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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陕北庙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自产生以后就不断地发展，在进入近代特别是20世纪上半期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陕北庙会活动除了具有传统的活动之外。融入 了世俗生活，促进了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呈现 出不同的时代特点。本文 

主要以清末民初(1900年一l927年)时期这一阶段来考查陕北庙会在近代以来的一些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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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变革是影响近代中国社会风貌的最重要因 

素。陕北庙会也受到了近代政治变革的冲击，陕北 

庙会活动体现了民间社会的缩影。陕北庙会有着悠 

久的历史传统，自产生以后就不断地发展。在进入 

近代特别是 20世纪上半期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陕北庙会活动除了具有传统的活动之外，融入了世 

俗生活，促进了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 

时代特点。从庙会的变化发展可以看出整个社会的 

变化发展。进人 2O世纪，陕北庙会文化日渐衰退。 

但是，庙会的功能却不断演变呈现多元化趋势，表现 

最为突出的是庙会的商贸功能、文娱功能。本文主 

要以清末民初(1900年一1927年)时期这一阶段来 

考查陕北庙会在近代以来的功能及其发展特点。 
一

、庙会的商业贸易功能 

陕北庙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从明清开始，庙 

会的规模就不断壮大，古人称之为乡镇之间的盛会。 

庙会期间，商业贸易往来不断，尤其在某些乡镇的大 

集表现较为突出。到了近代，陕北庙会在经济方面 

的功能更为显现。庙会期间的商业贸易交易范围更 

加广泛，最差的商业贸易交易活动也要覆盖数方圆 

十几个乡镇。就以当时延安府各县为例，在每年的 

八月延长县有城隍庙会，这一县区方圆几十公里的 

商家来此县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如山西估衣、交口镇 

的农器等。宜川县集义镇在清末民初时期，每年四 

月初一至初八为集庙会期。宜川县集义镇北通黄 

龙，南达韩城、山西，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商业贸 

易、旅游往来提供了良好的要道，故这一庙会在陕北 

地区是颇有名的庙会。集义镇盛大庙会期所从事的 

商业活动主要有家畜的买卖、日常生活用品、家用什 

物及农工器等。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此次集会的人 

数多于3万人。在陕北的榆林县，每年要举办两次 

盛大的庙会集会，分别是佳县的白云山庙会和神木 

的黑龙潭庙会。这两次大型庙会每次时间不等，多 

则十余日。这里的集会主要以马市、牛市为主，远道 

而来的商家主要以内蒙和山西为主。庙会市场是陕 

北老百姓购物的主要场所，同集市相比，比集市更集 

中，范围更广阔，庙市持续的时间更长，商品的品种 

较集市丰富得多，包括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成为定 

期集市的必要补充。庙市的繁荣发展促进了陕北商 

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物资交流对陕北经济的发展起 

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传统庙会所不及的。其他 

如洛川、定边等县的牲畜大会也很知名。庙会市场 

是陕北老百姓购物的主要场所，同集市相比，比集市 

更集中，范围更广阔，庙市持续的时间更长，商品的 

品种较集市丰富得多，包括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成 

为定期集市的必要补充。庙市的繁荣发展促进了陕 

北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物资交流对陕北经济的发 

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传统庙会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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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庙会期间从事商业贸易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 

使了庙会的发展。同时，也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变更， 

进而使得农村商品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 

变化驱使着庙会的经济发展。在庙会期间，农民根 

据农业生产的规律不断调整自己的农产品，比如春 

季期间的庙会农民主要买卖核桃、花生等干果，夏季 

期间的庙会主要买卖新鲜蔬菜，秋季庙会期间则主 

要买卖瓜果桃梨等，在不同的季节庙会期进行不同 

的农产品买卖使得庙会和农业资源配置有着紧密的 

联系。人们把赶庙会进行商品买卖作为庙会期间的 

主要事情，庙会在农村，作为初级市场的作用 日趋明 

显。清末，陕北地区民间庙会兴盛，各县都有大大小 

小不同类型的各种庙会。有专门为祭神的庙会，如 

清涧县本城四乡庙宇多祀关帝、菩萨、药王、财神，农 

忙毕，演戏致供，所以报答神麻。凡庙会四民进乡者 

皆云集，妇女无论老幼步履会所，亦无外来客商贩运 

货物赶会者。有祭神兼娱乐的庙会 ，如中部县正月 

内举行社火。城中分东西两社各演故事。相为比 

较，意在争胜，乡间大村亦间有之。有不祭神而专门 

经营贸易的庙会，也有既祭神又兼营贸易的庙会，如 

定边县出产以牲畜为大宗，本城有三、九月牲畜会。 

安边有二、十月牲畜会。清朝以前，陕北庙会主要是 

民俗活动，单清中叶以后，陕北庙会主要是民俗活动 

逐渐被商品贸易活动所取代。唱戏酬神则反而成为 

“招致市场”的重要手段。庙会和商品贸易结合成 

为集会市场的主要形式。 

二、借助庙会“神事”活动行“政事” 

清末民初，陕北庙会活动和其他地区一样，传统 

的宗教文化开始走向衰退，这一切都归因于政治活 

动和国内形势的变化。由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活跃，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 

陕北的辛亥党人与庙会的关系密切，他们利用庙会 

祭祀活动，团结大众，响应辛亥革命。清末的革命派 

对黄帝的尊崇是继西汉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尊 

黄”现象，其表现是敬奉黄帝为汉民族始祖，谒黄帝 

陵。黄帝陵庙是陕北比较典型的原始神庙会，每年 

清明节都有大型的民祭和国祭活动，盛况空前。在 

近代历史上，对黄陵祭祖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末，为了推翻腐朽黑暗的清王朝，辛亥党人充 

分利用庙会，号召群众共同起义。1908年，同盟会 

陕西分会领导人李仲特与井勿慕、郭希仁等在西安 

大雁塔秘密开会，决定重阳节祭扫轩辕黄帝陵庙。 

会议推举郭希仁、张赞元起草《祭黄帝陵文》，并约 

定邻省在陕同盟会员与会党成员共往参祭，并在黄 

帝陵前宣誓：“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 

建立共和国体，⋯⋯，以纾 民生之苦，以复汉族之 

业。”誓词标志着同盟会和会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开始携起手来联合行动，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具 

有重要历史意义。在西北地区，响应辛亥革命起义 

最早的省份应该是陕西，陕西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 

后的第十二天就联络会党运动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 

西安起义，在当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革命形势 

的发展。 

1911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接着建立了中华 

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 3月孙中山等 15人组成的 

代表团赴陕西黄陵县祭拜轩辕黄帝陵，并以中华民 

国l临时大总统的名义 ，写了一篇祭文在黄帝陵前宣 

读。这一举动，作为传统的民间祭祖形式，凝聚了我 

们中华民族的团结，在近代历史上可以说是陕北庙 

会的独特体现。 

清末民初时期，哥老会在陕北的活动非常活跃， 

它主要作为中国民间社会的秘密组织。当时陕北的 

哥老会大部分是从四川传人。他们秘密集会、烧香 

拜佛、歃血饮酒、共讨誓言并为之奋斗。一般哥老会 

借助庙会的神事结拜仪式招纳会员，秘密进行政治 

活动。他们有着自己坚定的信仰。在辛亥革命时 

期，哥老会正是借助庙会的神事活动广泛吸纳会员， 

扩大自己的势力，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 

三、小结 

陕北庙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本文主要以清 

末民初(1900年一1927年)时期这一阶段来考查陕 

北庙会在近代以来的一些发展功能。主要研究了庙 

会的商业贸易功能与借助庙会“神事”活动行“政 

事”这一特定功能。陕北庙会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 

期促进了陕北商品经济的繁荣，政治上推动了国内 

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得政治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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