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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转型期的民问信仰
——以陕西省武功镇金仙信仰为例

刘洪波，杨学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摘 要：求佛拜神、赶庙会是关中农村社会中十分重要的民间信仰活动，对农村居民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

德有着深刻的影响。以陕西省武功镇金仙观周边的村落为例，介绍了社会转型期关中地区民间信仰的发展状况，包括

金仙观的历史变迁、寺庙管理、主要的信仰活动等情况，从而更好地理解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民间信仰对农村

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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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opular Religious Belief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A Case Study of Wugong town，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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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elieving in Buddhism and taking part in temple fair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popular belief in Guanzhong are—

a，which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farmers"behavior，values as well as ethics．Taking J inxian temple and the villages a—

round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Jinxian Temple，the management of the temple

as well as the main activities of this popular belief，which helps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popular religion

on the rural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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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具有悠远的思想源流，它以佛、道

教为重要成分，又融合了诸如祖先崇拜、超自然

崇拜在内的许多传统信仰成分，其中包含许多精

深的人生哲理与社会价值观。周燮藩先生说过：

“不了解中国的宗教，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的

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111民间信仰对农村居

民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产生着深刻

的影响。它一方面满足了村民祈求平安幸福的美

好愿望和心理诉求，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维护村子

的道德秩序，凝聚民心的积极作用。在乡村社会

转型期，曾经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到批判的民间

信仰迅速勃兴，充分展示了民间信仰面对社会转

型所表现出的极强的适应性。

流行于陕西省武功镇一带的金仙信仰是整个

关中农村民间信仰的一个缩影：具有完整的庙宇

建筑，开展着丰富的庙会活动，在周边农村有重

要影响；同时，作为金仙信仰依托载体的金仙观

又没有专职的“行职”人员，因而不是严格意义

上的宗教信仰，可以看作是民间信仰较为完整的

形态。本文试图通过对金仙信仰的个案调查，对

社会转型期的民间信仰的流行状况进行描述和

解释。

一、乡村社会转型期引发的民间信仰

勃兴

我国各地的民间信仰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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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家政权力量强势介入农村

社会以及相关不合理的政策，使得农村民间信仰

在很多时间处于“蛰伏”状态。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民间信仰发展的政策

环境不断宽松，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扩大。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中国正从传统社会

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

社会向开放性社会变迁和发展。口3特别是农村由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给农民造成的种种“心

理不适”，民间信仰得以快速勃兴。

金仙信仰是肇始和流行于陕西省武功县武功

镇聂村一带的地方性民间信仰。自汉代形成以

来，一直在周边村落都有一定影响。但自2000

年前后起，繁荣发展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最

主要的是由社会转型所引发的。

金仙观周边的村落正在遭遇着社会转型的巨

大冲击：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精神生活空

缺，休闲活动单一化。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

主义价值观由于缺少与乡土结合的形式，难以深

入到普通村民的日常生活。而民间信仰在一定条

件下，不仅可以缓解人们的恐惧、愤怒、失望等

诸种情绪，使内心得到一种安定平稳，从而控制

过激行为的发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同时它所

包含的某些文化内涵，还可用于审美愉悦，以满

足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二、金仙信仰的信仰状况

(一)金仙信仰的历史渊源及其演变

1．金仙信仰的产生

金仙信仰最早产生于汉代，相传东汉光武帝

刘秀建武三十二年(公元五十六年)，武功镇上

聂村有位聂员外，员外有个女儿，这女孩一生下

来就啼哭不止，员外一家焦愁万分。这一天门外

来了一位出家于灵山的老道姑，能医治小孩啼

哭。道姑在女孩脸上吹了口气，之后女孩停止了

啼哭。聂员外喜出望外，要以重金酬谢，老道姑

摇头不受，只说这女孩有仙根，是聂云霄转世，

长大只可出家修行。之后女孩跟随灵山老母修

行，十六岁时，聂家遭遇灭门之灾，聂云肖从灵

山赶回家，将仇人杀死。进而在附近村子除恶扬

善，成了一方村民的保护神。

金仙信仰产生的这一过程展现了地方民间信

仰与正统神话传说的关系，聂云肖本是聂村聂家

的家族英雄，在神化后成为《封神榜》中聂云霄

转世，又与灵山老母这一道教中的人物发生关

联，充分展现了民间信仰吸收儒释道三教的内

容，具有多神、泛化的特点。

2。金仙信仰的发展变化

金仙观最初是一座始于东汉末年的小庙，在

清朝嘉庆年间大修过一次，现存的最老的建筑是

修建于1947年的老母殿和土地庙。新中国成立，

响应毛主席“破除封建迷信”的号召，将庙中神

像集中在一间窑洞并封起禁止参观。尽管如此，

庙里的香火还是时断时续，极少数虔诚的乡民还

会抽空偷偷去拜一下。文革期间更是将神像纷纷

损毁，只留下金仙观庙宇被改作聂村小学得以保

留，此时风声特别紧，即使最虔诚的信徒也只能

在心里偷偷的信，或趁夜里到庙周围烧几张纸、

磕几个头，再也不敢有公开的行动了。

然而，信仰的力量是强大的，金仙信仰早已

根深蒂固地埋藏于聂村乃至周边村落村民的心

底，并成为他们生活下去的强大精神依托。无论

神像、庙宇是否存在，广大村民内心对神灵的景

仰和祈求却是一直存在的o[33事实上，正是这种

群体性的强烈心灵诉求成为了金仙观重建的基

础。1979年起，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开始逐

渐得以重新落实，全国范围内的宗教活动也逐步

恢复。1982年金仙观被确定为武功镇文物保护

单位，并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崭新的发展时期。

(二)金仙信仰的信众

金仙观属于附近的八个社(自然村)，信众

非常广泛。就聂村了解来看，村里除了少数信仰

基督教外，其余不论男女老少均信奉金仙信仰。

金仙信仰与当地群众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

系。金仙信仰满足了农民精神归属的需要，有利

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民间信仰能够帮助农民

安抚心灵、寄托情感、减轻痛苦，促进社会和

谐。在对祖先和神灵的祭拜祷告中，他们的情绪

得到安抚，心理获得安慰。同时，金仙信仰也在

无形中约束和规范当地村民的行为，有利于农村

社会秩序的稳定。信众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一说法，他们担心报应，所以会对自己的行为

有所顾忌，不会肆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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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金仙观所在村落示意图

(三)金仙信仰的信仰对象

美国人文学者阿瑟·H·史密斯曾说：“人

们不能想象一个西方人同时既是基督徒，又是穆

斯林，又是犹太教徒，然而人们常说，每个中国

人都头戴儒冠(在国事典礼上)，身着道袍(在

有人得病道士光临时)，足登僧履(举行丧礼

时)。”[41这一论述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民间信仰中

信仰对象的多样性。

为了能够最大程度上满足村民信仰实用的需

要，信奉者常根据自己的意愿把各种神佛集中在

一起供奉，以从各个方面满足不同阶层对于神灵

的祈愿需求。就金仙观的情况而言，庙中供奉的

神灵除了聂云霄外还包括财神，老母，天、地、

水官，唐僧，观音，三清，玉皇，王母，土地爷。

图2金仙观平面示意图

注：1．杜风岗；2．救世菩萨一聂云霄；3．聂江柱；4．聪儿；5．聂云霄；6．聂正；7．文昌；8．琼宵；9．灵山老母；

10．碧宵；ii．地母；1 2．王母娘娘；13．无生老母；i4．甘罗；15．玉皇；16．梁灏；1 7．办公室；18．会议室兼接待室；

i9．香火店；20．饭堂；21．收实物处；22．香炉；23．功德处；24．测签处；25．发文处；26．土地老爷；27．三官(天官、

地官、水官)；28．三清(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29．葆婴生母；30．南无大势至佛；31．南无阿弥

陀佛；32．南无观音世佛；33．宿舍；34．土地宫；35．药王；36．诸佛神位；37．财神；38．普贤菩萨；39．观音菩萨；40．

文殊菩萨；41．送子菩萨；42．地藏菩萨；43．白衣菩萨；44．唐僧；45．白龙马；46．猪八戒；47．孙悟空；48．沙僧；49．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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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仅展示出金仙信仰的部分信仰对象，但

也能一定程度上说明金仙信仰的信仰对象十分

多样。

三、庙会活动

(一)庙会活动的整体概述

金仙观每年举行大型庙会三次，分别于农历

正月十五、六月十九以及十月初五；每月逢初

一、十五会有信众来庙中敬佛拜神。除此之外庙

中还有各式名目繁多的庆祝活动，如王母娘娘的

生日、土地爷的生日、聂云霄的生日等等，每月

平均有两次以上的活动。而三次大型庙会无论是

在规模、参加人数还是影响范围都是最大的。

(二)农历2013年十月初五庙会

庙会的主要活动有剧团演出秦腔、锣鼓表

演、秧歌表演、烧香礼佛、发文问卦、许愿还

愿、打麻将、披红以及商业活动；庙会的持续时

间有3～4天，这不包括前期的准备工作，及庙

会后的总结。十月初五庙会期间到场的群众人数

超过两万余人，包括普通民众、小商贩和云游四

方的虔诚信徒。

1．秦腔表演

剧团演出是邀请剧团到村里表演秦腔，2013

年十月初五的庙会请到来自户县的振华剧团，花

费2．2万元，有40到50人参加演出，表演三天

四晚，表演的地点在金仙观北面的戏楼。

2．锣鼓秧歌

锣鼓、秧歌表演由各村的热心群众自发组

织，主要由中老年妇女组成。

3．求神拜佛

这是庙会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形式，

保留了古老的宗教传统，人们利用这一特定的节

日，来庙会上烧香敬神，给神丢上一点香火钱，

就可以图个大吉大利，来年有好运。从敬神人的

目的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还愿敬神，这类人先前在神面前曾许下

口愿，若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他们就会再到庙

里来酬神，到庙会来烧香上布施，也叫“还愿”，

有的还敬牌匾，有的还请剧团唱“还愿戏”。

二是求事敬神，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个

梦想和愿望，在神面前烧香磕头，有的为生儿育

女，生意发财，有的为婚姻恋爱、升官晋级、升

学晋职等，求神保佑而上布施。

三是一般的敬神，凡信神的人赶庙会，有事

没事，总要烧烧香，上几个随心布施，图个平安

吉利。[51

祭祀是传统社会中至关重要的大事，通过这

一活动，人们完成了与神的沟通，交流。因此，

很多庙会最初被称为“香火会”，庙会上祀神酬神

在民众脑海中根深蒂固，这一活动贯穿了庙会发

展的全过程。烧香敬神多为善男信女们个人的经

常性行为，焚香膜拜，或求医求寿、或求子求福，

一旦愿望实现，便再来进香，感谢神灵的保佑。[6]

金仙信仰并不固定于某一个神灵，信众大多

数就是见神磕头，见庙烧香，对神灵的崇拜以是

否灵验为基础，至于庙中供奉的到底是佛教还是

道教的神祗则无关紧要，这就导致了民间信仰具

有很大的盲目性、混乱性，甚至于民众入庙烧香

连庙中供奉的是哪位神灵也搞不清楚。[73

四、金仙观的财物来源及使用

金仙观总财产约300万元，现每年收入大约

30～40万元，包括三次庙会的收入和每逢初一、

十五的捐赠。每次大型庙会后结余约四万，初一

十五老人敬佛拜神，每月收入大于3～4千。信众

的捐款从几块钱到几千元不等，甚至有人一次性

捐款一万元。金仙观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承认和支

持，但无财政补贴。除了捐款外，还有捐物，包

括扩建庙宇时有人捐水泥、楼板、木材等建材，

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米面、食用油、衣物等等。

村里和庙里的财产分开，金仙观并不向个人

和村里提供经济帮助，所得善款大多用于寺庙扩

建。1985年至今，金仙观不断扩建，将庙宇屋

顶修葺一新，内部重塑彩像，并绘有壁画。近年

来先后集资六十七万元，新建了双层戏楼，玉皇

阁，觉本堂，保婴圣母宫，菩萨殿，大圣宫，绿

化1200平方米，总占地面积1．32公顷。

五、金仙观的组织和管理

金仙观设有七人组成的庙管会，四个会长，

三个常务委员。庙管会成员均来自附近的五个村

子，聂村、洛阳、松林、陈沟村、张沟村。他们

的年龄都在60岁到75岁之间，有一人为党员，

职业多为退休村干部、退休企业职工，他们在知

识素养和社会经验方面都高于普通村民。庙管会

成员的主要工作是组织三次大型庙会、负责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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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拜活动、庙会的日常管理工作、寺庙的建设

等。四名会长主要由附近的五个村子指派，体现

了行政力量对民间信仰的干预。

除了七名主要负责人外，庙管会还有70多

名委员，他们主要由会长和常务委员推荐，经大

家选举产生。每次庙会之前他们会开准备会议，

对庙会_[作进行分工，各司其职。

庙管会成员乐于为庙会做事，一是出于对神

明的敬畏，认为为神做事会带来好运气；二是出

于对庙管会负责人的尊重，认为他们年龄大、辈

份高，组织庙会是造福村民。[81

六、讨论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对流行于陕西关中地区

的金仙信仰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这其中也

能部分地反映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发展情况。

中国民间宗教是复杂社会的宗教，它不具有制度

化宗教的某些特点，与社会中的文本传统、官方

文化和社会精英有着相当微妙的关系。[9j

关中的民间信仰活动将民间艺术活动与祭神

巧妙结合，使庙会活动生命力更加旺盛，强烈地

吸引着群众参与宗教文化活动。社会物质生产为

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精神世界的进化产生更多

需求。敬奉祖先、纪念前贤、赞美忠臣贤孝之人

都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些活动有利于称颂好人好

事，训诫不法之徒，强化确善、积德、养性、修

身的精神文明的教育功能，有庙，有会，又有集

市、文化活动，精神与文化的含义丰富了o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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