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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集市和庙会是流传久远的民间习俗。石家庄的集市和庙会较为突出地体现了地方特色，集中反映了

当地经济发展和民俗文化，成为石家庄人尤其是村镇居民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使集市和庙会健康发展，还

需突出地方特色；保留民俗，摒弃低俗；改善交通和卫生状况，营造和谐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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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石家庄城市的特色，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

同认识，但只要一说集市或庙会，立刻就会达成共

识。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在城市边缘地带，固定的

街道，相对固定的时期，一般以农历五天为一个周

期，热闹的集市场面。这可以说是城中村较多的石

家庄最为突出的地方特色。

集市和庙会是一个地方民俗特色最集中的反

映，也是当地经济、物质生活的展示台，因此不可忽

视。那么，石家庄的集市和庙会具备什么特色?在

社会生活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正是本文拟探

讨的。

一、集市——古老的传承

集市并非是石家庄所特有的，而是各地民间普

遍存在的一种定点、定时的原始贸易习俗，是最古老

的交换形式。集市的出现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随着

社会分工的出现，不同行业的人有了交换的需要。

如：生产粮食的，需要锅碗、布匹、铁器等日用品；同

样，生产各种器具用品的都需要粮食。物品交换的

客观需要，就形成了集市。正如《易经·系辞》所言：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

得其所。”集市的历史可谓悠久，大约兴起于殷商时

代口]。集市古时叫“互市”。市的叫法各地不同，北

方称作“集”，南方称作“市”，还有两广“墟”、川黔

“场”、云南“街”等各种不同的名称。尽管名称不同，

含义则是一样的。集市的交易方式经历了无言交

易、按需交易、等价交易、以商品或货币为媒介的交

易等阶段，最终形成了以贵重金属为货币的交易

习俗。

随着社会的发展，集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

一些较大城市中形成了以某些地段为中心的固定的

商业繁华区。在这些区内，又各自有不同的集市，如

菜市、米市、骡马市等。这些商业区中每天都有集

市，已经没有原始集市那种周期性的时间间隔了。

而农村的集市，还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周期性特

点。一般以农历为依据，或逢一逢五，或逢三逢八，

以五天为一个周期进行集市活动。一般在一个大区

域内，各乡、村、镇交错进行，从而使得相邻的地区，

在一定的范围内，几乎天天都能赶上集市贸易。集

市一般以上午为盛，集市内各种货物自然分区陈列，

井然有序。这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所需和生产交流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石家庄城市边缘和乡村的集市至今保留着这种

流传了几千年的民间贸易习俗。

二、庙会——民间信仰与经济的结合体

与集市相近的另一种贸易形式是庙会。如果说

集市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的话，庙会则不仅是

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还是因宗教的介入而产生的

宗教与经济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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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顾名思义，是与庙有关的集会。《辞

海》对庙会的解释如下：“庙会亦称‘庙市’。中国的

市集形式之一。唐代已经存在。在寺庙节日或规定

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故称‘庙

会’。”庙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祭祀活动。

远古时期的先民们为了求得祖先及神灵的保佑，定

期在宗庙等地举行祭祀活动，人们聚集在一起，集体

开展进献供品、演奏音乐、举行仪式等活动，这可以

说是庙会的雏形。

而庙会的真正形成和发展，是在魏晋南北朝时

期佛教和道教兴盛之后。汉代佛教传人，刺激了中

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创立。两教之间既有激烈的

竞争，又在相互影响中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

于社会动荡，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纷纷在精神上求得

解脱，加之统治者的提倡，于是佛道二教得到了较大

的发展，到唐宋时期更是达到了全盛。

随着宗教的发展，宗教活动越来越兴盛，如“行

像”、圣诞庆典、斋蘸、水陆道场等。在各地的庙会

上，也有祈子、祈福，求财、问卜等宗教信仰活动。为

了吸引更多信众，佛道二教在宗教仪式的基础上也

增加了媚众的娱乐内容，如舞蹈、戏剧等。这样，不

仅善男信女们趋之若鹜，而且有效地吸引了普通民

众的关注，于是，庙会不仅成为善男信女敬神拜佛的

时机，也为普通大众提供了娱乐的机会。

庙会之所以备受欢迎，不仅得益于群众喜闻乐

见的娱乐形式，也与其花样繁多的商品有关。有人

群的地方，就会有吃、喝、购物的需求。一些商人看

准了时机，在此贩卖民间玩具和小吃，并且越来越丰

富繁盛。于是庙会就在保持祭祀活动的同时，逐渐

融人集市交易活动，因此庙会又称为庙市，成为中国

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庙会上商品的数量、品种都

比通常集市多出几倍。老百姓的农具和衣食住行相

关的物品在这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平时一般市集

上买不到的东西，可以在此买齐，因此庙会的感召力

很大。有的庙会，可以吸引几十个乡、县，甚至附近

几个省、自治区的群众来助兴。

随着群众参与热情的高涨，庙会这种融宗教、娱

乐、商贸为一体的形式，成为人们过年过节不可缺少

的活动。以至于越到后来，宗教的气息越淡化，并演

进成一种带有娱乐色彩的集市贸易形式。许多地方

寺庙或道观已经不存在了，而庙会却经久不息。甚

至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庙，却也有庙会这种名称和形

式。可以说，庙会已经由宗教的活动变成了世俗的

活动，成为地方性民众世俗节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石家庄的庙会由来已久。据考证，早在汉代，封

龙山就有祭山活动，这可以说是封龙山庙会的渊源。

石家庄地区的庙会，不仅历史悠久，而且非常普遍。

据对石家庄市17个县(市)主要集镇进行统计，共有

庙会700多处，仅井陉县就有庙会118处，栾城县有

104处，平山县有92处比j。

与各地庙会一样，石家庄庙会的Et期一般在寺

庙的节日举行。时间或有先后，但一般多在春节前

后，或农闲时节。其目的，除了祈祷吉庆之外，就是

为了便于开展贸易活动。据统计，石家庄的庙会日

期多在农历二、三、四、十、十一月，其中，农历三月更

是庙会较为集中的时期。石家庄17个县(市)，可谓

县县有庙会，人们把庙会称为“过庙”、“赶庙”，非常

看重，俨然成为广大群众每年一度或几度的盛大

节日。

三、何去何从——石家庄集市与庙会展望

集市与庙会是石家庄人尤其是村镇居民生活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集市与庙会发展中也存在一

些问题，有些甚至对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不利

影响，因此有必要引起重视，加以引导，使其健康

发展。

(一)突出地方特色，助推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集市与庙会已经成为有

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集市上货物众多，尤

其是一些平时不容易见到的土特产，对于活跃城乡

经济交流起到了很大作用。庙会的集市活动更是对

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如晋州九月九庙会Et成交额达

千万元以上[3]。各地规模可观的庙会很多，其物资

交流、科技交流的数额，都是一般集市难以企及的。

如2010年新乐市伏羲庙会期间，共吸引全国各地包

括北京、天津、江苏、浙江、河南、甘肃、吉林等省市的

游客30余万人，买卖商贾、五行杂艺云集，新乐多家

宾馆和饭店暴满【4f。

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许多地方集市、

庙会上所出售的商品大同小异。不外是农产品、日

用品，绝大多数是来自批发市场的商品；原汁原味的

手工制品凤毛麟角，地方特色的东西越来越少。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商场超市的密度和覆盖面逐

渐加大，商品流通的速度越来越快，再加上网络购物

大行其道，集市和庙会作为单纯的物资交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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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逐渐减弱，甚至有些会不可避免地消失。而保留

下来的理由，一方面是其民俗文化的惯性延续，另一

方面则是对地方特色的彰显。因此，要满足文化搭

台经济唱戏的愿望，一方面要有效地挖掘地方文化

特色，突出其民俗文化传承的特点；另一方面要保留

当地传统的特色产品，越是传统的，越有吸引力。

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两难的问题，富有特色的

民间手工制品越来越少，即便有，价格也高出普通民

众预期许多。许多人赶集也好，逛庙会也罢，买东西

不作为主要目的，即便买也要图新鲜和便宜。但随

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产自制的农副产品逐渐

减少，至于手工产品更是很少人费心费力去做，有些

甚至有失传的危险，比如民间织布、制陶、刺绣等。

因此，在大工业时代，带着乡土气息的原生态的东西

还能走多远?实在不容乐观。

(二)保留民俗，摒弃低俗

中国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圆了中国作家

的诺奖梦，也大大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

信心。莫言非常喜欢赶集，他说通过赶集可以感受

老百姓的生活状态，了解民俗，体验生活。其实不只

是赶集，庙会更是百姓民俗生活的集中体现。

庙会是集宗教信仰、民间娱乐、集市贸易于一体

的群众活动。庙会上具有宗教色彩的活动很多，既

有大型的祭祀仪式，也有善男信女求神拜仙的活动。

上古传说、民间信仰、佛道诸教以及地方人物，都可

以成为人们祭祀和崇拜的对象。近年来，尽管宗教

信仰色彩在庙会中已经有所淡化，但仍占重要的地

位。有些地方为了利用庙会形式促进经济发展，将

本已不复存在的庙宇进行重建，并大肆宣扬一些神

奇灵验事项，吸引善男信女对神灵虔诚膜拜。于是

求神拜佛，祈求升官发财、消灾解病、婚姻圆满等，不

一而足。这就不免有打着民俗的旗号，大行迷信和

低俗之实了。

庙会中求神娱神活动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庙

会产生的根源之一。因此，对基于传统的这些活动，

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一概禁止；但为了保证庙

会民俗文化健康发展，应该将这些活动加以整合，提

炼精华，因势利导，移风易俗。许多庙会的文艺活动

丰富多彩，石家庄一带主要有：打扇鼓、战鼓、抬皇

杠、吹歌、官伞、太平车等。将这些形式注入健康的

内容，是可以发扬光大的。如1993年石家庄郊区振

头关帝庙会期问，当地有关部门引导人们举行太平

扇鼓等文艺活动比赛，通过对传统舞蹈、唱词和道具

的改革，歌颂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展现新农民的新

气象。在对旧有形式进行改进的同时，也可以将新

的方法融合到庙会当中，倡导一种新的思想和价值

观。如新乐市在伏羲庙会期间，开展了动漫节、书画

展、第一届石家庄采风笔会、燕赵文化展和伏羲文化

研讨会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5]，对弘扬伏羲文化、

丰富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重视交通和卫生，营造和谐环境

集市和庙会存在的最明显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是交通的堵塞和卫生环境的破坏。

集市和庙会大多位于交通方便的地方，以便吸

引更多的人参与。但问题也就随之而来。集市和庙

会的参与者，贸易双方为集市和庙会带来了繁荣，但

同时，占道经营现象严重，以致阻碍了交通。买卖双

方为了交易的方便，临街摆摊，随时交易。但这对过

往的行人和车辆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尤其是若赶上

上下班高峰，本就不宽敞的马路，就更是拥挤不堪

了。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交易双方，而且对地方的

交通秩序乃至经济发展等，都会造成损害。

庙会上的饮食市场非常发达，一方面是赶庙人

饮食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尝新鲜。庙会的饮

食多为大众食品，价钱不高，一顿管饱。也有些是特

色的地方小吃，平常难得一见，起码是不易见到如此

多种类，人们纷纷慷慨解囊，以求满足口腹享受。庙

会上的摊位都是露天的，有的临时搭个棚子。由于

水源不足，许多摊主便自带清水，既要满足做饭的需

要，又要用来清洗餐具；加上人来人往，食客更换频

繁，碗筷的清洗往往相当马虎，清洁卫生必然难以保

证。有的为了节省清洗步骤，干脆以碗套上塑料袋

来解决。塑料袋本身经过高温会产生有毒物质，这

对顾客的健康是个威胁，而且大量更换塑料袋，造成

的白色污染也很严重。至于摊位周边，人们吃完后

扔掉的各种垃圾更是随处可见。因此，卫生问题是

庙会必须要解决的。

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加强管理。在集市和

庙会所在地，要建立相应的活动场所，尽量不影响周

围的交通。同时要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并遵照执

行。有些地方也可以利用现有条件进行管理。比如

上庄集市，既有大片的固定交流场所，又在中山西路

的两旁按大致的交易类型设定摊位，而摊位的朝向

不是以往的那种面向大路，而是面向内侧。这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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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只是对自行车道有所影响，而来往的大量机动车

和行人则能够保证正常通行。这样，在原有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解决了占道影响交通的问题，不失为一

种较好的借鉴方式。

其次要善于挖掘和整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集市越来越萎缩，绝大多数会逐渐被商场、超市

和土产日杂商店取代。但在目前仍有其存在必要的

情况下，可以将一些特色明显并且活动场所宽阔的

集市保留，将周围其他集市合并。至于庙会，要善于

挖掘其民俗文化意义，着重打造几个有历史有内涵

的代表性庙会，使之成为一方民俗文化的名片。庙

会上的经贸活动尤其是饮食卫生方面要重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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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Shij iazhuang fairs and temple fairs

DUAN Xue—hong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Shijiazhuang Vocational Technology Institute，Shijiazhuang，Hebei 050081，China)

Abstract．Fairs and temple fairs have long been Chinese folk customs，which have local colors in Shij i—

azhuang，regional economy and folk cultures．As a result，the fairs become important for rural people of Shi—

jiazhuang．So，it is necessary to find the ways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and develop the advantage of these

customs．So these traditional customs will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Key works：fair；temple fair；folk customs；culture；Shijiaz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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