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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曹娥江流域庙会文化探微
沈夏云

(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浙江绍兴312300)

摘要：一直以来，对于南方庙会文化的研究比较冷清。魏浙江t娥江流域庙会文化而言，它的历史渊源

流长。丰富多彩的庙会活动承戴了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膏娥江泷域庙会在满足人们祭祀晨望、槁活地方经济、

展示乡土特色文化、聚集本地民心等方面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同时比照历史．现令的t娥江流域庙会文化正

在发生一些深捌的_摹L变和转型。如何进一步弘扬膏娥江流域庙会文化。牵J用庙会打适好地方文化名片成为有关

部门值得深思的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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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庙会文化都被作为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精

粹而被一些学者所青睐。。庙会文化的研究自我国二十世纪

初北大历史学索顾额刚先生就开始了，并且相继经过了民

国时期的材料收集和整理、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沉寂、改革

开放舳年代的重新兴起、∞年代以来不断深入和探索等几

个时期。。∞可以说通过一大批资深学者的努力已经积累了丰

富的庙会实地调查资料和庙会研究文献，乡村庙会文化在

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得到拓展。但是对于庙会文化的研究，

笔者考察到学者们在选择研究对象案倜上往往都以北方庙

会为主，如北京番会、山东泰山庙会、河南女娟庙会等。

南方庙会被作为典型个案进而提升至文化内涵剖析的较少。

在普遍意义的庙会文化解读中，南方庙会只是被作为一个

整体剪影充当北方庙会的研究参照物。长期以来，对于南

方庙会的专项研究一直是个冷僻的角落，其中涉及浙江曹

娥江流域庙会文化的就少之又少了。

。曹娥江流域占整个绍兴市版图的∞％以上，涉及新昌

县、碌州市、上虞市、绍兴县东部、越城区东部五个行政

区，流域内人口占全市人口的50％以上。”o曹娥江流域的

庙会活动渊源流长，从先秦两汉的‘越绝书>、<吴越春秋)

到六朝的‘会稽记)、<会稽地志’等史料文献都如实记载

了浙江曹娥江流域上虞曹娥娘娘会、新昌城关城隍庙会、

嵊州长乐庙会、绍兴安昌元帅会、绍兴越王城庙会等历史

盛况。。庙会一般会在当地持续三至五天，当然也有长达十

多天的。每到庙会，当地百姓迎神赛会、龙舟竟渡，善男

信女焚香点烛、求神拜佛，当然也有趁此赶会市购买一些

生活必需品的。测字算命、占卜星相、要猴戏等市井三教

九漉都会在庙会中亮相。”o曹娥江流域丰富多彩的庙会活动

承载了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特别是在当前社会经济急剧

转型时期，这种庙会传统文化整体性的反思不仅具有学术

价值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0

一、民间祭祀的晨示和演练

浙江曹娥江流域庙会最早的形式就是隆重的祭祀活动。

通过庙会，人们敬祀神灵表达对庙神的敬畏，同时虔诚祈

福、愉悦身心。庙宇在上虞、嵊州、诸暨、绍兴等各地的

城镇建筑群体中，其地位是十分神圣而特殊的。各地庙宇

往往被当作神灵的“居所”，因此是凡人神圣不可侵犯的，

庙宇也因此成为该地区或某城镇的重点。保护”对象。为

了达到和神灵的心意相通，长期以来人们已经约定俗成地

习惯了一整套隆重的祭祀活动。可以说庙会成为了民间祭

祀最佳的展示和演练的舞台。以上虞曹娥娘娘会为例。庙

会从五月十五起至廿二落下，庙会时间要持续七天。每家

每户都会来曹娥娘娘庙中烧香、拜菩萨。因为曹娥娘娘具

有的孝行和灵气，致使人们相信心诚则灵。但无论人们是

去拜曹娥娘娘还是城嚏老爷，可以说曹娥江流域各地庙会

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延续和进行着各种宗教精神的外化活动。

“人们通过庙会这个神圣场所的祭祀操练，借以由平凡世俗

生活走入神化的神秘空间，庙宇内人们祭祀的香烛、鞭炮、

礼赞、唱诵和瞻拜等纵横交错成程式化和符号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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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庙神之间的情感交流由此成功完成。"。

二、搞活区域经济的有效藏体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剐是经济的发展，庙会和集市效

果开始融为卜体。人们在庙会中除了敬祀神灵和交流感情

外，也逐渐避行商品交换和贸易往来。庙会功能的发展变

化与商品叟，产以及经营活动密切相关。随着商品经济的迸

一步发展，庙会逐渐由单一性的祭祀场所演变成集经济贸

易为一体的综合性社会活动场所。”o曹娥江流域庙会是个特

殊的市场，它往往按照商晶的种类分片射圈，经营的商品

也较为集中。庙会市场上以突出祭祀类商品为主，如香、

烛、炮等，其他以饮食和装饰、儿童玩具、手工艺品等为

重要补充。尊娥江流域庙会虽然不可避免她打上了集市交

易的商业色彩。但受庙会适应小农经济的本质属性影响，

它的市场发育是不完善的，它的开放度也是十分有限的。

庙会中交易的商晶多以本地生产的物品为主，竞争枧制不

完善，市场面也很窄。但对于曹娥江漉域区域经济来说，

庙会这种特殊的市场却产生了特别的效果和作用。庙会集

中反映出了曹娥江流域特有的经济观念和经济形式。同时

庙会在市场流通领域中发挥出了优势。一定程度上强化了

商品的流通机翻，客观上为物质积累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曹娥江流域庙会成为搞活区域经济的有效载体。

三、乡土犄色文化的晨示膏口

，一娥江流域庙会既是特定区域经济形态的集中表现，

同时又是乡土文化展示的最好窗口。在曹娥江流域各地庙

会中往往多种乡土文化样式共存，彼此渗透、彼此影响。

庙会上锣鼓、歌舞、戏曲、杂耍等乡土文艺演出热闹非凡，

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些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多为

敬神表演，庙会活动由此达蓟神圣与世俗的完美结合。在

曹娥江流域的各地庙会活动中，各地特色乡土文化得到淋

漓尽致的展现，例如绍兴越王城庙会的舞龙狮和踩高跷表

涮奇直让人叹为观止。。在绍兴各乡村都存有布龙或板龙。
每逢庙会各乡村的。龙会”都一定要大显身手。舞龙表演

时，板龙的龙头龙尾都要贴上金箔，龙口、鼻、耳等都要

有纛刻，潦威朱色。舞舞也是绍兴庙会中最常见斡，狮头

用竹子扎成，擒金涂漆，拜身用麻扎戚，缝在布单上与狮

头连接，每只狮子有两人擎着，作出各种狮子跳跃奔腾的

姿态。庙会中最令人惊奇和赞叹的是离琥队。表演者边走

边表演，扮演的多是旧戏中的故事，如白娘子水漫金山，

众多的虾兵蟹将作兴风作浪样，他则们踏着高跷前后进退，

整个表演真是惟妙惟肖。旧通过这些具有曹娥江流域乡土特

色的娱乐活动，庙会的狂欢气氛达到高潮。可以说一定程

度上庙会推动了当地农村文化的繁荣，而多样化的乡土文

艺也见证了庙会是一个神圣与世俗联欢的节日。

四、为聚囊地方民心播毫平台

曹娥江流域庙会是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

背景中产生的。受庙会这种形成本源的属性影响，各地庙

会往往彼此独立而缺少紧密的联系。同时参加庙会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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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地百姓为主，一般情况下外来人口较少。这种情况的

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庙会活动初期，人们的观念还比较传统

和古板，庙会活动时问长了却又约定俗成下来。另一方面

是由于早时客观上交通运输比较落后，缺车缺船的局面阻

碍了各地人们的情感交流。简言之，曹娥江流域庙会活动

的区域性特征非常明显，各地庙会如上虞曹娥娘娘会、新

昌城关城隍庙会、嵊州长乐庙会、绍兴安昌元帅会、绍兴

越王城庙会等往往各行其是、互不干扰。庙会这种明显的

区域性特征使之成为聚集地方民心的最佳平台。当然。庙

会中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热闹非凡的商品贸易也为聚集

地方民心创造了客观条件。每到庙会。人们就像过节一样

全家出动，在庙会这种特殊的社交场所，人们的共周语言

比较多，庙会在满足人们物质消费的同时更满足了人们的

精神消费。一且人们的情感交流在庙会中集中和蔓延，民

心向背也就一目了然了。自古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都比较

重视当地庙会活动，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庙会能真实反映该

地区民心力量的厚重。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比照历史，现今

的曹娥江流域庙会文化正发生一些深刻而明显的裂变、转

型。例如庙会活动以乡村为中心变为以城市为中心。随着

曹娥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一些优势资源向城市集中，原先

的一些闭塞的乡村庙会活动逐渐萎缩，庙会活动的主要场

所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庙会活动由封闭变为开放。庙会活

动本来局限于某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但随着膏娥江流域市

场经济的逐渐成熟，交通的日益发达，庙会活动的开放性

特征日益凸显；庙会活动由文化、经济并重变为重经济、

轻文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

庙会的经济效益，主观上轻视、客观上少投入，再加上许

多传统的庙会乡土文化正萎缩或消失，造成现有的曹娥江

流域庙会经济味道变浓，文化气息减淡；庙会风格由淳朴

蛩向现代登转变，现代化气息开始浓郁。由于曹娥江流域

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政府的干预力度加大，庙会

活动的宣传、布置都大张旗鼓，传统庙会淳朴的味道少了，

发广告、攘投资的现代气息浓了：庙会活动由草根性民众

参加为主变为各阶层、各集体参加。传统庙会活动草根性

特别强，参加的主要是农村下层老百姓，但随着时代的进

步和社会的开放性。现在的曹娥江浇域庙会参加人员阶层

较广，从上至下。多集体性参加；庙会活动青少年参与性

由强变弱。传统庙会是最贴近民生的一项娱乐活动，但由

于现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娱乐产品的极大丰富性，民众的

休闲出现众多选择可能，特别是喜欢追求刺激的青少年，

逐渐游离庙会。

综上所述，现今曹娥江流域庙会文化正面临严峻的裂

变和转型，如何迸一步弘扬传统庙会文化，利用庙会打造

好地方文化名片成为有关部门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

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傲强庙会文化与防止迷信两手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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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娥江流域庙会文化进一步健康发展，我们在做

大傲强曹娥江流域庙会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移风易俗、防

止迷信。一方面我们要多投人、多宣传，迸一步挖掘庙会

的传统文化，积极为其提供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另一方

面我们妥切实做好老百姓的思想引领工作，加强尊重科学

的宣讲力度，镬导率先垂范，地方政府利用一些切实有效

的措施避免老百姓在庙会祭祀中陷人迷信的泥潭。

2、搞活经济与重视文化并重

我们应该改变现今庙会活动文化为体、经济为用的局

面，实现经济、文化两手抓。只有这样做，曹娥江流域庙

会文化才能永葆青春和活力。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庙会

的经济效益，其实这已经走入误区。宏扬庙会文化与搞活

地方经济两者并不矛盾，相反重视文化能帮助发现新的经

济增长点，为挖掘经济深层次潜力提供契机。同时地方政

府对正在萎续、消失鹏古老庙会乡土文化应积极保护，必

要的话提供资金支持，以增强曹娥江流域庙会的文化韵味。

3、规范庙会活动使之更安全、有序

我们应该进一步规范■娥江漉竣的庙会活动，使之更

安全、有序，杜绝庙会中的各种安全事故隐患。庙会活动

由于参加人数较多而且各阶层人员混杂，其问难免存在安

全囊患。一些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往往趁此机会浑水摸鱼，

大行其道，给老百姓的精神和财产都造成了很大损失。现

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倒子，应该说对于庙会活动的有力整

治已经成了当前迫切而紧要的问题。遗憾的是。现在各级

地方政府尚缺乏科学化、规范化的庙会安全保障体系，各

地庙会秩序往往漉于无序。

4、引进竞争机制，确保庙会各有特色

各地庙会要积极引进竞争机镧，注重打造核心竞争力，

实行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和成

燕，适应市场竞争必然是各地庙会的本质要求。那么各地

庙会如何来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呢?只有打造庙会特色活

动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曹娥江流域庙会要各有特色，

不能雷同。由于地区性客观的原因，不少地区庙会从形式

刭内容都比较类似，攻府部门有必要对其进行干预并进行

资源整合，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5、庙会活动以民问力量为主，回归草根本色

各地区庙会活动应以民同力量为主，政府干预要适当，

应尽量回归庙会草根本色。现在一些大型的曹娥江流域庙

会活动，从布置到宣传，全程往往都由地方政府策划，政

府干预过多反而使庙会少了很多草根味道．有点不伦不类

了。作为政府应大胆放手，积极让民间力量参与其中，同

时注意回归庙会传统的淳朴气息，现代化的东西不要粉饰

太多，这样才能让现在的庙会多点原汁原味的美感。

6、注意在青年人中做好庙会文化的传承宣传

我们应该在青年人中加大庙会文化传承的宣传力度，

让青年人接受并喜爱庙会，让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青年人激进、个性强。追求社会上新鲜而时髦的东西，对

于庙会青年人往往块乏激情和兴趣，从而接受并欣赏庙会

文化的能力也较弱。要进一步宏扬曹娥江流域庙会文化，

就需要加强庙会文化在青年人心目中的影响力。这需要地

方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多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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