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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楚故城的繁华 
— — 淮阳庙会的艺术文化研考 

刘淑娟 

(商丘师范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摘 要：河南淮阳庙会数千年来吸引了众多人祭陵拜祖，2006年被国家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文章通过叙述淮阳庙会的艺术文化，认为,L-4f]对庙会的虔诚信仰反映 

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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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淮阳太昊陵探源 

淮阳名“宛丘”、“郢陈”，地处中原，是中华民 

族主要发祥地之一，面积 1 468平方公里。淮阳太 

吴伏羲陵，俗称“人祖庙”，位于淮阳城北 11公里， 

始建于明英宗正统十三年(公元 1448年)，伏羲陵 

全长750米，总建筑面积 875亩。结构与同时代的 

皇宫相仿 ，其陵墓上园下方，是中国唯一的“天圆 

地方”形制的陵墓。陵高约 2O米，方座边长 182 

米，整个建筑群贯穿在南北垂直的中轴线上，如果 

把重重大门打开，可以从第一道陵门直望伏羲氏的 

陵墓，号称“十门相照”，气势雄伟、盛为壮观，是中 

国帝王陵庙中规模较大的宫殿式古建筑。 

太吴陵共有三殿、两楼、两廊、两坊、一台、一 

坛、一亭、一祠、一堂、一园、一观、十六门。现存古 

碑二百多个，大多为歌颂伏羲的碑文，还有一部分 

是记述陵内建筑重修或增修的经过，最多的碑文是 

来自各地民众“朝祖进香”的纪念碑。而皇帝派大 

臣来祭祀的“御祭碑”，现在已所剩无几。 

二、太昊庙会的艺术文化 

淮阳是豫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数千年来， 

淮阳庙会吸引了众多人前来祭陵拜祖。2006年， 

河南省淮阳庙会的太吴伏羲祭典，被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巫舞”形式的舞蹈、劝 

善意义的“守宫说唱”和保留着人类童年意识的民 

间美术作品，这些历史文化共同构建了淮阳庙会的 

厚重与神奇，让千年不变的文化广场、古老的故事、 

独有的合唱和奇特的民间美术形式能够得以延续， 

让遗留下来的伏羲文化，形成独特的艺术文化形 

态。 

1．担经挑 

担经挑又称“担花篮”、“花篮舞”，是由原始的 

巫舞演变而来。这种带有祭祀性和俗性乐舞的典 

故来源于华胥氏履巨人迹而生伏羲，因而表演时要 

沿履而舞，表现履逊得子的意思。 

担经挑每到恰逢庙会的日子，豫东的老斋公们 

(50岁左右的老太太)都身穿黑色的大襟衫，下身 

着黑裤，腿扎黑带，脚蹬黑鞋，头裹长至脚跟的黑纱 

在大殿前进行表演。担经挑舞蹈形式变化大致有 

三种，一是“剪子股”，一人打经板，三人表演。以 

“十”字路线为中心，对面穿插，走成剪子股路线； 

二是“铁锁链”，一人走一条线路，二人走另一条线 

路，像拧麻花一样穿插而过；三是“蛇脱皮”，一人 

在前，三人沿着一个方向而舞，舞蹈过程中，二人从 

中穿插而过，这三种队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 

舞者走到中间一定要靠背而过，让身后的黑纱碰绕 

在一起。这种舞蹈是古人对生育崇拜的一种象征。 

担经挑的基本舞步间距较小，舞起来跟戏曲动 

作中的“碎步”相仿。每人挑着制作精巧的花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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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篮有龙、虹、狮子、虎、宝瓶等式样)，其他人手 

持打板打出节奏，在舞蹈的同时还进行吟唱。担经 

挑的唱词内容非常广泛，从神话传说到 日常的生活 

琐事都可以成为担经挑的唱词，有许多经歌都是历 

代口传下来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的担经挑 

的舞蹈形式也已经改变了很多，巫舞娱神的设想已 

经更多地转向人们对娱乐的一种追求。 

2．守陵人的说唱 

淮阳庙会上聚集了一批所谓“守宫的人”。她 

们长年居住在伏羲陵庙中，聚集在道仪门下，多为 

50岁左右的女性，每天粗茶淡饭。白天向人传经 

宣讲伏羲的事迹和功德，劝人多做善事，弃恶扬善， 

晚上就在庙中休息。 

伏羲陵的道仪门，又称为“礼仪之门”，在古 

时，前去拜谒和祭祀太吴伏羲氏的帝王君臣及平民 

百姓，凡到此处，都必须整冠弹尘，端庄仪表，恭恭 

敬敬地严肃前行。此门意在提醒人们要成就美善 

的德性，古人语：“百行德为首。”德为事业之基，未 

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者。此门启示世人要“进德 

修业，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所以，这些“守宫的 

人”根据遗留下来的遗俗进行传经说唱，传经的方 

式大多是以唱为主，曲调固定，许多经歌也是代代 

相传遗留下来的，内容丰富，大多是与伏羲、女娲事 

迹有关。 

在太昊庙会上，可以看到人们对伏羲和女娲的 

崇拜，已经被作为一种文化，成为人们在社会活动 

中的实际指南，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正 

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神话的继续存在，并不专 

靠本身故事的叙述所引起的文学兴趣 ，它乃是一种 

原始现实的描述，而发生作用于社会的现行制度和 

活动中，它的功能就在于它能用往事和前例来证明 

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并提供给社会以过去道德价 

值的模式，社会关系的安排，以及巫术的信仰 

等。”l】 所以说，“一切宗教的崇拜可以说是人类利 

用宇宙神秘力来满足他们愿望的一种尝试。” 而 

“宗教在它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始终不可分解地与 

神话成分相联系并且渗透了神话的内容⋯⋯所以， 

人们在创作传说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的文化历 

史，并且利用传说中的历史人物，按照自己的心理 

愿望和道德准则来神话人物，展现了人们的意趣旨 

归。 

3．摸子孙窑和还童子 

子孙窑是位于太吴陵显仁殿基石上的一个石 

孔，人称“神媒石”。别看它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在 

这里却极负盛名。据说，用手摸一摸这个圆孔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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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子得孙，并且还可以保佑子孙健康平安。子 

孙窑的直径约7厘米左右，深度约有一指左右。传 

说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摸子孙窑求子的习俗， 

“洞、窑”之类的实物，无不寓含着对女性生殖崇拜 

的文化内涵。因为在远古时期的母系氏族，人们只 

知其母，不知其父，从而形成了对女性生殖的崇拜。 

在庙会期间，前来求子许愿的香客，一般都要 

到显仁殿里摸子孙窑，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历史 

上这样的石砖已经换了多次。这块是 1985年才换 

的一块青石，短短的20多年时间，又摸出了这么大 

的一个圆孔。其实生命意象是民俗文化下积淀的 

文化果实，传达出了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正 

因为如此，太昊陵庙会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内涵，才 

能成为庙会永恒的生命意象符号。 

“还童子”风俗是代表还愿的一种习俗，如果 

在太昊陵摸“子孙窑”或拴娃娃得子以后，待子女 

长到十二岁时要举行的一种还愿仪式。前来还愿 

的队伍浩浩荡荡。男孩子走在中间，身披“十”字 

形红绫，胸前扎成大花，前面用唢呐和喇叭开路，而 

跟在后边的是手提贡品的父母、爷爷、奶奶。在燃 

放鞭炮的情况下，喜气洋洋地在伏羲陵绕行一周， 

报告人祖已经喜得贵子，请继续保佑，而后解下红 

陵，将其投入陵前燃烧的香火中。 

通过摸子孙窑、拴娃娃和还童子这些民间信仰 

活动可以发现，人们对生命繁衍最本质的追求与渴 

望。特别是传统的封建思想观念，妇女的主要社会 

地位取决于能够为家族生育男性后代，才能得到社 

会的尊重和认可。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在没有实 

现这种愿望的情况下，她们就想借助神灵的力量， 

帮助实现自己的愿望，从而获得在家族和社会上受 

尊重的权益。也正如此，在淮阳庙会上，大众对子 

嗣的渴求，就在太昊庙的祈求中被凸显出来。 

4．泥泥狗 

泥泥狗是太昊陵泥玩具的总称，当地老百姓也 

叫它“灵儿狗”。它绝不同于一般的玩具，被作为 

庙会上的“圣物”，担负着为人祖守陵的特殊使命。 

泥泥狗造型奇特，古拙神奇，各种图案，浑厚古 

朴，极具楚国时期艺术文化的格调，因而被海内专 

家誉之为“真图腾活化石”。泥泥狗造型主要是以 

“猴”为主，如双面猴、抱桃猴、抱兽猴、母子猴、猫 

拉猴、猴头鱼、骑马猴等，拙朴粗犷的造型，遵循着 
一 种约定俗成的模式，它们胸前都刻绘有女性生殖 

的纹样，洋溢着对生命强烈的崇拜意义。 

淮阳泥泥狗种类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人面猴”，又称“人祖猴”，是泥泥狗中惟一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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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人非人、似猿非猿的图腾形象，造型就像一座神 

像 ，庄严、肃穆、神圣。泥泥狗的色彩艳丽，纹样主 

要利用点和线构成，纹饰主要分为马蹄纹、三角纹、 

花朵纹、类绳纹、太阳纹等多种纹样，看着这些稀奇 

古怪、神秘虚幻的图案，听着那么神奇的名称：九头 

鸟、人面猴、双头鸟、四不像、人面鱼、猴头燕、草帽 

老虎、多头怪、独角兽、猫拉猴⋯⋯好像是一部活生 

生的《山海经》展现在面前。据传说《山海经》为战 

国时期的淮楚人所作，因此遗存下这些原始图腾文 

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就像温克尔曼在《论希腊人 

的艺术》中所说的那样，艺术品的“功能和实用维 

护了艺术本身的尊严”。王朝闻也说过：原始艺术 

虽不是语言艺术似的诗歌，但却具备着“味之者无 

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魅力。从泥泥狗古朴的形 

象和身上的原始图案，透露出远远超过 自己重量的 

文化信息，它与人祖庙会中的各种民俗活动对庙会 

的意义进行了很好的阐释，成为人祖庙会的传播者 

和纪念者，发挥着自己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淮阳 

庙会期间，南来北往的游人，到太吴陵后，都要买一 

些泥泥狗带回去，不仅可以沾沾泥泥狗的灵气、福 

气，还可以驱邪避灾。泥泥狗所赋予的神圣功能， 

使它成为庙会中的主角。 

淮阳庙会除了保留古老的信仰传统外，还有一 

个最大特点，就是太吴陵庙会的规模和影响在中原 

地区首屈一指，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据有关数据统计，早在 1998年3月 19日到4月 18 

日(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就有4 800多家商户从 

事商品交易活动，成交额达 1 760万元，门票收入 

超过百万元。参与人数较多，已达到 3O万人次。 

仅2008年农历十五日，前往陵庙祭拜敬香的游客 

就达到了 825 601人，创下单 日参与庙会人数之 

最。2010年，经有关部 门初步统计，朝祖会前 5 

天，游客就突破了300万人次，实现了文化旅游产 

业经济的新跨越。其实，早在民国时期，人们在赴 

伏羲陵祭拜的期间，都已经主动结成了进香的统一 

组织“朝祖会”。在成书于民国年间的《淮阳乡村 

风土记》中，蔡衡溪就简略地描述了“朝祖会”的有 

关情况，并称其为“迷信之组织” j。人们对庙会 

的虔诚信仰，其实反映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庙会文化已绵延了千余年。庙会是文化传 

承的一种形式，不少民问艺术形式是庙会文化所特 

有的。有些民间艺术形式今人已经不熟悉了，有的 

已失传了。研究民间艺术宝库，使濒于泯灭、长久 

尘封而又有积极意义的民间艺术重现光辉，是当今 

文化工作者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庙会中的宗 

教艺术和民俗文化活动，是随岁月的流逝积累起来 

的文化遗产，因此它对我们继承和弘扬民族民间艺 

术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一是有利于保护民 

间文化遗 产，二是有 利于促进 文艺事业 的繁 
，，r4] 宋

o 

历经千年的庙会文化已经渗透在中原地区的 

许多民众的心中，人们对人祖的那种虔诚，就像一 

把圣火，从蒙昧燃烧到文明。前去太吴陵庙会朝圣 

的人群，已经汇集成了沸腾的海洋，带着人们的期 

待涌进了陵门，满天飘扬的纸扎，五彩缤纷的旗幡， 

香烟缭绕的香楼，低沉悠长的经歌，都构成了一道 

道壮观的风景，站在人祖的面前，让人不由自主地 

沉浸在一种慎终追远的氛围中，让浮躁的心灵慢慢 

地沉静下来，灵魂变得明澈而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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