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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州夏河县关帝庙庙会调查木

郑恺，桑旦卓玛，达瓦，张江宇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陕西成阳712082)

摘要：夏河县关帝庙是到夏河经商的陕西、北京同乡会在清末时修建的，属于道教活动场所，在发

展过程中融入了藏族的神山信仰，形成了藏汉诸神共祀一殿的宗教景观。每年七月举行的关帝庙会已经

成为夏河的重要民俗文化节日，吸引着甘南州和临夏州的各族民众参加，是藏汉各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体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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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帝庙是为了供奉三国时期蜀国名将关羽而

修建的。关羽，字云长，东汉末年与刘备、张飞举酒

结义。随后跟随刘备起兵，扶持汉室，在此期间曾

被曹操俘虏，曹操对其封官加爵，但关羽依旧对刘

备忠贞不贰，战功威名远扬，后因大意失荆州，兵

败被害。关羽死后，历代帝王对关帝之褒封是“侯

而公，公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褒封不尽，

庙祀无垠。”北宋时期，宋徽宗以“中(忠)惠公”、

“崇宁真君”、“昭烈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四次加

封关羽；明太祖朱元璋复原封其“汉寿亭侯”；明神

宗敕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并将关帝定为武庙的主神，与崇祀孔子文庙并列

为文武二圣。清朝时期，因为清军人关，急需加强

其政权统治，便借关羽忠义神勇的形象、历代王朝

的加封推崇、大批崇拜者，将关羽美化成神，推到

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位。关帝作为一位国家的守

护神和战神，受到清朝兵卒和官吏的崇拜【”。民间

便也有个“关公”的尊号，成为了广大民众的道德

楷模和精神寄托。

与庙观联系最为紧密的庙会是一种特殊的社

会活动，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扮有特殊的作用与

影响力。庙会最早的形式是隆重的祭祀活动，是人

们敬祀神灵、愉悦身心的产物。它既是某个地区的

经济形态的集中表现，又是文化的表现。多种社会

现象共存于庙会，或者是宗教的载体，或者是艺术

的载体，或者是道德说教的载体，气象万千，百花

齐放焖。庙会的管理、组织等诸多功能更复杂一
些，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庙会对文化的积淀和传播

与市场经济的开拓并行发展的，更重要的是它增

强了社会力量的凝聚性，以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的

限制界定，推进了社会的发展酮。庙会作为载体，
聚集了当地人民的感情思想、民间信仰、理想愿望

等等。

一、夏河关帝庙历史及概况

(一)夏河关帝庙的由来

夏河县拉卜楞镇关帝庙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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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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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州夏河县城，伊曼达拉山脚下，大夏河水旁， 僧大德也均有捐助，重新修建了大殿、两廊、过殿、

关帝庙对面为夏河县文化广场，临近王达公路，坐 山门等建筑，并供塑了原供的关圣帝君等九尊神像，

南向北，庙观周围居民以汉族为主，是夏河县重要关帝庙初具规模。1990年8月15日落成，当地藏汉

的道教活动场所，是甘南藏族自治州唯一的关帝 各民众六万多人参加了开光大典，敬献哈达圆。基本

庙，也是甘肃省乃至安多藏区为数不多的关帝庙 恢复了1935年时的壮观景象。

之一，为省道教协会所辖的重点庙观。 (二)夏河关帝庙现状①

拉卜楞关帝庙始建于清朝末期，兴盛于民国 夏河关帝庙山门上方有汉藏两种文字镶嵌的

初期。关公以“忠、义、信、智、仁、勇”的性格著称， “关帝庙”金色大字，两侧悬挂“神威远镇”、“精忠

而这几个字正是生意人所需要的生财之道，在汉 贯日”、“羲博霎天”、“灵声赫濯”等匾额。庙观中大

地传统民间信仰影响下，被称之为“财神”而备受 殿是目前庙观中最老的建筑，当中供奉三位神祗，

生意人尊崇。清光绪十二年(1886)陕西、北京的同 中间供奉红脸关公，一手托着长须，一手拿着《春

乡会发起修建关帝庙的倡议，五湖四海前来夏河 秋》，与汉地关公一样。大殿左侧供奉二郎神，为道

经商的商贾在外求财，靠的是诚信、忠诚、义气，便 教俗神，眉长眼正，食、中二指向前伸出，左侧哮天

积极响应在曼达拉山西麓修建了文圣武神庙。修 犬静卧其旁。在中国民间俗神信仰中，二郎神影响

建土木结构平房三问，内供文圣、武神排位。民国 相当大，能够降妖镇宅、整治水患、保人平安，坐落

二十四年(1935)地方绅士侯静庵等诚请拉卜楞寺 于大夏河水旁的关帝庙供奉二郎神，也应有免受

五世嘉木样丹贝坚参及佛兄拉卜楞寺保安司令黄 水患的考虑。大殿右侧供奉太子山神(阿米念庆)，

正清在原址划地十亩，在此基础上扩修神庙。据当 为藏族山神崇拜的表现，1935年关帝庙扩建时，应

地VI碑传说，当年黄正清划地时，骑马跑了一圈， 当地藏族民众要求，由藏族民众描述其形象而塑，

然后下令将这块地划给文圣武神庙，地方士绅便 该神身穿黑色锦缎，骑黑色大马，缰绳上镶满了绿

带领大家修建了大殿、两廊、过殿、山门等建筑，并 松石，表情凶煞，神像上挂满了白色、黄色的哈达。

改名为关帝庙，供塑“关圣帝君”像。传说藏族民众 太子山神，藏语“阿米念庆”，意为老祖仙翁大源

看过关公塑像后，觉得非常威武，于是希望道观也 神，是安多藏区东部最大的山神，位于甘南藏族自

能够给山神塑像，让更多人目睹山神真容，道观根 治州与临夏回族自治县交界处，海拔4368米，据

据藏族民众的描述，请来能工巧匠，又增塑了藏族 说秦始皇的大公子扶苏还到过此处。民间口碑传

民众信仰的“阿米念庆”、“阿米日郎”等九尊神像， 说，太子山神为藏传佛教宁玛派护法，十分好战，

从此以后成为夏河的道教活动中心，香火旺盛，直 他抢了格鲁派护法玛卿山神的妻子，双方势不两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夏河县颇具盛名的一 立。一世嘉木样在修建格鲁派寺院拉卜楞寺经堂

处人文景观。 时，遭到了太子山神的破坏，佛法不能受到山神的

在1958年的反封建斗争中，关帝庙被迫停止 愚弄，太子山神被拘押了起来，后来在五世嘉木样

一切宗教活动，庙院被划归给夏河县文化馆，文化 丹贝坚赞的帮助下，太子山神认罪，并皈依格鲁

馆在庙前修建两幢瓦房，作为办公室、阅览室等。 派，所以供奉于格鲁派寺院拉卜楞寺的势力范围

关帝庙被彻底损毁，庙址划归学校，修建了夏河县 地区。对太子山神的崇拜，源于原始自然崇拜，具

二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 有很清晰的原始宗教特点，同时也是藏传佛教文

夏河县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寺院相继在1981年 化不可剥离的部分，成为了当地藏族人心中的保

前后批准重建，但关帝庙被二校占用一直未获重 护神。现今，三座神像都挂满了哈达。

建。 大殿的东侧有1米高的藏式白色煨桑台，煨

1988年二校另划校址新建，由当地藏汉民众

拉锐、徐少光等人发起重建关帝庙，得到当地百姓

热烈响应，关帝庙才获准重建，划给了原庙址的少

半地皮，随之成立庙管会，积极筹备修建庙宇。在

夏河县政府的支持下，在各族各界的热情帮助下，

在众愿主、众善信的艰苦努力下，历尽千辛万苦到

处化缘筹款，广大信教群众积极响应，热情捐款捐

物。拉卜楞寺、六世嘉木样活佛、贡唐仓活佛等高

荤桑，专门供养位于大殿右侧的太子山神。大殿正

前方有一个3米高、青砖切筑的煨桑台，顶为汉式

八角宝塔顶，并有八卦图文，煨素桑，供奉关帝和

二郎神，两座煨桑台大小不一，设计不同，但汉藏

百姓都有祭祀，不分彼此。汉式煨桑台的东边侧殿

为娘娘庙，供奉着送子娘娘，当地百姓求儿女时需

拜此神。西边侧殿为火神庙，供奉三神依次为土地

爷、火德星君、药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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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口碑传说药王神是当地一名姓尤的道 临夏各个道观赶到夏河关帝庙，一起举行文武道

长，非常痴迷医学，为当地汉藏民众医治了不少疑 场，祭祀二郎神和太子山神的圣诞，届时甘南藏族

难杂病，被称之为神道士。有一位藏族小孩得了怪 自治州和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汉藏各族民众都会前

病，每当太阳落山时候，胳膊上会出现一只黑色恶 来祭祀。

鬼，疼痛难忍，待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便会自动

消失，尤道长无法医治，看着小孩承受痛苦十分难

过，便将自己关在房子中思考医治办法，后来庙中

多了一尊神像，神像前有一粒药丸，小孩吃后痊

愈，但是尤道长却失踪了，民众普遍认为是尤道长

牺牲自己才医治好藏族小孩的怪病，所以关帝庙

就开始供奉药王神。

汉式煨桑台的北边紧挨着灯房，四壁为玻璃

结构，里面有灯架3座，每座灯架有108盏灯，是

按照藏传佛教寺院的酥油灯样式制作的，不同之

处在于油料使用清油为燃料。灯房北边是过殿，过

殿西侧为钟楼，东侧为鼓楼，遵循晨钟暮鼓的说

法，每天都由道观中的韩宗慧道长负责敲击。鼓楼

的北侧为一排新盖的二层楼，建造费来自信众供

养和香火钱，一楼为门面，每间门面2l平方米，月

租280元，现已全部出租，租金收入由庙管会负

责，用于关帝庙的法事活动与基础建设。二楼有一

间房屋供韩道长居住，其他房间为会客所用。钟楼

的北侧为厨房和仓库，在关帝庙举行一些重大节

日时，寺管会会组织放饭，供香客食用。

(三)夏河关帝庙的组织机构

关帝庙常驻道士的开始于1989年重修时，应

群众要求，从临夏城隍庙请来陈理复道长主持夏

河关帝庙工作，后来因为功德显著，陈理复道长赴

兰州白云观，现任兰州白云观管理委员会主任、甘

肃省道教协会副会长、兰州市道教协会常务副会

长。夏河关帝庙则由其弟子韩宗慧道长主持，已有

20年。韩宗慧道长为合作市人，15岁出家，一直在

临夏三法观修行，直至赴夏河接替其师父陈理复

主持关帝庙。关帝庙受关帝庙管理委员会领导，管

委会成员由5人组成，分别任主任、副主任、会计、

出纳、管家。每届庙管会成员任期三年，由信众选

举，之后将新任管委会成员上报至当地宗教局批

准才可入职，政府支付其每人每年1800元劳务

费。关帝庙配门卫一名，月发工资500元，从庙观

供养及香火费中发放。

二、夏河关帝庙庙会的仪式过程

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三日，是夏河关帝庙最

为盛大的庙会，韩道士邀请自己同门的师兄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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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30日(农历六月二十三日)来自

临夏的7名出家道士齐聚关帝庙。他们之间相互

熟悉，分别在临夏各地的宗教场所生活修行，需要

进行宗教仪式时便互相帮助，形成一个团队，开展

法事活动。此次关帝庙之行，寺管会共给他们布施

3000元钱，由香火钱中支出。

寺管会将此次庙会的执事人员进行详细安

排，并张榜通告：

夏河县关帝庙纪念二郎神太子山神圣诞庙会

执事榜

总管：张万魁(关帝庙管委会主任)何英才

(关帝庙管委会副主任)

经师：韩宗慧(关帝庙道士)

坐柜：张万魁宋增英(关帝庙管委会管家)

采购：刘文辉(关帝庙管委会会计)

保管：薛存儿(关帝庙管委会出纳)何胜梅

迎客：辛义成鲁红良

厨师：韩玉芳王凤莲宗建兰赵春花王英

梅何胜兰等

值殿：大殿刘华伊吉萍

火神殿李金环王凤兰

娘娘殿韩莲秀马换妮

烧水：王双全

端盘倒水：罗永林张栓成

从这个执事榜中我们可以看出，关帝庙管委

会成员占据重要地位，是整个执事队伍的核心，而

其他成员则由已经退休的执事和年富力强、办事

麻利的信众构成，组成了一支具有一定群众基础

的执事队伍。

其他信众们也根据自己的时间和体力帮忙，

老人以擦灯盏为主，年轻的妇女们在厨房帮忙，准

备第二天的食物。下午四点，韩道士穿上道袍，带

领道士们坐在大殿中，开始念经，待鞭炮声响起，

民众争先恐后挤在大殿门口磕头。

7月31日(农历六月二十四)清晨八点，来关

帝庙烧香的信众数量惊人，将道观挤得水泄不通，

他们自带松柏、五谷在关帝庙的大煨桑台前煨桑。

太子山神的煨桑台则多是藏族民众带松柏、牛奶、

酥油进行煨桑。在大殿东侧太子山神前，由关帝庙

请来的两位藏传佛教僧人捏酥油花和制作食子

(朵玛)，摆放酥油灯，并为太子山神念经祈福，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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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竺!!鱼型墨塑兰墨童壁壁全塑奎
个大殿中诵经声和器乐声此起彼伏，呈现出道士 头，时间长了不来关帝庙反而不习惯。目前CJ从

与藏传佛教僧人同台祭祀的场面。藏传佛教僧人 事个体生意，家中再无亲戚，便把关帝庙当做自己

从清晨到下午两点，先后诵经6场，到三点就回拉 家，每年庙会等重大节日，都会主动来帮忙、捐助。

卜楞寺了。道士们则要一直诵经到五点才结束。 个案2：MMYX③-t5汉族女性通婚，育有3子，

整个上午，信众煨桑的香烟将整个关帝庙笼 全在外地工作，妻子于2007年去世，目前独自在

罩在白色的烟雾中，能见度不足一米，人们接踵摩 夏河县生活。因为夫妻感情特别好，在妻子去世之

肩，小心翼翼地按顺序前行，除了诵经声和器乐声 后，MMYX曾一度心情非常低落，通过朋友的介绍

外，竟然没有其他的声音，可以说是庄严肃穆。 来到关帝庙。因为妻子的缘故，MMYX很熟悉汉族

在过殿中摆放有功德薄，有专人记账，凡是散 人的生活习惯，在关帝庙和汉族人在一起聊天，能

了香火钱的人都可以领一张票，持票到厨房和过 够让他回忆起很多关于妻子的事情。因为子女不

殿周围的方桌上吃饭，吃的是大烩菜和油果子，不 在身边，随着年龄的增大，他更加不能忍受孤独，

限量，管饱，我们调查队员在寺管会主任的招呼下 所以每当关帝庙遇到重大庙会时，他都很急切地

连着吃了两顿。 想过去帮忙，他在关帝庙有很多老朋友，有说有笑

下午一点，从远处赶来的藏族信众、商人、干 会让自己心情特别好。MMYX每月初一、十五都会

部逐渐增多，煨桑以后就坐在方桌旁吃饭，和熟悉 到关帝庙煨桑，保佑自己3个儿子在外地生活、工

的信众聊天，场面非常温馨。三点，信众数量开始 作顺顺利利。

减少，到了道观放饭的时间，大量乞丐拖儿带女进 (二)寻求财神保佑

人道观，他们先将松柏投入煨桑台中，祭祀以后便 在城市和乡村里，每逢庙会人流最多，善男

来到方桌旁大快朵颐，吃饱喝足后离去。我们注意 信女们前去寺庙里烧香拜佛，而商贩们就设摊售

到，道观中端饭的人员对他们一视同仁，及时给他 货，摊点往往从庙宇内空地一直延伸到庙宇的周

们添饭加饼，并无歧视。寺管会主任说放饭是夏河 围[410'156)。庙会有聚商的作用，夏河关帝庙最初由商

关帝庙的传统，从建庙以来一直就有，刚开始是为 人组织修建，在以关公“公正⋯‘诚信⋯‘忠义”的号

了解决远道而来的信众的生活问题，后来规模逐 召下，商人们形成了“义中求财”的求财模式。当地

渐扩大，惠及所有信众，特别是乞丐能借此吃上一 人还称之“关帝财神庙”，希望在“财神”关帝的照

天饱饭，也算功德一件。 顾下，自己的物质生活能够得到提升。

三、夏河关帝庙信众的“归信"类别

夏河关帝庙被汉、藏民众广泛信仰，在民众的

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地位，满足了不同层次民

众的不同需求。

(一)寻找心灵归宿

夏河的一些民众为满足现实生活中内心归属

感的需要而开始到关帝庙祭祀，关帝庙在充当神

庙的同时，还扮演着民众寄托内心情感世界的圣

地这一角色。

个案l：CJ晖年丧父，15岁时因家庭条件不
好来只身一人来到夏河县乞讨，当时藏族民众几

乎不会说汉话，他的长相肤色又明显不同于别人，

加之年龄小，每天都在饿肚子，非常的无助。后来

发现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在大夏河南边关帝庙有

很多汉族人在此煨桑磕头，于是也将自己的活动

范围局限在关帝庙附近，每当看到汉族人聚集在

关帝庙，又能听得到汉语，就像回到了家一样，感

觉非常亲切，也逐渐跟着人群在关帝庙中煨桑磕

个案3：ZJH④因家庭变故，生活困难，1994年

来到甘南州夏河县，与藏族女性结婚，养有2女1

子，落户时子女的民族成分随妻子写成藏族。ZJH

刚来到夏河时，听说关帝庙供奉的是财神，希望保

佑自己发财，就经常来关帝庙烧香跪拜，希望可以

改变命运，但是因为打工要不到工钱，又看到夏河

骑自行车人不少，于是就租了一间房，干起了修车

的生意。有了一点本钱后，就买了辆三轮车每晚去

车站拉人赚点小钱，白天还干着修车的生意。1994

年一个修沙发的山东人看到ZJH的生活太辛苦，

就主动提出希望刁H能去他店里修沙发，刁H就

又干起了修沙发的工作，一天能赚到25块钱。冬

天夏河县气温低至一30℃，zJH每天要从11点一

直干到第二天早晨6点，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

刁H硬是坚持了5年，在修沙发赚了钱之后，ZJH

开始给大汽车补胎充气。到2008年ZJH承包了夏

河县至临夏县的客运专线，一年有20万元的收

入。ZJH又在夏河县购置了7间门面房，其中3间

出租，2问当库房存放货物，还有2间由妻子负责

做食品、玩具生意。zJH认为自从自己在关帝庙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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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后，做什么行业都比较顺利，因为穷日子过怕

了，ZJH从未间断过来关帝庙，并且布施了不少

钱，他认为这样捐助的越多，自己就会赚得越多。

刁H认为在夏河藏族的寺院是拉卜楞寺，回族的

寺院是清真寺，因为关帝庙常年有汉族百姓聚集

在此，所以汉族的寺院就是关帝庙。随着事业的蒸

蒸日上，ZJH将功劳归功于关帝庙的“财神”保佑

了自己，坚信关帝庙是有灵性的。

(三)保佑家人平安

宗教信仰的基本信念是不仅涉及宇宙的拯

救，也涉及生存的至乐状态的恢复更新，这种生存

状态的特征是丰裕的食物、社会的宁静与和谐以

及人类生活的幸福【驰峋。夏河县信众在关帝庙祈

求最多的是自己及家人平安。

个案4：yF⑤湖南人，本科法律专业毕业，以经

商为业，她一直分不清楚道教、佛教，认为只要是

神灵能够保佑自己就行。后来接触到道教的教法

教义，开始进行研读，之后每年去南岳衡山道场两

三次，已经有十多年了，这次经人介绍认识了临夏

道观的一个道长，专门前来拜师，希望今后能够得

到师父的点拨。YF女儿学习管弦乐，经常出国演

出，2013年，通过激烈的竞争，考入上海音乐学院，

她认为女儿求学顺利归功于这些年她对道教虔诚

的信奉，觉得多做点善事，多积点德有很多好处

的。所以便来到夏河关帝庙参加庙会，希望菩萨保

佑她们家庭平安、女儿大学期间能够学有所成。

个案5：LMC⑥为夏河本地人，丈夫为临夏汉

族，属于藏汉通婚家庭，养有一女。LMC每月初一、

十五会先到拉卜楞寺转经，随后来到关帝庙上香。

今天(纪念二郎神太子山神圣诞法会)是丈夫家人

打电话要她代家人专门来祭祀。LMC结婚后，丈夫

经常在外喝酒，不顾家，也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很

艰难，她便常来关帝庙拜太子山神，希望丈夫少喝

酒，全家平安。后来丈夫因为喝酒得了病，难以治

愈，LMC便经常转经、在关帝庙太子山神前烧香祈

求丈夫能够痊愈。婆家人告诉LMC，丈夫是汉族

人，光拜太子山神是不行的，还需要拜关帝、二郎

神等。LMC照做后，丈夫的病慢慢好转，在县里做

拉货生意。从此LMC再来关帝庙烧香拜佛时，会

逐一祭祀庙观中的诸神，LMC认为是关帝庙维护

了夫妻关系，保佑了他们家的平安。

(四)实现人生追求

我们调查时，发现信仰者当中也不乏高学历、

高层次的人，他们能够客观的理解宗教信仰，希望

在实现自我人生追求的同时，利用信仰提升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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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更好地实现人生目标。

个案6：FY‘堤湖南省长沙市人。大学经济管
理本科毕业，从事医疗器械、药品的销售行业，现

自己经营医疗器械代理公司。2013年7月31日随

参加关帝庙法式活动的女道长李宗扬来到夏河

县，并在关帝庙烧香捐助。李宗扬道长是临夏人，

现为临夏玉虚观道人，她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苦

心修行，将道教发扬光大，解脱和帮助有苦难的

人。FY与李道长于2013年4月在长沙经朋友介

绍互相认识，两人非常投缘。李道长认为FY必然

要做慈善事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I吖也非

常坚信自己对社会是有价值的。因为李道长所居

住的临夏玉虚观位于山上，受各种条件影响，生活

并不是非常方便。FY非常关心李道长在临夏玉虚

观的生活，专程来临夏看望李道长，并进行捐助。

FY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排斥宗教信仰，和

李道长交流就成为FY心灵的寄托。

FY在农村长大，生长环境中重男轻女的现象

很严重，FY家庭也不例外，在这样的家庭观念影

响下，FY的父母对弟弟更加偏爱。她认为在中国

漫长的历史中，女性一直不被重视，包括很多地方

认为男性是一个家族命脉的延续，而女性就起不

到这样的作用；家庭中必须要生一个男性来继承

家族财产；女性是传宗接代的工具等等，这种观念

至少对FY本人来说伤害都非常大。她无法理解为

什么女性地位如此低，使FY自小树立一个心愿，

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生活中的强者，成为一个在社

会中有价值的人，通过自己的自强自立，让社会感

受到女性的不平凡，获得应有的尊重。后来，她发

现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旧思

想，但最起码影响了身边小部分人群的观念。现在

从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来看，FY的作用远远大于弟

弟，姐弟二人的感情非常好，弟弟也很尊重姐姐的

思想。FY走出校门，在完成自己成为一个强势女

性心愿的过程中，发现了女性与生俱来的软弱性。

FY因为自己的浮躁和火爆的性格，在生活与工作

中带来了许多麻烦和困扰。这无疑是她在成为社

会强者这条道路上巨大的障碍，她意识到改变自

己性格的必要性。FY常去衡山道观，在了解了一

些道教思想后，她发现信奉道教可以逐渐把自己

性格磨的非常平和，很多事情可以看得开，不会变

得很计较。当自己再遇到挫折、碰上麻烦事时，可

以心平气和地解决，减少与他人的冲突，减少很多

生活中、生意中的不愉快，心情好，为人好，生意也

越做越好，离自己的愿望才能够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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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遵守生活习惯

还有一部分关帝庙信众，他们自幼受家人、宗

教环境的熏陶，与信仰、宗教保持密切的关系，供

奉关帝庙成为了他们生活中如同吃饭、睡觉一样

的习惯性事件。

个案7：DGCR⑧是_玛曲人，今年28岁，专门从

玛曲来夏河关帝庙上香。他把夏河关帝庙叫“加啦

康”，是汉族庙的意思。DGCR知道今天为夏河县关

帝庙纪念二郎神太子山神圣诞法会，他是习惯性的

来此上香，如果无法来到关帝庙烧香，心理面不踏

实，不安宁。有时候晚上经常失眠，自己还要专flea

玛曲赶到夏河关帝庙上香，就会睡得特别香。

个案8：ZzS⑨小时候在甘肃省武威市生活长

大，后因父母工作调动来到夏河县。在武威期间，每

逢初一、十五都会由ZZS父母都会带他去海藏寺

(佛教寺院)、钟鼓楼(唐时期大云寺)，现在母亲60

多岁了，依旧坚持每月去寺庙。受父母的影响，到夏

河后，ZZS也经常来关帝庙煨桑，没有特别的原因，

只是因为从小父母就带着自己来寺庙，现在每月去

寺庙已经成为生活习惯，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

要部分，每当重要节日时，便会准时前来。

关帝庙的信仰者因生活中的种种不惑而希望

得到关帝庙神灵的帮助，这些神灵帮助他们消除

了精神上的压抑和绝望，给他们以信心、安全感和

宽慰，精神上的强大安慰和动力使他们拥有了一

种新的生活方式。

四、夏河关帝庙庙会解析

(一)多元神灵共处一殿是藏汉民众和谐共处

的反映

民俗文化可以协调民众心理，满足民众的审

美需要[6D'24)。在精神生活中，民俗的信仰心理占有

很重要的地位。关帝庙的神灵不仅存在于当地藏

汉群众的幻想之中，还掌管着世间的苦乐，它们满

足着当地藏汉群众的某种愿望，平衡协调着人们

的心理。

夏河关帝庙每个时代都拥有自己的规范，这

种规范的形成，无疑受到当地人经验和观念的支

配，关帝庙三座神灵共处一殿的情况很好地说明

了这一点。关帝庙位于藏区，深受藏传佛教及藏族

传统民间信仰影响，其他宗教及信仰在当地的发

展会受到一定限制，为使关帝庙香火兴旺，塑一尊

藏族传统民间信仰的自然神“太子山神”，会得到

藏族百姓及藏传佛教的支持，有利于关帝庙藏族

信众的增加，更利于关帝庙民间信仰在藏区的生

存。关公在汉地民间信仰中被神化，百姓视之为

“财神”，是保护商人生意兴旺的行业神，与人们的

物质生活紧密相关，这也在一定程度保证了关帝

庙旺盛的香火。三座神像和谐共处在关帝庙大殿

中，很好的拓展了关帝庙在藏汉民族聚居区交汇

处的发展空间，在满足不同群体的宗教信仰需求

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夏河关帝庙的生存与发展。

(--)道士与喇嘛的共生满足了不同宗教信众

的精神需求

在关帝庙祭祀中有藏传佛教僧人与道教道士

同时诵经的传统，来自拉卜楞寺的藏传佛教僧人

在太子山神神像前捏多玛并用彩红上色，再为太

子山神念经，关帝庙供奉藏族民间信仰中的山神，

加之藏传佛教僧人的介入，为藏汉民众、佛道两教

间的沟通提供了方便，关帝庙才得以良性发展。在

拉卜楞寺僧人捏多玛的同时，道士们站在大殿关

帝塑像前念经。双方间相互尊重，对对方的法事过

程也比较了解，合力满足不同民族信众的宗教信

仰需求。根据我们的调查，关帝庙传统的祭祀活动

皆由男性神职人员担当，但在2013年的祭祀活动

中，有女性道士的参与，藏传佛教僧人对此也没有

特殊看法。

道士与喇嘛共处一殿进行法事活动的实质是

不同宗教信仰在接触、交往过程中呈现的共生现

象。站在哲学的高度，共生理论里有一个核心理念

就是共进化理念，进化理念指共生系统内的共生

单元之间、共生单元与共生系统之间存在一种相

互促进、相互激发的作用，这种作用可加速共生单

元共生系统的进化创新，提高其生存和繁殖能力，

共进化反映了共生系统的普遍本质，共生理论的

哲学核心是双赢和共存171。

(三)关帝庙复合型宗教信徒的产生

在汉地庙观类似法会过程中，百姓烧香祭祀，

神像前点蜡上供。夏河的藏汉民众来关帝庙的祭

祀方式都是以煨桑为主，烧香为辅，殿外有香炉供

百姓烧香使用，大殿中没有摆放香炉。供台上没有

点放蜡烛，以清油为燃料的酥油灯除太子山神外，

并没有摆放在其他神像前，而是统一供奉在专门

的灯房中。供奉的食物也没有像汉地庙观那样五

花／、,f3，主要以高原经济作物青稞、牛奶、酒水为

主。藏汉民众在供奉神灵时达成了宗教祭品和仪

式的统一，这说明作为民俗文化中重要的祭祀活

动来讲，它也逐渐发生变迁，但仍旧统一群体的行

为与思想，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群体内所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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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删。
复合型宗教信徒是指同时信仰多种宗教的信

众，这些人以信仰某一种宗教为主，信仰另外一种

或几种宗教为辅，多发生在民族、宗教结合部，和

谐共生是其主要特征。【8】㈣夏河县各民族聚居地
比较集中，藏族民众居住在大夏河北，以拉卜楞寺

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回族民众居住在下塔哇，以拉

卜楞清真寺为中心扩散；汉族民众则聚居在大夏

河南关帝庙周围，对于汉族民众来讲，信奉关帝庙

的传统民间信仰在他们心中非常重要，为了自己

传统信仰的生存与延续，汉族民众在祭祀时逐渐

以藏族民间信仰和藏传佛教的煨桑祭祀方式代替

传统烧香方式。在汉族民众见神就敬、见庙就拜的

信仰驱使下，还将藏族信众崇拜的山神搬进了关

帝庙，在山神塑像前点燃酥油灯。藏族百姓通过在

关帝庙对山神的祭拜，了解到汉族传统民间信仰

的神灵“关帝”和道教俗神“二郎神”的宗教功能，

财富与平安也就自然成为当地藏族民众所追求的

宗教产品，藏族民众将藏传佛教的宗教礼仪用在

关帝庙的法事活动当中，也认为汉族传统民间信

仰神灵“关帝”和道教俗神“二郎神”是可以保佑自

己与家人的，从而达到心理的宗教满足。

关帝庙作为夏河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平台，加

深了藏汉民众间的了解与共识，加之当地极为普

遍的藏汉通婚情况，使两个民族间很容易接受对

方民间传统信仰及宗教，促成了复合型信徒的最

终成型。夏河藏汉信众作为鲜活个体向我们展现

了藏汉文化交融的果实，对促进当地社会稳定、民

族团结、宗教共享具有积极作用。

五、结语

夏河关帝庙向我们展现了藏汉文化交融的结

果，也展示了藏汉文化在不断的碰撞和磨合下萌

发出新活力的过程。这种带有活力的新文化、新形

式以良性循环的模式作用于藏汉民众交流，以关

帝庙为纽带，将藏汉民众拧为一股绳。从夏河关帝

庙的信众来看，每当人们的经济生活、人身安全受

到威胁时，安全感会迅速降低，人们在恐惧和求生

的愿望驱使下，便开始对夏河关帝庙产生依赖，对

关帝庙中的关公、太子山神、二郎神超人力量产生

崇敬，由汉藏民众共同供奉，信众根据自己的人生

经历与习俗习惯认识它，解读它，藏汉民众间借此

平台由相见到相悉，通过宗教节日、宗教祭祀和日

常交往进一步加深了民族问的感情，关帝庙也因

一76一

此成为了夏河藏汉民族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注释】

①此次田野调查时间为2013年7月16日至8月18日，

本文为集体成果。

②CJ访谈。访谈人：蔡旺朗杰、尼玛顿珠、桑旦卓玛、拉巴次

仁。被采访人：cJ，男，汉族，38岁，甘肃白银人，商人。采访

地点：夏河县关帝庙；时间：2013年7月30日。

(要)MMYX访谈。访谈人：格桑云丹、肖云航、蔡旺朗杰。被采

访人：MMYX，男，藏族，6l岁，甘肃夏河县人，商人。采访地

点：夏河县关帝庙；时间：2013年7月31日。

@ZJH访谈。访谈人：桑旦卓玛、旦增央金、白马曲珍、格桑

卓玛。被采访人：刁H，男，汉族，44岁，甘肃武威人，商人。采

访地点：夏河县关帝庙；时间：2013年7月30日。

⑤YF访谈。访谈人：张江宇、达瓦、桑旦卓玛。被采访人：

YF，女，汉族，45岁，湖南长沙人，商人。采访地点：夏河县关

帝庙；时间：2013年7月30日。

⑥LMC访谈。访谈人：桑旦卓玛、拉巴次仁、格桑云丹、肖云

航。被采访人：LMC，女，藏族，45岁，甘肃夏河县人，打工

者。采访地点：夏河县关帝庙；时间：2013年7月31日。

⑦FY访谈。访谈人：桑旦卓玛、达瓦、张江宇、拉巴次仁。被

采访人：FY，女，汉族，32岁，湖南长沙人，商人。采访地点：

夏河县关帝庙；时间：2013年7月30日。

⑧DGRC访谈。访谈人：张江宇、格桑云丹、格桑卓玛、达瓦、

桑旦卓玛。被采访人：DGCR，男，藏族，28岁，甘肃夏河县

人，打工者。采访地点：夏河县关帝庙；时间：2013年7月

31日。

@zzs访谈。访谈人：格桑卓玛、达瓦、张江宇、桑旦卓玛。被

采访人：ZZS，男，汉族，39岁，甘肃武威人，打工者。采访地

点：夏河县关帝庙；时间：2013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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