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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庄村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孙端镇
东南端。皇甫庄村包公殿坐落于皇甫庄村东隅，
该殿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为消除水患由乡
绅集资始建，现为越城、上虞二区民众祈福消灾
的仪式场所。农历六月十六日是民众约定的包
公生日。这一天，周边民众纷纷结伴而来，诵经
祈福、观看包公出巡、参与龙舟竞技，成为当地最
为重要的庙会节庆活动之一。随着近年镇政府
的倡导、皇甫庄村乡村礼堂的建设，该仪式又被
增添了不少新鲜元素。

包公出巡仪式与现代龙舟赛“结缘”

自2017年以来，孙端镇政府以每年农历六
月十六包公生日的水上庙会为依托，开展了三届
鲁迅外婆家民俗文化旅游节暨贺家池龙舟邀请
赛活动（2020年的节庆活动因疫情原因没有举
办）。传统仪式与当代旅游节庆活动之间如何整
合，是孙端镇文化工作人员首要解决的问题。根
据镇中工作人员的介绍，传统的包公生日活动为
贺家池周边六个镇的民众所共享。每年六月十
六前后，当地六镇几千民众都会前来包公殿祭
拜，并在村中走亲游玩。随着政府力量的加入，
近年的活动阵容又有所扩张。

政府组织的旅游节庆活动和民间自发庙会
活动主旨有所差别，也带来了两场活动之间的分
隔与协助。其中，最为鲜明的分隔体现在时间
上。早在六月十六前几日，附近的老人已经聚集
在包公殿内诵经祈福。六月十六包公诞辰当天，
天刚蒙蒙亮，包公殿外已经烛火通明，周边的老
人着长衣长袖、身背诵经布袋，或在殿外祭拜，或
在殿侧的民居中诵经。更有不少信众以锡箔纸
折出宝箱、花篮、元宝等物以供祭祀。早晨6：30
左右，村中众人抬出殿内的包公、文昌塑像放到
备好的巡游大船上，岸边鼓乐、鞭炮齐发，水上数
艘龙舟开道，包公水上巡游仪式正式开始。包公

巡游路线环绕皇甫庄村进行，每经过一个埠头，
岸边的居民都会设好案台，摆好元宝、纸钱焚
烧。当包公巡游船靠近河埠，案台边会适时燃起
爆竹，民众拿出一定的红包、香烟给巡游队伍，巡
游船的指挥者则回馈以一些糖果点心。围绕村
庄巡游一周之后，船只回到包公殿前的河面，几
艘龙舟围绕巡游船团团转圈。在锣鼓、鞭炮、诵
经声中，巡游仪式宣告结束，岸边的老人则继续
诵经直至当天黄昏。

为满足更多外来游客的观赏需求，政府主导
的节庆活动在当天早上 9：00 之后举行。在
2019年的活动现场，龙舟赛开赛之前，越城区、
孙端镇的领导分别致辞，镇政府邀请的老道为龙
舟赛专门进行了请龙点睛仪式。龙舟赛汇集了
来自越城区各镇街选出的十八支队伍，他们的亲
朋好友也随之来到皇甫庄观赏、旅游。除龙舟赛
之外，孙端镇政府还邀请了周边不少文艺表演队
前来助兴，越剧、锣鼓声中，镇政府主导的民俗文
化旅游节显得颇具特色。

包公殿、民居与文化空间叙事

皇甫庄村文化礼堂紧邻包公殿东侧而建，
现在亦是村党群服务中心所在地。礼堂的落成
也为近年六月十六的节庆仪式活动提供了后备
的空间支持。文化礼堂投入使用之后，成为节
庆人员休息、准备的主要场所。村中的女性在
这一天自发组织起来，在礼堂一侧的服务中心
为前来活动的人员准备统一的素斋。午膳时

分，各地民众分批落座，在皇甫庄村文化礼堂的
讲堂中分餐而食。文化礼堂由是在六月十六这
一天成为村包公殿仪式活动的后备联动空间。
与此同时，包公殿周边的民居依然发挥着重要
的联动作用。这一天，民众纷纷敞开大门，在院
子中备好桌凳、茶水点心，欢迎四方来客。诵经
的老人们往往选择在包公殿外及民居的院子当
中落座，而前来参加包公巡游的锣鼓队、龙舟
队、文艺表演队队员及政府节庆活动的工作人
员则更多在文化讲堂落座。

传统文化表演形式“变脸”

参与到六月十六这一天的文艺表演团队是
多种多样的。其中既有登记在册且受邀前来的
孙端镇艺术团、民间剧团，又有孙端镇老年大学
等自发前来的民间组织，还有本村的腰鼓队、舞
剑队前来助兴。在2018年，孙端镇政府还特别
邀请到浙江绍剧团的演员团队表演《美猴王》《变
脸》等节目。

在绍兴，包公历来是民众十分喜爱的神灵。
绍兴俗谚称，“包爷爷”可以“日审阳，夜审阴”，不
仅能够公正评判阳间的悬案、疑案，到了晚上，小
鬼也十分忌惮他。绍兴宣卷中，便有名为《三包
龙图》的三出大戏，常在重大庙会、节气仪式过程
中请宣卷艺人演唱。对于包公的共同信仰与喜
爱，推动着各类文艺表演团队对于包公生日活动
的积极参与。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皇甫庄村本村艺术团的
参与。在皇甫庄村，文化礼堂的宣传队最具特色
的三个节目分别是腰鼓、舞剑和龙舟。在六月十
六这一天，三支队伍成员往往一齐上阵，龙舟队
为包公巡游仪式开道，腰鼓队打起腰鼓为巡游仪
式，舞剑队则作为文艺表演参与到镇政府主持的
节庆活动当中。

对于绍兴皇甫庄村包公生日节庆仪式而言，
其受到乡村振兴政策的影响是较大的。这最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镇政府民俗文化旅游节的介
入和农村文化礼堂机制的推行。皇甫庄村通过
时间的分离、空间的联动及文化表演的融合三种
方式对传统与现代元素进行探索性整合，可以看
做一种可资借鉴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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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木立庙香火不绝

如意娘娘是渔山岛岛民的海上平安孝神，
其清朝时期始建于北渔山岛上的庙岙，据称也
是由于如意娘娘的存在而命名的。

追根溯源，如意娘娘的由来有两种说法，
一是木板（木头）说：据渔山岛渔民徐七寿老人
讲述，渔山岛几百年前就时有福建兴化人来捕
鱼，也常有台州、黄岩人来岛铲淡菜（一种岩生
海产贝壳类）。一日，有采贝人落崖身亡。后其
女从家乡赶到，问旁人其爹在何处身亡，当得
知确切地点后，二话不说，纵身跃入海中殉葬。
众人大惊，但见从该女投身处浮上一块木板，
人们为该女的强烈孝道所感动，也为该神奇木
板所震惊，遂以木板雕塑成一尊如意神像建庙
于该岛，称之为如意娘娘庙。现任渔山岛村主
任柯位楚同样听爷爷讲过这个传说，只不过他
说：那浮上来的是一段木头，后来雕成如意塑
身。如意是坐身的形象，双手搁在膝上，扶着一
块约20厘米宽，100厘米长的木板，与徐七寿
老人的说法相一致。

第二种是“绣花鞋”说：在渔山岛住了40
余年的原庙管陈金杏女士，听她公爹也讲过此
传说：很早以前如意娘娘的父亲在渔山岛劳
动，帮鱼老大干活，做长工。他们本来不是渔山
人，如意娘娘来渔山看望父亲，上岸后刚好她
父亲铲淡菜跌落海中遇难了，如意娘娘就心
急，从庙岙跳下海去救父亲，跳下后浮上来一
只绣花鞋，有人说这是如意娘娘灵魂的化身，
为此塑像立庙。

不管是“浮木说”还是“绣花鞋”说，在如意
塑像中均有体现。

数百年来，如意信俗在偏远的小岛渔山代
代相传，已发展成为一种成熟、完备的民间信
俗系统。1960年，去了台湾的渔山人，建设了
富岗新村，村中也建有以如意娘娘为主神的

“海神庙”。
2007年7月27日，在象山县台办的全力

支持下，阔别了50多年的如意娘娘，由台东富
岗村村民柯位林率渔山岛的原居民与后代组
团54人护送，第一次踏上故土渔山岛祈福祭
祖，开创了两岸娘娘神明省亲迎亲新局面。

妈祖如意迎亲习俗

妈祖又称天上圣母、天后、天后娘娘、天
妃、天妃娘娘等，是我国沿海百姓崇祀的海神，
始于北宋、源于福建。象山在海一隅，海上捕
捞，海上航运，海上贸易十分活跃。尤以县南的
石浦港，山环水抱，船路曲折，港内南北两岸，
大小船只均可停泊，历来为浙洋中路重镇。石
浦、东门、延昌原住户都为早年福建移民，虽与
福建远隔千里，却有着血缘渊源，福建人奉妈
祖为海上保护神的信仰，也随之传入，据《东门
岛志》记载，妈祖曾来此岛，渔民每年择选3月

23日妈祖诞辰黄道吉日，扬帆北上岱
衢洋捕鱼，举行妈祖寿辰庆典，欢送亲
人出海，气氛热烈，场面壮观。

当地传说，如意娘娘升天后与妈
祖娘娘、瑶池金母结成三姐妹，神灵相
通，情感相通，融入妈祖信仰范畴。象
山在举办开渔节期间，特邀台湾台东
富岗新村如意娘娘进住东门岛妈祖
庙，作客省亲，并参加开渔节祈福巡
游。其基本习俗包括起身祭、落地祭、
守夜、赠礼等。

台东富岗祭祀神秘

中国各地渔民都有“多神信仰”的
习俗，台东富岗小石浦村的如意信俗
也是一种典型的多神信仰。如意信俗
是以如意娘娘为主神，并由民间广泛
信奉的各神祇组成的信俗系统。渔民
们在惊涛骇浪里讨生活，他们比一般
人更渴望安全感。在小石浦村的海神
庙里，以如意娘娘为中心，左右两旁供
奉的大大小小几十尊神像，这些神祇
都是如意娘娘的左膀右臂，有李府元
帅、广泽尊王、保生大帝等，也供奉着
观世音菩萨。

当第一代小石浦人带着他们的神
祇一起来到台湾这块陌生的土地时，
如意信俗却被完整无缺地继承了下
来。据悉，台东县富岗村的祭祀活动有
一套带有神秘色彩的程式，这套程式
是祭祀者与神灵“沟通”的媒介，也叫

“请五营”，是如意信俗中独特的请神仪式。

信仰传承生生不息

妈祖、如意信仰习俗，从现有资料查证，始
发地是象山渔山岛原住渔民。后来，从大陆传
播到台湾，从象山到台东，从渔山岛到富岗村，
并且一直有民俗文化传承人主持祭祀活动。

如意娘娘的界定完全是由当地民众在传
说中形成的，包括以后与妈祖的姐妹关系，那
位渔家如意少女投海殉父的动人传说，在浙东
沿海、象山一带根深蒂固，立庙祭祀，传承了数
百年，善男信女众多，至今香火不绝。

以妈祖信仰为特色的东方海洋民俗文化，
反映的是和平、平等、共存共荣的精神，对任何
国家的航海者或渔民来说，妈祖保佑他们一路
平安，妈祖文化在世界各地与当地文化都能和
平共处，并融入当地社会，共同发展。如意娘娘
具有妈祖同样的精神，她的传说所构成的省亲
迎亲习俗，在海洋民俗中独树一帜。

如意信俗，其核心所在正是渔区民众在海
洋生产劳动中对战胜灾难、保佑平安、增强奋
斗信心的精神所求和历史形成的精神寄托，对
社会成员特别是渔民群众提升所信奉的精神
品位是有益的，是渔家人民认同感的载体，渔
村团结和谐的纽带。

海州湾位于中国东部海域的脐部，是东海与
渤海之间的纽带。海州湾渔民祖祖辈辈漂泊在

“无风三尺浪，有风浪滔天”的大海上。因此，海上
渔民风险很大，生命财产没有保障，抵御自然力
的手段和能力很差，所以渔民们把自己比喻成

“神仙、老虎、狗”。所以，为避免海上不测，在渔民
社会里，自古形成了一整套无时不有、无事不在、
较为稳定的传统风俗习惯。由于海州湾地理位置
和海上生产的共同性，这里的渔民风俗，既有自
己的个性，又有整个海州湾及南至东海北达渤海
的共性。时至今日，由于海上捕捞条件发生很大
变化，抗御自然力手段大大提高，加之社会的进
步，有的传统民俗已经消失，有的仍完好保存。海
州湾渔民的信仰崇拜，均为千百年前从老祖宗那
里传承下来的。

动物崇拜

1、公鸡崇拜。海州湾渔民把船看成是有灵气
的“木龙”，新船下水之前，要选择吉日举行隆重
的龙眼开光仪式。渔民把公鸡看成是避邪、驱恶、
吉祥等万应灵物。事先要选择一只身体健壮、体
态匀称、羽毛美丽、声音洪亮的公鸡，俗叫啼鸣
鸡。在船头龙眼前摆上香案，在香烟缭绕和鞭炮
声中，由造船的木匠大师亲手拿啼鸣鸡，在龙眼
前口说彩话。高声说完后取啼鸣鸡的冠子上鲜血
点在两只龙眼的正中心，这叫开光，又叫点眼或
点睛。俗话说“画龙点睛”，认为只有龙眼上点了
活公鸡的鲜血，才能有神，整个“木龙”才算真正
有了灵性。取血点睛的啼鸣鸡，要笼在新船上好
生饲养，等待随新船一起出海，同取第一网鱼一
起祭过龙王和天后娘娘后才能宰杀。

出海渔船，都要在大桅杆的最高处系一面顺
风旗，顺风旗必须用红色丝绸制作成公鸡形。渔
民认为只有公鸡才能真正辨明海上风向，高瞻远
瞩，保护安全生产。渔民在海上，几乎把生命都交
给了公鸡。

2、蛇崇拜。海州湾渔民从来见蛇不打，任其
逍遥游走。认为这些蛇是龙的一种，有的就是真

的小龙混在其中，如果真的打了小龙，在海上就
会遭到大祸。海州湾渔民认为蛇属阴凉性，很希
望夏天睡觉时，在不知不觉中蛇能从自己身上爬
过一次，感应上蛇的灵性（俗叫过上蛇气），在海
上平安，在整个夏季不伤热不中暑，安全度夏。

石头崇拜

1、泰山石敢当。海州湾渔民认为哪里有邪
气、恶气及山水道路有碍人的平安发展之处，都
要用三尺长一尺多宽的条石，石上携刻“泰山石
敢当”五字，立放在犯疑的地方，从而把各种邪气
恶气镇住，保佑人们平安。

2、美女石。西连岛北坡大石壁前靠着一块三
四米高，质地与整个连岛乃至云山石完全不同的
大石头。远看酷似一个美丽的少女头颅注视西北
的秦山，细看好像一位柔弱多姿的美女，倚在石
壁上多情地观望着西北的秦山。这就是美女石。
晚上归心似箭的渔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海面
上，在北方几十里外就能望见美女石在发光，这
块美女石一直被海州湾渔民所尊重，所崇拜。

3、神龟石干爸。海州湾连岛西端的小龟山南
坡，有一尊天然大石龟，形象逼真，昂首向山上攀
登。每当落潮时龟身不离水（半身在水中），涨潮
时潮水再大不漫龟头，这是石崇拜和龟崇拜的天
趣巧妙的结合。海州湾渔民见此石龟喜不自禁，
认为它是保护渔民平安发财的神龟而顶礼膜拜。
现在岛上80岁左右的男性，基本上都叩拜过石
龟为干爸。

海神崇拜

1、祭龙王。在渔民的众多信仰崇拜中，龙王
占头等重要的位置。认为龙王主宰着海，海是龙
王的世界，人在海上要时时受到龙王的保佑，要
处处讨得龙王的喜欢。每年第一次出海，全村老
少聚集在海边敲锣打鼓放鞭炮送行，在锣鼓鞭炮
声中，船老大要带领全体出海船员，捧着猪头，大
户人家要抬着一口整猪，中等人家要捧着猪头三
牲（一个猪头、一条大鱼和一只公鸡），去镇海寺

龙王神坛前供祭和烧香磕头，祈祷龙王老爷保佑
海上取彩，平安丰收，祭过龙王以后，才能出海。

2、龙王老爷过寿。每年六月初三日，附近农
民认为这一天是小白龙探母的日子，总要下点
雨。海州湾渔民认为这一天是龙王老爷的生日，
龙宫里要为龙王老爷过寿。为了龙王老爷安静的
过寿，六月初三日海上要停止捕捞一天，所有船
都要回到岸边休息，因路远回不了岸的，要在海
上就地休息，不得张网捕鱼。

3、敬天后娘娘。天后娘娘为宋代福建蒲田人
姓林名默，传说她自幼聪慧乐善并受仙人指教，
矢志不嫁，志在海上搭救危难船民。为能永久在
海上救人，29岁时飞升，坐着芦席日夜巡游在海
上，被尊为海神，受到历代皇帝敕封。在渔民心目
中确信天后是海上最慈善最忠实的保护神，顺风
顺流时她能为船护航，遇到危险时她能保人船安
全。尤其是夜间遇到乌风黑浪，人船处于极度危
险情况下，她能拿着灯笼在前面引路，一直把你
引渡到安全地带。

4、望褚太。船在海上，特别在长江口、吕泗渔
场，船老大要经常以左手打着眼罩，四面八方远
眺，这叫望褚太。相传褚太家住长江口北岸（对面
就是苏州许蒲港）。他生前是一名很好的船老大，
为人善良、能舍己救人，并且有半仙之体，能呼风
唤雨，能知海上祸福。在一次航行中，为全体船员
能够按时到家与家人团聚过年，自己却牺牲了性
命。褚太死后归真，整年累月驾船在海上保护渔
民。渔民认为，在长江口及吕泗渔场，若能望见远
处云雾中有隐隐约约的船，就认为是褚老太爷出
坛显灵了，主这里太平无事，还能多打鱼。若在某
一海区捕鱼，开始望见远处云雾中有隐约船影在
游动，逐渐船影子消失了，这就说明褚老太爷移
动了地方。他告诉渔民这个海区鱼群少而且有风
险，船老大立即命令起锚，到别的海区去捕捞。

5、拜大老爷。海州湾渔民平时把鲨鱼和鲸鱼
统称“大老爷”，把鲨鱼和鲸鱼的行动，说成是“过
大老爷”。据说在海上只要过大老爷，百步以前均
有各种鱼类匆匆忙忙地跳出水面，这些鱼是大老
爷的“开路跳班”。船在海上若见有“跳班”出现或
船底船邦有异常震动，都惊吓得很利害，船上人
要马上烧香烧纸磕头敲锣，向船边海水里撒米，
边敲锣磕头边祷告。这叫拜大老爷，经过拜大老
爷活动化险为夷，则认为是天后娘娘保佑的结
果，归岸后一定要在天后宫唱大戏。

海州湾渔民信仰民俗海州湾渔民信仰民俗
□□崔月明崔月明

生活在东南沿海的舟山人依海为生，善
于舟楫与航海。与海相伴，靠海为生的劳作
方式，深深影响着舟山渔区的生活观念和心
理特征，也形成了渔民独具特色的风格习
惯。沿海与海岛区域不仅有龙王，还有观音、
妈祖、渔师公等诸海神，还有鱼神、船神、网
神、岛神、礁神，名目繁多，各司其职，从而构
成了一个以海神为核心的层次分明的系统的
海洋神灵信仰体系，而且祭祀频繁，礼仪奇
特，信仰活动渗透在每个渔汛的主要环节和
人生礼仪的一举一动。

舟山沿海的海神信仰大致包含下述几种：
（1）龙王信仰。海龙王信仰习俗，起源于

海岛特定的生存环境。旧时渔民终年过着“三
寸板里是娘房，三寸板外见阎王”“前有强盗，
后有风暴，开船出洋，命靠天保”的日子，渔民
的旦夕祸福都掌握在海龙王手里，唯有向龙王
祈求才能避祸赐福。一直等到龙潭水面上出
现鱼虾、泥鳅、青蛙之类水族，人们便认定是龙
王显灵了。故而渔区昔日流传着请龙王、敬龙

王、祀龙王、谢龙王等信仰习俗。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

视，龙俗文化又成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祭龙、龙王出游等活动又在民间流行。在舟
山，历来还流传有大量与东海龙王信仰相关的
地名、礁名、人名、桥名、庙名、传说故事、祭祀
仪式、生活习俗、日常禁忌、服饰器物等。

（2）观音信仰。舟山是我国四大渔场之
一。渔业生产的流动性和作业方式的特殊
性、海洋生活的危险性，迫使广大渔民去寻找
自己的某种精神寄托。他们把一切苦乐祸福
都寄托于观世音。海上遇到风暴，求观世音
保佑；家里有人生病，求观世音救治；渔业生
产丰收，是托观世音的福；有了天灾人祸，怨
自己拜观世音不诚。人们更把这海岛视为虚
无缥缈的神仙佛地，信佛拜观音的风俗也因
此在各地流传。

（3）妈祖信仰。妈祖是包括舟山在内的沿
海地区渔民长期以来信仰的主要保护神之
一。妈祖相传真名为林默，自幼聪明，15岁便

精通医理，为了治病，谙熟水性，能观察天气，
保护渔舟、商船的安全，被尊称为神女。她死
后被奉为神祇，立祠供奉，尊称妈祖，成为人们
信仰的海神。沿海及海岛地区民众对妈祖（天
后）的信仰几乎无处不在。在海岛神灵信仰
中，天后妈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随着时
间的推移，其信仰更加兴盛。

（4）岛神信仰。在舟山群岛较有特色的岛
神，是中街山列岛的渔民菩萨财伯公和嵊泗列
岛的羊山神。财伯公的海神信仰，始于清朝末
年或民国初年。

（下转第7版）

9月16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活动——渔村故事与
民间信仰”主题论坛在浙江象山县举办。本次论坛以“渔村故事与民间信仰”为主
题，集中研究讨论了渔村民间故事、民俗文化、民间信仰与渔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与
有效融合等问题。主题论坛自征稿以来，得到全国各地民间文艺领域专家、学者
的积极响应，收到大量投稿论文，经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大系出版
工程学术委员会共同筛选、评审，最终确定了11篇入选论文。本版择取刊发其中
论文若干，以期促进全国各地渔文化交流与发展，让民间文学资源真正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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