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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梧州的龙母信仰源远流长，是龙母文化传承的重要地域，其产业化的发展在很广阔的空间。本文首先追溯了龙母传说
的渊源，梳理梧州龙母的信仰历史，接着简述梧州龙母信仰的开展现状；最后重点从增强以信仰为内核的文化凝聚力、多维度发展庙

会经济和发展为地方旅游业品牌三个方面探讨梧州龙母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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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龙母信仰历史与现状
1、龙母传说源流

龙母传说，最早的文字记录在广州司马刘询的《岭表录异》

当中。刘询在《岭表录异》中记载道： “温媪者，即康州悦城县

孀妇也，织布为业，尝于野岸拾菜，见沙草中有五卵，遂收归置

织筐中。不数日，忽见五小蛇殷，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无

意望报也。温常灌洗于江边，忽一日，鱼出水跳跃，戏于媳前，

自尔为常。渐有知者，乡里咸谓之龙母，敬而事之。或询以灾福，

亦言多征应。自是媳亦渐丰足。朝廷知之，遣使征人京师。至全

义岭，有疾却返悦城而卒，乡里共葬之江东岸。忽一夕，天地冥晦，

风雨随作，及明，已移其家，并四面草木，悉移于西岸矣。”

此外，也有一说龙母的出生地在梧州的藤县，该说法以《孝

通庙旧志》和《藤县志》为依据。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由

程鸣重刊的《孝通庙旧志》说： “温氏，其先为广西藤县人。”

韦韧编著的《漫话龙母文化》，介绍了梧州龙母的传说，并从历

史文献和当代相关研究中，断定梧州是龙母之乡，龙母的祖籍就

在梧州市藤县。

实际上，龙母传说在西江一带都十分盛行。西江流域自古以

来水患就十分严重，江水时涨时落，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较

大的伤害。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无法把握自然规律，人们便

认为有一个无所不能的龙神在控制着行云布雨，甚至主宰着自己

的吉凶祸福之命运，于是在无能为力的被动心态下慢慢地向龙图

腾接近。因此，整个西江流域，不管水上人家还是陆上居民，绝

大部分都信奉龙母。龙母信仰渗透在西江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解

放以前，西江流域各县大大小小的龙母庙数以千计。几乎所有的

船只，都供奉有龙母的神像。来往船只经过龙母祖庙，都烧炮鸣

笛致意，有的还上岸祭祀。”特别是小旱灾情，更是在龙母直接

掌管之下。民间的许多风俗习惯，如摸龙床、饮圣水、吃金猪(烧

猪)、放生鲤鱼等，都和龙母的圣迹有关。由于特殊的人文地理

原因，它既传承了中原文化的内核，又和当地土著融合。因此，

龙母时期的西江民俗，在岭南文化中起了历史传承、交融辐射和

典范表率的作用。

2、梧州龙母的信仰历史

梧州邻近广东，独特的地理环境让梧州的文化接近于广东，

孕育出独具地方特色的梧州龙母文化。龙母文化沿西江往西，以

渗透式的扩展传至梧州、藤州等地，迅速建立起“梧一藤”龙母

信仰祭祀带。

梧州地区龙母信仰的盛行，与其水害旱灾无不相关。乾隆《梧

州府志》载：“万历三年，怀集县大旱，民饥。十二年梧州大旱，

十三年又大旱。” “乾隆二十年秋旱；二十二年又旱。”嘉庆十

年(1805)，北流县“大旱，饥，”十一年(1806)七八月“旱”，

十二年(1807)“旱，饥。”类似记载不乏于书，明清西江沿岸

旱灾的频繁十分明显。遇旱司雨是龙母的主要职责。所以旱灾发

生的地方，龙母崇拜比较兴盛。

梧州的龙母信仰也有着悠远的历史。在宋代，梧州府本府亦

已建有龙母庙。“在城西北二里许桂江上，宋建，明万历间修。”

另外，“梧州郭外北关外，不数武许，有龙母庙，枕山之巅，面

水之曲，其h筑也，不知建自何时，始自何人，乃考之邑乘询之乡老，

相传以为在昔抚蛮减寇大将军傅公曾崇祀于此，自是都人士女暨

商旅往来者咸奉祷焉，则是之建所由来旧矣。”这些庙宇如今虽

然已经无法考据，但崇祀龙母的风俗自古至今仍然兴旺如斯。

由此可得，宋代梧州，无论是州治所，还是所辖县，都分布

有龙母庙，除此之外，邻近的藤州(治今藤县)、昭州(治今平乐县)

亦有龙母庙。宋元时期，两广的交通路线主要沿西江进行，促进

了两地的文化交流，南宋时期， “广东、西之间经西江的交通较

北宋时繁盛，主要是广西的余粮经常通过西江运到广州传供闽浙，

又有木材顺流而下，而广东则常有大量的盐运入广西。”在商业

贸易日益频繁的情况下，两广交流不断加深，文化互动随之而来，

龙母崇拜恰恰以这种交通贸易为桥梁，使“龙母文化”沿西江流

域渗透到各地。

3、梧州龙母文化开发现状

龙母文化在西江流域源远流长，梧州龙母诞是广西第一批自

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加强当

地对龙母文化的重视，特别是有利于政府对龙母文化的保护和开

发。梧州市于1986年投入资金修复了龙母殿堂和牌坊等文物设施，

增建了龙母文化广场，并对龙母太庙进行了保护和修缮，出版了
众多龙母文化书籍2007年，修缮和扩建了龙母庙，建成了全国最

高最大的龙母雕像，高达38米，创建成为梧州首个国家级4A级

旅游景点。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以及调整产业结构、发展

第三产业的需要，梧州市加强了龙母文化活动的开展。2000年以

来，梧州市每年连续举办龙母文化旅游节。2004年，龙母文化列

人广西民族民问文化保护工程第一批试点项目，同时隆重举行了

龙母庙开光仪式、“龙母诞”、“龙母开金库”等各种民俗文化活动。

龙母生辰诞是为了纪念传说中龙母的生日，时间为农历初一到初
八，盛大的活动集中在农历五月初八，相传是西江流域的河神龙

母的诞生日，广西梧州龙母庙举行一年一度的“龙母诞”庆祝活动。

诞期内，梧州龙母祖庙热闹非凡，来自桂、粤、港、澳等地的游

客和当地市民一起按照传统习俗。

除了龙母文化节、龙母诞等传统的节庆活动，梧州也将龙

母信仰结合一年中的多个传统节日来开展，让附近的民众前来祈

福，增强本地龙母文化的活动和关注度。以年初为例，从除夕开

始，就有钟鼓齐鸣、祈福迎新的活动。正月初一有来自附近各地

的信徒前来进香，初四有龙母开金印的活动，初五迎财神。正月

二十一为龙母开金库活动，信善许下新年祈愿，并向龙母借金库。

农历二月初三为文昌诞。此外，龙母得道诞也是除龙母生辰诞外

另一盛大的民间民俗文化活动。龙母得道诞为农历廿九至八月初

一，能吸引大量来自粤港澳地区和周边的民众游客前来参与。龙

母得道诞活动有龙狮接福、五马巡城、筑龙、种生等，以传统的

民间民俗形式让游客充分观摩体验在西江流域广泛流传的龙母文

化。此外，梧州市还调动其他的艺术形式对龙母文化进行宣传和

推广，梧州粤剧团的《西江龙母》在2008年首演。在梧州、广州

上演多场，2009年赴澳门演出获得成功，同年获第七届广西尉展

大型剧目展演铜奖。

二、梧州龙母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之路
“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资

源都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进行产业化经营，只有其中经过社会

的交易、流通、服务等领域，以转化的形式即文化产品来满足和

引导人们的需求，从而产生价值增量效应的那部分文化资源，才

可以成为文化资本。”梧州的龙母信仰是十分珍贵的文化资源，

只有将其合理转化为消费者可视、可听、可感、可体验的物质形式，

才能走上产业化发展的道路。

1、增强以信仰为内核的文化凝聚力

传说本身是由民间信仰所支撑的文化结构： “民间信仰在传

统农业社会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是民间文化的灵魂、民众

意识的核心。它为广大民众所共有并传承，影响甚至支配民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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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与行动。它融人并植根于民众的生活之中，不仅是民众日常

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且渗透在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不可

忽视的重要功链。其社会影响和作用超过了任何一种思想学说及

宗教。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民间信仰不仅反映区域社会的生态环

境、生存状况和发展水平，而且与乡村社会的结构、生活、功能

密切相关；乡村社会的行政控制、村落自治、伦理教化、关系协调、

秩序维持、生活运行都离不开它。”

民间信仰在当下也有强大的文化凝聚作用。梧州作为龙母文

化的重要传承地，对民间信仰的重视还有待提高。当地有关部门

可以通过在公共场合设宣传栏或者标语进行推广，设置以龙母文

化为主题的各种文体活动等，增进龙母传说在当地的普及程度。

同时，在龙母庙中，除了墙上的简介外，还应该在进门外增加地

方龙母传说的介绍手册，方便本地人与外地游客的了解。如果一

味地追求经济利益来发展文化产业，而忽略了龙母传说的主体身

份和文化意义，势必造成龙母传说主体性的丧失，进而造成龙母

文化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悲剧命运。

2、多维度发展庙会经济

庙会是由宗教节日的宗教活动引起并包括这些内容在内的

在寺庙内或其附近举行酬神、娱神、求神、娱乐、游冶、集市

等活动的群众集会。龙母祖庙是龙母信仰和龙母文化的物质载

体，每年龙母祖庙举行龙母生辰诞、龙母得道诞、舂节“开金印”

和“开金库”、龙母感恩节、龙母水灯节、龙母赐福会等各种

形式的庙会活动，来自两广、港、澳等地区的游客纷至沓来，

向龙母祈福。繁盛的庙会带了巨大的经济收入，是龙母祖庙最

大的收人来源。

目前梧州的龙母庙的庙会收入，主要在收取门票、善款，以

及卖香祝、纪念品等，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龙母庙内的经济发

展形式较为落后单一是一个重要问题，如在纪念品的销售上，并

没有带有鲜明的龙母特色的商品，因为生意十分冷淡，目前可进

一步发展售卖龙母开光圣物、龙母纪念品和卜卦算命等。另外，

在诞期祖庙举行的祭祀活动和其他盛大活动的过程中，庙会可以

组织流动摊当的形式增加收入，售卖香烛、本地特产、纪念品、

地方美食等，以活跃本地经济。

3、发展为逾方旅游业品牌

“以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为基础的文化产业是文化软实

力的重要载体之一，它的发达程度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软

实力的重要标志。”梧州位于西江要通．有着自然条件优越；同

时在两广交界，两沟通两广，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旅游资源。

我们寸步难行，这样的世界还真不如“梦一场”。

然而休谟并未仅仅停留在怀疑主义上，他的自然主义使他不

能拒绝日常的知识和信念。休谟在怀疑的同时，又主张某种自然

信念，并对这种信念进行心理描述的说明。休谟将这一描述即“人

如何借助于习惯形成因果推断和因果必然性信念所作的描述”，

运用到对其他自然信念的描述。这样，休漠通过怀疑主义的方法

最终确立了自然主义的原则，正如罗中枢所说，“休谟哲学在骨

子里是怀疑主义，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怀疑论”。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休谟的一种矛盾心态：怀疑主义

与自然主义的对立冲突。休谟自己也意识到这种矛盾，他指出：

“如果我服从我的感官和知性，那么我就会、而且必然顺从自然

的倾向”。在休谟的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交锋中，我们可以发

现，怀疑主义是明显服从于自然主义的。体漠认为这是一件幸事：

“自然之能够及时摧毁一切怀疑主义的论证的力量，使其不至对

人的知性发生重大的影响”。而最幸运的是：理性虽然不能驱散

怀疑主义给我们带来的疑云．可是自然本身却足以达到那个目的，

只有自然能够治愈“我的哲学的忧郁症和昏迷”。可见，自然主

义才是休谟哲学的落脚点，也正是整个人性学说的基础。

怀疑主义同自然主义的冲突从本质上来说是理性同感性的

冲突。从近代哲学史来讲，休谟作为经验主义的逻辑进程的最

高也是最终代表者，他一方面要扦卫经验主义的基本准则批判

唯理论，另一方面也必然吸收唯理论中有益的成分。休谟在用

2002年，梧州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007年，

梧州入选2007“中国特色魅力城市二百强”，经常吸引广东省游

客前来观察。

然而，在梧州打造旅游城市的品牌的过程中，并没有重点龙

母的信仰文化。龙母诞作为首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

丰厚的民俗文化价值，其旅游资源也有待进一步的开发，以“龙

母故乡”的旅游招牌的形象亟需树立。建议市旅游局加大网络宣

传的力度；进一步实施“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办好“梧州国

际宝石节”、“龙母文化旅游节”和“旅游美食嘉年华”等节事

活动，作为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重要平台，同时制作高品位“龙母

文化之旅”光盘和纪念品，从而使龙母文化的这一旅游品牌有一

个更高水平的推广平台，促进当地经济的优化发展，增强地方的

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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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f12】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Ssl．

【13】姚伟钧从文化费源到文化产业——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抉择

Ⅱ】．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2(02)

[141王守恩．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成就与未来趋向盯l山西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8(05)，41

怀疑主义的方式解决其哲学难题时，为了避免走人皮浪式的怀

疑主义，必然需要以自然主义做为其哲学的落脚点。正如罗中

枢所说， “与其说休谟把经验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不如说他

把人的非理性本性作为基础，更不如说他把自然本身作为基础”。

我们不难看出休谟在批判理性的同时。把从经验得来的一切结

论的基础归于习惯，而习惯的基础又是自然，这样休谟也完成

了对经验本身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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