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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了特色的文化基因,反映了历史时期一定地域内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显示了厚重的文

化底蕴。文章以西樵大仙诞庙会为例,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庙会的传承,为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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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代的变迁,庙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得到认同,并
且经济文化效益受到重视,使其得到新的开发和兴起。传统庙

会既有多种表演、表现形式,又是典型的文化空间,其传承值得

关注。“大仙诞”作为珠江三角洲历史上两大传统民俗活动之

一,在民间广受欢迎,既是珠三角最大的小商品交易活动,也是

最具群众性和参与性的节日。
一、大仙诞庙会的来源与发展

传说西樵山的大仙就是八仙之一吕洞宾。相传几百年前的

农历四月十四日那天,吕洞宾来到南粤名山罗浮山和西樵山的

上空,见两山风光秀丽,游兴大发,纵身一跃,左足踏在罗浮山,
右脚踏在西樵山。云泉仙馆附近还留有他那长尺许、深数寸的

脚印,西樵人在上面刻上“仙足”两字。吕大仙还在白云洞景区

睡了一觉,在石头上压下了一个长而大的背景,西樵人称之为

“仙床石”。此后,每到农历四月十四日,西樵人都要到白云洞参

拜大仙,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丰衣足食、老少平安。顺便到

官山墟购买一些日常用品,慢慢地演变成了传统节日。每到大

仙诞,超过 1 0 万人次从四面八方赶到西樵山赴墟,住宿旅游购

物,整个官山城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明朝洪武年间(1368-1 3 98 年),有读书人名何白云带一徒

弟,在此读书修炼,白云洞因此而得名,并沿用至今。现仍有“何
白云读书处”石刻,在曲水流觞之上的山洞。至清乾隆四十二

年、天运丁酉年(1777 年),南海石冈李攻玉建设攻玉楼,让一班

读书人士在此攻读,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后又有南海金瓯堡儒

村人岑怀瑾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兴建三湖书院,后由林则

徐书“三湖书院”牌匾悬于门口,更是出名。早年康有为在此闭

门读书三年,自云:毕生心得,全靠在此闭门自学。从此,士子们

聚集此间攻读,互相切磋,互相琢磨,学子逐渐增多,住址当需增

建,又改名为“玉楼书院”。此是云泉仙馆前身,反映了明清两

代,西樵山形成了文人学者荟萃之地,学风甚盛,时人称为“别有

天地”。但士子们在此养晦潜修,如闲云野鹤,时来时往,每到秋

闱考试,各走东西,各奔前程,庭院人去楼空,院舍荒芜,无人看

管,众议改建“云泉仙馆”供奉吕祖,一唱百和纷纷乐助。于是道

光二十八年(1848 年)将玉楼书院改建为云泉仙馆,每逢祖师诞

辰之日必恭行朝参拜贺的活动,距今已有 1 6 1 年历史。

100 多年来,由于信仰云泉仙馆吕大仙的民众日渐增加,且
在广州和香港设有分馆,诞日前后信士们总会前来云泉仙馆朝

拜吕纯阳祖师。据记载从四方八面进入白云洞朝奉吕仙的数达

十万,他们除了来自社会中的士、农、工、商、医等阶层外,还有海

外华侨,尤以接壤西樵山的南海顺德、番禺、高明、广州、佛山等

地的民众为多。每逢诞日,自早到晚,白云洞内外沿途人流涌

动,挨肩擦背。
发展到现在,相关部门规定摊位设置,不但引进了名牌服饰

和家庭生活用品、小家电,还引进一些古玩、字画、花卉树木和各

类原生态工艺品及旅游纪念品等摊位。据西樵市场管理有关部

门统计,这三年的 “大仙诞民俗庙会”出租的摊位近 3000 个,吸
引了 5000 多名商家,逛“庙会”的人超 1 0 万人次。不但带动旅

游经济的发展,而丰富活跃了珠三角的文化娱乐生活(见图 1)

图 1 大仙诞庙会小商品交易现场

二、大仙诞庙会的文化内涵

民俗信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

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度,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一直居于主导

地位,在生产能力低下的历史时期,当天灾人祸、生老病死等自

然灾害袭来时,民俗信仰起到了巨大的精神支持作用,它往往

可以凝聚人心、教育民众、组织社会、激发战胜自然灾害的激情。
为了更好地保存和挖掘该项民间传统民俗活动,传承和弘扬道

教文化,丰富西樵山文化旅游的内涵,每年农历四月十四日人们

都会举行大型传统民俗活动———“大仙诞”来纪念吕大仙诞辰

(如图 2 所示)。活动以“至善樵山·渔耕粤韵”为主题,充分展

现道家上善若水的文化精髓,倡导休闲养生、健康饮食、生态旅

游,深入挖掘道家文化内涵,提升原有的传统项目,融入主题项

目,使得整个文化节活动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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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樵大仙诞庙会贺诞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仙诞庙会的传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

按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
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

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

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由

于西樵大仙诞民间自发延续传承至今,一直以来年年如是繁华,

2010 年“大仙诞庙会”成功申报成为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3
年佛山市非遗传承人冯腾飞成功获批。近年西樵政府非常重视

文化遗产,组织策划系列活动,统一指挥,组成组委会及工作机

构,投入大量资金作为保护和宣传经费,搜集民间遗产,制作专题

和开展“大仙诞”文化节系列活动。每年举办的大仙诞文化周系

列活动,还有养生论坛、音乐分享会,书画挥毫、美食嘉年华、各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场展示和演示等等,通过系列活动可以更好地

挖掘和整理西樵山所独有的传统民族文化,更好地传承发展,促
进西樵镇的文化旅游经济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重要载体,
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也是人类智慧的体现。然而

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我国的非物资文化遗产正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急剧变迁。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重要基础农耕文明逐渐削弱乃至在部分地区消失,民众

生活方式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嬗变,加之外来文化的影

响等,给主要靠口传身授方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了巨

大的影响,使之逐渐地失去了生存与繁荣的土壤,大批有历史、
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

因传承人的逝去而濒于消亡,以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
手段、范围与力度,也已远远不能适应今天的客观现实。因此,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已迫在眉睫。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庙会的重要价值

大仙诞庙会作为佛山大型的群体性活动,有着广泛的群众

基础,显示着鲜明的世俗性,对佛山社会发展史有重大影响,是
民俗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统一;是融宗教性、世俗性、娱乐性、群众

性于一体的宗教礼仪活动,几乎包括了宗教社会学所提到的宗

教仪式具有的所有主要社会功能。

1.历史价值:大仙诞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民间传承延续至

今有 1 00 多年的历史,具有岭南的民俗特征,是研究岭南文化的

活态资源。

2.文化价值:云泉仙馆是清代西樵山乃至广东重要的道观

之一,是清代至现代重要宗教场所,大仙诞,对研究清代道教在

西樵山乃至广东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3.社会价值:有着广泛的全民参与性,最大的群体性活动;
加深道教文化和港澳台乡亲的交流沟通;使得群众寄予精神向

往,倡导文明;对推动当地民间小商品工艺发展和繁荣有着积极

的意义,同时促进了日用市场各行各业的健康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大仙诞庙有着广泛的全民参与性,是佛山市积极

打造的、体现佛山民俗文化和城市魅力的文化品牌,展示了佛山

在文化建设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大力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促进

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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