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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将庙会经济与群众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又能活跃农

村的民俗经济，改善农民的文化生活，促进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断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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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是以寺庙为依托，在特定时间举行的以酬神、娱

神、求神、娱乐、游冶、集市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活动。它

以宗教信仰为灵魂吸引着寺庙周边的村民前来集会的一

种形式，村民们在参与传统祭祀活动之余，可以投身娱神

娱民的休闲活动，还可以在庙会上完成剩余产品与生活必

需品之间的交换。庙会的祭祀活动和商品贸易活动促进和

推动了乡村经济发展，而休闲娱乐活动又拉动了乡村经济

的不断发展。由于庙会有着强烈的大众色彩，庙会在新时

期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也仍然制造着可观的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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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发挥着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然而，随着信息时代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如何使

古老的民俗文化与庙会经济与我们现代文化和现代都市

生活融合在一起，如何让诞生于农业社会的传统庙会，更

能适应现代都市人的需求，如何为传统的民俗经济注入现

代化的时尚色彩，如何使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都

市人的节日文化生活中，如何将庙会经济与群众的需求、

社会的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的

传统文明，又能活跃农村的民俗经济，改善农民的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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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差异中保持着相互和谐，因为六个人中每一个人的生

命都与其他人纽结融合在一起。

在这支交响乐中，除了由六个人的声音组成的合唱之

外，伍尔夫还以大自然作为另一个重要的声部和旋律。小

说九个部分前面的“引子”，就像是各乐章前面的“序曲”，

分别对应着人物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生旅程与心灵旅程的

九个阶段。同时其自身也构成一支九乐章的乐曲，展示出

一天之中从黎明到日落的时间流程和自然景物的变化，从

而构成一个深远辽阔的背景，烘托与映照着以人类命运为

主题的咏叹曲。伍尔夫以如此独特的形式来创作是有其深

刻意味的。正如她在《贝克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中说的“文

法被破坏，句法被瓦解”那样，随着时代变化，整个小说叙

述方式也必须进行一场革新。她在《海浪》中实行的激烈的

艺术变革，不仅是她的文学思想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反映，

更是对小说美学和传统叙述模式提出的挑战。《海浪》的叙

述方式作为“有意味的方式”，是与它所表现的主题内容融

合在一起的。在形式上，伍尔夫是按照节律而不是情节来

构思并写作《海浪》的。在内容上，与《到灯塔去》从历史时

间的角度来看生命不同的是，《海浪》是从永恒时间的角度

来看生命的。在《到灯塔去》的中间部分，她第一次从无感

觉的角度进行了有力的描写。“时光流逝”部分完全站在客

观者的角度观看季节的变化。《海浪》一开始就像造物者一

样，写了一个无人的宇宙，它后来就有了居住者，这是被永

恒精神所困扰的一种叙述。在《海浪》这部作品中，人类生

命的短暂无常与自然的循环永恒相互映衬。作者在刻画每

个人的生命轨迹之时，也从更深层次上提炼出一种具有普

适性的生命原理。当然，伍尔夫对小说形式的创新，绝不是

为了形式而形式，而是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独特的生活

经历密切相关的。首先，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

是当时英国著名的编辑和文学批评家，良好的家庭环境也

使伍尔夫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

物。1904年她和几位朋友创立了知识精英的沙龙——布
卢姆茨伯里派文人团体，随后开始职业写作生涯，刚开始

是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稿，后来慢慢走上专业写作道

路。她的家庭环境和后来的这些经历也使她更多地接触社

会、了解社会。18、19世纪，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女性

的社会地位也迅速提高。体现在文学领域，当时英国就出

现了简·奥斯丁和乔治·艾略特等人，作为女性主义的先

锋，伍尔夫对她们的出现并且壮大给予肯定，但是也认为

她们的文学创作依然没有突破常规，于是她决定亲力为

之，实践创新。之前的传统小说更多的是侧重描写外部客

观世界，而伍尔夫则选择了一条与前人不同的道路，转而

深入刻画人物内心世界。于是像《雅各的房间》《达洛维夫

人》《到灯塔去》《海浪》这些优秀的意识流小说蓬勃而出。

其次，伍尔夫在少女时代曾遭受同母异父的哥哥乔治和杰

瑞德?杜克沃斯的骚扰，这也给她敏感的心灵造成了难以

弥补的伤害，而且这也使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即使婚

后有丈夫伦纳德的关心呵护，伍尔夫还是几次精神崩溃，

最后投水自尽。命运的打击更能从另一方面激发入的潜

能。就像中国古代的南唐后主李煜，国亡之后文学大成。正

因为伍尔夫有一颗受伤很深的心，她才能从异于常人的角

度去体味人生，感悟社会，从而写出那些独特的作品。

法国著名作家莫洛亚曾经说过：“时间是唯一的批评

家，它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它可以使当时看来壑坚固牢

靠的荣誉化为泡影；也可以使人们曾经觉得是脆弱的声望

稳固下来。”伍尔夫逝世之后，它的著作仍陆续发表或再版，

西方评论界与学术界对她的研究兴趣也持续不衰。在中国，

伍尔夫颇具创新意味的小说及其所代表的意识流文学流派

对作家们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产生了一股强有力的冲击

波。在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李健吾、张爱玲、林徽因等，都

深受其影响并模仿其风格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在当代

作家中，王蒙于20世纪80年代采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春之

声》《蝴蝶》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就大量运用了伍尔夫所独创

的间接内心独白。其他作家像刘索拉、海男、陈染等，也都深

受伍尔夫创作的影响，积极探索意识流文学作品的创新，对

意识流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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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促进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断调整农村经济结构，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一、庙会经济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继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首先，庙会活动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庙会是

中国民间民俗文化的特色之一，它的起源核心是不分僧俗

贵贱的普天同庆、万民同乐。过新年、逛庙会，自古有之。关

于庙会的起源，《辞海》是这样解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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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矧匕平

风俗类征·市肆》引《妙香室丛话》：‘京师隆福寺，每月：九

日，百货云集，谓之庙会。’这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市集形

式，解放后在有些地区仍被利用，对交流城乡物资，满足人

民需要，有一定的作用。”庙会的由来都与当地的风俗习惯

紧密相关，与当地的宗教信仰息息相关，它具有草根性，庙

会发端于民间节庆祈福禳邪的自发宗教活动，在这个活动

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各地不同的民间小吃、民间杂耍、手工

制作等一系列的庙会文化和庙会内容，逐渐形成了集民俗

文化、特色餐饮、娱乐、民间手工艺术于一体的民间大集。

通过分析庙会与乡村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探讨出庙会活

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可以说，红红火火的庙会，

从其诞生那一天起，本身就带着天然的无序性和浓浓的乡

土气息，不论经过多少年的洗礼和多少代的历史变迁，都

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庙会活动对农村文化传承有着积极影响。’庙会

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也

是不断与时俱进的，处处留有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烙印，

都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当地民俗文化的结合物。内容主

要是以传统的民间艺术为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厚

的传统文化气息。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告

别了物质上的短缺时代，对于现代都市人而言，庙会的功

能和特点也早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它的作用已经不再是单

纯的祭祀和庆祝丰收，也不仅仅是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植

入其内心的文化记忆，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一

台大戏和一道民俗大餐。现代庙会的内容和形式更具有多

样化、国际化、现代化的特点。民俗、怀旧、品质、格调、休

闲、娱乐一样都不能少。面对越来越高的消费要求，一味因

循守旧显然不合时宜，但过于新锐又不免与庙会的传统相

违，文化的传承与嬗变呼唤诸多策划高手参与到庙会经济

中来，让传统的民俗经济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焕发异彩。

再次，庙会活动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影响。农

村经济结构是指农村中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相

互关系。农村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即农业从简单再生

产时代的单一种植业结构，逐步进化调整为大农业结构，

再继续上升到多元化产业结构，这种产业结构是由单一到

多元逐步细化的过程，将使产业结构愈来愈合理，生态循

环愈来愈平衡，经济效益愈来愈提高，因此是一个产业不

断升级进化的过程。河北省有近3000个庙会，庙会的发展

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为

单一的农村经济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不仅仅有利于保护和

传承民间的文化艺术，还有利于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

活，同时还有利于打造知名的文化旅游大餐。全国各地有

许多知名庙会的案例，如北京的有地坛庙会，石家庄的正

定庙会等等，都是以庙会为戏台，打造集文化、经济于一体

的旅游经济大餐，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庙会经济发展的前景展望

首先，庙会经济发展必须与传统文化产业相结合。现

在的庙会举办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政府主打，有的

是企业主打，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是庙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趋势。然而，有些不完善的商业化与市场化正在阻碍和制

约着各地庙会的生存与发展。随着庙会举办方收入的节节

攀升，庙会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日益明显。比如说，由于庙会

普遍靠摊位费营利，模式单一，缺乏更好的创意，促使摊位

拍卖价格大涨，高昂的经营成本造成了庙会商品价格的无

序暴涨，形成了经营者的无序竞争，伤害游客的事件屡有

发生，以至于造成了许多场庙会没有什么声誉、没有人气，

冷冷清清，草草收场。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内

容千篇一律：经营方式单一，文化内涵缺失。这些现象表

明，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些弊端，将会严重地损害各

地庙会良好的品牌形象，危及庙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若

想举办好庙会，举办方必须力求创出特色，在发扬传统民

俗文化上下工夫。比如正定春节庙会就是一个成功的案

例。放鞭炮、烟花、马戏、河北梆子、电影、小品、歌舞节目，

还有中幡、常山战鼓、徐水舞狮、唐山皮影戏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表演也逐渐增多⋯⋯正定庙会把赵云庙、隆兴寺、l临

济寺、红楼等文化打造成一台带有河北乡土气息和文化韵

味的大戏，府城隍庙会、隆兴寺(大佛寺)庙会也都仍聚集

着从山西、冀中南等众多从四面八方来赶庙的人；既有着

老辈子的艺人，锣鼓叮当一响，先打头一冲，告诉人们来

吧，打第二遍这就是快开始了，打第三遍，人们就忙着往表

演这儿跑了的传统庙会的景象，又有着年轻人喜欢的现代

文化形式的歌舞、影视等。正定庙会的规模在逐年递增，参

展人数和庙会的影响力也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每年天

津、北京及外国游客都在不断增加，他们远道而来就是为

了感受这里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正定春节大庙会是农村

经济与庙会文化融合为一体的最好的结合体。

其次，庙会经济发展必须与旅游产业相结合。现代庙

会必须与旅游经济合二为一。必须以庙会搭台、经贸唱戏

的全新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来经营，包括把旅游、商贸、健

身、休闲等概念全面渗入到庙会这一民俗活动中来。庙会

经济效益随着庙会规模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亦引起了世

界各国经济学家的不断关注。比如北京天坛庙会的盛况就

令许多国家的新闻媒体惊讶，英、美、日、俄、西班牙等国都

给予了不同形式的报道，为庙会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做好

一定的铺垫。

“碧眼胡商，飘扬香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昔日的

中国庙会不仅仅是中国人之间做生意的良好场所，同时也

吸引了大量的外国商人穿梭其中。洋演员、洋游客、洋摊

贩、洋老板、洋玩意随处可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庙会经济

重新恢复之后，刚刚开始的时候，各地的庙会完全是清一

色的国人，而今的庙会却已经是国际化经济的一个缩影，

中国传统的庙会正在日益向国际化发展。

庙会文化和与之相伴的庙会经济正在不断拓展着新

的发展空间，庙会经济越来越火爆，关注庙会经济的人越

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把办庙会当做发展农村经济

的平台项目，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庙会经济中获得持久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庙会经济就如同一把火，越烧越旺，

庙会经济正在不断传承着古老的民间文化，正在不断丰富

着民间文化，正在不断活跃着农村经济，为农村经济结构

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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