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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汉族村社庙会仪式与象征
——以曹家寨“青庙会”为个案

赵晓敏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西宁810007)

摘 要：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以庙会为栽体的民间信仰活动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影响。本文以西宁汉族村社

“青苗会”的仪式为具体个案，对仪式内容、仪式构成过程和仪式所展现的象征意义进行分析。认为这些仪式所展现的既有当地村民的朴

素愿望，又有法师所赋予的完整宗教信仰意义，能够增强社区整合，村落认同，使得人们在共同的行为和信仰傣系的召集下更有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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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寨村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是一个

城中村，村里现有1000多户人家，以郭、史、桑等

姓氏居多。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前后会举行

“青苗会”来答报神恩，祈福庇佑。青苗会，就是在

庄稼破土发芽、茁壮成长之时，举行的一系列祈

求青苗生长旺盛、风调雨顺，金秋时节有个好收

成的宗教祭祀活动。此文主要是记述在此庙会上

的主要仪式，并对其仪式的三个构成及各自关

系，还有象征意义进行分析说明。

仪式研究方面最有建树的人类学家是英国

的特纳(VictorTumer)。在特纳的仪式分析中有两

个关键词：“社会结构状态”和“社群状态”。在特

纳看来，“所有的社会，不论是确指的，抑或是不

确指的，都包含着两种截然相对的社会模式：一

是作为社会结构的模式，它与公理政治官方、地

位和角色相连带；另一个则是作为社群的结构，

它与具体的、个性化的个人相联系。”【1】同时他也

提出，仪式本身不仅存在着稳定的结构，而且它

同时为人们建构自身的社会与生活场景提供了

一个反思性的空间。青苗会是在传统社会的农耕

文化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它作为一种“行动的象

征”，在表达了一种传统的丰收愿望的同时，也对

这个庙会涉及的社会结构和社群状态有着一定

的影响和作用。透过青苗会仪式中的主体、客体

和中介三个构成的相互关系，不仅可以看出西宁

汉族村社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结构状态”和“社群

状态”，而且还能结合这种宗教行为，进一步探讨

该仪式行为的象征意义。

一、仪式内容

从农历的四月初八开始，村民就开始为庙会

法事的进行做准备工作。首先是为轿子里的娘娘

换新衣新鞋，将村民们还愿做的各种各样的衣服

和鞋摆在娘娘面前，由娘娘自己选择穿那件，主

要是采用卜卦的方式，由管委会的会长负责解释

卦象，传达娘娘意思。衣鞋换好后，把旧的放到香

炉里焚烧。并将庙内各处悬挂的旧彩旗、旧红都

换成新的，旧的也需烧掉。对庙内的各处都要打

扫洒水，力求干净。炊官们负责整个法事的饮食

供应，准备各种食材。管委会派遣专人去宗教祭

祀用品市场买法事中要用的器物、纸张、笔墨等。

待到法师到来后，整个法事正式开始，从四月初

九15：00开始到四月十一19：30结束，历时三

天，而在这三天内的主要仪程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开坛、请神。农历四月初九15：00开

始，法师布置会场，打扫金殿，召请天上地下四方

神灵。(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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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寨青苗会庙貌及坛场布置图Ⅲ

第二，迎神。农历四月初十，开始迎请掌管本

地的各位娘娘、仙长以及各路神灵，邀请其来赴

会，享受供奉。主要的仪程有立灯杆、开祗交生、

庆功曹、请神、安神、迎喜神。

第三，颂神、享神。将各路神仙请来后，法师

们会念经来歌颂社神保佑百姓，祈求丰年，并且

会用歌舞奏乐、祭品来礼拜上神，求得神的欢愉

和喜悦。主要的仪程有小迎盘、拜教、转供养、小

迎盘、大迎盘、讲旗、迎五。

第四，送神。在神灵们享受完供养后，要将他

们送回原处，并且通过焚烧钱粮使神能够继续保

佑本地四季平安，风调雨顺，其仪程主要有送24

节气、游神送白虎、交钱粮、送亡、回神。在法师主

导的信仰活动中，每一项仪程都是固定的，并有

着特殊的象征含义，这些仪程可根据法事规模和

时间，或紧或慢地有序进行。

二、仪式的三个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一)仪式的三个构成

1．仪式主体

庙会仪式主要由平日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

法师担任，所以法师是仪式的主体，他们是道教

神霄派的一支。法师在家修行，娶妻生子，平常没

有法事活动时在家务农或出外打工。笔者所调查

的这次庙会的仪程主要由8位法师来完成。其中

从事法事活动时间最长的是刘法师，自1992年

开始，至今已有21年，他是其他法师的师父。时

间最短的是4年，年龄也最小，生于1990年。他

们在每年的农历-fl、三月、四月、五月、八月、九

月、十月、十二月外出在各个村庙间进行法事活

动。他们所进行的法事仪程是比较固定的，大大

小小总共有24项之多。偶尔也会因为时间及安

排的缘故，会临时缩短每项仪程的时间间隔。

2．仪式客体

即仪式活动的对象。主要是曹家寨供奉的金

山圣母、三霄娘娘、龙王、虫王、药王，还有本地祖

先以及儒释道三教的各路仙佛灵官。开坛设宴，

邀请四方神灵来享受供奉，欣赏歌舞，从而能够

保佑一方平安，添福增寿。

3．仪式中介

法师和神灵进行沟通交流的中介工具主要

有神坛、法器、供品、经文以及歌舞，这些都是仪

式中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法师们以此为中介，

将主体的观念愿望传递给神仙客体，从而实现转

达和诉说。法师用红色的绳子将主殿、西殿、南殿

还有北边的还愿场所联结起来，在四周挂上写好

的对联，粘上用黄色皱纹纸印出来的花纹纸，并

用一根主绳连接到黄龙幡上。法器主要有文王

鼓，是法师各项仪式活动中的必需品，随着悠扬

的经文，伴以抑扬顿挫，清脆响亮的鼓铃节奏，为

庙会增添了神秘浓重的气氛。法器主要是由山羊

皮做成的，会热胀冷缩，所以为了让其更加响亮，

天热的时候需要往上面喷水，天冷时需要火烤。

此鼓是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制成的，鼓柄是用东

方甲乙木做成，鼓鞭是南方丙丁火，在柄上有九

个铁环是用西方庚辛金做成，鼓圈是北方的壬癸

水，中央的鼓皮则是戊己土，这个设计是符合道

教中重五行、重视自然的理论的。

供品主要是由村民自己准备，村民在去庙会

的时候，会事先准备15个馒头或饼，还有香、蜡、

表以及高红(红色或黄色的丝绸，一般长为1丈，

一般搭在娘娘的轿前)、水果等，还有在转供养仪

式的时候特意准备的宝珠、鲜花、水果、粮食和茶

等。对于神的供品是以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和生

活方式为依据，人们把自己认为是最好吃的、最

好用的都敬献给神灵，希望神灵能了解他们的虔

诚之心，从而能够更好地为他们降福送祥。

(二)三个构成之间的关系

1．仪式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43

万方数据



赵晓敏：西宁汉族村社庙会仪式与象征

仪式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首先，作

为仪式主体的法师，并不是单纯进行仪式活动的

宗教职业者，在曹家寨村的场域里，他们所代表

的是曹家寨村的全体村民，他们对于神灵客体怀

着一种无比的崇敬和敬畏。且时刻将村民的虔诚

之心和功利诉求、愿望传达于神灵，不能随意更

改。主体备受村民尊敬，因为他们相信法师是神

灵的信使，可以对他们的信仰行为进行指导或者

斥责。所以，法师既要对高高在上的神保持敬畏

感，又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村民尊重的补偿。

2．主客体与中介的关系

“仪式是一种文化建构起来的象征交流体

系。它由一系列模式化和序列化的言语和行为组

成，往往是借助多媒介表现出来的，其内容在不

同程度上表现出礼仪性、立体性，凝聚性的特

征。”【2】各路神灵虽是仪式活动中受人尊敬和敬畏

的对象，但是在整个仪式过程中，法师才是观念

中的神。他们身穿法衣，手执三皇鼓，已经不是平

常意义的凡人，代表的是娘娘和各路仙官的天兵

天将，无所不能，用各种动作展示了娘娘和仙官

们驱妖除魔，收服鬼怪，保佑地方风调雨顺，四季

康泰的强大神力。通过这些仪式活动，很好地完

成了人神交流与互动。

三、仪式中的象征意义

“传统的民间信仰文化包括信仰、仪式和象

征三个不可分开的体系：信仰体系主要包括神、

鬼和祖先；仪式形态包括家祭、庙祭、墓祭、公共

节庆、人生礼仪、占验术等等；象征体系包括神系

的象征、地理情景的象征、文字象征(比如对联、

族谱、道符等)、自然物象征等等。”【3】任何一种仪

式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因为现实需要而存在，它的

存在带有厚重的象征意义，集合了举行这种仪式

的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力图通过象征性的语言、

形象和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一)村民自己的象征意义

一是村落凝聚的桥梁。在曹家寨村庙的主殿

供奉的是金山圣母、三霄娘娘，是对超人间力量

的人格神的崇拜；西殿是龙王、药王、虫王、文昌

帝君，主要是各行各业的功能神；南殿则是本地

的祖先以及孤魂野鬼，是一种祖先崇拜。村民们

对于自己庙内所供奉的神灵起源、传说以及功能

并不是完全知晓，而是在祖辈历代的传承下进行

着这种信仰活动，除了满足一般民众的个人心理

需要外，还表现出个人与社会和集体的不可分割

性，庙会自然也成为散落各处的村落成员固定的

聚合时间和空间，通过仪式强化了个人对集体的

归附感。庙会是全村人的庙会，村里会有专门负

责平日给神佛烧香、打扫庭院，护卫安全的庙祝，

也有特殊时期的“村庙管理委员”负责整个庙会

的运作与进行，而绝大多数的村民则会携老带幼

来参与其中，再现了集体生活的有序、壮观与和

谐。村里的老人们总会说：“每年的农历‘四月

八’、‘十月一’都要举行酬谢神灵，答报平安的庙

会，若要是那一年不举行的话，娘娘会发脾气，搞

得整个村子里的人不安宁。”其实也说明了这种

定期举行庙会已成为村里人约定俗成的习惯，打

破这种习惯是不能被接受的且要受到惩罚。

二是人神沟通的中介。“庙会之所以形成，是

因为人们不但相信先人的面容犹在，包括各种神

灵的永不消失，而且，人们相信，人和神灵是可以

沟通的。庙会是一种特殊的对话行为，人神之间，

人与大自然之间，人与先人之间或他人之间的集

体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单独的言语进行，而是

伴随着多种行为形成浓郁的氛围来实现的。这

样，就有了人自己所理解并选择的沟通方式。”【4】

首先是按照自己的能力和想法为神灵设计了宫

殿或房舍，将他们请到这里来居住，并为其献上

在日常生活中的美味佳肴；在特殊的节日里为其

焚香上表，请法师们来表演精彩的乐舞，见到神

像总是在言辞上阿谀奉承，暗语赞颂，在身体动

作上则表现出一种卑躬屈膝的屈服和顺从，用种

种方式来接近神，邀取神的恩宠。同时，神也接受

了人的献祭和崇拜，也会对人的祈求表示自己的

态度，由法师代为转达他们的恩泽。“人的圣化”

和“神的俗化”即是通过这种定期的、大型的仪式

活动来实现有效的转化。

三是情感调适的方式。村民在现实的日常生

活中会遭遇各种重要的时刻，有农时(如春耕、秋

收)、节庆(如春节、五月初五等)和人生礼仪以及

重大的灾难危机(如瘟疫、旱灾)，要在这些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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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以及关节中获得一种心理平衡与缓释的方

法有多种，可以视而不见，可以寻求别人帮助，还

有就是将这种危机置于一种神秘的状态，从而转

移这种危机感，这就是庙会。通过集体性的供奉

行为，把这种紧张的情绪过渡给高高在上的神

灵，希望神灵能够理解并能保佑他们度过劫难，

若是无法躲避，则可归之于没有神灵眷顾，或者

是大家的心不够虔诚，而不用个体来承担这种损

失，备受责难。所以，庙会成为大家担心和紧张的

日常生活情绪的一个调控机，将个人隐去，模糊

了个人的力量和特性，转而寻求一种安全的社会

状态，摆脱了13常的严肃与礼节，加入到集体的

狂欢。

在庙会中，村民们关于神灵、供奉、礼仪的象

征意义是简单的，是现实的、功利的，且是神秘

的。他们认为娘娘和这些神灵的存在就是为了保

护全村人能够平平安安，健康幸福。具体的行动

就是集资对庙宇进行整修，对娘娘塑像做轿顶和

烧香化表来获取情感的依赖和表达。在遇到自己

无法解决的危机时，便会寻求“请愿”，希望借助

神力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渡过难关后又会带着

大量的敬献之物来“还愿”，始终相信“心诚则灵”

的准则。通过献祭与祈祷，自愿举办庙会来表达

自己的虔敬之心，希望能得到娘娘和诸位神灵的

关照。

通过定期的庙会，使得村民们相聚，把一种

脱离日常生活而参与到集体的狂欢作为正当的

行为，加入到集体的行为活动中，为了一个共同

的目标而奉献自己，这不仅增加了对村落的认

同，使大家能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且宣

扬了尊老爱幼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和诚实守信的

社会法则。

(二)法师赋予的象征意义

法师是仪式中的主体，他们对于仪式的象征

意义是完整的，程序化的。

一是完整的信仰体系。村民们对于神灵的观

念是神秘的、局部的，仅仅局限于本地村庙中主

殿和西殿、南殿供奉的神灵和祖先，但对这些神

灵的概念、神性是模糊的，且对其的祈求和膜拜

充满了功利性，而法师将这一庙会的信仰观念、

信仰对象、信仰方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使得整

个庙会神圣而有程序感。在信仰对象上，不仅奉

本地的娘娘为主神，且将佛道的神灵体系也纳入

进来，既有天上的“九皇”，也有地府的阴灵，还有

东南西北的各路大神，使得信仰范围扩大而完

备；信仰方式通过集体专业的法师团体来实行各

项规定的仪程，开坛、请神、请亡、迎喜神、迎盘、

送白虎、交钱粮的一系列程序是固定的，坛场如

何布置，对联如何书写，灯杆如何悬挂以及黄龙

的制作，每项都有自己的意义和象征。而通过这

些仪程，可以让村民们最大限度地集合和参与进

来，能更真切地感受到这种神秘的氛围。

二是从娱神到娱人。村民们在通过集体性的

仪式活动向神灵表达祈谢、求福等宗教需要的同

时，仪式中祈神、娱神的过程逐渐成为重要的文

化娱乐活动。其主要是通过法师的活动来体现

的。在下午13：00左右要进行的biangbiang舞，是

整个仪式中的重头戏，法师们要全部上阵，穿上

法衣，在宽阔场地举行娘娘操练兵马的壮观场

景，让娘娘和各位神灵们能高兴起来，而最重要

的是，这个时候村里的男女老少们都会找到属于

自己的位置，观看舞蹈，并对动作评头论足，被法

师们偶尔的荤话所逗笑。正如刘法师所说：“我们

跳这样的动作，是为了让娘娘高兴，能够保佑村

子里四季平安，五谷丰登，而且娘娘高兴了，人也

就高兴了，人高兴了，娘娘也会更高兴。”所以，法

师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娱乐村民，让他们能从

现实生活中暂时脱离出来，享受娱乐性节目，能

够放松下来。

四、结语

“庙会是因为庙而形成的具有一定仪式等特

定内容的聚会，庙会的实质在于民间信仰，其核

心在于神灵的供奉。”粤定期举行的庙会俨然已经

成为曹家寨村民默认的习惯和规则，成为他们生

活中的一部分，但又超出了日常生活的行为模

式，隐去了个人的特殊性，而回归于整体，在一个

新的场域当中进行集体行为与活动，并获取不同

的意义。平日普通的物件在庙会仪式上被赋予了

神圣的意义，普通的人获得了另外一种高尚的身

份定位，仪式使得社会成员高度集结，隐去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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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矛盾，忽略了日常生活的艰辛，转而投入到

一种积极忘我的仪式中来，为了大家共同的福祉

来礼遇神佛，求得恩宠和保佑。

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以庙会为载体的民间

信仰活动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与影响。既能够增强社区整合，村落认同，使得人

们在共同的行为和信仰体系的召集下更有凝聚

力，又能使人们从日常繁琐、枯燥的现实生活中

暂时脱离，加入到集体性的狂欢活动，享受娱乐

性的节目，是对自我情感的一个适度调适。同时

也可以对文化进行传播和传承，使得这种村落认

同的桥梁不致坍塌，信仰和文化不会断层，让整

个村落继续有序、和谐地发展下去。

注释：

①图示说明：

曹家寨青苗会庙貌及坛场布置图中数字代表对联；

主殿坐北朝南，供奉的是金山圣母娘娘的官轿，灵牌，

壁画为三霄娘娘的肖像图，左右是娘娘们带着天兵天将收

服妖魔出阵和回营的场景。

西殿主壁主要是龙王、虫王、药王、谷圣、文昌帝君的

肖像图，两边绘有他们的神话故事。

由(m)王殿：主要是以人身骷髅的形象来表示村里的

历代祖先以及孤魂野鬼。

主殿两柱对联：中立五杰分造化，混合百神畅通灵。主

殿设法台，设有三盏酥油灯，两碗净水，馒头，赶神鞭，三尖

两刃响刀；插有五方旗的麦箱。

西门对联：上：踊跃击鼓惟愿四季康泰，下：往来焚香

祈祷一村平安。横批：迎福逢祥。

山门对联：上：普告万灵动则雷霆归掌握；召达九天静

而霖雨满山川；祈五福以财丰，保四时而岁稔。横批：祈福

佑善

一念虔诚谢上苍，二来撮答太清皇；

三元赐福消灾障，四圣伏魔降吉祥；

五老致福开长夜，六神永佑礼家堂；

七星朗照年庚泰，八字亨通永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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