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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ology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民俗与民族技艺

庙会价值与功能研究综述

高克祥

（甘肃政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庙会作为民众公共生活的载体，在村落价值荒漠化背景下研究其功能，有助于乡土社会

秩序重建与村落伦理再塑。本文对庙会的功能进行归纳综述，包括宗教信仰功能、文化传承功能、

经济功能、社会整合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又剖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庙会功能的侧重点。已有研究

虽然对庙会的功能做了较全面的分析，但是深入聚焦分析本土情境下庙会的功能不足，尤其是对

庙会的社会管理功能研究的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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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庙会功能的界定

庙会，《辞海》解释为“庙市”，是中国集市的形式之一。

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于庙会有不同的见解。高占祥先生认为庙

会是一种文化，寺庙是这种文化的依托，宗教活动是庙会产

生的最初动因，在固定的时间以寺庙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举办

集市活动，把艺术、宗教、商品贸易等融为一体。段宝林先

生把庙会视为一种综合性的民俗，认为庙会与宗教信仰、商业、

民俗、文艺娱乐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笔者认为庙会是伴随

着宗教活动而产生的，是以庙宇或周围为“场域”的一种集

宗教、娱乐、贸易为一体的群众性集会活动。庙会起源于西

周春秋时代的祭祀，在唐朝时兴起，宋元明清得以继续发展，

文革期间全国各地庙会曾遭到严重性破坏，庙会也随之销声

匿迹，70 年代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庙会的复兴，对于庙会的研

究也随之兴起。

按照马林诺夫斯基关于功能的定义，我们可以得知庙会

的产生也是基于庙会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它有什么怎样的功

能，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有哪些不可或缺的价值，不同的专家

学者对庙会的功能都各抒己见，现对已有关于庙会功能的研

究成果进行归纳梳理，并进行简要评述。

二、庙会的功能分类

（一）宗教信仰功能

宗教对于人们精神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我国的庙会就

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祭祀。聂凤峻、刘俊杰在《因势利导，

发挥现代庙会的积极作用》中指出：“在庙会形成规模以后，

宗教信仰仍是庙会的一面旗帜和精神支柱。在古代科学文化

不发达、人们迷信思想很浓的情况下，神是有号召力的。”

高有鹏、孟芳在《中原民间庙会文化简论》中指出：“在漫

长的远古社会，庙会和崇神是一体的，人们祈祷神灵，希冀

农业生产的丰收。”

（二）文化传承功能

文化传承是指对民族文化的积淀和传播，是对中华艺术

的发扬。庙会期间会演奏传统的戏剧，会有品类繁多的手工

艺品，会进行传统的祭祀，民间传统的饮食也会受到青睐。

庙会对传统民间文化的传承、发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经济功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水平的进步，庙会的经济功能逐

渐凸显出来，成为庙会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在庙会上呈现出

琳琅满目的商品，各种小商贩在庙会上出售商品，促进了商

品贸易的流通，繁荣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近代以来，随着农

村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乡村

庙会分布随之日益增多，集镇地区、乡镇地区多有庙会，非

集镇村落亦兴起庙会，同时庙会经济贸易功能也逐步增强。

豫西北的庙会市场主要出售百货商品、农村耕地用的农具，

买卖牲畜，交易药材，商品的种类、数量和交易量都是其他

一般集市无法企及的。

（四）社会整合功能

庙会是一种集体发出的行为，具有凝聚社会力量、协调

社会人员关系、应对社会耦合性不足的功能。孙文莲、王俊

奇在《河北省庙会节庆活动所蕴含的民俗内容和文化价值研

究》中指出，庙会的功能主要是文化传承、团结凝聚、心理调适、

社会稳定等功能。又如岳永逸在《对生活空间的规束与重整》

中指出庙会具有整合凝聚功能、德育教化功能以及调节生活

节奏功能，再如高有鹏认为庙会具有规范社会及教化民众功

能。

（五）社会服务功能

总的来说，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科技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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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平均受教育文化程度的提高，党和政府宣传科学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力度加大，农村庙会功能由传统的宗教信仰

功能逐渐弱化，演变为了以经济贸易功能为主及以其他功能

为辅的多元功能，庙会越来越多的是为大众服务。刘慧、秦

燕在《转型时期农村庙会文化功能的变化——以榆林地区为

例》中指出，在转型时期，庙会在继承原有功能的同时又衍

生出了新的功能，“在庙会期间举行救助仪式，对当地的特

困户，庙会拿出一部分资金，为他们买些面粉或毛毯，在庙

会上举行救助仪式发给他们。有些寺庙还给学校捐钱、为村

民修路，让庙会的香火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三、不同时期庙会功能的侧重点

部分学者重点阐述某个时期庙会的功能，从中可以看出

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庙会的功能是有侧重点的，例如：李小艳

在《明清佛山庙会及其功能的研究》中指出，“明清时期，

佛山庙会娱乐活动迅速发展，每一场庙会就是一次民众的集

体狂欢，对于佛山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发展都发生了重要的

作用”“明清时期，佛山庙会盛况空前，聚集了大量的人流，

为商品交流和贸易提供了集会，同时也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场

所——墟集的发展”。详细阐述了庙会的文化娱乐功能与经

济贸易功能对明清时期佛山地区的影响。芦昌骏、陈泽华在《清

末民初山东地区庙会功能的演变》一文中详细描写了庙会功

能的演变趋势，“清末民初时期山东地区的经济开始向近代

化转型，受其影响，民间信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

体现在庙会功能的演变方面。这一时期山东地区庙会的原始

阴阳功能逐渐弱化，文化娱乐功能开始增强，最后演变成了

商业贸易的主要场所，庙会的功能在清末民初时期完成了从

古代到近代的完全转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庙会的功

能和性质发生了变化，庙会的活动重心向娱乐消遣和商品交

易转移。在社会转型期庙会的功能在继承原有功能的同时，

也衍生出了新的功能。如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生活的功能、

民众表达社会需求的功能、为当地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旅

游观光的功能。

四、庙会功能研究的理论框架及方法

庙会是中国民间广为流行的一种传统民俗活动，20 世纪

80 年代庙会呈现复兴势头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关于庙会

功能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受英国著名人类学家、人类学功能

学派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

是印刻在人们鲜明的日常生活中的，而不是刻板地堆积在教

科书上的，某一种事物所具有的意义都要依附于当时的环境，

人们赋予它的某种意义与价值。庙会作为一种民间文化活动，

它的产生与发展都处在人们需要它的环境中，它能够满足人

们心灵上的慰藉、能够为人们提供商品贸易的渠道、能够为

人们提供娱乐项目等，它是具有自身价值的民间文化。

大多数学者对庙会功能的研究采用的方法是田野调查法，

在某一地区庙会期间参与其中，进行考察。如张翠玲在女娲

城庙会期间，与当地的妇女老人一起生活，对庙会进行全面

详实的考察，写出了《西华女娲城庙会文化价值雏议》。高

萍在甘肃兴隆山庙会期间，进行了为期四天的田野考察，对

兴隆山庙会状况做了详实的介绍。历史比较方法也是部分学

者在研究庙会的功能时较长采用的，学者到相关的档案馆、

博物馆和图书管去查阅和摘录与庙会功能有关的资料，也直

接深入当地，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向当地居民搜集有关该地

以前庙会的情况或者查阅村史，了解庙会功能的变迁。

五、庙会社会管理功能

庙会是农村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形成的世代相传而逐渐

积累起来的文化现象，人类的日常社会生活、行为规范促成

了庙会的产生。而庙会反过来也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行为习

惯产生了影响，规范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举止。根据众多学

者对庙会功能的分析，庙会的功能不外乎有精神慰藉、促进

经济发展、娱乐功能、社会交往功能、公共服务功能，而庙

会重要的功能是社会管理功能。庙会的社会管理功能通过具

体的活动中人们的行为去表现管理职能。李永菊在《庙会的

文化功能分析》中创新了庙会的功能，提出了庙会的社会管

理功能，谈到：“庙会存在的最根本原因则是满足了人的基

本需求，这正是社会运动的基本条件，在庙会中，民众可以

以商品交换获得所需物资，满足物质上的需求。”并提出“庙

会的功能分为正功能、反功能、显功能、隐功能，当然，这

种分类是人为的，实际上，它们并非孤立、毫无联系，而是

交织在一起，又组合成正隐功能、正显功能、反隐功能、反

显功能。”

六、思考与启示

从庙会的发端到现代社会，庙会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

功能。早期的庙会注重的是对神灵的敬重，是为了膜拜神灵，

祈祷风调雨顺、族人身体健康等；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庙会

的功能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由宗教信仰功能变为了更加

多元的功能，宗教信仰的功能逐渐消退，而经济贸易、商业

往来、娱乐身心、社会服务的功能逐渐增强。对庙会功能不

断变化的深层原因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理清农村在政治、

经济、社会及文化方面的发展历程，对庙会的功能有更规范化、

更系统性的认识和了解。在工业化、城市化进入新的成长阶段，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取得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空前改善，

国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完善的前提下，

重点关注在新的社会成长阶段农村庙会的社会管理功能，分

析庙会在新时期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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