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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庙会文化是以庙会为依托 ，以祭祀活动为动因，以集市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民间自发性群体性 

的信仰活动，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北庙会活动由于其仪式古老而复杂，加上文化的原始性、 

多元性以及地理环境形成的“保护机制”，使之形成并保留了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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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庙会和庙会文化 

庙会的实质在于宗教信仰，是一种群体性的信仰活 

动，为人们提供了闲时娱乐活动的空间，它的形成是和我 

国宗庙制度分不开的。《辞海》对“庙会”的解释：“庙会， 

亦称‘庙市’。中国的市集形式之一。唐代已经存在。 

在寺庙节 日或规定 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 

近，故称‘庙会 ’。⋯《中国风俗辞典》释文与《辞海》类 

似：“庙会，亦称庙市。在寺庙内或寺庙附近的定期集 

市。”l2 陕北庙会活动的方式完全与上述典籍相符。据 

清康熙年间横山县志记载：“县境寺宇观庵所在林立 ，甚 

至三五村庄集合结社，每值演剧集会 ，甚至棚帐比鳞徵逐 

不悟其贱 ，流毒之不可以道。” 由此可见明清以来 ，陕 

北地区民俗宗教活动便十分兴盛。 

“文革”时破四旧之风盛行，各地庙宇受到毁灭性的 

摧残，大量有价值的文物被毁。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大兴 

土木，或新建，或在原有基础上重新修葺。后来的庙会活 

动宗教性逐渐减少，娱乐和商业性大大加强，庙会期间生 

意人的收益往往比集市还好许多，周围十数里，村民呼亲 

唤友 ，蜂拥而至，庙会宛然成为乡村节 日盛典。 

二 庙会仪式 

庙会仪式的举行则是为了纪念相关的神，为了回忆 

某神在特定的日子做过的事情。尽管时过境迁，但是其 

忠实的信仰者在举行仪式时就是为了让他(她)复活，仪 

式古老而复杂，在百姓 的膜顶礼 拜中享受香灯，品尝 

贡品。 

陕北的庙会大都集中在夏秋两季，每年农历四月初 

八(佛诞生之 日)和五月十三(龙的生 日)是庙会最盛的 

日子，庙会活动大多以村为中心，活动内容包括庙会活动 

前议事安排 、庙会当日各项活动、庙会结束后 的善后工 

作。各个庙会尽管有道教、佛教之分，不论哪家庙会从开 

始到结束仪式步骤大致相同。 

1．活动前议事安排。在庙会举行前，本村会首通知 

各会长开会，分配任务。一般而言，各会长的任务是相对 

固定的，人员变化不大。细节包括：接待鼓乐班、安排请 

神、送神；接待戏班、安排演员住宿及后勤工作；负责接待 

香客，疏导交通 ；负责仪式与解签；最主要的是迎贡组 ，负 

责庙会当日迎贡的全部事宜。以上各组均有专人具体 

负责。 

2．请神。陕北山高沟深，地形狭窄，文化的交流、变 

迁较慢，保留了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庙宇会选择几个 

地方修建，相对分散。在举行庙会活动时，要把几个地方 

的神都请到举行庙会的地方。庙会举行第一天 ，鼓乐班 

先要吹奏一曲，俗称“支鼓”，用意为通知村里民众，庙会 

即将开始。支鼓后即准备请神，请神一般是先请大神，再 

请其他。 

本文以绥德米家硷村庙会为例说明。米家硷村供奉 

的正神是水圣母娘娘，因其灵验，每年农历七月十八 日是 

米家硷庙会正日子，前来的香客有河南的、山西的、内蒙 

的，甚至还有甘肃和宁夏的。关于水圣母娘娘得道成仙， 

有一美好的传说。据传春秋末期，楚国政治动乱，伍子胥 

全家遭难，仅子胥得逃。出昭关后被一渔家女子搭救，后 

女子落水成仙，是为水圣母娘娘。每年七月十八 日是水 

圣母娘娘得道成仙之日。因此在请神这一环节中，请水 

圣母娘娘至为重要，请时各会长都需前去。关于水圣母 

娘娘显圣的传说在米家硷世代相传，而水圣母引风吹跑 
乱军更为传神。清同治年间陕北发生大规模的回民造反 

作乱，所到之处凡是汉人 ，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被杀。某 日 

回军攻至米家硷，眼看灾难即将来临，村中老者来至水圣 

母庙前 ，焚香祷告，祈求保佑一方百姓平安，霎时狂风大 

作，乱军心中害怕以为迁怒本地神灵 ，引军退去。此后本 

村世代虔诚供奉。英国神话专家戴维 ·罗尔在其著作 

《传说——文明的起源》中谈到：“传说的功能在于追溯 
一 种更高尚，更美满，更超然的及更有实效的原始事件， 

在于作为社会传说的起源而加强这传统的力量，并赋予 

它更大的价值和地位。” 显圣传说表达了人们对神祗 

力量的崇拜 ，寄予无限怀念，反映出百姓向往和谐、安居 

乐业的朴素思想。 

3．迎贡。迎贡又称“迎献贡”，其 目的在于娱神 ，一 

般在庙会的第二天的正午举行。迎贡从庙会出发，去事 

主家(接待迎贡的人家)迎接贡品。贡品即“面卷卷”，要 

捏整整 36盘(木制盘子)，每盘装有 200多个。 

迎贡仪式：所有迎贡人员从庙会里院出发，鼓乐班鸣 
炮头前引路，随后是仪仗队、銮驾和龙王牌楼 ，与别的地 

方相异之处在于，龙王牌楼内置的不是龙王爷的牌位，而 

是本村正神水圣母娘娘牌位 ，中间有鼓乐班和秧歌队，最 

后有乐班压阵。到了主家院中，三个乐班一齐演奏《大摆 

队》《将军令》等传统曲牌；秧歌队在伞头的带领下表演 

后，由四个人抬着牌楼在主家院子四周转一圈，以示消灾 

免难。最后有主持仪式的会长安排的议程，步骤如下：主 

家上香——上贡品——祈神保佑——招待迎贡队伍—— 

返回庙会。返回时鼓乐班在观众围观下卖力表演 ，互相 

较劲以博得观众的认可，随后迎贡队伍回到庙会所在地 ， 

当天的仪式就宣告结束。 

4．送神。陕北庙会一般举行 日期是三天，庙会举行 

的第三天下午会安排鼓乐班送神。请神一般是先请大 

神，再请其他。送神时恰恰相反 ，先送其他 ，最后才送正 

神水圣母娘娘还宫。庙会活动正式结束。 

三 庙会主体多元性和价值 

在陕北地区对神的信奉由来已久，据《延安府志》卷 

四十载延长县志：“延长俗信佛信神 ，宋(下转第 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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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旧思想、旧习惯的多少是成反比关系的。民族要发展， 

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来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科学 

文化素质的提高。因此，我们应从教育人手，从提高佤族 

人口的素质出发，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不断培养出适应时 

代发展的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观念的佤族人才。只有这 

样，才能使佤族逐渐摆脱落后思想的羁绊，从而消除佤族 

节日文化中存在的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最终达 

到促进佤族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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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 odernization of W a People’S Festivals Culture 

Yang Mingyan Lu Fang 

Abstract：Wa People is one of an ethnic minority inhabited in Yunnan Province。with diversi~ of festivals． However， 

their festivals contain both essence and dregs．So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modernize the Wa People is to discard dregs，inherit 

and innovate good parts of their festival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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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难考，金至明争建寺庙。每劈石开洞砌基筑宇雕设， 

工巧费不下千百⋯⋯僧不满百，香火寂然而祈福禳灾则 

依然旧习也。” 刘汉腾先生认为：“神灵世界的产生和 

发展，集中地反映了人类先祖受原始精神仪式支配，熔天 

地、祖宗、生殖崇拜于一炉 ，富有浓厚的原始色彩。”_6 陕 

北人在远古时期就有了实用主义的宗教信仰，因陕北干 
旱少雨，于是传说中掌管施雨的龙王就成为首敬之神。 

据笔者调查，几乎每个村庄都有龙王庙，即使是没有塑像 

或者画像，也会供奉一个木质的牌位，上写着“黑龙大王 

之神位”“青龙大王之神位”等，定期举办庙会，夏季则抬 

着龙王牌楼进行祈雨。生孩子则敬奉观音、送子娘娘；外 

出做生意，自然要敬贡财神爷等等；为保一方安宁山神和 

土地自不可少，甚至大吉大利的姜太公也被供奉。 

另有部分庙会有属于自己供奉的正神，供奉最大的 

神不是如来佛祖，也不是玄武大帝或者玉皇大帝。而是 

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如子洲西庄供奉的是本村一位 

前辈因打仗牺牲而得道所成德神。庙中供奉的塑像，身 

穿红军服，头戴五角星军帽，手拿盒子枪。庙会里供奉的 

传统正神(玉帝、如来)聊作陪衬，这种自主的供奉陕北 

民众非自觉意识的简单变革。 

庙会存在及发展壮大，在于它娱神、自娱与市场商业 

性相结合。自觉地把村社周边的人动员起来，加入到庙 

会活动的场面中。正如张昀在《试论庙会文化价值》一 

文所说 ：“随着各种形式的民俗节 Et活动，在心理和精神 

上进行一次民族文化历史的神游和体认，成为继承和接 

续民族文化的一次集中演练；一方面又根据新的时代条 

件的变化和新的需求对传统文化的某些部分进行改造和 

补充。”̈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陕北农村庙会活 

动 日渐壮大，其中不乏铺张奢侈之举，庙会期间商贾云 

集，贸易频繁，增添了商品集散的性质。现代庙会最主要 

的社会功能在于：是以村庄为中心，宗教色彩已极其淡化 

的全村性组织，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全村性组织，因此 

往往具有很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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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emple Fair Culture of Northern 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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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mple fair culture is a kind of culture which relies on the temple fair，motivated by the sacrificial activities． 

This kind of religious activity is an impo~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Th e old and complicated performance forms of 

temple fair constitute the important part of the folk cultural resources because of its primitiveness and diversity and its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northern Sh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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