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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庙会节庆活动所蕴含的 

民俗内容和文化价值研究 

孙文莲 王俊奇 
(石家庄学院，河北 石家庄 O5OO35) 

摘要：河北省是个农业大省，位于有“中华文明摇篮”之称的黄河流域，历史悠久绵长。 

除了拥有中华民族的共 同节 日外，还有其独属的民俗节庆 日。这些传统节庆 日丰富多彩， 

文化 内涵深邃悠远。发掘河北地方节庆 日的文化价值 ，分析存在的现 实问题 ，对河北民俗 

节 日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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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是指围绕着各类节El而形成的文化习俗及其所开展的相关纪念活动的总称。我们中华民族 

的节日起初主要是根据年月日与气候变化而排定的节气时令的性质进入先民的生活之中的，这类节 日 

延续至今的，有立春、清明、中秋、冬至，等等。此后，在历史的长河中，出于纪念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 

史人物等需要，又有一些新的节日加入到中华民族的节 日序列。河北省除了拥有中华民族共同的节 日 

外，还有属于本地域的一些节日，这些节日基本上都以庙会的形式来表现，比如，规模盛大，影响广泛的 

庙会就有：每年农历三月十八的新乐伏羲台庙会；三月、十月的井陉苍岩山庙会；每年正月的正定庙会， 

等等。此外，每个县市里几乎每个镇子，也都有自己的固定的庙会，仅井陉县就有大大小小的乡镇庙会 

二三十个。 

一

、庙会节庆活动所蕴含的民俗 内容 

虽则每个县市的庙会节庆具体内容异彩纷呈，各个不同，但也有其明显的普遍性、共同性，大多包含 

了祭拜、祈福、歌舞、团聚等几方面的内容。 

(一)拜祭纪念。河北地方庙会节庆活动大多与传说人物、历史人物有关联，是为纪念某个传说人物 

或历史人物而设。比如，井陉的苍岩山庙会，民间传说，隋炀帝之女南阳公主出家在苍岩山，俗称“三皇 

姑”，被尊为“苍山圣母”。苍岩山庙会的起源，就源于对“苍山圣母”三皇姑的崇拜与祭祀。相传，三皇姑 

诞生于三月，涅檠于十月。民间传统习俗，三月时为皇姑送单衣，十月时为皇姑送棉衣，意为换季，遂成 

庙会，一是对皇姑进行祭祀，二是求皇姑保佑平安，降福人间。而新乐的伏羲台庙会则为纪念炎黄始祖 

伏羲而设。相传古代洪水滔天，惟有伏羲和女娲得以幸存，他们乘坐一只大葫芦随波逐流，漂到一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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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前停了下来，他们便在这里弃舟登岸，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这处土岗因此叫做葫芦头，而土岗所在 

的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新乐。洪水退去之后 ，大地一片荒芜。为了人类的繁衍生存 ，伏羲和女娲在这里 

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传说他们刚出生的婴儿被裹在一个肉团里，伏羲用“刺孩草”的叶子划 

开包裹婴儿的肉团，这些小生命才呱呱坠地。随之，“刺孩草”的叶子一半变成了红色。伏羲又把孩子们 

放在一个池塘里 ，用清水洗去身上的污迹 ，使他们健康成长。池塘的池水也随之变成了红色。相传女 

娲、伏羲在此生活，“他们在这里始创了伏羲文化，始制八卦、教民渔猎、耕织嫁娶⋯⋯开辟了人类的远古 

文明，开启了人类的智慧之门⋯⋯，，f ”今天，我们在新乐依然能够看到一些传说中的遗迹。何家庄东北 

方向的这处土岗，也就是现今的伏羲台这个地方，据说就是传说中伏羲和女娲从水中登岸的葫芦头。而 

位于伏羲台旁的这个水池，传说是伏羲清洗孩子的地方，人们叫它“浴儿池”。周围生长的那些看起来毫 

不起眼的植物就是“刺孩草”。 

(二)避祸祈福。珍惜生命 ，趋利避害 ，繁衍生息 ，是广大人民强烈而美好的愿望 ，尤其是在以农耕文 

明为传统的乡村，人们的文化层次还相对较低，大自然的威力常常威胁人们的生产生活，病痛生死也往 

往让人无能为力。所以，人们往往希冀着借助神灵来避祸祈福，祈求身体健康，人丁兴旺，吉祥平安。新 

乐的伏羲台庙会，在每年三月十八这一天，人们就会举办各种庆祝活动，一是焚香祭拜，向伏羲表达敬 

意，二是祈求幸福，盼望平安。据说这个传统已经保持了上千年。每年三月和十月的苍岩山庙会，也是 

除了对三皇姑进行祭祀、崇拜外 ，更是求皇姑保佑平安，降福人间。 

(三)喜庆娱乐。庙会节庆都有着社交娱乐的色彩，有着大联欢游乐的性质。一般情况下，庙会节 

日都在农闲季节。庙会期间，远在外地的儿女常常会请假回来，邻近的亲戚朋友也会受邀而至。亲朋好 

友一起逛庙会，赏表演，庆团圆，一副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这一内容主要源于农耕传统。农耕劳动之 

余，人们需要放松身心，交流经验，喜庆丰收，融洽亲情等。所以，常常借助庙会活动进行歌舞娱乐以及 

游乐竞技等活动。如苍岩山庙会节El期间，井陉境内分四个区轮流值班，每年各区香客将苍山圣母接 

回，于庙会初一 日，将圣母用銮驾送至景庄，再由景庄开始逐村演驾，直到苍岩山下。演驾队伍阵容庞 

大。马子(由有一定威望及武功的人担任)右手持九斤麻绳鞭，左手操三尖两刃刀，左挥刀，右甩鞭，于队 

伍前开道。驾前全副执事，鸣道锣、龙虎旗，“肃静”、“回避”牌排列两侧，轻重乐队吹吹打打；接着是抬供 

品的人员、童男 童女和銮驾，由四大金刚护卫；后面依次为颠皇杠、耍狮子、舞长龙、扭拉花等节目。 

二、河北地方庙会节庆活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一)文化传承。河北庙会节庆对于文化的传承意义，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它本身即是传统文化的 

载体；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一种有效途径和模式。 

庙会节庆在长久的形成过程中，拥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负载着古老文化的层层积淀。与此同时， 

它又肩负起凝聚人民智慧、引领文化继承的历史使命。围绕着新乐伏羲台庙会，流传着有关人祖伏羲的 

种种传说，比如兄妹成婚、浴儿池、刺孩草、洪水漫世等，伏羲制渔网、造琴瑟、养牺牲、正姓氏，等等，都声 

色传情。这些传说显示了广大人民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由衷热爱，并且在历史延续的庙会活动 

中，传统文化也不断得到修正和丰富，传承和弘扬。 

(二)团结凝聚。节庆以其一致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行为，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共同意识。在河 匕省地 

方庙会节庆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俗，而民俗恰恰具有社会成员实践长久、认同广泛、行为一致的特点。流 

传久远的传统节日，都是在历代人民精心培育、呵护、拱卫之下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伴随着传统节 

庆文化所给予的震荡、激越以及那种来自遥远的呼唤，人们的陶醉、叹服、感激之情会油然而生，成为人 

们自豪感和自信心的凝聚。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节庆民俗体验越久，彼此共享和共同体认的程度就 

越深，群体的共同意识也就越强。比如，传说中伏羲的种种发明创造，规矩制典，都能够激发人们共同的 

自豪和自信。庙会节庆中的耍狮子、舞长龙、扭拉花、踩高跷等节目，也都是群体表演，都是要竭力渲染 

和营造一个合家团圆、普天同庆、万众一心的精神氛围。在这样的精神氛围熏染下，容易形成一种同心 

同德、群策群力的团队精神，和同甘共苦的血肉亲情，以及共同应对困难挑战的群体向心力。 

(三)心理调适。庙会节庆活动能创造出一个欢乐轻松的氛围，有利于社会成员的身心放松和调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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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庙会节庆 日里 ，人们踊跃地参加各种活动，兴致勃勃 ，感到趣味无穷 。一些竞技性活动更是吸引人 ，诸 

如踩高跷、扭秧歌，等等。这些活动不仅使参加者处于亢台状态，也使旁观者情绪激昂。节 日里的饮酒 

美食 ，也使得社群成员心情愉悦。所 以，河北地方庙会节庆活动，能够使得社群成员纵情欢娱 ，身心放 

松 ，使平 日里疲劳困倦的身体得到恢复，紧张压抑的精神得到舒解，身心达到调适。 

(四)社会稳定。河北地方庙会节庆活动，往往都有一个精神核心，即崇拜与信仰，这种崇拜与信仰 

是一种集体的行为，是社会成员共同的心理需求和精神状态。在表现形式 I二，庙会节庆文化具有广泛的 

群众基础 。在节庆中，众多群体活动使得各个成员投入到节庆文化的欢乐氛围中，被熏陶、被感染，而日 

常生活中的摩擦和不愉快被稀释淡化，从而达到对社会稳定的疏导作用。在深层内容上，地方庙会节庆 

文化 ，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民俗传说 ，大都是对德高望重的“神”的崇拜与祭祀，而这个“神”也无非是干百 

年来人们按照自己的内心理想塑造出来的。这样，人们通过对传说人物的崇拜纪念，弘扬着崇德尚公、 

崇勤尚勇的优 良社会风尚。社会成员 自觉不 自觉地按照节庆文化思想来调整 自己的行为 ，使之合乎社 

会的要求 ，不断地被塑造着 ，从而使人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社会环境更加和谐 ，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 

三、对开发利用河北庙会节庆文化的思考 

毋庸置疑 ，庙会节庆文化中存在着许多封建迷信的内容 ，庙会活动中，人们求神拜佛 ，烧香还愿。其 

中，有求科考得中者，有求经商发财者，有求婚姻成功者，有求健康恢复者，有求怀孕生子者，甚至有求惩 

罚仇家者⋯⋯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近些年 ，随着 民间节庆活动的频繁 ，亦有上升之势。另外 ，节庆期 

间，热闹非凡的商品交易，人流如织的商品市场 ，冲淡了节庆的文化气息。人们赶庙会，主要 目的成了看 

热闹买商品，而与庙会有关的文化内涵却很少有人过问。 

鉴于此 ，我们需要对河北地方传统庙会节庆文化进一步开发、宣传、利用，建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入手 ： 

(一)注重宣传庙会节庆的文化韵味 。每个庙会节 日都有一个美丽动人、充满神奇色彩的故事 ，蕴含 

着丰富的文化典故，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 

华⋯⋯因此，在策划传统节庆活动时，应该认真查阅历史文献，广泛收集素材，吸取节庆文化的精髓，并 

运用现代美学手法设计具有艺术品位的宣传品，使节庆文化深入人心，使传统节庆彰显深刻的文化基 

因、浓烈的文化品位和美好的文化境界 ，从而有效地影响公众的文化性思维。 

(二)突出民俗 色彩，满足大众需求。文化越是具有民俗性 ，就越是具有广泛性 。民俗节 日“最具有 

民族特色，最能牵动中国人的感情 ，最能反映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民俗心理和文化精神” 。我 

省地方庙会节 日，具有十分鲜明的地方特色，是地方民俗风情的博物馆和活化石。但是，由于经济浪潮 

的冲击，一些传统的节庆文化逐渐被淡忘，而且许多节庆文化的内容只是群众性的自然传承，缺乏系统 

的记载整理 。所以，需要对我省庙会节庆文化进行去粗取精的挖掘和整理，并结合 时代要求 ，使之不断 

适应人们的文化消费心理和审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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