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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出自作曲家之手的创作歌曲犹如人工培育的盆景，那么民歌就
是自然沉积的土壤中长出的花儿。由于地球上土壤成分的千差万别，不同地
域民歌的面貌与内涵就大相殊异，给人以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的观感。就中国
民歌而言，生于江南沃土的民歌自有小家碧玉的温婉纤丽，生于巴蜀黑土的
民歌宛如佻达谐谑的村姑，生于青藏高原的民歌恰似粗犷爽朗的汉子，然
而，生于西北黄土地的民歌不太好形容——因为这一片土地上的岁月太长，
沉积太厚，成分太复杂。

以陕、晋为中心的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共祖黄帝部落的中心活动区
域，以彩陶为标识的仰韶文明，就发生并繁荣于斯。黄帝以降，尧、舜、禹在此
孕育出中国最初的城邦国家的“政治”，西周至秦汉在此完成了中国社会由
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最初转化，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直抵地中海，
长安城作为周、秦、汉、唐11个朝代的首都，使这里成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时
间最长的地区。同时，来自西边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来自中亚、西亚和欧
洲的商贸人群，来自黄河下游的东夷部落和长江中下游的“三苗”部落，以及
世代居住于此地的华夏民族，持续数千年地在这里交流融汇，使得黄土高原
文化呈现出极其多元复杂的面貌。在这样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土壤上生长出
来的民歌文化，自然也焕发出其卓然不群且异质杂糅的特殊风貌。

在黄土高原民歌诸歌种中，生长并主要流行于陕北地区的“信天游”，是
最为耀眼夺目的一朵奇葩。信天游生于何时已不可考，从历史文献来看，新
石器时代生活于黄土高原的伊耆氏部落，每当岁末举行的农耕祭祀仪式“蜡
祭”中，所唱的向自然祈福的《伊耆氏之歌》，可以看作黄土高原民歌的滥觞
形态；春秋时成书的《诗经》中属于民歌类的“秦风”与“豳风”，可以看作陕北
民歌之先声；而千百年来陕北农民出于多种实际生存需要的持续的音乐创
造与应用，则构成了信天游深厚的生存土壤。

信天游又称“顺天游”，包含多种曲调。信天游的曲调短小精悍，一般由
两个呼应式的乐句构成；歌词为多段体，每段由上下两个七字句构成。信天
游的内容以爱情和劳动生活为主，即兴编唱。1931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建
立以后，曾经产生了大量反映新生活的信天游。信天游的曲调有两种风格类
型。一类风格高亢辽阔，节奏自由，音域宽广，旋律起伏较大，情感直畅奔放。
《脚夫调》就是这一风格的代表。另一类则与此相反，音调平和舒展，节奏匀
称规律，情感细腻委婉。譬如《赶牲灵》，描述了一位年轻女性站在家门口，眼
巴巴地盼望赶脚在外的爱人归来；当她看见远处来了一支驮队，止不住心头
狂跳，却又怕来的是别人而让自己失望——这种亦喜亦急亦忧亦惧的复杂
心理，在这首委婉细腻的信天游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古人说“秦声最苦”，信天游的发言可谓深得“苦”之三昧。关于信天游的
主要题材，西安音乐学院的罗艺峰教授曾有一个准确的概括：“吃的艰难，爱
的痛苦”——抑或可曰一苦其生，二苦其情。从自然条件来看，陕北地区由于
自然条件的恶劣，使得人类的生存资源匮乏，生存压力极大；加之历史上这
一地区的阶级分化开始较早，社会等级差异比较显著，持续达2000多年的
封建宗法制度和土地兼并，使大多数农民深受压迫和剥削。贫苦农民无权无
势，无处倾述自己身受的深重苦难，只能借助民歌来稍抒胸臆，在黄土旷原
上宣泄自己的悲哀忿懑之情。严酷的现实环境，造成了陕北信天游根深蒂固
的悲剧性风格，因而被当地群众称为“酸曲儿”。“酸曲儿”的题材内容，涉及
当地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雇工、赶脚、婚姻等等。

在信天游的苦情题材中，最为典型的便是“走西口”。昔日的大多数陕北
农家成年男子，迫于天灾频仍和土地兼并严重的严苛现状，而不得不常年流
浪到长城以北的黄河河套地区，替人开荒挖煤，打工谋生；这一生活常态所
导致的司空见惯的生离死别之情，通过音乐语言的倾述和宣泄，便成为了信
天游的题材主调。走西口的日子，是陕北农民家庭最愁惨的时节。因为在实
行传统农耕经济的地区，成年男人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他们的长年远离，即
意味着全家生活失去了基本保障，所以妇女们极不情愿自己的丈夫、情人或
儿子离家外出；但迫于生计，为了年终时能挣回一点活命的工钱或口粮，又
不得不忍受他们的背井离乡经年不归。这种极度矛盾痛苦的心情，她（他）们
只能通过歌唱予以述说宣泄，以期获得一丝心灵的慰藉。

“走西口”的歌词与曲调极其真挚而传神，其中浓烈的“苦”味堪称摧肝
裂肺。“你走西口我上房，手扳住烟囱泪汪汪。哥哥走了妹妹瞭，越瞭越走越
远了”。“东去的黄河北飞的雁，走西口的哥哥梦见可瞭不见”，这是陕北婆姨
别愁离恨的直抒；“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是牛马苦，吃的
是猪狗饭”，这是打工汉子不堪磨难的哀叹。当然，走西口的日子也不尽是愁
苦。当打工汉子们辛劳了大半年，挣下一些活命钱或粮食，催赶着牲口飞奔
在归家的路上时，或许就是他们一年中最兴奋的时刻。此时，他们会激情难
捺地向着家的方向引颈高歌：“大青山高来乌拉山低，马鞭子一甩我回口里。
不大大的小青马喂上二升料，三天的路程我两天到……”

除了“走西口”之外，信天游中最为常见的题材便是男女情爱。“米脂的
婆姨绥德的汉”，是天下情人中的极致翘楚，他们不仅有样有貌，更加有情有
心。“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陕北地区沿袭悠久的封建婚姻制度，与陕北男女
天生重情且直爽开朗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剧烈的矛盾，由此对撞裂
变出无数情热灼人的歌。陕北人对于爱情的本质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们
惯于用歌声表达其哲思：“南山顶上起乌云，难为不过人想人”。何故“难为”？
伊人在水一方，可望而不可及，可思而不可得，此中体现出封建婚姻制度与
真情挚爱之间的深刻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或曰平衡方式，就是那被创造出
的无数有悖传统纲常伦理的歌曲。如哀叹的歌，“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见面
面容易拉话话难。一个在山上一个在沟，拉不上话话招一招手”；如哀怨的
歌，“三十里明山二十里水，单想住娘家我不想回；住一回娘家上一回天，回
一回婆家我坐一回监”；如怨怼情人的歌“这么长辫子探不上天，这么好的妹
妹见不上面。这么大的锅来下不了两颗颗米，这么旺的火来烧不热个你”；如
山盟海誓的歌，“没吃没喝我不嫌，只要你在我眼跟前。满天星星颗颗明，我
心上只有你一人。”“一碗碗凉水一张纸，谁坏了良心谁先死”……对于这些
歌曲，他们这样自证其合法性：“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老祖宗留下个人爱
人。三月的桃花满山山红，世上的男人咋爱女人。”

关于信天游，无疑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譬如1930年代以来产生的许多
“红色信天游”，写下来就是另一篇绝大的文章，本文碍于篇幅只能就此打
住。于此，我想再引一首信天游歌词，作为本文的结尾：

背靠黄河面对着天，/陕北的山来山套着山。/东山上糜子儿西山的谷，/
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抓一把黄土撒上天，/信天游永世也唱不完。

民间歌谣是民间文艺中的基础类别，是民众生存需
求乃至生活状况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在我国漫长悠久的
农耕时代，广大民众创作和积累了难以计数的民间歌谣，
形象而生动地记载了他们生活的需求和喜怒哀乐，可以
说歌谣是了解民众生活、考察社会得失的重要途径。因
此，我国远在西周时代就有采风之举，所谓《诗经》的“兴
观群怨”作用，《汉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都是对
歌谣价值的最大肯定。可以说歌谣是我国古代文学不可
缺少的华章。现代社会来临之际，北京大学最先创办《歌
谣周刊》，拉开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序幕。即便是教育普及、
网络流行的当代，歌谣仍然是了解社会、传承知识的重要
载体。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
自1950年成立伊始，就有组织地搜集整理出版了各种民
间歌谣书籍。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动
全国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收集出版了《中国民间歌谣集
成》的省卷本和县卷本，收集的歌谣有192万余首，包括
全国56个民族、36省市、自治区。在2010年开始的“中国
民间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工程”建设中，又有各地区补充
的近百万首。其数量之庞大，内容之丰富，令人赞叹！但尽
管如此，仍然不是全部，如果再加上《中国音乐集成》中的
民歌作品，我国歌谣的数量就更加惊人！

2018年，由中国文联负责组织实施的“中国民间文
学大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将包括中
国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长
诗、民间说唱、民间小戏、谜语、谚语、俗语、民间文学理
论等类别的民间文学口述记录作品作为大型文库出版。
这是堪称民间文学《四库全书》的巨大工程，也是为华夏
民众建造的又一个文学的丰碑。

歌谣也称民谣、谣谚，它泛指一切在民众中产生和
流传的短小的韵文作品。歌谣的英文名字是 folk-
song，是为民众所做的歌，也名为ballad，意为跳舞歌。
我国古代语言是单字表意，歌与谣同时存在，有时通用，
有时独立，相互转化，民歌失去了乐谱，只记录词就成为
诗和谣，民谣借鉴了当地的小调，或者被喜欢的人谱了
曲调，变为可演唱的民歌。今天在地方大众的语言中，歌
谣仍然有着诸多充满泥土气息和亲切感的俏皮的称谓：
如山曲、田歌、秧歌、船歌等。

歌谣有自己内容的完整性的表达，在分类上可根据
内容和形式分出类别。歌谣卷按照《中国民间文学大系
出版》的分类方案，歌谣与长诗、史诗、说唱并列，属于韵
文中的相对短小作品，包括歌和谣两种呈现形式，贯通

民间文学和民间音乐。鉴于本项目是“民间文学大系出
版”，因此以民间文学范畴的歌谣为主，辅以各地民歌，
这使得本卷打破了文人作品的藩篱，还原了民间歌谣的
完整性和统一性。具体分为以下7类：

1、劳动歌谣。它与劳动紧密结合、具有协调劳作动
作、鼓舞劳作者情绪的功能。包括指挥劳作的各类号子、
夯歌、伐木歌、薅草锣鼓等。同时也包括舒展情绪的采茶
歌、脚夫调、爬山歌等等。

2、生活歌谣。这里主要指日常家庭生活和家内劳作
的歌谣，包括妇女的苦情歌、育儿歌、自叹歌以及各行各
业自述自嘲歌谣等等。

3、爱情歌谣。是歌谣中最丰富最优美的类别，专指
男女爱恋和婚姻中的歌谣，形式上包括自唱和对唱、群
唱，包括相识歌、试探歌、赞美歌、相思歌、热恋歌、离别
歌、失恋歌、抗争歌、婚誓歌等等。

4、时政歌谣。主要是与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相关的歌
谣，包括讽刺、揭露、感叹、歌颂、怀念等方面的歌谣，是
下层民众关于社会治理评价的直接表达。

5、仪式歌谣。仪式歌谣又称礼仪歌，主要指在祭祀
天地圣灵、祭祀祖宗、纪念烈士、乞祥纳福、婚丧嫁娶等
具有庄严感和固定程式化的仪式上所颂唱的歌谣。

6、儿童歌谣。主要是传统的短小的童谣，包括摇篮
曲、数数歌、问答歌、游戏歌、连锁歌、绕口令、时序歌、颠
倒歌等。当前由于各种幼儿教育的兴起，创作的童谣增
多，本卷以未曾署名和众口流传为标准。

7、其他歌谣。涵盖一些难以归入上述类别或特征不
明显的歌谣。包括地名歌、传说歌、时序歌、特产歌、属相
歌、歌头谣等。

民间歌谣有多种作用和价值，它是民众生活的百科
全书，其跨学科的价值是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在教育和
媒体缺乏的旧时代，歌谣就是每个人成长和认知的活教
材。从儿童的“数数歌”开始，到感恩歌的“赞爹娘”，歌谣
一直伴随着儿童的成长。从美丽的青春到家庭的经营，
歌谣给了他们生活的责任感和约束力。尤其是在生产劳
动方面，歌谣告诉人们春耕秋收夏长冬藏，总结了历代
人们的生存经验。歌谣让人们轻松地认识了自然，了解
了农时，一首《二十四节气歌》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一年
四季每半个月要干的农活和气候变化，这在没有日历、
没有钟表的时代，就是形象的生存教材。不仅农业，林牧
副渔都有生产性的歌谣。同时，歌谣也是浸入在生活中
的金玉良言，是生产生活经验的交流，在歌谣的随意顺
口中，提升了自我的修养和群体交往的能力。歌谣具有
认识和了解历史的功能，培养了民众的家国情怀。歌谣
更有娱乐、逗趣、调节气氛、和谐人际关系的实际应用价
值。在语言上，歌谣的谐音和用词，大大提升了语言的表
达能力和词汇的丰富性。

华夏多睿智，歌谣伴民生。歌谣是值得研究的重要
资料，是志外之志，史外之史。我们今天编纂《中国民间
文学大系·歌谣卷》，就是要选取精华，发扬中华各民族
优秀文化传统，为民族文化提供实实在在的精神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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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把流传在三亚、乐东等古崖州故地用
崖州方言和声调咏唱的海南话地域民歌（土歌）称作崖
州民歌。崖州民歌实质上是一种海南方言歌（或称海南
话民歌）。海南各区域的海南话民歌并无独立的名称，过
去以地名加民歌或土歌称呼，如“三亚民歌”、“乐东土
歌”等。《中国歌谣集成海南卷》指出，海南方言歌指的是
在全省范围内用海南话演唱的汉族民歌。海南方言民歌
其源头当是闽南民歌在海南的流传和发展。崖州民歌是
海南方言民歌在崖州地区的特殊品种，也是伴随福建移
民移植演变而来的。崖州民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崖
州志》中所载黄流邢氏过琼始祖万安知军邢梦璜的《节
录摩碑记》称，“此地昔为暴区，今为乐土……崖风以和，
崖民以歌”。此似可作为千年崖州民歌的见证。

崖州民歌歌词主要采用赋、比、兴等多种艺术表现
手法，遣词造句通俗、幽默、恰当、耐人寻味；比喻形容形
象生动，起承转合出人意料，入人意中。崖州民歌结构形
式以七言四句式为正体，构成一首，或以四句为一段落，
构成长篇作品。近代以来，在创作中也采用“三七句”、

“长藤句”等新的句式结构，或加上乐器过门伴奏，使演
唱内容、旋律、形式多样化，以吸引听众，在传承创新中
适应时尚潮流。按题材与内容，崖州民歌大致分为劳动
歌、活歌、情歌、时政歌、仪式歌、儿歌等六类。崖州民歌
的要求押韵严谨，一首短歌要求一、二、四句末尾，使用
韵母声音相近或相同的字；长歌的一段或是一段的几句
的末尾也要同样的押韵或通押。四句尾音的音调，依顺
序严格规定为入声(或阴平)、阴平、入声、阳平。除了尾
音，别的字音也须尽可能符合平仄，而对各句第四、第六
个字的音调要求尤严。

按感情色彩崖州民歌曲调可划分为号子、叫卖调、拉
大调、柔情调、嗟叹调和哼小调等六大类。声调和谐、悦耳
动听。崖州民歌的演唱方式主要有独唱、对唱、小组唱等。

崖州是中国最南端的古州城，西至乐东、东方感城、
东至陵水、北至五指山腹地的保亭和琼中等地，崖州民
歌在这些区域广泛流传。琼北一些地区也流行崖州民
歌，华侨中也有人创作传唱崖州民歌。由于崖州民歌是
用闽南话传唱的，而海南话是海南的“普通话”，因而不

少黎族同胞也传唱创作崖州民歌。
与海南各类民歌相比，崖州民歌的库存极为丰厚。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乐东、三亚搜集整理出版的长短民
歌共有20多册，上千万字。崖州民歌的标志性特征是有
大量文学性极强的长篇叙事歌流传，约80部。这些长歌
内容丰富，情节生动，感情真挚，演唱收听动辄以时为
计，多则夜以继日，不绝于耳。是崖州人休闲娱乐，消费
永夜的文学音乐大餐。

崖州民歌富有情思之美。崖州民歌是一种直接表达
民众心声的民间艺术形式，融文学和音乐的双重艺术景
观元素为一体。首先它是文学形式，蕴涵着独特的情思
之美。崖州民歌描绘的自然、人文地理，展示了崖州人民
的衣食住行、乡土风俗、感情生活等，其中呈现着详尽而
生动的民俗事项，是一部鲜活的崖州人民生存繁衍的社
会民俗史。这些作品关注社会现实，反映天地人生，或者
诗意地记录一件实事，或者描摹一个实景，或者抒发一
段真情。作品劝恶扬善，褒美贬丑，以达到春风化雨，移
风易俗，美化心灵，完美人格，社会和谐之目的。出生于
崖州民歌之乡黄流村的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在《黄流民
歌的美学境界》一文中写到：“……最近，翻阅《黄流村
志》，读到男女对歌中有这么一首：‘求得哥愿侬也愿，定
定做成线与针。哥且做针侬做线，针过千层线都跟。’那
来自日常生活的贴切比喻，那发自少女内心的细腻柔
情，那出自淳朴农村姑娘之口的生死相随之誓言，那用
黄流闽方言表达的言辞和乡音，都给人以美的享受。如

果说，童年时代只是跟着哼，少年时代只会听着乐，那
么，现在我终于能够欣赏其内容，联想其歌声，品味其真
善美，从而进入崖州民歌的美学境界了。”

崖州民歌富有艺术美。崖州民歌同祖国各地民歌一
脉相承，互相影响，其艺术源流是共有的华夏文化精华。
崖州民歌除了继承民间文化传统，还在各种表现形式方
面灵活应用并有创新和发展。黄流人文学者、诗人张跃
虎认为:“它平淡而不乏味，富丽而不浮华，表现手法也
非常高超。特别是那些‘四句歌’(或曰‘口前歌’)更有不
少令人拍案叫绝的佳作。”

崖州民歌具有音乐美。崖州民歌是用崖州腔调演唱
（黄流腔调为崖州腔调的主要腔调），有系统完备的音乐
体系，有独特的腔调、旋律、演唱形式、音调等，且格律严
谨、自成一体的一种民间汉族歌谣。崖州民歌的音调具
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发声唱法生活化，字正
腔圆，旋律优美，节奏灵活，风格鲜明，表达情感自然质
朴，节制适度。正是上述音乐元素，特别是曲调旋律的特
色，形成崖州民歌的音乐风格，使它既不同于高亢明亮
的山歌，也不同于辽阔奔放的牧歌。从审美的层面上倾
听崖州民歌，人们欣赏到一种美妙和谐之音，感悟到一
种平衡中和之美。各地既有共同的唱腔，也有独特的韵
味。五区片唱腔，曲调自然，行如流水；四区片唱腔，风生
水起、幽默风趣。崖州区民族唱腔花繁叶茂，华丽浓郁，
尽显民族风情。

崖州民歌是黎民之歌，乡土之歌。村中妇孺老幼即
使不会演唱也会听。很多地方非常流行，谁家有婚事、盖
房、孩子升学等，均要请人来唱崖州民歌。村民在生产劳
动、日常生活、爱情婚姻和社会斗争中都离不开崖州民
歌。崖州民歌的演唱已经渗入到劳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
面，例如母亲的摇篮曲、父亲的训子歌，崖州民歌是他们
借以表现日常生活、世俗情感的有效方式。

2006年崖州民歌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批崖州民歌组织团体如黄流崖州民歌协会、三亚市崖
州民歌协会等相继成立，崖州民歌演唱、搜集、整理、研
究、出版，红红火火、风生水起。崖州民歌开始走进教材、
走进课堂。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崖州民歌的演唱场
所从房前屋后、田间树下，庭院楼台，开始走上舞台、歌
厅、荧屏。特别是微信群、公众号的新生，崖州民歌的创
作演唱空前火热，优秀作品每天可有上万人分享点赞，
崖州乡音通过数字电波瞬间传遍天涯海角、大江南北、
五洋九洲。崖州民歌这张崖州特色文化名片，正以传统
韵味与新的姿态步入社会主义新时代。

崖州民歌的审美崖州民歌的审美
□邢孔史

（上接第6版）清朝光绪年间，有个福建渔民姓陈，名财
伯，因在中街山渔场捕鱼，不幸在一个大风暴天，船翻
了，人泅水上了荒岛——东极庙子湖。此时，岛上荒无人
烟，财伯公以砍柴、种番薯为生，住了下来。联系自己的
不幸遭遇，日后每逢海上大雾弥漫或是风暴天，财伯公
就上山点燃篝火，为即将遭受不幸的渔夫舟子，指点迷
津，使他们转危为安。渔民不知个中缘由，以为庙子湖岛
有神仙显灵，称篝火为“神火”。有一天，渔民登岛去祭祀
岛神，发现财伯公已死在篝火旁，为此给他立庙塑像，祀
典为神。因财伯公是渔夫出身，他的神像上穿背单，下扎
龙裤，成为一尊渔民菩萨，这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神信
仰中，绝无仅有。“青浜庙子湖，菩萨穿龙裤”的渔谣也由
此而来，并在华东沿海各省渔民中广泛传播，颇有影响。

（5）泗洲大帝信仰。嵊山岛上的泗洲堂（塘），反映了
岛上渔民及来嵊山一带渔场作业渔民的泗洲大帝信仰。
而渔民的泗洲大帝信仰，源于公元前668年至公元前
512年这段时间内入浙的徐偃王。

浙江从西南山区到东南海隅，从浙北平原到史称
“中国海山之尽处”的嵊山等前沿岛屿，几乎处处都有
“徐偃王”的传说与遗迹。而嵊山岛的泗洲堂地名，也出
自古徐国所在地“泗洲”。

从浙南到浙东沿海，即温岭——鄞县——舟山等

地，可将徐偃王曾落脚过的城池串联成一线，这条沿海
线上，活跃着众多以徐偃王为始祖的徐氏后代。而恰恰
是这些地方的渔民，世世代代驾舟越洋赴嵊泗，和岛上
土著渔民一起，开发建设了嵊山渔场，同时也把泗洲大
帝信仰风俗传播到了嵊山等渔岛。因古徐国在泗洲，故
先民们尊徐偃王为“泗洲大帝”。

（6）鱼神信仰。鱼神是渔民信奉的神灵。有关鱼神的
传闻，早在我国古代已经形成了。如《山海经》中的海神禺
京，有鲲鹏之变的神通。其实，鲲就是大鱼。京，鲸谐音，也
即为鲸鱼。可见海神禺京就是中国最古老的鱼神。舟山群
岛海神中也有鱼神崇拜。如船出外洋，路遇大鱼，即撒米
粒、赠船旗、叩拜祭祀，以求鱼神庇护。舟山把鲸鱼称为“乌
耕将军”，“乌耕”露面，意谓鱼群涌至，渔夫敲锣打鼓放鞭
炮，并举行盛大的海祭，以求海神降福兆吉，喜获丰收。

（7）礁神信仰。舟山群岛海域中有许多礁群，礁石或
林立于海面，或潜伏于水下。过往船只稍有不慎，即或有
触礁危险，民间遂生礁神崇拜。舟山嵊泗大洋岛有圣姑
礁，礁上有庙，供祀的“圣姑娘娘”，即是一位礁神。渔船
来往过礁，必登礁祭祀，以免在附近海域有触礁、破网等
事故发生。传说，圣姑娘娘是个海上巡行娘娘，每逢大雾
天和风暴天，娘娘就在礁上提灯巡行，好像现在的灯塔
一样，为海上航行的海员和渔民指明方位和航向，使之

能安全返港，化凶呈祥。
舟山沿海的海神信仰活动，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

文化，还是一种资源，它植根于民间，具有着顽强的生命
力。发挥并利用海神信仰的多元价值，把海神信仰转化
为舟山海洋文化可持续利用的文化资本，将有力推进舟
山社会的协调、持续和创新发展。

舟山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
一批特色鲜明的海神信仰，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为了完整、系统地保护海神信仰民俗文
化资源，要进一步挖掘海神信仰的文化内涵，对历史悠
久、保存完整，能反映当地风情，有海洋文化特色的海神
信仰，重点加以保护和开发利用。舟山市诸多的海神信
仰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如“南海观音”“东海龙王”
等。我们应当通过进一步的典籍考证，深入挖掘海神信
仰的文化内涵，创造海洋文化的新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