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员应该高度重视墙体节能技术的设计。墙体节能技术主
要体现在建筑物内保温和外保温的效果上，将节能技术的
作用发挥到最大就需要在墙体表面添加保温材料，选择优
质的保温材料是确保保温性能的关键。墙体内的保温材料
不受自然因素的侵害，安装简单、效果好；墙体外的保温材
料可以减少紫外线辐射对建筑物产生的危害。

4.2 工民建施工节能技术的发展要求和前景 ①发展
要求。工民建施工节能技术必须严格按照规范实施，企业
内部应该根据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建立健全质量控制体
系，为了满足制度体系有效开展，还应该建立相关的管理
部门，对施工过程以及节能技术的应用进行严格地控制。
另外，管理部门还应该做好质量检查报告，为工民建节能
技术的实施提供有效的质量保障。其次，为了保证施工质
量，在进行节能技术施工时，还应该充分考虑自然因素和
人为因素对节能技术产生的影响，根据技术要求，选择合
适的天气完成施工建设。最后，严格按照国家标准，选用优
质的建设材料，保障节能施工技术与设计规范相一致。②
发展前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为了保障建筑行业的发展
能够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施工人员必须掌握牢固的
节能施工工作技术。面对节能技术广阔的发展前景，首先，
应该加大节能技术的宣传力度，完善节能技术的设计标
准，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借助政府手段制定相关的法律政
策，保障节能技术的顺利开展。另外，还应该加大节能技术

的研究力度，保障节能技术作用最大程度地发挥。最后，相
关部门还会加大节能技术的投入资金，资金是技术发展的
基本保障，全社会越来越重视节能技术的发展，加大资金
投入是大势所趋。

5 结束语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问题越来越严重，节能技术

的产生有效地缓解了全球资源紧张等问题，在经济发展方
面占据着不可代替的作用。近几年，建筑行业突飞猛进，快
速发展必然面临着大量能源的消耗，为了保障建筑行业快
速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能源节约工作，促进经济可持续
发展。节能型建筑是节约型社会发展的产物，工民建施工
节能技术不仅可以确保建筑行业经济快速发展，还是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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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地方庙会的主要功能研究
要要要以云龙山庙会为例

沈彦彤 徐峰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院庙会是人类偶像崇拜的一种结果，最初只是人们敬神祈福，

寄予美好生活愿望的一种形式。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庙会的功能也

逐渐朝多元化方向发展。课题组通过实地走访调查，认为徐州云龙山

庙会的功能可以归纳为宗教祈福、文化传承与娱乐、商业贸易三种，

发现庙会在这些功能的发挥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并相应地提出在政
府部门的领导下，通过增加地方特产、非遗项目等手段，促进云龙山

庙会功能更好地发挥。

关键词院徐州 庙会 功能

庙会，本是远古时期人类偶像崇拜的一种结果，但随
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功能也
由最初的单一的敬祀神灵，逐渐渗入情感交流、商贸往来
等不同作用。而今的庙会作为一种活着的、动态的地方民
俗，俨然成为地方民众盛大的狂欢节。所以，庙会现多指依
托宗教祭祀庆典节日等时间，在佛寺道观及其附近，集游
艺、商贸、宗教于一体、群众广泛参加、延续多天的大型综
合性民间活动[1]。

1 徐州云龙山庙会概况
徐州，位于江苏省北部，古称彭城，因地处南北方交

界，五省通衢，历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云龙山，是徐
州市内重要的风景山林，海拔 142米，南北长 3公里，因山
形似龙，且山顶常有云雾缭绕而得名。云龙山庙会始于清
康熙年间。当时，知州姜焯在整修山庙时，发现巨石并命人

凿观音像，吸引众人烧香祈福。因农历二月十九日为观音
诞辰，前来祭拜者更甚，久而久之逐渐形成庙会。后随着庙
会名声的传播，规模的不断扩大，庙会又逐渐发展成为苏
鲁豫皖四省的民间物资交流大会，其功能也由原来的重宗
教祈福向重贸易交流转变。

2 云龙山庙会的主要功能体现
通过实地调查，结合云龙山庙会的具体情况，我们认

为，云龙山庙会主要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功能：
2.1 宗教祈福 追根溯源，可以说庙会是一种宗教信

仰现象。庙会的核心就在于民间信仰，对神灵的供奉。在古
代社会，由于人们知识水平低下，认为天地间存在神灵鬼
怪，并且具有人类不可企及、无法超越的神秘力量，为了获
得神灵的保护与庇佑，需对其虔诚地祭祀、供奉，才能实现
自身的某种祈求与愿望。云龙山庙会在形成之初就主要承
载着这样的功能。

2.2 文化传承与娱乐 庙会本身就是文化的集结地，
既有宗教文化，又有世俗文化，构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
元”，形成文化向四周辐射的中心[2]。这里庙会展现出的功
能主要是对文化的传播功能。云龙山庙会文化在很大程度
上是在佛教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民俗文化，对于佛教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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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与能力的不断
提高，庙会每年一届定期举行着，但其中祭祀神灵的成分
却越来越少，作为放松精神、自我愉悦的内涵逐渐增加。云
龙山庙会也是当地民众自我放松娱乐的一种形式，成为地
方人民的一种精神文化享受。

2.3 商业贸易 云龙山庙会期间，是苏北人们准备春
耕的时候，所以早年间，庙会上常有各地手艺人前来推销
农具、生活用具、儿童玩具等。今时今日，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庙会无论是在组织规模，还是参展
货品、参会人数等方面都得到大大增加。课题组通过实地
走访调研发现，2014 年 3 月 18-20 日为期三天的云龙山
庙会摊位数达 500多个，商品涉及四大类十余小类上千种
（调查数据见表 1）。据官方统计，庙会三天内参会人数达
数十万人次，已成为苏北地区乃至淮海经济区影响最大的
民间活动之一。

表 1

生活

用品

食品

工艺花卉

其他类

服装鞋帽

厨房用具
家居用品

小饰品

儿童玩具
饮料

食品
工艺摆设
观赏石
字画

乐器
花卉

民俗表演
相面
诊疗

55

47
86

96

88
34

56
33
3
13

5
12

4
2
7

10.20%

8.60%
15.90%

17.70%

16.30%
6.30%

10.40%
6.10%
0.55%
2.40%

0.92%
2.21%

0.73%
0.37%
1.30%

摊位数量 所占百分比 备注数据项目

3 云龙山庙会功能发挥的主要问题
3.1 宗教祈福与文化传承功能弱化 庙会在诞生之初

与敬神祈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后才出现娱神、娱人、
商贸等功能活动，所以，敬神是源头，其他活动都是它的延
伸。因此，这就决定了庙会文化的原真一定是与“神”有关
的，而不会是后起的娱人与商贸[3]。反观云龙山庙会，宗教
祈福的功能逐渐弱化，偏离原真性，朝着市场贸易方向发
展。二月十九为正会，前一两天卖饮食、杂货、玩具的小商
小贩，就早早地汇集于山北面的通道两侧，设摊应市。庙会
当天，前来烧香还愿的善男信女固然有一部分，但更多的
只是凑热闹、买东西。至于文化传承的功能则更是微乎其
微。

3.2 商业贸易功能缺乏特色，粗制滥造 商业贸易功
能虽作为云龙山庙会的一个主要功能，但课题组调查发
现，从目前云龙山庙会摊位的层次及所售商品的内容来
看，存在着严重的雷同单一、质量低劣现象。主要表现在两
方面：首先，与其他城市庙会相比，内容雷同，如小吃中各
地可见的棉花糖、糖葫芦、凉皮；小工艺品中千篇一律的布

娃娃、手串、挂饰等，缺乏地方特色；其次，纵使出售具有徐
州特色的商品，各摊位间也存在不少替代关系，如徐州当
地人民喜食的一种薄饼，名曰烙馍，在云龙山庙会上就随
处可见。并且出售的商品往往大多为粗制滥造，质量低下，
损害了云龙山庙会在参会人员心中的形象与地位。

4 提升云龙山庙会功能性的改进建议
为促进云龙山庙会各项职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认

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4.1 以地方特产为亮点，深化商业经贸功能 不同地

方庙会之间真正的区别，并不在于规格的高低、规模的大
小、参会人数的多寡，而在于庙会中包含着不同的历史文
化底蕴，即地方文化特色。由于庙会的参会人员主要是徐
州本地市民，所以可以出售一些具有乡土气息的物品，像
苇席、竹席等，或是徐州地方县乡及临近县市的一些特色
产品，像沛县狗肉、邳州银杏叶枕头、窑湾绿豆烧等。当然
也不排除徐州市区特色小吃及其他手工艺品等。需要注意
的是，除了要在物品的特色上下功夫外，同时也不能忽视
产品的质量建设，如同旅游资源开发中所要求的那样：要
真正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4.2 以非遗项目为突破，彰显文化传承功能 庙会之
所以称之为“庙会”，而不叫“庙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
在于，庙会除了具有“庙市”的经济功能外，还有更为重要
的文化功能。庙会的举办使地方民间艺术精华在一定的时
空中得以集中展现，可以让本地居民及来自四面八方的游
人对当地民间文化有更加清晰完整的认识。关于文化的传
承方面，应该从增加庙会的非遗项目入手，如聘请民间艺
人表演徐州地方特色的淮海戏和柳琴戏，现场教制捏泥
人、吹糖稀、糊风筝、摊烙馍等，不仅在视觉上吸引民众，而
且的听觉上留住游人脚步，增强参会人员的参与性、互动
性，让大家在手工制作等活动中学习了解徐州地方文化。

4.3 以政府部门为主导，拓展旅游推荐功能 不论是
增加地方特产，还是非遗项目，都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的
指导、组织与协调。政府部门参与其中，不仅可以使一场庞
大的庙会在组织运作上更加有规划性、条理性，而且在庙
会的营销宣传上也可以集中资源，搭建良好的宣传平台，
扩大庙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因此，应该提高政府部门对
云龙山庙会的重视，在调查摸清庙会资源的基础上，加大
投入，尝试引入外部资本，改善庙会环境，借鉴南京夫子庙
会、青岛国际啤酒节、新郑祭祖大典等组织经验，使其由自
发组织的草根活动转变为政府参与规划，基于市场运作的
民俗艺术节，增加庙会旅游休闲的功能，成为城市节事旅
游的一部分，争取成为徐州城市与旅游走出去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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