６]１６１、宋吴自牧《梦粱录》记南宋临安“朔日,朝廷
赐宰执以下锦,名曰‘授衣’。 ……士庶以十月节出郊
扫松,祭祀坟茔” [７]４６。 此时“送寒衣”之名,至宋还未
确立,还以“十月朔”、“授衣节”称呼,但功能其实一
也。 另外,宋代“十月一”出现暖炉习俗,由佛教“开
炉”习俗借鉴而来,夏历十月一,佛寺为防寒,开展开
炉活动,并有法师上堂讲法。 《岁时杂记》载有东京寺
院“必开炉,上堂作斋会。”,释慧远和尚有诗云:“十月
今朝又初一,丛林正值开炉日。” [４]４０可见“十月一”与
宗教关系密切,至少佛道两大体系均重视此日,且融
有不同祭祀活动,由此依稀可探庙中存在佛道多神供
奉的渊源。 直至元明清时期,“十月一”习俗重心抛开
其他功能,以“送寒衣”为主了。

宋以前,“寒衣”与“暑衣”相对,其时每遇冬期,
为远乡之人送冬衣,与死者无关,典型文本者便是“孟
姜女为夫千里送寒衣”。 而成为“亡者烧送寒衣”之特
指,代为“十月朔”又名者,见于元代,且此后成为专事
祭祀鬼神、祖先的节日。 《析津志》云:“都城自一日之
后,时令谓之‘送寒衣节’。 祭先上坟,为之扫黄叶。
此一月行追远之礼甚厚。 虽贫富咸称家丰杀而诚
敬。” [８]２２３明人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说:“十月一
日,纸肆裁纸五色,作男女衣,长尺有咫,曰寒衣,有疏
印缄,识其姓字辈行,如寄书然,家家修具夜奠,呼而
焚之其门,曰送寒衣” [９]７０、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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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曰:“十月朔……士民家祭祖扫墓,如中元仪。 晚
夕缄书冥楮,加以五色彩帛作成冠带衣履,于门外奠
而焚之,曰送寒衣” [１０]３４。 故天冷“送衣”祭奠亲人之
事传至元明清方才“正名”,“烧送寒衣”成为该节日
之独有。 因此,“十月朔”从形成开始,由官方宴享与
祭祀并举。 而在民间,它以专事祭奠祖先为核心,形
式较为单一。 悠悠华夏文化,几千年代代相传。 直到
现在,每遇“寒衣节”,人们都要在当日祭祖上坟,为故
去亲人送去牵挂与关爱,并祈求得到祖先庇佑。

然而,诸如农历十月初一等传统祭祖节日,在正
定地区与城隍信仰有密切联系。

首先正定是一座古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早
在两千多年前就存之于燕赵大地。 在古代治所设置
下曾冠以“恒山郡”、“常山郡”及“真定府”等。 有诗
人曾描述其“华北咽喉,神京锁钥”,足见其历史地位。
至清雍正元年(１７２３ 年),为避皇帝胤禛之名讳,故改
名正定,沿用至今。 城内民风淳朴,历史上寺庙林立,
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大大小小的寺庙遗址,有的甚至香
火旺盛,可见其宗教气息浓厚。 城隍庙便是正定宗教
信仰体系下的典型代表,其位于城西南隅(现今木制
厂院内),在浓烈宗教氛围下,香火绵延,影响深远。

“城隍”,又叫城隍爷,是古代汉族宗教文化普遍
崇祀的重要神 之一。 其原是道教信仰神灵,后渐变
为民间俗神,被民众景仰供奉。 它本有“护城河”之
意,用以防御工事。 既有管理一方亡灵的神职,又有
保护一地百姓之责任。 其设立旨在“人或由不畏法律
者,而未有不畏鬼神者也”。 据有关史料载,城隍例规
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唐宋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被列
为国家祀典。 朱明以降,统治者大肆封禅天下城隍爵
位,与地方“父母官”遥相对映,划为王、公、侯、伯四
级,岁时祭祀,阳间城隍神成为冥界地方官“其置高广
各视官署厅堂,其几案皆同,置神主于座。 旧庙可用
者修改为之” [１１]１２６,建筑规模享有县衙标准。 正定城
隍庙就是明初禅封产物,始建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 年),
扩建于成化元年。 缘于真定历史地位,城隍信仰尤为
重要,每年农历五月十七的城隍生日与传统习俗的需
要,来往人群络绎不绝,香火不断。

城隍神职体系可分为国家、省、县三级,各司其职。
过去,每个州、府、县都设有城隍庙,与地方行政相对,掌

管一地,对分阴阳。 在城隍信仰“滥觞”的明代,视其与
社稷并举,即“社稷所以养民,城隍所以卫民”。 故地方
官年年祭拜城隍,意在“与神合德”。 正定城隍份属“省
级单位”,受佛家轮回因果报应及祭祖习俗影响,信众
对城隍爷敬畏有加,倍为虔诚。 因此,每年“送寒衣”,
既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延续,又表现着健在之人
对家族已故亲人的缅怀与思念,彰显孝道。 城隍贵为
地方阴神,掌管一方亡灵(收放鬼的职责),其时,人们
朝拜城隍,进香烛、烧黄纸、摆贡品,祈求城隍将故去亲
人稍作“安排”,来享人间家亲送去的温暖与关爱。 享
毕,再将亡灵收走,以免吓到世间人。

二、正定城隍庙的文化生态

节日风俗是一种社会现象。 它“一旦形成,就成
为规范人们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 [１２]２

因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看,它是一种最容易让人
们熟知和普遍接受的文化。 节日风俗一旦与宗教信
仰结合,便会充分发挥其时令性与民俗性功能。 由于
城隍“收放鬼”职能与“送寒衣”等节日风俗“相得益
彰”,其文化生态趋于多样。

(一)正定城隍庙的活动概况

正定城隍庙的开展与风俗民情紧密相连,时令性
的“周期”规律,为城隍庙的开展提供了人脉,城隍爷
的“神威”与功能为其延续保证了俗脉,期间具有程式
化的仪式方式为其活跃了乐脉。 每遇节日习俗,城隍
庙便会人声鼎沸,朝拜者络绎不绝。 为维系整个活动
的有序开展,庙主与信众必然会制定一系列“章法”,
即拟定计划、前期准备、庙会运行、活动善后等,掌事
者各司其职,尤显序列与神圣气息。

正定城隍庙是以神灵为中心,建有庙宇,祭祀仪
式讲究。 农历“十月一与七月十五”称“鬼会”,农历
五月十七为城隍“寿辰”,腊月二十七为岁末祭祀。 庙
会来临,人们提前布置“会场”,如打扫、净坛、上香等。
一般而言,正定城隍庙活动主要包括 “坐会与巡
会” [１３]１１２两种。 “坐会”指城隍在庙中直接受香火。
人们唱诵经文,吟哼小调,或歌功颂德,或讲述神迹,
或祈祷神灵,并伴以锣、鼓、镲、碰铃、木鱼和扇鼓等乐
器。 “巡会”指载城隍出巡,即当地人口中的“踩街”。
其重要标志是“神轿”,到时人们手拿彩旗,抬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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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在各“会头”带领下纷纷出巡,手拿扇鼓、彩鞭,边
歌边舞,巡毕,“入庙安神”,借以表达对神的尊敬与欢
迎。 如每年农历五月十七的城隍“寿辰”与七月十五
的中元节,都有规模或大或小的踩街仪式,隆重热闹
迎接神的到来。 有时“巡会”在传统节日习俗中可省
略,但是“坐会”一直得以延续,现今的“送寒衣”城隍
庙会就属此列。

在整个城隍庙活动过程中,参与人员都是正定辖
区内的信众,也有市内人员,他们在“师父”的带领下,
组团来到城隍庙,或为义工,或“陪功”神灵,或前来祈
愿,抑或祭祀祖先等,形形色色,整个城隍庙会井然有
序,热闹非凡。 直至正庙午后,“送神”仪式完成,人们
纷纷离去,城隍庙会才得以落幕。 现附 ２０１５ 年四场
活动流程表:

表 １ 活动流程一览表

    日期
流程    天数 请神戏 准备 踩街 诵经、跑舞场 结束

农历五月十七(生日)

５ 天 (从
唱戏那天
开 始 算
起，第 二
天请神)

有

打扫、净坛、装饰、搭
建香火台、摆供品、点
燃香池、准备锅灶等。
零星有信众香纸朝拜

八点左右 “踩街” 仪
式，有彩旗和五星红
旗两种，信众抬 ４ 顶
“神轿”绕赵云路、开
元路、文化街、西南街
居 委 会 回 到 城 隍 庙
前，规模较大。

信众摆香弄纸，各班
子诵经、跑舞场，后把
“贡品”投入乡池，朝
拜祈愿；有的 “马童”
晚上“陪功”。

约在“正庙”午后一、两
点左右焚烧各类香纸
与“神轿”送神仪式结
束， 预 示 整 场 庙 会
落幕。

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
五“鬼会”) ２天 无 同上

有踩街仪式，规模较
小，仅在城隍庙前的
小 路 上。 ３ 顶 “ 神
轿”，信众相对较少。

同上 同上

寒衣节 (农历十月一
“鬼会”) ２天 同上 同上 现今无 同上

约在“正庙”午后一、两
点左右焚烧各类香纸
送神仪式结束，预示整
场庙会落幕。

岁末祭 (农历十一月
二十七) ６天 同上 同上

有踩街仪式，规模较
小，仅在城隍庙前的
小 路 上。 １ 顶 “ 神
轿”，有彩旗和五星红
旗 两 种， 信 众 人 数
较多。

同上 同农历五月十七

(二)仪式中的用乐情况

众所周知,庙会讲究程式,除进香烧纸外,还有一

定仪式出现,而仪式核心便是音乐。 有学者云:“音乐
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借用优美的民歌小曲来

唱表生动、复杂的情节、情景与情怀,使‘俗’的内涵得
到充分展延与体现,也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

活场’和人文空间。” [１４]５９“送寒衣”节日中,正定城隍

庙在时间、规模相对五月十七“生辰”要小很多。 但无

论大小都要举行仪式,主要包括事神、娱人两部分。
不管仪式繁简如何,音乐少有变化。 那些优美的民歌

小曲与简易戏腔伴以扇鼓、舞蹈以城隍庙为依托,构

建文化生态,多姿多彩。
待至正日,城隍庙进入集事神、娱人于一体的中

心环节,伴以鼓乐歌舞来实现。 这既使“神的功德得

到彰显,人们对神的恭敬和祈愿都得到了表达” [１４]１１５,

也使人们身心得以愉悦。 关于其中音乐包括以下四

种形式:

一是庄严的经调。 事神用乐是为取悦神灵,具体

表现为吟唱经调。 “经”即“人生经历”之意。 故据
《皇姑经》、《药王经》等内容,讲述均为神灵生平事

迹。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经卷,如《送神经》、《十拜

香》、《十座楼》等。 城隍信仰体系中,吟诵《城隍经》,

目的在于赞扬城隍爷的功德,希望得到庇佑。 远古时

期,先民对于一些自然现象无法认知,出现“万物有
灵”,并产生诸多崇拜与乐舞。 其中如《葛天氏之乐》

中的《达帝功》和气势磅礴的“六代乐舞”均以歌功颂

德为代表,或歌神灵,或颂人皇。 数千年积淀,依然呈

现一致性。 这绝非偶然,足见宗教体系下事神内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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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稳定性。 由于吟唱经调对象为神灵,信众虔诚有
加,以齐唱形式为主,为协调韵律,辅以锣、鼓、镲、碰
铃、木鱼等宗教节奏性乐器,乐声吟吟,庄严肃穆。

二是清新的小曲。 小曲,又称小调,是民众表情达
意的形式之一。 老百姓视其为“心头肉”,故在人神互
娱环节,他们以人世间“美好的圣物”,在精神世界中朝
奉神灵。 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有一座虚拟神庙,奉着
他们最为崇敬的神灵。 因此,现实中如何谒庙,精神世
界也须效仿,异者在于虚拟世界不事体力劳动,而以吟
唱清新的小曲所彰显。 一般顺序为《打四门》、《扫庙
堂》、《挂号》和“跑舞场”。 “跑舞场”重点在“跑”,区别
上三节主要在队形与曲调形式方面。 队形方面,前三
节趋于静止,列队为四方形,驻足而歌,表相庄严,娱神
色彩浓重；跑舞场中,人们则摆足欠腰、手舞足蹈,趋于
动态。 队形以 ８字为主,信众沉醉其中,乐此不疲,娱人
成分厚重。 曲调层面,前三环节均为独立曲调,后者以
多首不同色彩小曲连缀组歌,如《十二朵莲花》、《拜
佛》、《十绣》、《担经》等。 曲调灵活多变,各班子用调不
一,可塑性、复用性和实用性较明显。 在小曲感染下,
人们欢欣雀跃、载歌载舞,洋溢着“非理性的狂欢精
神”,展示着自娱的“生活画卷”。

三是简易的戏腔。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载:“戏
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既深刻又通俗揭露了戏曲
本质。 即歌、舞及表演。 其中歌居首位,戏曲以唱腔
冠之,是区分剧种的重要标志。 历史上正定是元曲繁
盛地,戏曲之风尤盛。 李修生《元杂剧史》云:“元杂剧
家十分之九在中书省所属的地方,……尤其大都、真
定、平阳、东平为多” [１５]１１５,故正定人喜善戏腔。 正定
城隍庙,农历五月十七的城隍“生日”都要请戏班前来
唱“神戏”,而其他节令性庙会不会专门请戏班来献。
十月一虽无长大“折子戏”,简易的戏腔却随处可闻。
如河北梆子调、安徽黄梅调、河南坠子调等。 所谓“简
易”取简单、易学、易唱、易传之意。 由于文化水平限
制,他们不似专业戏曲演员那般技艺精湛,那醉态、媚
态却也惟妙惟肖。 如唱黄梅调时,信众以一句反复多
段唱词,或似“徒歌”,或伴以扇鼓,请愿诉求时也可以
其调即兴发挥。 虽简易,但实用性较强。

四是时代性的流行歌曲。 流行音乐是 ２０ 世纪的
产物,经百余年发展,迅速普及开来。 现今的正定城隍
庙,不仅供有城隍、土地等神灵,还供有领袖毛泽东。 缘
于领袖所做贡献,民众将其视为人神景仰供奉,形成多
元化崇拜信仰。 当地信众形象称为“红朝黄朝并肩走”
的“综合庙”。 缘于毛主席伟大功德,信众朝拜便奉以
《东方红》、《八项纪律》、《打靶归来》等歌颂党、歌颂领
袖,并富有鲜明时代性的通俗歌曲。 另外,自电子产品
问世以来,以更新性较强之特点,服务大众而被其所接
受。 故在正定城隍庙仪式中,信众与时俱进,以录音机、
手机、音箱等放奏并哼唱歌曲,如《纤夫的爱》、《小苹
果》等流行音乐,益显时代风貌。

古人云:“声音之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
近自然。”赞美人声视为“天籁”。 在历史岁月中,善歌
之人颇多,如“声震林木,响遏行云”的秦青,“余音绕
梁,三日不绝”的韩娥等,可见民间歌手的唱技之功。
古时无聊闲暇日,贵族可“金石丝竹更相和”,伴歌舞
以赏咏。 而广大群众无以维计,便以自身为“乐器”,
或低眉浅唱,或放达高歌,满足大众实用心理,视民歌
小曲为不可多得的“珍馐”。 民间祭祀中,众人欢聚一
庙堂,将“人间美好珍馐”献给神灵,并在活动中集体
娱乐,放松身心,既发下祈愿,取悦神灵,又在无形中
调和社会关系,增强了集体的文化认同。 在整个仪式
用乐中,小曲颇具代表性,足以说明民歌小曲依然活
跃在日常生活中。 为适应现代化生活,它们寓俗而
居,在特定的俗场语境中发挥特有功能,成为仪式民
歌、仪式小曲抑或统称为仪式用乐。 那种时令性、程
式性与狂欢性相结合,事神与娱乐的双重功能,为其
在当下发展、传播提供了场域。

总之,“十月一”节日下的正定城隍信仰仪式相对
“寿辰”仪式,虽简但内容却大同小异。 以上四种用乐
内容并非孤立存在,更非功能单一,而是相互渗透,功
能灵活,因各班子审美与朝奉方式而异,循环性、实用
性明显。 笔者为清晰阐释,故单列开来,以示丰富。
无论何种内容,何种方式都是仪式用乐内容形式下的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均是取悦神灵,求得庇佑,娱
乐身心的多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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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音乐一览表

音乐形式 经调 民歌小曲 戏腔 红歌 流行歌曲

曲目
《请神经》、 《十上香》、
《十座楼》、 《城隍经》、
《开门经》、《送神经》等。

《打四门》、 《扫庙堂》、
《挂号》、《十二朵莲花》、
《担经》、《拜佛》、《小放
牛 》、 《对 花 》、 《担 花
篮》等。

黄梅 戏、豫 剧、河 北 梆
子、河南坠子等。

《东方红》、《打靶归来》、
《八项纪律》、《义勇军进
行曲 》、 《团 结 就 是 力
量》、《北京的金山上》、
《三 大 纪 律 八 项 注
意》等。

《小苹果》、 《纤夫的
爱》、《为了谁》等。

乐器
小鼓、小锣、碰铃、小镲、
木鱼、扇鼓等。 扇鼓、彩鞭。 扇鼓、彩鞭。 无 无

队形 圆形、方阵。 “８”字型、方阵、圆形、两
排对立型等。 圆形、方阵。 方阵、圆形、“簸箕”型。 自由

伴奏 乐器 乐器 乐器 清唱或音响。 收 音 机、 手 机、 音
响等。

表演方式 齐唱、合唱 齐唱、对唱、独唱、合唱 同前 同前 同前

曲调特点 一调多词，结构简单、规整，几乎一字一音，旋律多为级进，有较多滑音手法，乐曲错落有致，质朴、诙谐、甜美。

三、传统再创造下的正定城隍信仰

城隍庙在正定扎根已六百余载,每遇节日庆典,
来往络绎不绝。 即使在庙会被视为“封建迷信”的岁
月,也屡禁不止。 过去城隍庙琼楼玉宇“正殿供有城
隍爷塑像,判官、牛头、马面及小鬼等侍立两旁。 两庑
有刀山、油锅、石碾、石磨等。” [１６]７９６俨然一副怨恨凄
恻、幽冥鬼神的炼狱形象。 而 １９８９ 年突至的一场大
火,将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建筑付之一炬,后经过民众
与政府努力,方有现今小庙。 世事变迁,往昔城隍庙
宏大的建筑与香火缭绕之盛景,早已不复追寻,但每
遇当地民俗节日,均一脉相承地再现着热闹场景。 故
在正定城隍庙重构下,以“送寒衣”民俗节日为撷取
点,对正定城隍信仰进行考察,透过民俗事项与其职
能之余,探寻其中价值。

(一)传统再创造的文化意义

方李莉说:“只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
活,才可得以世代流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民族文化
的种子与基因” [１７]、“社会实践往往走在理论的前面。
而民众有时比研究者更清楚他们应该如何生活,如何
创造新的文化。” [１７]现代化是传统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是其延续下的再创造。 历史上的城隍庙既是文
化,也是艺术。 “火能烧毁寺庙,却烧不灭民心”。 城
隍庙虽不复旧址,但依然香火繁盛,并出现许多年轻
人。 由于历史成因,他们不能亲身感受过去城隍庙之

宏大,但城隍信仰在老一辈言传身教中渗入他们的心
灵与行动,一脉相承。 另外,文化保护口号的提出与
开展,“文化自觉”成为一种“文化必觉”,凸显着传统
的薪火相传。 孔子说:“礼失求于野”。 作为国家、群
体和个人在重要礼制场合用的乐,“亦须求于野,且求
于野中之俗”,这即是传统。 因此,传统不会消失,它
是活态的变化发展,符合中国传统音乐历时性的变异
发展规律。 它须与环境相结合,与所处时代相接轨,
经过不断积累创造,向前推进。 这是基于传统之上的
创新,带着各个时代语境下的影子。 “寒衣节”从多重
功能转向单一祭祖,从国家在场变为民间自发接衍,
从民歌小曲到近现代流行,从神庙至“红黄”共拜的
“综合庙”、口传与现代化的电子设备及仪式程式的灵
活“弱化”实用性,均体现着传统再创造的文化意义。

(二)人文环境的承载意义

民族音乐学讲究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方法论研究

观念。 《礼部志稿》载:“洪武三年,始命祭无祀鬼神,
……乃命京都筑坛于玄武湖,天下府、州、县则皆设坛
于城北,其各里内又立祭坛。 岁以三月清明、七月望
及十月朔日,长吏率僚佐候晡时致祭。 牲用羊豕各
三,以米三石炊饭。 正坛设城隍位,羊一,豕一；坛下
东西各席地焚香列炬,各设羊一、豕一,并设饭羹以祭
之。 坛之南立石刻祭文。 京都谓之泰厉,王国谓之国
厉,府州谓之郡厉,县谓之邑厉,民间谓之乡厉,著为
定式。” [４]４１受当地民俗滋养,缘古时传统,续思想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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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能。 信众作为忠实局内人,以时令为点,定期举
办庙会,通过音乐表情达意、取悦神灵。 正是大批信
众的自觉努力,城隍信仰在当地才得以代代传承。 另
外,“清明”、“中元”、“寒衣”等节日,在当地与城隍信
仰已融为一体。 无论“百善孝为先”还是宗教文明都
彰显着传统美德与礼仪形象。 因此,像上述节日,缅
怀故人之时,烧纸摆供约定成俗。 在农村,先人故去
会葬于长子土地或安置在骨灰堂。 在现代化、城市化
进程下,土地广泛开垦,一些找不到坟茔的人便通过
城隍爷的职能来彰显孝道。 他们虽不像信众那样以
音乐取悦神灵,但一直坚守着传统,以局外人身份来
依托传统延续。 故只要俗和信仰在,城隍庙便会在局
内与局外人的共同努力下而越发红火。

(三)文化生态下的小曲传承意义

民歌是下层文化的典型代表,历史上的统治者对

其或以观民风,或以边缘化置之；有些知识分子对其
持鄙夷态度,有些称其为“民间性情之响”。 无论如何
它还是以顽强生命力存活积淀至今。 从传承角度看,
民歌以口传心授为主,可发挥性较强,所谓“不知歌谣
妙,声势由口心”也。 项阳先生提到“区域文化由颇具
地方特色的文化基因构成,音乐上这种地方文化基因
应是历经长期积淀以成,受地理、方言、风俗等多方面
所致,有着鲜明特色与风格的区域音调。 在一个区域
范围存在的多种区域音调,成为彰显区域音乐风格典
型代表,也是区域音乐形态发展的不竭动力。” [１８]７０正
定城隍庙中,各班子在事神、自娱中所吟曲调丰富多
彩,具有相当一致性。 在师门传承中,老师父以口承
的自然方式授徒,由于曲调循环性、复用性较强,在庙
会实践中新进学员只要跟随“前辈”们反复吟唱,辅以
唱词便能很快接受,这就是集体文化认同感的潜移默
化。 同属于一个“文化社区”,各班子还会相互交流与
吸收,丰富自身曲调,注入新鲜血液。 此外,早先同学
一个师门,后自立门户,代代相传,昔日徒弟熬成师
父,重新划定圈子,当年习得的曲调带入其中,循环流
传,故形成同一“文化社区”曲调的一致性。 笔者以
为,古时在此流传的曲调远非于此,或因传承所限、时
代所弃、审美选择,或留存曲调的实用,加之与时俱进

的时代风尚与方言、风俗的浸润,形成同一“文化社
区”内自然传承的“区域音调”。

总之,城隍庙作为正定地区大型庙会文化之一,
以神灵为中心,仪式为载体,音乐为核心,凸显着我国
传统“礼化”意义。 在“送寒衣”等民俗节日推动下,
传统在各个时代以不同形态和方式发生着变奏,人们
期间的行为,既延续着传统也发展着传统,体现着人
们的世俗要求与实用心理,同时带来了“民俗终岁勤
苦,间以庙会为乐”的良性功能。 民俗节日也是广义
的艺术。 “一切艺术”活动从源初开始就是一种‘让
……居’的活动,就是让人的生命得以安顿栖居的活
动,它给动荡不居的人们构筑了一个安稳的形式居
所。” [１９]故关注广袤宇宙,探寻民俗信仰,为我们洞悉
人类的“精神家园”与民间艺术具有重要的作用与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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