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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庙会特征调查
———以陕西省周至县为例

潘明娟，徐　清
（西安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西安　７１００６５）

摘　要：周至县庙会主要以祭祖、祀神、悼殇、传说为主。 周至县庙会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与季节性的特征。 地
域性主要表现在庙会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周至北部平原区；同时也与不同区域人们的民间信仰不同有关；当然，周至
也有一些山区庙会。 季节性则表现为周至县一年四季均有庙会，春季庙会占了绝大多数，主要是因为在经济活动
上庙会要为春耕做准备；另外，庙会的季节性也与所供奉的神佛诞日或忌日有关；庙会已经成为特殊的节庆日，是
农村走亲串友的重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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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庙会可以追溯到古老的社祭，反映了普通民众
的心理诉求和民间风俗习惯。 庙会之所以称为
“庙”会，是与佛教、道教等宗教因素分不开的，借助
宗教的特殊日期，在“庙”内外形成了“会”。 庙会的
经济功能与文化功能一直延续到现在。 不少学者对
庙会的起源、宗教信仰、社会功能、民间风俗等都有
很多研究，具体到陕西庙会，有学者着眼于庙会经济
的探讨，如李刚、郑中伟的枟明清陕西庙会经济初
探枠、［１］张萍的枟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研究枠、［２］李琳斐

的枟现代陕西关中庙会经济初探枠［３］等。 笔者通过
调查、走访、搜集陕西省周至县庙会的相关资料，主要
通过田野调查资料，拟就周至县庙会特征做一探讨。

一、周至县的庙会概况

庙会，顾名思义，是以儒释道的祠、庙、观等为中
心，以儒释道的各种祭祀、节日等活动为依托，会聚
众人而形成的，反映了一定地区的民间信仰观念，同
时也体现了社会的道德伦理、经济文化等内涵。

陕西省关中地区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周至县地
处陕西八百里秦川腹地，属西安市辖县，是关中地区
一个古老的县域。
周至庙会糅合了儒释道多种传统。 由于周至道

教兴盛较早，故周至庙会的先声可以追溯到两千年
前的秦始皇在楼观台修建清庙祭祀老子。 到魏晋南
北朝时期，关中地区成为佛教发展的重地，周至也相
继建起一些佛教寺庙，寺庙内举办法会吸引信众的
同时，庙外也出现小摊贩的经济活动，于是庙会渐
兴。 这就是周至庙会的雏形。 到唐代，由于周至楼
观是老子活动的重要场所，道教建筑大兴土木，据说
唐代皇帝曾六次到楼观举行隆重的皇家谒祀大典，
每次大典都有一定规模的信徒集会庆祝。 唐建中二
年（７８１），副将伊斯出钱营建大秦寺，建枟大秦景教
流行中国碑枠，正月初七立碑，信徒集会庆祝 ５０
天，①这应该就是历史上首次正式记载的周至庙会。
明清时期，县府的各种祭祀活动都比较多，参加仪式
的人也比较多，无形中形成了“会”，如立春日，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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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知县须挥鞭打纸牛，以示官府重视农事，农人
随后要参加一定的仪式，祭祀完成后，官府要给参加
仪式的人散糖果，俗称“打春”。 这时往往吸引许多
人携妻带子前来围观。 另外，周至县城内建有庆祝
宫（亦名万寿宫），每逢皇帝寿诞日要在这里举行庆
典会，庆典的外围也会形成庙会。 清代，知县邹儒曾
祭祀青山（翠峰山），并立碑记其事。 民国时期，县
府曾设置典祀官，职掌文庙等典祀礼仪。
除去儒释道各家的庙会之外，周室庙会还有许

多因传说而立的，如富仁乡龙过村庙会、终南大坚村
七月七索娘娘庙会、翠峰乡下宝峪屈娘娘庙会等。
细究其因，周至庙会的起因可以分为纪念、祭

祖、悼殇和传说四种情况。

（一）祭祖

祭祖主要是指祭祀较大的宗族以及在家庙（祠
堂）每年举行祭祖会。 由族长带领全族 １２ 岁以上
的男性，入庙堂举行隆重的献祭仪式。 礼毕，演戏、
续家谱，成庙会。 如兰梅原村王氏宗族、南留村惠氏
家族、辛家寨和哑柏的王三聘后裔等，于每年清明节
举行庄严肃穆的祭祖会。

（二）祀神

周至县的祀神庙会，主要是以祀佛、道、儒诸神
为主的祭祀活动。 在民间信仰上，不论佛道，与生活
密切相关的诸神香火都比较旺盛，如龙王庙、豆村司
浪神伍员庙、山神庙、土地庙、火神庙、娘娘庙、财神
庙、牛马王、关帝庙、城隍庙、菩萨佛爷庙等几乎村村
都有，灶爷、仓神等家家祀奉。

（三）悼殇

悼殇庙会主要表现为纪念某些英勇的历史人

物。 如终南镇十三村东老王会和哑柏镇四屯乡十余
村的正月十八老王会，纪念的是元末抗暴舍身保民
的王氏三兄弟；尚村乡临川寺冬至会，悼念的是清同
治二年（１８６４）阵亡的回汉人；集贤镇集贤村皇会，
悼念的是清嘉庆三年（１７９８）二月白莲教义军与乡
勇激战而亡的４ ７９９人；翠峰乡史务村八月八会，悼
念的是为追剿土匪而牺牲的英烈。

（四）传说
传说庙会主要是依据民间老人的口耳相传形成

的。 例如，传说中老子于楼观著枟道德经枠五千言，
因此，楼观镇一带均为祭祀老子而立的庙会，包括楼
观镇二月初十、西楼观二月十五、师家庵二月十五等
庙会。 翠峰山有一座索姑娘娘庙，传说是唐高祖武

德年间李世民入山打猎，迷途遇索姑指点迷津，随封
索姑为全贞娘娘，后世纪念索姑而立的，因此形成的
庙会就是娘娘庙会。

二、周至县庙会的特征

周至县各乡、村都有庙会，由于交通发达、文化
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使庙会往往各村
轮流办。
周至县的庙会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与季节性。

（一）周至县庙会的地域性

从庙会的起源和嬗变中，可以看到庙会是以一
定的方位优势形成自己的标志。 庙会是以代表民间
信仰观念的庙、祠、宫观等为依托，因此，民间信仰的
内容差异，导致在特定区域内形成特定文化内涵的
庙会。 例如，表面上看，全国各地都有城隍会，而不
同的地域范围内，城隍会又有自己十分鲜明的文化
内容。
周至县庙会的地域性主要表现在：
其一，庙会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处，人口稠密的

北部平原地区居多。
周至县地形为“七山一水二分田”格局，其中，

“山”即秦岭，位于周至南部；“田”为关中平原，位于
周至县北部；“水”环流其间。 周至县人口分布不均
衡，大部分人口密集于“二分田”的北部平原一带。
而与人口相关的庙会也聚集于人口稠密区，周至县
的庙会 ９０％都集中在县域北部的二曲镇、广济镇、
终南镇、楼观镇、四屯乡、司竹乡、哑柏镇等城镇中。
相比之下，离县城近的二曲镇、广济镇等城镇的庙会
数量要比离县城远的城镇分布多。 北部地区共有
１０５个庙会，其中县城周边的二曲镇有 ２５个庙会，占
到整个北部地区的 ２３．８％（如表 １所示）。 广济镇位
于县城南边，共有 １６ 个庙会，占到整个北部庙会的
１５．２％（如表 ２ 所示），其中，广济镇离县城远点的竹
峪乡却只有 ５个庙会，仅占广济镇庙会的 １／３弱。

表 １　二曲镇庙会分布

序号 庙会名称 地点 正会时间

１ ù古庙会 辛庄 正月初九

２ ù关帝庙会 边墙号 正月十三

３ ù关帝庙会 大寨子 正月十三

４ ù元宵节 县城 正月十五

５ ù文王庙会 圣学巷 正月十六

６ ù铁爷庙会 八一村 正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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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庙会名称 地点 正会时间

７ }火神庙会 小寨子村 正月二十

８ }二八古会 县城西村 正月二十八

９ }三圣母庙会 县城 二月初五

１０ î火神庙会 县城 二月初八

１１ î万益善堂会 渭中村 二月十八

１２ î菩萨庙会 县城南关 二月十九

１３ î东岳庙会 县城西关 二月二十八

１４ î无量庙会 县城北门 三月初三

１５ î索娘娘庙会 渭旗村 三月十六

１６ î后土庙古会 小寨子 三月十八

１７ î瑞光寺庙会 县城 四月初八

１８ î阎君庙会 县城西巷 六月初一

１９ î关帝庙会 渭旗村 六月十三

２０ î玉皇庙会 渭泉村 六月十八

２１ î玉皇庙会 草巷 七月初七

２２ î太白庙会 八一村 七月十三

２３ î三官庙会 李家村 七月十五

２４ î城隍庙会 县城 八月初二

２５ î腊八会 全县 腊月初八

表 ２　广济镇庙会分布

序号 庙会名称 地点 正会时间

１ }关帝庙会 北留村 正月十一

２ }太白庙会 何家村 正月初一

３ }三霄庙会 北留村 正月十七

４ }太白庙会 东欢乐村 正月二十三

５ }关帝庙会 南陈村 正月二十三

６ }暖泉寺庙会 阎家社 二月初六

７ }药王庙会 西欢乐村 二月初十

８ }关帝庙会 商家磨村 二月十三

９ }清泉观古会 师家庵村 二月十五

１０ î清凉寺庙会 广济镇 二月二十八

１１ î祭祖会 南留村 清明节

１２ î牛马王会 广济镇 三月十五

１３ î牛马王会 桑园村 三月二十三

１４ î太白庙会 广济镇南 七月十三

１５ î太白庙会 南大坪 八月初六

１６ î关帝庙会 东欢乐 九月十三

　　周至县中南部地区人口较少，且多为山地，庙会
分布比较少，如板房子镇、厚畛子镇、陈河镇等，都是
庙会较少的城镇。
其二，庙会的地区性在很大程度上与民间信仰

心理密切联系在一起。
在很多地方，百姓之所以十分虔诚地崇拜当地

庙宇中的神灵，是因为他们把这种神灵当作他们的
保护神来崇拜。 在周至，不同区域的民间信仰是不
同的。 如翠峰山的青山庙会是基于索母娘娘崇拜产
生的。 周至县翠峰山索母娘娘庙（又称索姑娘娘
庙）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唐高祖武德年间李
世民入山打猎，在山中迷路，迷途中遇到索姑指点迷
津，得以解救。 后来，李世民封索姑为全贞娘娘，后
世为纪念索姑而立索姑娘娘庙。 由此，翠峰山一带
主要供奉索姑娘娘，这一带的庙会也由索姑娘娘崇
拜而产生。
楼观镇一带的人们主要信奉道教，老子在楼观

著枟道德经枠、传播道家思想一事深入人心，老子在
这里深受人们敬仰，因此，楼观二月初十、西楼观二
月十五、师家庵二月十五等庙会皆与老子有关。 不
仅如此，楼观镇附近的庙会也主要是以道教庙会为
主，祭祀道教诸神，如老子、关帝、关姥、玉皇等（如
表 ３所示）。

表 ３　楼观镇庙会分布

序号 庙会名称 地点 正会时间

１ ù渭庙会 姚村 正月二十

２ ù宝光寺庙会 上三清 正月二十三

３ ù关帝庙会 界尚村 正月二十六

４ ù楼观古会 楼观台 二月初十

５ ù西楼观古会 西楼观 二月十五

６ ù白玉菩萨会 焦镇 三月初八

７ ù东岳庙会 大峪村 三月初八

８ ù关帝庙会 焦镇 四月初十

９ ù定空寺庙会 团标村 六月初十

１０ ¥玉皇庙会 三清村 六月十九

１１ ¥关姥庙会 焦镇 六月十九

１２ ¥三官庙会 界尚村 六月二十六

１３ ¥太白庙会 同一村 七月十三

１４ ¥延生观庙会 延生观 七月十五

　　除此之外，还有富仁乡龙过村庙会、终南大坚村
七月七月索娘娘庙会、翠峰乡下宝峪屈娘娘庙会等，
都是依传说而立的庙会。
周至也有一些山区庙会，如翠峰青山会、马召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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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疙瘩山会等，是所谓“物华蕴天宝，地灵生人杰”
的地方，有许多美好的地方传说，传达着正能量，能
够降福纳祥，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幸福的期盼和憧憬。
加之，山区有美丽的风景和土特产等，不仅使当地人
民享用不尽，还使得附近的群众向往不已，在庙会之
日祈求幸福，观赏美景，购买土特产。 因此，这些庙
会虽然在山区，交通不是很便利，但朝拜的人群却如
潮水涌进。

（二）周至县庙会的季节性

周至庙会与其他地区的庙会一样，在一定时节
举行，这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从无序
到有序的规律性体现。
从表 １、表 ２、表 ３可见，周至县一年四季均有庙

会，但是二曲镇在春季举行的有 １６ 个调会（占二曲
镇庙会总数的 ６４％），夏季有 ４ 个庙会（占 １６％），
秋季有 ４ 个庙会 （占 １６％），冬季庙会 １ 个 （占
４％）；广济镇春季庙会 １３ 个（占广济镇庙会总数的
８１．２５％），秋季庙会 ３ 个（占广济镇庙会总数的
１８畅７５％）；楼观镇春季庙会 ７ 个（占楼观镇庙会总
数的 ５０％），夏季庙会 ５ 个（占楼观镇庙会总数的
３５．７１％），秋季庙会两个（占楼观镇庙会总数的
１４畅２９％）。 由此可以看出，在四季当中，春季庙会
占了绝大多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笔者认为，这是与

农耕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庙会的季节性是为农耕服
务的。 据笔者统计，周至县主要的庙会日期有 ５６
个，其中农历正月到三月的庙会日期为 ３７ 个，占
６６％，其中仅三月份就有庙会日期 １４ 个，占所有庙
会日期的 ２５％。 余下的从农历四月到十二月的庙
会日期仅有 １８个。 如三月十五广济镇的牛马王会、
三月二十三桑园村的牛马王会、清明节南司竹村的
龙王庙会等都是春日庙会最直接的表现。 由此可以
看出，周至县庙会主要集中在春季。 春日庙会居多，
主要是因为庙会与农耕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自古
以来，我国一直以农立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甚至就
目前来说，农耕仍然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农业的
丰歉对于社会的安定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目前，庙
会大多存在于农村，庙会的参加者也多是农民或者
是亦商亦农的“准商贩”“小商贩”。 农村的庙会虽
然与民间信仰和儒释道法会有很大关系，但是，在
祠、庙、宫观的外围，民间信仰、宗教文化的意义相对
淡薄，“准商贩”“小商贩”们的经济活动是庙会的主
要存在价值。 也就是说，庙会实质上就是农业聚会。
农村的庙会之所以在春季举行较多，就在于庙会从

一定意义上说是为农耕服务的。 人们需要这样的集
会来购买种子、农具，交流种植信息，甚至借助庙会
这一活动，在心理上提醒自己：冬闲的日子过去了，
春耕的生活开始了。 如三月三日终南镇双明村的显
佑神会、四屯乡北辛庄的庙会，三月十日翠峰乡翠峰
山的索姑娘娘庙会，三月二十三桑园村的牛马王会
等，都是农事之会，会上的买卖之物大部分为“买卖
牛马及雨笠帚等物”。 这就使庙会与农业生产挂
钩，庙会成为配置农业资源的主要场所，庙会也因此
带有骡马大会、农具大会、种子大会的市场经济性
质。 如上文所述，周至县一年中各村镇庙会日期总
计 ５６个，仅三月份就有各村庙会 １４ 次，那些亦商亦
农的“准商贩”“小商贩”趋时赴会、走乡串寨，从经
济上为春耕做了有力的准备工作。
另外，庙会的季节性与民间信仰也紧密联系。

庙会的日期大多是神佛的诞生或者忌日。 比如关
帝、岳飞、观音是民间神庙祭祀最多的三位神圣人
物，庙会中以他们的生日作为庙会的高潮，每年还不
止一次的祭祀，常有多次祭祀，祭祀一次便兴起一次
庙会。 如表 ２中广济镇的庙会总共有 １６个，其中关
帝庙会 ４个，太白庙会 ４个，“观”“寺”庙会 ３ 个，则
广济镇表达民间信仰的庙会共计 １１ 个，占 ６９％。
终南镇有 １３个庙会，其中药王庙会两次，索娘娘庙
会两次，关帝庙会两次。 四屯乡庙会共 ７个，其中关
帝庙会两次。
庙会的季节性还体现在节庆日。 庙会已经成为

一种特殊的节日，在许多地方它是家庭团圆的日子，
甚至比春节还重要。 春节大家因为要互相拜年走亲
戚，反而不是纯粹的团聚，庙会则因为礼节较少而能
够闲话家常。 周至县通常村村有会，庙会期间，全村
狂欢，通宵达旦，加之外村商贩纷至沓来，各种经济、
文化、社会八卦信息密集传递，成为农家对外联系的
重要通道。 周至县各村轮流办会，一般在时间上衔
接连续，有利于人们走亲串友、赴会观光。 这样就使
得庙会成为成本最低、时间最节省的大众信息传递
的最佳模式。 当然，庙会的日期往往选在农暇之时，
春耕之前、秋收之后，如二月二的哑柏镇古会、正月
十一的何家村太白庙会、北留村的关帝庙会等都是
春节过后人们的再次团聚。 此时大家团圆在一起像
春节一样吃酒席，属于纯粹的聚会而没有了春节拜
年那样多的礼节。 而八月的庙会，是新谷登场、家家
亮富酬神的好日子，又成为人们交流农作经验的有
利途径。 同时，庙会期间人们“献牲享赛，伏伎扮
戏，锣鼓喧天”，形成农村文化活动的高潮。 一些农
村的老人会在庙会之前大肆采买，准备接待其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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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的亲戚，当然，其他乡镇有庙会时，他们也会赶会，
不是因为要买什么东西或者看什么戏，只是单纯地
走走亲戚、聚一聚。 因此，每逢庙会，庙会所在城乡
聚齐了亲朋好友，大家欢聚一堂。①周至县庙会成为

特殊的节庆日。
周至县庙会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季节性，满足

了民众的多种需求，对民众的生活发挥着特有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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