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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争鸣

“探三商之源，访圣火之乡”
——商丘火神台庙会田野调查

睢博涵 
（信阳师范学院，河南  信阳  315211）

一、火神台与商伯盗火神话

火神台，座落在商丘市睢阳区古城西南2

公里处。因殿内供奉着阏伯的神像，因而火神

台又称为“阏伯台”，是人们怀念火神“阏

伯”而建。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昔

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沉。居于旷

林，不能相也，日寻干戈，以相征伐。后帝不

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

商星；迁实沉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

事夏商。”这里阏伯就是中国的火神。然而神

话故事中的商伯已被历史化，传说中的火神商

伯成了商地的始祖，而在河南商丘至今仍流传

着美丽的商伯盗火神话。传说商伯是天上的火

神，因向人间投递火种被天帝发现，将其贬下

人间。而商伯在被贬时趁机将火种带到了人

间，并教人们用火取暖、照明、防身、熟食等

等，然而这件事又被天帝发现，于是发洪水淹

没火种惩罚商伯，商伯为保存火种而牺牲了自

己的生命，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他保存火种的

土台叫做“火神台”，台周围这一带地方也因

为商伯的名字叫“商丘”。

二、火神台庙会及其发展

火神台庙会是商丘最古老的盛会，当地老

百姓称其为“朝台”，也简称为“台会”。朝

拜火神的时间一年之中有三次，第一次是正月

初七，传说这一天是火神的生日。 实际上,人

们正月初一就开始往火神台聚集，直到二月二

日方散，会期一个月，是一年中最大的朝拜活

动。庙会期间，山东，安徽，江苏等省的群

众，纷纷涌向火神台，或带着各种社火来这里

表演，以娱悦火神。第二次是农历四月四日，

这是一个祭商星的日子， 会期10天。第三次是

在农历六月二十三日，传说这一天是火神阏伯

死的日子，会期10天。

随着新文化建设的推进和区域经济的快速

发展，商丘火神台庙会现今已成为豫东地区祭

祀隆重、意义深远的庙会。火神台在基础设

施、庙会功能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当地政府加大了对火神台规模的扩

建，火神台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现如今，景

区内有三商之门、富商大道、商海、万商广

场、王亥铜像、三商桥、风雨桥水系景观、阙

门、照壁、观景长廊、商祖殿、财神殿、关帝

殿以及反映三商之源历史的玄鸟生商、王亥经

商、成汤都商的由49幅大型浮雕组成的神道等

景观组成，景区经过政府大力的整修，在保留

古色古香建筑的同时，也处处透露着新时代的

气息，呈现出具有现代气息味儿浓厚的古城文

化，使火神台从一处古老的庙宇发展成为一处

现代旅游景点，在破除迷信思想的同时传播了

独具风味儿的庙会新文化。阏伯台位于建筑群

的最后端，是中国最古老的观星台遗址，又称

火神台。现存的阏伯庙为元代所建，距今已有

700余年的历史，其大殿、配殿、东西禅门、

钟鼓楼等建筑保存完好，整个建筑依据八卦建

造，外圆内方如铜钱，象征着天圆地方、阴阳

合气、招财进宝。然而毕竟建筑年久，政府给

与大量的翻修、改建，呈现出了更多现代化的

气息，多少有些破坏了古老韵味儿。

其次，庙会的文化功能在新文化建设的推

动下逐步向娱乐功能转变。火神台庙会主要是

在火神台、燧皇陵、开元寺以及各古迹之间进

行的酬神、娱神、求神、娱乐、集市等综合性

的群众自发性集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有关部

门在2001年成立了自己的文艺部和豫剧团，基

本形成了集娱乐、休闲、购物、交流等为一体

的新型庙会文化。古时庙会活动中主要的酬

神、求神、娱神的活动功能也逐渐被休闲、娱

乐所取代，如今的庙会甚至更多地成为普通民

众扩大人际交往、互换信息的一种聚会场所和

放松身心、用于休闲、消磨时光的一个场所。

火神台庙会期间，各种各样多彩多姿而又极富

特色的民间娱乐活动层出不穷：地方戏、曲

艺、杂技、魔术及高跷、鬼会、武术、龙灯等

各种民间艺术，尽显民间艺术水平的泥老虎、

布老虎、布娃娃、花灯笼、泥响儿、竹响儿等

民间手工艺品。其中，也有钻木取火、祭祀火

祖等历经千年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民俗。祭祀

火祖规模相当庞大和隆重，抬着四角方桌，带

着各种祭品，吹着响器，轰轰烈烈地来到火神

台前进行祭祀活动。

三、新文化建设中火神台庙会存在的问题

随 着 商 丘 火 神 台 庙 会 规 模 的 不 断 扩

大，在经济、文化、建设等各方面也出现

了一些问题：

（一）商业气息过于浓重

为了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的需求，也为了增加自身经济收入，

当地政府加强了对庙会的监管力度，补修和增

建了众多现代化的娱乐设施，将古老的已经破

损的传统建筑加入现代化的成分，虽然这种

修建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古老文化的概貌，

却也多少丢失了古色古香的韵味，给人一种

古老文明现代化的不伦不类之感。再加上，

在庙会期间政府对经商人员监管不到位，使

得众多缺乏文化知识的小商小贩将毫无文化

内涵的普通商品搬到传统庙会的舞台，人们

自行随意搭建小摊铺，小摊铺上更是琳琅满

足摆放的杂乱无章的小商品，叫卖声、杀价

声、吵嚷声混合着烧烤摊上传来的油烟味

道，整个火神台到处充溢着浓重的商业气

息，已然淡漠了传统文化的深邃意蕴。

（二）文化传承人短缺

在这个经济大发展的快节奏时代中，贫富

差距较为明显，受经历利益的驱使，当地大量

具有一定知识文化的青壮年均选择外出发达地

区打工，剩下老弱病残留守着家园，这也直接

导致大量民间传统工艺的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

困境。这也就是庙会中传统工艺的表演着大部

分是老年人的原因。据实地调查了解，火神台

庙会期间举办的众多活动大多是在院内举办，

而进入火神台的门票如今已经涨到了60元。拜

谒者多为经商人员或家属，平常普通老百姓并

不常前来拜谒，从而导致朴素的民风民俗文化

的传承中断。政府应当本着公开和更大范围传

承的原则，适当控制对门票收取的范围，不能

因眼前一点蝇头小利而忽视长远的发展。

（三）宣传力度不够

由于文化宣传的闭塞和现代化文化的冲

击，民间信仰的庄严性与神圣性在日渐减弱，

庙会传统文化的娱乐功能明显在增强，古老的

传统文化终将会因缺乏社会各界的关注而逐渐

淡褪在快速发展的社会大潮流中。显然，当地

政府应当围绕着灿烂的古老文明开掘当地庙会

独特的文化特色，加大对景区周边的建设，培

训景点工作人员，约束所有景点及周边的商

贩，推进城市的文明建设。

如今盛大的火神台庙会有助于商丘旅游行

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但是，市场经济导

致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矛盾逐渐加深，多分

追求商业利益必然会导致传统文化成分缺失，

这并不利于当地文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文化

搭台，经济唱戏”，在推进新文化建设的过程

中，如何科学的传承中华民俗的传统文化正是

我们目前应当重视的问题。

摘要：提到火神，相信很多人会想到西方的普罗米修斯，中国的火神阏伯则是鲜为人知的。本课题从阏伯盗火神话入手，探究神话与商丘当地的民间信仰关

系，重点分析新文化建设过程中商丘火神台庙会的发展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目的在于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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