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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国 时 期 东 北 地 区 特 殊 类 型 的 庙 会 

曾亚玲 蒋玉华 

(1长春 大学 管理学 院，吉林 长春 130022；211~z伦 贝尔学院 ，内蒙古 呼伦贝尔 021008) 

在 民国时期 的东北 地 区，庙会分布 广泛 ，种类繁 多 ，其中 

尤以天齐庙会 、娘娘 (碧 霞元君 )庙会 、药王庙会 为主。除此之 

外，还有较为特殊类型的庙会，如虫王庙会 、八蜡庙会、皇会、 

盂兰盆会和海神庙会 。 
一

、虫王庙会 

虫王为管理昆虫之神，农家均祀之。据说供奉此神虔诚， 

则禾稼不生虫灾。虫王庙无单独修建的，在城郊也有单独修建 

的，但很少，虫王庙内供蚂蚱神像。六月初六，农村祭虫王，生 

豚致献 ，聚食祭余，兼立青苗会0“《诗》云 ：去其螟媵 ，及其蟊 

贼 ，无害我 田稚 !田祖有神 ，秉畀炎火 。”⋯ 

在新 民县 ．“六月六 日，俗谓 ‘虫王生 日’，农 民于是 日就庙 

宰牲报 飨 ，即以祭余招集各农户 聚饮 ，兼立青苗会 ，选定看守 

禾稼者 ”。E2]在铁岭县 ．“六月六 日为 ‘荷花生 日’，俗 日‘虫王诞 

辰 ’，虫王者八腊之一。斯文家曝书，富贵家晒衣，园圃工人休 

息一 日。各村首事诸人群集村庙，宰牲致祭，大食神余，并会议 

本村看 青 、会费各事宜 。是 日禾稼 畅茂 ，俗 日：‘六月六 ，看谷 

秀 ⋯。在望奎县 ，“六月六 日为虫王会 ，即古祭蜡之义。农家咸 

集 于村 中小庙前 ，居人 富庶者 ，则宰牲 以祭之 ；居人少者 ，则仅 

供馒 头i碟 、菜i碗 、酒三杯 、香：三枝”。 

二√ 蜡庙会 

在盖平县，六月六日，邑东五里八蜡庙会。庙系康熙四年 

因时旱蝗建修。每逢会期，演戏五天，人士浏览者众；且此庙距 

城 较近 ，正直溽暑天气 ，城 中人 民欲到 乡野 间散心 ，故文人 墨 

客、商贾、少年往来如织 ，恣意游观俯仰，别有兴趣。庙山居清 

河铁塔 之侧 ，水色 山光映带左右 ，恍 如一 幅天然图画。城中酒 

家集此开坛供客 ，虽非文君当炉 、相 如佣保 ，而酒帘瓢处 ，不亚 

于杏花村店风味。拇 战之声 ，时悠扬于绿 阴夕 阳以外 ，非特雅 

事 。亦佳话也 。 

三 、皇会 

喀左 蒙古 族 自治县 大城子镇 的天 成观庙 会须 经皇帝 恩 

准。称之“皇会”，这种庙会形式是天成观独有的，在全国也是 

罕见 的。庙会声势浩大 ，文武齐全 ，共有 十道会 ，参 加扮 角的有 

上 千人 ，庙会 日期选在药王爷 的诞 辰 日，农历 四月二十八 日， 

把药王殿 中的柏木圆雕 、四肢活动 的药 王像抬 出 ，并要穿戴朝 

靴、龙袍 、皇冠 ，还要举行接 驾仪式 。在所 办的十道会 中 ，办英 

雄会 的几十人到上百人 ．表演 了罗家枪 、秦家锏 、岳 家锤 、呼家 

鞭 ，十八般兵器应有尽有 。不 申报御批 ，唯恐皇帝怪罪为“聚众 

造反”，所以一定得呈请皇帝恩准。 

在举 办皇会的 三天内 ，每天 均要 举行一 次药王接驾 、出 

巡、送驾、回銮仪式。药王出巡的队伍称“銮舆会”，是由镇上各 

家药铺联合主办的。在銮舆会的后面．是由镇上四大管主承办 

的“韶音会”，拌角色人员较 少 ，只有八至 十人为乐师 ．同聚在 
一 顶无 底的大桥 内，边走边吹奏 。接驾之后 ，押 职官立 即宣布 ： 

“皇会起会”，鞭炮阵响，锣鼓齐鸣。二人抬着大铜锣开道 ，接着 

是并 列两面长 方大旗 ，一 面旗上 写着 “清 ”字 ．一 面旗 上写 着 

“道 ”字 ，还有两 面“龙虎旗 ”，一面旗上 画着 “青龙 ”，一 面旗 上 

画着“飞虎”。这两种旗帜，俗称天成观的“庙旗”，专为办皇会 

使用。在庙旗队之后，便按分道会依次排开行进。第一道会是 

中幡；第二道会是马钗；第三道会为花钹；第四道会是高跷；第 

五道会是秋千；第六道会是垮鼓；第七道会是抬歌 ；第八道会 

是英雄会 ，以“銮舆会 ”和“韶音会”压尾 。这十道皇会 ．近千名 

表演者 ，真可谓规模浩大 ，盛况空前 。 

四、盂兰盆会 

东北地区的盂兰盆会和全国的盂兰盆会一样，是根据佛 

教 目连救母的传说兴起的一种宗教活动。位于吉林市巴虎门 

里的观音古刹始建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它虽然没有北 

山药 王庙会那种万 民空巷的盛况 ，可 是一年一度的盂兰盆会 ． 

这里却是高搭法台，由名僧讲经，最多时有僧众 、居士千余人 

参加 。其佛事 可谓 十分隆重 。农历七月十五是传 统的中元节合 

二为一 。形成了统一 的活动 ，初施 斋供僧外 ，还要举 办水陆道 

场和放焰火。入夜之后 ，在北山还要悬起千百朵莲花灯。灯光 

宛如群星争灿 ，站在城内可尽收眼底 。同时 ，在松花江 中还备 

轻舟两条 ，舟上满载荷花灯 ，从临江 门顺溜 而下 ，人称放荷灯 。 

随着缓缓舟行，荷花灯如同盛开的成万朵莲花撒满江面。船上 

僧众则身穿法衣，吹奏佛家乐曲，盂兰盆会，江山生辉。 

不仅吉林市这样，受其影响．附近市县也都举办盂兰盆会。 

的民俗动作表演加之现代舞龙竞技表演技术动作，既保留了 

原生态的地方舞龙动作，又融汇了现代舞龙技术动作 ，既是舞 

龙运动 的双赢 ，又体 现创新 的发展思路 。 

3．依托其他产业带动舞龙文化发展 

吉 安位 于江西省 中部 ，是南 北交通 的枢纽 ，“井冈 山革命 

圣地”既是闻名天下的红色旅游之都又是绿色旅游风景区， 

和地方旅游业合作，将舞龙表演引入井冈山风景区，大招文 

化旅游产业，运用舞龙的表演形势 ，传播地方舞龙文化的故 
事传说、技能表演和地域文化。是旅游业和民俗文化保护传 

播 的双赢 。 

吉安舞龙文化在传承过程中不能缺少专业人才的参与， 

在 已经 申报 的龙灯非 物质 文化 遗产 项 目，虽 都有 相应 的传 承 

人。但受到世界观 、价值观及人生观的局限，无法将项 目的内 

涵完整地呈现给观众。传统的口传身教的传承形式 ．只能保持 

动作的原生态基础，但动作表演形式使得外行的观众难以理 

解。因而聘请专家包装 ，专家可以给民俗文化的保护提供指导 

作 用 ，在对文化 系统整 理的基础上 ，能够科 学地规划 ．打开市 

场 ，将吉安龙灯表演市场化，有助于吉安龙灯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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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舞龙运动是中华民族传统民俗体育项 目。吉安舞龙文化 

具有其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和竞技价值，它反映了地域民族 

文化特征，具有娱乐、健身、教育和经济价值。保护和传承这一 

地域文化 ，营造一个 良好的文化氛围 ．从而弘扬地域民俗文 

化，推动继续发展，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 

注释 ： 

(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 

建设 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 民出版 社，20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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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论 女 性 电 视 主 持 人 应 有 的 主 持 风 格 

姜 华 

(东北财经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辽 宁 大连 116025) 

一

、独特 的性别视角 

(一)女性情怀 ，触摸 内心 。 

女性主持人应该有一种不同于男性主持人的人文主义关 

怀。无论对方有何种身份，处于何种地位 ，女性主持人都应该 

用一种尊重的态度 、柔和的语气为其营造一个 良好 的交 流氛 

围，淡化媒体在其 中的角 色 ，用一种真诚平等 的态度 与之进行 

心灵的沟通．使他们在轻松自然的和谐氛围中吐露 自己的心 

声 ，充分表现 出作为一名女性记者的人文主义关怀 。 

比如中央电视台《半边天》主持人张越。有很多观众这 

样评价张越 ：“喜欢她的自然 、随和，喜欢她的才气与智慧 ， 

更 喜欢 那种 深人 人 心 的交 流方 式 ⋯⋯ ”可 见 ．观 众对 她 有 

着发 自内心 的欣赏 。的确 ，与 电视 画面 上那些 或年轻靓 丽或 

严肃 刻板 的 主持 人相 比 ，张 越散 发 着一 种平 易 近人 的 亲切 

味道 。 

把自己定位为普通人 。张越以自己独到的细腻和委婉解 

读着“半边天”的生活。她对嘉宾尊重、平和的态度，能够使嘉 

宾放松 ，说出对人生的真实感受。在把握细节的同时，注重人 

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和描述，尤其是对这些人面对生活的压力 

表现 出的 自强不息予 以展现。 

张越说：“做这样的节 目时，我特别投入，就像在别人的生 

命里一次一次地活过 。我希望我们 的节 目是观众需要 的 ，是对 

他们有用处 的，能让他 们真 的相互理解 的，相互 温暖的。” 

再 比如央视主持柴静 ，在《一 只猫 的非 常死 亡》中，柴静面 

对着虐猫事件的实施者王某。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鄙夷、不屑 

和声讨质疑 。相反 ，她给了这位被 网络声讨 的女子更多的人文 

关怀和体谅。为了照顾她的情绪，柴静并没有一见面就对其进 

行采访，而是和她相处了一天一夜．待她情绪稍微缓和后才开 

始采访。 

其中，一句“你希望大家怎么理解你?”既给了当事人充分 

的倾诉和表达自己的空间，又为她创造了向公众敞开心扉获 

取公众理解的机会 。这样一个 以如此残忍手段 虐待 动物的当 

事人在公众 眼 中也许用 “畸形 ”来形 容并不为 过 ．而柴静却认 

为这样的说法“严重”了。不是她不 能够 明辨是非 ，而是她 能够 

更多地站在当事人 的立场考虑她的感受 、体会她的处境 ，在其 

中浓重的人文主义关怀 自然地流露 出来 。柴静 的这种人 文关 

怀还表现在她善于洞察受访者的情绪．并总能找出一种合适 

的交流方式和语气 ，使对方欣然接受，从而与对方形成一种采 

访默契 

在采访方式方面 ．两位 主持人有一个共性 。就是无论对方 

是谁．做了什么事情．都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用疑问而不是质 

疑的方式与对方进行交谈 。在早期 的一期 名为《事故 的背后 》 

的节目中，柴静对排放污染物的药厂负责人用了质问的语气 

和姿态 ，在之后《解放周末》记者采 访柴静 问到这个 问题 的时 

候 ，柴静还特意为此进行 了一番深刻 的分析和检讨 。柴静说 ： 

“当你的提问带有强烈倾向性的时候 ，观众会有不舒服的感 

觉 。所 以，我并不 强调质疑 ，我只强调疑 问。” 

(二 )从抽 象思维中抽 离出来。 

女 性具有将抽象思 维具 体化 的特性 。有时候这是 一种劣 

势 ，但是更 多的时候 ，这可 以转化成 一种特别的性别优势 。柴 

静 非常善 于将抽 象事务 具体化 、复杂 问题简单 化 、陌生 问题 

熟悉 化 ，而这 一切都是她通 过对事务 的独到理解 和适度把 握 

后 ．呈现在 观众面前 的产物 。这种具象思维不但容 易理解 ，而 

且能为观众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新闻现场，使观众感同身受 ， 

在观看新闻的同时更能够走进新闻，进而理解新闻所表达的 

内容。这样的抽象与具相思维的转换，在柴静的采访中甚是 

常见 。 

比如在《长大未成人》中柴静将青春期这样一个懵懂特殊 

而又抽象的东西 比喻成一部关闭并不断上升 的电梯 ．童年被 

关在门外 ，而 电梯 中的你 又不 能控制 自己 ，任 由它把你带去未 

知 的未来。又如在《生命 中不能承受之重》的开场 中，柴静对抽 

象的健康赋予这样一个涵义，她把健康比作是数字1，把情感、 

财富 、成功等都 比作跟从在1后 面的0。那么如果健康不存在 

了 ，所有其他 的东西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这样的比喻虽然算 

不上有新意 ，但是将健康这个抽象 的概念具体化 ，既简单生动 

又便于理解 。 

(三 )正确认 识性 别概念 。 

女性主持人有别于男性主持人，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其性 

别。张越认 为 ：男女平等是一种有差别 的平等 ，男女生理结构 

上的差别是 不能跨越 的 ，但是 以生理结构的差异强制划分社 

会性别 的行 为是错误 的。 

社会性别 ．是社会文化 中形成 的对男女差异 的理解 ．以及 

属 于男性或女性 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 。例如 ，“男主外 、女主 

内”的传 统观念影 响了中国五千年 ；男人 必须有所担 当 ，女人 

应该被人照顾的想法成了常理。但是，个人的性格并不能单纯 

地以性别划分，用传统的社会性别来要求每个人的成长，这本 

身就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 。 

在海龙县“七月十五 ，问有办盂兰会者，搭法台。念梵经，放灯 

于河 ，置火 于路 ，铙 钵喧天 ，如荼 如锦 ，又如 千百 流萤结 队而 

飞。观之者目眩，赏之者心悦 ，几疑置身星宿海而忘其为盂兰 

会也”。_3_在辉南县，“七月城中理教信徒，醵资为盂兰会。延僧 

道诵经，以纸为彩舟供佛，奉行市中，寻向河畔，放藁灯下舟于 

水，海潮音诵，水陆道场颇繁盛云”。 

黑龙 江地 区也广泛过盂 兰盆会 ，“七月十五 日，俗称 鬼节 ． 

均上坟致祭。是日，亦有放路灯及河灯者。按，《唐书·王缙传》： 

‘七月望 日，宫 中造盂兰盆 ，贮纸钱于 中焚之 ，祝 (视 )其倒之方 

向以占寒 暖。’是 日祭墓者 ，或沿唐宫故事也”。 

五、海神庙会 

在东北．大连地区就有海神娘娘庙会，而其他内陆地区则 

很少有海神娘娘庙会。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为海神娘娘生 

日，即“圣母诞辰 ”。传说海神乃南京巡检林性之女 。生 于福 建 

省莆田县。少年颖悟，后被封为海上神人，被认为能保护航海 

舟行的安全。在她的生 日之 日，大连天后宫大办庙会。在山门 

北面的空场上高搭席棚为舞台，演戏酬神三天。这个庙会是一 

年中最盛大的节 日。在这个节 日里，前来进香和观光的游客有 

十万 人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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