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庙会：民族融合的印记
———以西湾盘古大王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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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盘古大王庙是广西贺州市平桂管理区西湾镇的一座庙宇，其庙会是西湾地区最大的民间节庆。 当地民

众对大王庙所供奉祭祀的神灵说法不一，或曰为汉族之盘古，或曰为瑶族之盘瓠。 这反映了在南岭走廊一带，汉

族与瑶族等各少数民族相互交流融合的事实，西湾盘古大王庙是民族融合的印记。 从中可以窥知，乡村庙会在促

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上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盘古大王庙；盘古；盘瓠；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04（2014）01-0036-05

盘古大王庙是广西贺州市平桂管理区西湾镇的一座庙宇， 坐落在穿街而
过的富江江畔西侧。 每年的农历十月十日，是盘古大王庙的节庆，会期从十月
初九至十月十一，共三天。盘古大王庙在当地极有名气，庙会也极热闹，是西湾
区域最大的民间节庆。每到会期，当地富江一河两岸乃至附近的八步、钟山、富
川等地的民众，都前往大王庙会烧香拜神，叩谢大王，奉献供品，庆贺丰收。 前
来之人或求签问卦，或走亲访友，无不心怀虔诚，满脸笑容。在请道士、设神台、
祭神灵、出行游、取仙水、拜炮爷的同时，配以舞龙狮、比武术、上刀山、下火海、
抢花炮、唱大戏、放电影等节目，真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燃烧之香火，弥漫之
烛烟，喧天之炮声，在庙宇上空久久不散，为当地极有民俗意味之一景。

“庙会”一词中，“庙”乃是指一座村庙，而“会”则是指聚会。 乡村庙会具体
的含义就是每年为村庙里神的生日所举行的庆祝活动。顾名思义，盘古大王庙
所纪念之神自然应该是盘古了。然而，笔者在西湾街就盘古大王庙庙会节庆问
题开展田野调查时，却发现在西湾镇当地人的心目中所指的盘古，具象却不甚
鲜明，纪念主神的身份，无一人能说得清楚。 一会儿说是汉族传说中开天辟地
之盘古，一会儿又说是瑶族故事中杀敌赐婚之盘瓠。 就此现象，笔者进行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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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调查和思考，现把调查心得整理于下，以就正
于方家。

一、一座庙宇和一块石碑

现今的西湾大王庙位于风景秀丽的西湾镇天
堂山脚的富江河畔， 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仿
古装饰的建筑群，占地共 1850 平方米，建筑面积
435平方米。 包括大王庙宇、仿古戏台、小型广场、
富江观光台、办公室、厨房、仓库和功德栏等建筑，
设施一应俱全。 主体建筑大王庙雕龙画凤，顶梁、
屋檐、梁眷飞带上刻有多种图案和人物雕塑，墙壁
上则绘有山水、人物、花草和树木，多姿多彩，栩栩
如生。庙前有两只麒麟石像，正面最高处有一竖写
牌匾，上写“盘古庙”三字，庙门横额为红色底，自
右向左写着“盘古大王”四字。 庙内设有香炉案台
若干， 正面墙壁中间供奉着一尊约半米高的盘古
坐像。安放盘古坐像的神龛称“盘古宫”，上方写着
“威灵显应”。 仔细观察，大王神像表情端庄，但不
生动，与别处庙宇的塑像没有多大区别，若不是放
在此庙中，真不知道它就是盘古，见图 1。

现今大王庙重建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
庙宇后面的功德栏上立有一块石碑， 详细记载了
大王庙的来龙去脉及历史变迁。 由于石碑由水泥
筑成，做工粗糙，碑文已模糊难辨，如图 2（石碑局
部）。 几经辨析，方得全文，兹录于下：

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
象虹名螮蝀乃天地之淫气月里蟾蜍是月魄之精光
风欲起而石燕飞天将雨而商羊舞旋风名为羊角闪

电号曰雷鞭青女乃霜之神素娥即月之号雷部至捷
之鬼曰律令雷部推车之女曰阿香云师系是丰隆雪
神乃是滕六……盘古氏继天首出定金木水火土日
月七政造天地人三皇氏天皇氏兄弟十二人合一万
八千岁地皇氏兄弟二人合一万八千岁人皇氏兄弟
九人合四万五千六百岁太昊伏羲氏风姓生于河南
陈州在位一百十五年始画八卦经女娲氏姓风炼黄
白红黑棕五色石补天炎帝神农氏姜姓教稼穑始艺五
谷在位一百四十年黄帝有熊氏姓公孙始制衣冠初作
甲子在位五十年寿一百岁唐帝尧姓伊者在位一百年
寿百有八岁虞帝舜姓姚尧禅在位五十年寿一百岁方
始有我国之夏商周秦汉三国西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十国宋辽西夏金元明清朝始太昊伏羲终宣统溥仪共
四千八百五十四年自盘古开天辟地起至民国末共八
万六千四百九十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万万岁

据西湾张亚明神童遗留序页记载为感开天辟
地之恩德立建西湾盘古大王庙宇供庶民香烟祭祀
于乾隆二年首建离河一丈八尺后常因水涨于道光
十二年迁移另建百余步远地名曰车头高于原址水
位三尺又因拜庭瓦面烂损于光绪二年重建拜庭张
家保存之“浪伞”为乾隆三十八年一浪方道士所赠
作出游之用至今又一百三十年历史该庙宇唯一遗
留之古董只剩重建庭各信士捐银名碑之魂

为纪念善缘先祖立复该遗留名碑及原庙宇受
众信士纷纷乐捐集资之托在原址重建盘古殿西江
亭山向甲山庚山针择吉用公元一九九零庚午岁正
月十二癸卯寅时动工大吉同年二月十二壬申日辰
时转座竣妥恢复正月十二日为一河两岸佳节十月
初十日系盘古大王炮爷会期谨此

图 1 盘古大王庙正面

图 2 石碑碑文（局部）



告佈
张英隆 罗新可 赖永福 赖永良 同敬录
公元一九九零年庚午岁二月十二日吉日立

这段夹杂着《幼学琼林》文字的碑文，准确地
说并无多少文采， 但是它明确地透露出了若干重
要的信息。一是大王庙始建于“乾隆二年”，即公元
1723 年。 如此算来，盘古大王庙至今已有三百多
年历史。 二是大王庙所纪念之神灵，就是“混沌初
开，乾坤始奠”时“继天首出”之盘古。 立庙原因是
“为感（盘古）开天辟地之恩德”。 盘古是汉族神话
传说中创造宇宙人类万物自然神①， 在汉族文献
里，始见于三国时徐整的《三五历记》：“天地混沌
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
天，阴浊为地。 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塑
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
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
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地，处于
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太平御览》卷二）其后，题
为任昉撰的《述异记》称盘古身体化为天地万物。
盘古因为特殊的功绩被视为图腾得到崇拜， 后来
上升为神，被汉人立庙祭拜，在南方一带尤盛。

根据盘古大王庙建筑所标示的文字以及所立
石碑之材料可知，盘古大王庙所祭拜之盘古，应当
是汉族神话故事里的盘古。能写入碑文立于庙林，
说明得到了当地民众的集体认同。

二、一个传说和一个故事

然而，笔者在西湾镇做田野调查时，却又屡屡
听到以下饶有趣味的传说或者故事。

一个是关于盘古大王庙最初建立的传说。 据
盘古大王庙重建的倡导者， 现任管理委员会会头
赖永福老人讲②，大王庙设立之前，西湾有一贫穷
人家，乐善好施，以在富江打鱼为生。 有一年富江
发大水，他在捕鱼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一
网撒下去，网很沉，但捞起来的却一条鱼也没有，
只有一尊木头神像。他失望地把神像扔回江心，重
新下网。不过第二网捞起来仍然是一条鱼也没有，
得到的竟然又是这尊木头神像。 他生气地认为神
像在作祟，为了防止再次打捞到这尊神像，他把神
像扔向了下游的地方。 然而等他把沉沉的第三网
捞起时，还是一条鱼也没有，得到的还是这尊木头
神像。 这回，他不生气了，他意识到这是神灵在暗
示他，要他收留神像。 于是他不再打鱼，收网把木

头神像背回了家。过了几天，一个自称是上游富川
县的老人找到了他， 说木头神像是富川一个大王
庙的，发洪水时水淹庙宇被推下富江，沿着河流冲
到了西湾。但当他听完打鱼人捕捞神像的过程后，
不再要求索回。而是两人一起倾囊捐资，与当地民
众一起，在捕捞神像的河边立庙，供奉祭祀这尊木
头神像。 这就是盘古大王庙的来历。

一个是关于大王庙童子说瑶语（或曰苗语）的
故事。 所谓童子， 在道教里本是指大仙身边的侍
童， 后来泛指据说是上界神灵转生人间的有神灵
附身的世间男子。童子因为神灵附身，所以感应比
常人要灵敏，在他身上会发生一些怪事。盘古大王
庙管理委员会骨干成员林春妹讲③，以前大王庙里
的童子非常神奇，平日讲的都是当地通用的语言，
如本地话，客家话等，但是每当大王庙举行祭祀仪
式他以神灵的身份出现时， 讲的却是少数民族的
瑶语。林春妹的父亲生前就是大王庙的童子，根据
她是“童子女儿”这一身份我们可以大胆断言，她
说的事情当真实无疑。 童子讲瑶语， 这是一个故
事，也是一个事实。

一个庙会的解释文本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
地方文化精英，以一般干部为代表的有文化阶层，
还包括教师、部分工人、商人等；二是神职人员与
道教人士；三是以农民为代表的纯下层民间。以农
民为代表的纯下层民间， 所表述的是祖辈相传的
口耳之学，具有地方化、合理演义化、无限神圣化、
复合化和模糊化等特点。 神职人员则以相应的宗
教经典为主体表达方式，接近于民间话语[1]。 童子
是神灵传达自己旨意的中介。 盘古大王庙的童子
是神职人员， 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所祭祀的
大王庙主神的替身。童子讲瑶语或者苗语，这是以
宗教的方式告诉人们， 盘古大王庙所供奉的神灵
是瑶族的祖先神———盘瓠。 在南岭走廊一带的畲
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里，广泛流传着类似的
具有南蛮意识的“盘瓠”传说。 东汉应劭《风俗通
义》记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
征不克，乃募天下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锡黄
金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 昔帝有畜犬，其毛彩，
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下。群臣怪
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
经三年，生子十二人，六男六女。 瓠死后，自相夫
妻。 其后滋蔓，号曰蛮夷。 ”在瑶族文书《评王券
牒》、《过山榜》等家书、族书中也有关于这一内容



相类似的记载，尽管叙述的书目众多，内容不一，
尚无一份瑶族公认的权威性版本，但故事的主题、
主体、主干基本一致。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
传》中曰：“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 所
处险绝，人迹为至。 ”所云之“南山”即中国南边之
山，当为现在南岭走廊一带。 在赖永福老人讲述的
传说中， 大王庙木头神像漂流而来的上游富川，位
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地处湘、桂、粤三省交界
的都庞、萌诸两岭余脉之间，属于南岭走廊中段，自
古以来就是中国少数民族———瑶族的主要聚居地，
全称“富川瑶族自治县”。木头神像本是富川境内庙
宇的祭祀品， 那么木头神像的性质也应属于瑶族，
是盘瓠的显在身份。 赖永福、林春妹等老人代表的
是纯下层民间的民众（但因为他们会头、童子后辈
等身份，所以在相当程度上拥有对庙会的解释权），
他们用祖辈相传的口耳之学反复诉说，西湾盘古大
王庙所供奉之神灵是瑶族祖先神———“盘瓠”。

三、文化人类学解读：民族融合的印记

现实中庙宇、石碑所雕刻的文字，明白无误地
昭示，大王庙供奉祭祀的神灵是汉族的自然神“盘
古”，然而口头相传的传说、故事，又一再地诉说，
大王庙供奉祭祀的神灵是瑶族的祖先神 “盘瓠”。
为什么会这样？

一直以来，学界对盘古、盘瓠、盘王这几个概
念的理解各不相同，其中有一种观点是，盘古即盘
瓠、盘古即盘王、盘王即盘瓠，三者是同一始祖④。
甚而从音韵学的角度解释，“盘古”是“盘瓠”的音
转，二者是内涵一样的两个概念。 诚然，我们应该
重视这些观念， 也可以套用这一观点来阐释西湾
民众对大王庙所祭祀的神灵汉瑶不分的现象。 不
过，窃以为，如此解释似乎过于简单化。 如前文所
述，“盘古”是汉族崇拜的自然神，而“盘瓠”是瑶族
等南方少数民族崇拜的祖先神。 两者虽然是一字
之差，但反映的文化内涵实有很大差异，代表了两
种不同的文化，不可混淆。

依愚见， 西湾民众对大王庙祭祀神灵汉瑶不
分的现象， 是汉族与以瑶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不
断交流融合的结果，是地区民族融合的印记。

孙中山曰：“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
同的祖宗，也可以结合成一个民族。 ”但“如果人类
中有一种特别相同的风俗习惯，久而久之，也可以
自行结合成一个民族”[2]。因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

文化特质，民族间必然有很多差异；但共处于同一个
地域的民族，总是经常、大量和不间断地进行各种文
化交流、整合，又有可能在双向民族文化交流中，产
生新的共同文化， 使不同民族文化界线变得模糊接
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局面。 南岭
走廊一带多由破碎山地组成， 是长江文化与珠江文
化的分界线，既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南下的通道，也
是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
为了汉族盘古文化和瑶族盘瓠文化的交汇处。

西湾镇所在的岭南本为古越人居地， 自秦以
來，即有汉人迁来，盘古作为汉族神祇也作为汉文
化一部分，随着汉人南迁而进入岭南。在进入交通
线附近，多有盘古庙。盘古神话和盘古庙宇也主要
在南方流传和分布。 如南梁任昉《述异记》载：“南
海中有盘古国， 今人皆以盘古为姓”。 同书注云：
“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
盘古之魂也。 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 南海国
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 ”有盘古国、盘古
庙、盘古墓，充分说明了汉族盘古文化在南岭一带
的兴旺发达，被当地原住民所吸收。如今在两广地
区及南岭走廊一带仍然大量存在着以“盘古”为名
的村庄、山岭、岩洞、庙宇，这是盘古信仰和盘古文
化所留下的历史积淀。 另一方面，“南岭走廊与其
他走廊相比，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最多、资源
比较丰富、环境比较优越的地区”[3]。本源于五溪蛮
的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是南岭走廊的原住民。
宋代时在地区内也开始迁徙流动越过南岭进入岭
南，在偏向于南岭走廊南边一带居住下来，逐步形
成了今天瑶族的基本格局， 也使岭南一带成为瑶
族的主要分布地区。 直至今天，桂北、粤西北、湘
南、湘西南仍是瑶族人的大本营。诸多的瑶族自治
县、自治乡都集中在这一带，如广西的富川、恭城、
金秀，湖南的江华，广东的连南、乳源等等。

西湾镇原属贺州市八步区， 地处南岭走廊中
部的萌渚岭余脉， 和富川一样是秦汉以来潇贺古
道的必经之路， 是潇贺古道沿线最重要的城镇之
一，自古有“三湘入桂门户，八桂入粤要冲”之美
称。 境内居住着汉族、瑶族、壮族、苗族等民族。 据
史书记载，贺州原是瑶族、壮族聚居地，瑶人等是
土著居民。贺州汉族人在明清后以客家人为主，因
为明清时期， 是汉族客家先民入贺州时间最集中
的时期，即罗香林先生概括客家迁徙“五期说”中
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大迁徙时期。 入贺后以 “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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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小集中” [4]的格局分布，周边居住着为数众多的
瑶族等少数民族。汉族与瑶族同时在南岭扎根，必
然存在文化交流、融合，族群之间难免会发生矛盾
和纠纷，甚至冲突。 民族的地位也会随着经济、文
化发展及人口比例变化而发生变化。 最终的结果
是， 汉族以其较为开朗先进的文化拥有了更多的
话语权； 瑶族等少数民族则不断地认同汉族文化
并与之融为一体，盘瓠文化也不断地盘古化。据石
碑碑文，西湾盘古大王庙始建于乾隆二年，恰好是
客家汉人大规模迁入贺州的时候。 庙宇以“盘古”
命名，并塑像立碑，这当是大王庙所在地西湾镇汉
人众多、势力强盛的结果。 另一方面，取得区域话
语权的汉族往往“入乡随俗”，尊重和包融原住民
瑶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 在自己的盘古文化中不
断融入盘瓠基因，盘古文化也变得盘瓠化。西湾盘
古大王庙木头神像来自上游富川传说及庙宇童子
说瑶语的故事，就是汉族盘古文化盘瓠化的形象反
映。 建立在多民族杂居地的西湾盘古大王庙，所供
奉祭祀的神灵其实既是汉族盘古， 又是瑶民族盘
瓠。 要言之，是一庙祭两神，与贺州汉族人“一家祭
两祖”的现象有同样的内涵。据调查，贺州汉族有部
分人的家里神龛，左边立的是盘瓠像，右边立的是
先祖像，二者同时祭拜。因而，西湾盘古大王庙是汉
族与瑶族等地方少数民族融合的印记。

英国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道：“一物品之
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人类用得着它的地方，
只是在它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地方”，“所有的意义
都是依它在人类活动的体系中所处的地位， 它所
关联的思想， 及所有的价值而定”[5]。 根据马氏理
念， 盘古大王庙庙会能够作为西湾民众日常生活
中一个重要的节日庆典， 存在于当地民众的文化
系统中， 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需
要，对于文化系统的运行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要

言之，在于它有意无意地促进了民族的团结，构建
了社会的和谐。 促进民族融合，构建和谐社会，这
是乡村庙会的重要功能之一。 处于南岭走廊线上
的盘古庙或盘瓠庙历史渊源深远，文化积淀凝重，
内涵丰富多彩， 是民族融合的印记， 实在值得珍
重。政府应该给予保护，或作为一笔文化资源开发
利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湾盘古大王庙在同类庙
会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注释：

① 有关盘古神话的渊源，学界众说纷纭。 一曰是汉族崇拜

的图腾，虽发生于南方，但经过了中部文人的采用修改

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神话。 一曰是我国南方瑶、苗等少数

民族民间的图腾。 因为在他们的民族传说中，一向盛传

盘古，故盘古是他们的祖先。 本文取前一观点。

② 赖永福，男，73 岁，现居贺州市平桂管理区西湾街，是

修复盘古大王庙的主要倡导者，笔者 2012 年农历十
月、十一月田野作业访谈他时，他任庙会会头。

③ 林春妹，女，61岁，现居贺州市平桂管理区西湾街，笔者于

2012年农历十月盘古大会庙会时对她进行了采访。

④ 对盘古与盘瓠辨析的书籍众多，难以一一罗列。 如可

参阅苏胜兴 .瑶族故事研究 [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

社，1998：19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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