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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庙会作为一种社会风俗，同样具有传承性和变异性。东北地区庙会从民国到当代，无论
是民俗风情，还是社会功能，都发生着特有的嬗变。庙会这一特殊的文化载体，在当代焕发了新的活
力，体现的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时代特色，宗教信仰功能减弱、休闲娱乐功能凸显、新增
民俗旅游功能。一当代东北地区庙会在新形势下应该得到转型发展，服务于区域经济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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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起源于上古祭祀，由帝王参与并主持，有着早期

所固有的神秘性、严肃性。后世庙会是从佛教、道教的一些

宗教活动中继承发展来的，又强烈地融入了商业贸易和娱乐
活动。东北地区的庙会启蒙于唐朝，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进

步，在清至民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民国时期东北地区庙会

不仅风俗内容极为丰富，并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民间宗教信

仰、商业贸易、社会交往、文化交流的功能和作用。庙会在

“文革”时期一度中断。改革开放以后，丰富人民群众的文

化娱乐生活、挖掘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文化工作的重

中之重，东北地区庙会在当代获得了崭新的发展，更加突出

了经济交流、休闲娱乐、民俗旅游等功能。

一、民国时期东北地区庙会的社会功能
(一)宗教信仰功能

庙会在发展繁荣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增强了民众的各种

宗教信仰。明清时期是中国民间信仰最终融合与定型的重要

时期，民国时期东北各地区基本上承袭了明清时期信仰着的

各种神灵。善男信女在庙会中对各种神灵顶礼膜拜，逛庙游

会又无疑增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人们普遍信奉佛教中的如

来佛祖、观音菩萨、地藏菩萨，还有道教中的东岳大帝、碧

霞元君。庙会中反映出来的民众信仰的神灵也呈现出一些东

北特有的地域文化色彩，这在世俗神中表现最为突出。除了

与其他地区人们共同信奉的关帝、城隍神、土地神、财神之

外，还对药王孙思邈、长白山神、医巫闾山神、辽河神情有

独钟。

(二)文化传播功能
庙会对民族传统文化起汇聚和传播的作用，它既是当地

的经济形态的集中表现，又是文化的表现。“四月十八日，

碧霞元君庙会，俗称香火会，常于是日演剧”⋯，每逢庙

会，广场上搭起戏台，大戏、马戏、皮影，观者云集，气象

万千，百花齐放。庙会上娱神娱人的文化功能和沟通人际关

系的作用则是普通集市所替代不了的。庙会在东北地区人们

文化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商业贸易功能
在庙会的宗教信仰的神圣光圈后面，是经济活动在起着

支配作用。庙会虽以求神拜佛的宗教活动为其源头，但使庙

会形成规模并经久不衰的决定性因素却是经济活动。庙会作

为跨村跨县甚至跨省的一级市场，吸引了众多的商贩，同时
也聚集了渴望参加大规模市场交易、见大世面的人们，所以

其商贸功能明显地突出出来，这正是一些商业性庙会历久不

衰的意义所在。

在充分了解了民国东北庙会风俗与社会功能的基础上，

有利于因势利导、移风易俗。东北地区许多地方已经或正在

恢复庙会，加以认真引导和规范组织，尽量摒弃迷信陋习，

推进入文建设，为庙会这一传统的民间文化形式赋了新的时

代功能。这不仅可以丰富人民生活，还给当地带来可观的经

济效益。

二，当代东北地区庙会风情的嬗变
在当代东北庙会中，求子、求健康等习俗零星散见，

跳墙、烧替身、残身等陋习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传统

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时代特色。如沈阳皇寺庙会从2004

年举办以来，凸显地域化、平民化、娱乐化，开创了一系列

的旅游文化活动，深受市民欢迎。有清朝皇家婚礼、锡伯族

西迁祭祖、清兵守关巡街表演，充满了浓厚地域风情的北市

各项民问艺术绝活展示，还云集了全国各地的美食名吃。每

年“春节、五一、十一”三届皇寺庙会已成为市民假日旅游

休闲的好场所，每届皇寺庙会的游客接待人数都超过百万人

次。

作为一种社会风俗，庙会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也体现

出民俗所具有的传承性和变异性。当代庙会仍然传承了传统

庙会所具有的感恩祈福、崇尚和美的文化内涵。但是在具体

表现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变异性。如同样是祈求招财进宝，吉

林北山庙会上，人们排队从一大方孔钱中钻过——排队钻钱
眼，抚摸扇形大如意，跟招福兔造型合影，等等。民国时期

东北庙会涉及宗教、民间信仰的民风民俗已经逐渐淡化，而

涉及社会生活的娱入风俗则愈加彰显。如北山庙会上，“来

自各地的马戏团、魔术团、文艺表演团纷纷来庙会开场演

出。使吉林庙会成为了乐山乐水的旅游盛会。”幢1

三、当代东北地区庙会功能的麓变
(一)宗教信仰功能减弱

民国东北各地区基本上承袭了明清以来的民间信仰。

人们信仰庞杂，除了佛教、道教神灵，还有行业祖师神及

山神、马神等自然神灵。东北地区的庙宇大都佛、道、儒杂

糅，诸神同堂供养，充满了浓厚的俚俗香火气息，突出反映

了民国东北地区的多神信仰。当代东北地区有代表性的庙会

都是在繁荣区域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被纳入到地方发

展规划中，深深地卷入周边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

有着超强意义的现代功能性解读。庙会早期的宗教信仰功能

对比当代强大的经济功能相形见绌。

(二)休闲娱乐功能凸显
民国东北庙会中娱神娱人活动占有很大的分量。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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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村社会中，人们的娱乐活动非常少，而宗庙的迎神赛会

带来了欢乐，使枯燥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人们总是希

望搞得热热闹闹，在表达自己虔诚信仰的同时也尽情享乐一

番。虽然现代城市多样化的娱乐方式冲击着传统庙会的娱乐

功能，但是当代庙会的休闲娱乐功能仍然得到凸显。“逛庙

会更让人体味出闲散、自由和放松，释放了生活的压力，排

解了工作的烦恼。”瞄o

(三)新增民俗旅游功能

民风民俗正被作为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利用，庙会这种传

统的文化载体在当代也作为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开拓出

崭新的旅游功能。如吉林市政府于1998年建立集旅游观光和

经济开发于一体的北山旅游经济开发区。哈尔滨松峰山每临

庙会，便举办道教活动，旅游者蜂拥而来，松峰山因此成为

知名的道教旅游风景区。沈阳市和平区旅游局已经成功举办

了21届皇寺庙会，其旅游功能已日渐完善，许多知名旅行社

加入到庙会中开展旅游咨询和促销活动，旅游六要素也得以

充分体现，建立了旅游品牌效应。皇寺庙会已跻身于全国四

大品牌庙会之列，被国际度假联盟评为2007中国热点旅游胜
地。

四、当代东北地区庙会的转型发展
据《钦定盛京通志》记载，仅承德县(今沈阳市)就有

95个名称的庙宇。浑河神庙、辽河神庙等早已消失在历史的

尘埃中。中国最北方的妈祖庙——沈阳天后宫，闽江同乡在
此举办庙会的繁华盛景也早淹没在清末义和团运动中。东北

地区的许多庙会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在当代逐渐恢复

生机，但就数量来讲，东北地区庙会确实在减少，众多游客

向少数大规模的庙会云集，如辽宁大石桥迷镇山庙会、海城

庙会、喀左天成观庙会、沈阳皇寺庙会、吉林北山庙会、黑

龙江松峰山庙会、猴石山庙会等。这些原本就有着一定规模
的传统庙会，更加走向规模化和品牌化。这些大型庙会除沈

阳皇寺庙会外，分别被评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东北地区的庙会文化不能说就此走向衰弱，但

是必须在新形势下转型发展。

首先，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挖掘文化内涵。

不能虚化其文化内涵，以纯功利为目的进行转型。如吉林省

北山药王庙会以及娘娘庙会上，曾经有通过观看仪器欣赏到

泰国人妖表演的现象，游客本来是进行休闲旅游，却被这种

与传统民俗文化相斥的荒谬现象所困扰。H1在当代东北地区

庙会进行转型发展，必须规范制度，相关部门共同管理，勿

让算命起卦、跳墙、烧替身之封建迷信遗存有肆虐发展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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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要让民间文化在庙会上散发出勃勃生机。如在长春市新

天地新春庙会和元宵庙会上，不仅像剪纸、刻章、制作糖

人、传统烙画等特殊工艺品琳琅满目，游客还能现场观看，

进行体验式旅游。

其次，不仅要挖掘本地特色文化进行传播，还要肩负

着推广濒临失传的民俗绝技的任务。前者以喀左天成观庙会

做的最为出色，喀左天成观庙会被称之为“皇会”，由于在

封建时代，是必须经过皇帝批准才能开办的。现在成为辽宁

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天成观庙会对于继承和传

播东蒙地区地域文化和蒙古族艺术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后

者以沈阳皇寺庙会最为突出。如蔡氏飞车走壁表演、东北大

鼓、奉天落子都出现在皇寺庙会上，“老北市摔跤”表演、

老北市拉洋片等令游人耳目一新。在庙会上展演非物质文化

遗产，这足以振奋人心。这对于在新形势下，继承和保护已

经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最后，庙会借助旅游东风，在提升假日经济和旅游经济

中充分发挥出作用。相信当代东北地区这些庙会或借助于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或受益于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必会对区域经济文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如哈尔滨松峰山庙

会被评为黑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哺1，这些年来，松

峰山庙会带动了松峰山的旅游发展。宾县猴石山庙会是黑龙

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埔1，猴石山庙会带动了宾县周边

的假日经济和休闲旅游。当代东北地区这些庙会正在慢慢进

行着适应新时代的转变，正在对提升地区经济和建设人文环

境做着独特的并经常被忽视的作用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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