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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西部地区传统庙会及其在当代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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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西北地区具有典型性的甘肃天水伏羲庙会和青海花儿庙会为例，分析了庙会这种不同于纯粹宗教和仪式的活动

特点，并将其对当代社会治理的价值做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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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

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庙会不同于纯粹的宗教活动和仪式，

它以更加“接地气”的方式连接着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是

千百年来人们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性的到来，

出现了与传统社会不一样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即吉

登斯笔下的“现代性的断裂”。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中

国社会结构也发生着巨大的变迁，而庙会作为一种行动系统，

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其也在继承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呈现

出新的时代特点，这一变化对当下中国社会治理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

一、西部庙会的发展概况——以甘肃天水伏羲庙会和青

海花儿庙会为例

（一）甘肃天水伏羲庙会

天水的庙会文化，在甘肃各地、州、市都是少有的，从

正月初九玉泉观春台会开始，直到七月底秀锦山、七贞观秋

台会止，历时 7 个多月，这在全国也是很少有的文化庙会。

伏羲是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天水

历来被称为羲皇故里，伏羲祭祀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有

着极其深远的文化意义，它是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遗留，是

流传至今的民间文化。因此，天水伏羲庙会的规模之大、规

格之高，为全国之最。从历史上来看，天水伏羲庙会由来已久，

无文字记载的伏羲庙会起源于晋代，而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天

水庙会则是金章宗年间（1190—1196 年）。

天水历代的民间伏羲祭祀活动有两次，一是春祭（农历

正月十六，伏羲氏之诞辰），一是殁祭（农历七月十九，伏

羲氏仙逝之祭日），此外还有群众自发形成的每月农历初一、

十五到伏羲庙烧香祈福活动，称为朔望日祭祀。以天水民间

春祭伏羲大典祭祀活动为例，天水伏羲大典祭祀活动的主要

内容包括：会首商议，请神，领牲，献、抢热血，初献，亚献，

三献，送神。

（二）青海花儿庙会

作为西北典型地区的青海，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多元

的民族成分和特有的生态环境，造就了集神圣的庙会信仰活

动和极具狂欢性质的歌节为一体的花儿庙会。青海境内大大

小小的花儿庙会有十多种，其中民和七里寺花儿庙会、乐都

瞿昙寺花儿庙会、大通老爷山花儿庙会和互助五峰寺花儿庙

会以历时时间长、规模大、参与人数多、涉及面广而最为著名。

青海花儿庙会举行时间一般为每年的端午节或六月初六，

庙会活动参与者除了当地的村民外 , 还有青海其他地方的藏

族、汉族、土族信众参与。庙会活动除了各种宗教仪式之外，

还包括各种世俗生活，比如在大通老爷山花儿庙会中举行的

规模宏大的朝山仪式中，庙会的参与者除了要在各处庙宇朝

拜进香 , 还要进行更为隆重而神圣的祭祖活动，这种活动将

周围的各族群众都吸纳在一起 , 形成了声势较为浩大的信仰

群体；在乐都瞿昙寺花儿庙会中一些买卖生意、赛马射箭、

杂耍唱戏等人间世俗的东西 , 也逐渐渗透到这一神圣世界中，

并且充满世俗娱乐的花儿会活动与极具虔诚信仰的佛教神圣

世界毫无违和感地共同存在于庙会这一场域中。

二、西部地区庙会的特点

（一）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时间选择

将世俗和神圣的各种力量相结合是庙会活动时间和地点

具有固定性的重要因素，并且庙会活动的这种时空选择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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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的作息时间密切相关。比如青海不同地区的花儿庙会一

般选择在农历六月的某一天举行；天水伏羲庙会也选在农历

正月十六和农历七月十九，而这一时间恰好是这些地方春种

秋收的间歇期间，从而为庙会的举行提供了时间上的合理性

基础，保证了庙会举行期间庙会的参与者有足够的时间参与

庙会活动。

（二）宗教世界的神圣性与民俗文化的传承性相伴共生

庙会是一个集对地方神灵的民间崇拜与休闲娱乐为一体

的活动，不论是青海花儿庙会还是天水伏羲庙会都体现了两

种功能：宗教信仰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庙会期间虽然各地

的民俗活动略有差异，比如青海庙会以花儿会为特色，天水

伏羲庙会以秦腔为特色，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庙会体现

了宗教世界的神圣性与民俗文化的传承性相伴共生性。

（三）现代社会庙会的经济功能日渐凸显

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庙会的经济功能也愈加突出。有

学者认为，“庙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既包含有古老的

信仰崇拜，又有着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现代社会，庙会是民间文化的集结地，是民间商品活

动的中心。”研究发现，庙会期间的商品交易尤为繁荣，在

庙会上小商小贩出售日用品、服装、饰品、玩具、牲畜、生

产工具等各类商品。一方面由于庙会上的商品价格普遍偏低；

另一方面，庙会的神圣性和世俗性满足了人们休闲、娱乐、

信仰表达等不同需求。由此，在现代社会，庙会的经济功能

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凸显。比如天水伏羲庙会就是依托庙

会活动打造旅游项目，凸显其经济功能的成功案例。

三、传统庙会在当代社会治理的价值

（一）依托庙会活动塑造新的社区共同体

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社区是一种传统的精神状态、生

活方式和组织形态，是一种由同质人口组成的具有价值观念

一致、关系密切、守望相助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群体。

通过对两地庙会的研究发现，在现代社会庙会对这种以

精神状态为特质的社区塑造价值更加凸显。首先，从庙会的

管理者和参与者来看，除了政府参与外，庙会的管理一般由

整个社群选出的地方名流、有声望者担任，在整个庙会的前

期准备和祭祀活动中社区群众往往也积极参与其中，通过祭

祀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其次，庙会作

为兼具神圣性和世俗性，集文化、娱乐、商贸、神灵崇拜等

为一体的复合形态的文化，有利于社群成员缓和精神压力、

平衡心理、 增强自信、 锻炼体魄、抒发感情 , 促进相互间的

沟通、交流和协作，从而增强了群体凝聚力，维护了社会的

团结，塑造了新的社区共同体。

（二）从传统教化功能到时代精神的凝聚

与封建统治者通过伏羲祭祀活动强化对民众的教化与统

治不同，新时期的伏羲庙会则更彰显着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比如从 1988 年开始，官方祭祀开始走向正规化、公开化，祭

祀的本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点从历年的祭文可以看出，

2016 年天水伏羲祭祀大典就以“同祖同脉，中华共祭”为主

题，以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为宗旨，突出弘扬祖脉文化，增

强民族凝聚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庙会由传统的“迷信活动”

演变为现代的“弘扬文化遗产”，是体现时代精神的有效载体。

（三）促进多元文化的共生性与多元民族的互融性

庙会在多元民族文化交流和不同族群共融格局的形成中

担当了重要角色。比如在青海民和七里寺花儿庙会的参加者

中，除了当地的群众外 , 还有青海其他地方和甘肃等地的汉

族、回族、土族、藏族等；参与庙会期间上香的信众有的使

用松柏，有的则使用黄表，体现了佛教文化和汉民族文化的

相互尊重、包容；此外，为了生存的需要，世居于青海地区

的汉、回、藏、土、蒙、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 , 也形成

了以汉语为基础的交际语言。可以说，西部地区的庙会不仅

是一场神圣与世俗的盛宴，更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不同族

群相互融合的有效载体。 

四、结束语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庙会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

式，不能简单地将其界定为封建迷信活动，在现代社会中有

其独特地位与价值。庙会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对

当代社区治理的现实价值也日渐凸显。因此，进一步加强对

庙会的管理，趋利去弊 , 积极引导 , 加强保护 , 其在现代社会

中定能发挥出其他精神文化活动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当代社会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对庙会活动的控

制和介入，这也是传统庙会向现代庙会成功转型的重要因素

之一。这一方面使得本来属于民间精神文化活动的庙会由于

政府的参与而显得更加庄严和隆重，体现了传统庙会文化发

展背后的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国家、社会和个人以前所未

有的自觉、自愿的方式参与到庙会这一社会行动系统中，正

在塑造并形成一种良好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而

这恰好与公民意识的日益增长和国家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相

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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