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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朝祖会，豫东新风情
——淮阳太昊陵庙会田野调查

李蓓蓓  睢博涵 
（信阳师范学院，河南  信阳  315211）

一、太昊陵与伏羲女娲神话
（一）伏羲女娲神话
伏羲女娲神话，最早发源于西北渭水流

域，相传，大约在6500年前，伏羲带领自己的
部落由甘肃沿黄河东下，定都宛丘（今周口淮
阳），在这里奠定了中华远古文明，并且以其
圣德团结统一了华夏的各个部落。

在淮阳，至今仍有流传的伏羲女娲神话有
兄妹婚神话、女娲造人神话。传说，伏羲女娲
少年时代，兄妹二人每天结伴上学。有一天，
他们遇到一头老牛眼泪汪汪地说：“孩子，可
怜可怜我吗，我已经好久没吃饭了。”伏羲女
娲顿生怜悯之心，把圆饼给了那老牛。第二
天，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这样，持续了好长
一段时间。又一天，当兄妹二人来到老牛跟
前，刚要把饼给老牛，老牛摇摇头，慈祥地
说：“孩子们，人类不久会有一次劫难，你们
就钻到我肚子里来吧。”于是二人就躲过了那
场浩劫。天灾过后，广裹天地间，唯有兄妹二
人相守，看到鸟儿双双飞，鱼儿对对游，伏羲
对女娲产生来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愫。这天，
伏羲正满腹惆怅，一只白龟（传说中有白云祖
师）爬到伏羲面前，如此这般对伏羲耳语了一
番，于是伏羲大喜过望，辞别了白龟。伏羲找
到女娲，对她说：“鸟儿都成双，鱼儿也成
对，咱俩不妨打个赌。山上有两座磨盘，倘若
滚到山脚下，两磨相撞，你我就结为夫妻。”
女娲不知是计就答应了。在白龟的暗中帮助
下，两磨果然在山脚下相撞。于是二人遂结亲
生子。二人结为夫妻之后，在茫茫天地间，仍
觉很是孤独，于是他们就用泥巴捏起了泥人。
在周口地区，人们尊伏羲女娲为人祖爷、人祖
奶奶即是源于此则神话。

（二）太昊陵
在淮阳县，有一座敬奉人祖伏羲和女娲的

庙陵——太昊伏羲陵，简称太昊陵，传说，这
里是人祖伏羲和女娲的安寝之地。

太昊陵历史悠久，庙宇恢弘。主城是依照
人祖伏羲先天八卦数理兴建，沿中轴线的一系
列建筑——午朝门、道仪门、先天门、太极
门、统天殿、显仁殿、太始门、八卦坛、太昊
伏羲陵墓、蓍草园等构成的主建筑，中轴线两
边有独秀园、碑林、西四观、岳忠武祠、同根
园、博物馆等几部分组成。“统天殿”，是太
昊陵内体量最大、最高的殿宇，这里是历代举
行祭祖大典的中心场所。走进殿内，便看见伏
羲金身像，很多前来上香的香客或跪拜上香。
显仁殿内供奉的是女娲娘娘的金像，女娲金像
脚下和神案上密密麻麻摆着许多塑料娃娃，因
此女娲观也被人们称为“娃娃殿”。城内的伏
羲陵极高极大，四周林立着已有数百年历史的

侧柏。陵墓后面是蓍草园，这和远古先民的占
卜习俗又有着不解的渊源。

二、太昊陵庙会及其发展
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至三月初三，太昊陵

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祖大会——太昊陵庙会，当
地人又称“二月会”、“朝祖会”。

（一）庙会盛况
据调查，太昊陵人族庙会已是豫东地区规

模最大的朝祖盛会，吸引了国内外的游客前来
观光。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淮阳太昊陵开坛
祭祖，这个时候，五湖四海的华夏后裔都会纷
纷赶来，朝拜伏羲和女娲这两位华夏始祖。届
时，庙会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各种民俗活
动精彩纷呈。

（二）庙会民俗文化的勃兴
经挑舞，排鼓舞，跑木马，划旱船，泥泥

狗等等，这些都是太昊陵庙会民俗文化。如
今，随着新文化建设的推进，这些民俗舞蹈、
民俗工艺已成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
经当代民间艺人的创新变得越发新奇别致，不
仅具有原始的古朴风貌，而且加入了许多现代
文明的元素。

经挑舞，本是祭祀伏羲女娲的原始巫舞，
用于庙会上表演以敬神娱神，祈求人祖保佑平
安和乐。如今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普通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文化娱乐形式。庙会上，表演经挑舞
的艺人或是十几人一组，或是七八人一组，肩
挑扁担，扁担两头挑的是漂亮的龙凤花篮，按
“8”字阵型翩翩起舞，轻盈的舞步和着哒哒
的竹板儿声，节奏轻快而和谐。艺人们边表演
边唱着优美动听的经歌，吸引往来香客的层层
围观，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泥泥狗，是太昊陵庙会上独有的民间泥塑
工艺品，现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
经过商人们的创新和整体的包装，已成为远销
国内外的名贵商品。泥泥狗，不只是狗的模
样，它的形态是千姿百态的，有远古的独角
兽、六目平安兽，有奇特的双头狗、猴头燕、
多头鸟、草帽老虎等等。关于泥泥狗的来源，
有人说是伏羲女娲抟土造人时，把剩下的泥巴
捏成了阿猫阿狗的样子洒向了人间，替人们看
家护院的；也有人说，泥泥狗又称“陵狗”，
是人们用泥巴照远古时候为伏羲看守庙陵的神
犬的模样捏制成的；还有人说泥泥狗是远古图
腾的“活化石”。 

（三）庙会商业文化的繁盛
太昊陵，庙宇规模宏大、气势恢弘，民风

民俗多姿多彩、极具特色。近年来，得益于
当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这里多出了一条亮丽
的商业街。商业街上商品数量之多、样式之
丰富可以说让人眼花缭乱，有精致美丽的香

包，可爱的虎头靴帽，喜气洋洋的布老虎，
避邪的桃木玩具，竹篾编的小竹篮，璀璨夺
目的玉镯、耳环、项链，当然，最美的是还
是成排成排的泥泥狗和泥娃娃。商业街上，
悠长的叫卖声、商贩顾客的讨价还价声、小
孩子不乐意的撒娇声、众人乐呵呵的笑声汇
成了一曲最自然、最纯美的乐章。站在容湖
之畔远远望去，不禁会想到一副精美而又有
声有色的图画——清明上河园。

三、新文化建设下太昊陵庙会存在的问题
随着新文化建设的推进，淮阳太昊陵庙会

在基础设施建设、庙会文化建设、庙会商业文
化建设方面发展十分迅速。然而，随着太昊陵
庙会规模不断的扩大，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之
间的矛盾也层出不穷。

（一）庙会服务体系不健全
庙会高峰期，每逢进香高潮，太昊陵前香

烛熊熊，鞭炮震天，香客如潮水涌动，为了能
到离陵前近一点的地方进香，香客们争先恐
后，秩序混乱。

（二）庙会管理秩序混乱
太昊陵文化广场缺乏统一的治理，琳琅满

目的小摊铺多少显得杂乱无序，这给游客的通
行带来了不便。据当地附近居民反应，这些商
铺本来应该展现在太昊陵商业街呢，不知怎地
都摆在了广场。市政府应该加强对小商贩自搭
自建摊铺的管理力度。

（三）民俗文化传承面临困境
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当地政府对民间传

统文化的价值评判与取舍存在严重偏差。随
着商业文化的冲击和官方管理的加强，现在
的祭祖大殿缺乏了对文化精神的传承，祭祀
形式、表演节目、新闻宣传等等，多少带有
了一定的商业做秀成分，导致朴素的民风民
俗文化传承的中断。

随着新文化建设的推进和区域经济的发
展，淮阳太昊陵庙会现今已成为豫东地区祭祀
最隆重、意义最深远的庙会。我们在赞扬太昊
陵庙会如今的盛况时，也应该对太昊陵庙会在
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给予足够的重
视，我们只有正视弘扬传统文化过程中出现的
突出问题才能保证新文化建设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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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周口淮阳被称为“龙文化之乡”，龙文化的起源和伏羲女娲神话有关。本文从神话入手，探究伏羲女娲神话与今周口淮阳太昊陵庙会的关系，分析

新文化建设过程中，太昊陵庙会的新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目的在于追溯中国传统文化，以求在新文化建设过程中科学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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