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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县安流镇神祇庆典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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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引 言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民间宗教和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我们认识民众思想心理

和行为规律的基本视点，广泛地影响和支配着民众日常生活，因此成为中国文化史关注的重点。民间宗教具有下列三个特点，(1)功利

色彩强烈的神明信仰，(2)半制度化的教义和仪式，(3)非专业化的神职人员。后两个特点使民间宗教与不包含行为、仪式、制度的民间

信仰区别开来，也使一些享受村落民众共同祭把的民间神祇有了界定性。它不包括那些无祭祀组织，无神职人员参与，不定期参拜的民

间神灵，而特指享受共同祭把活动的神灵。本文所调查研究的村落神祇正是在此范畴内。 

一、村落背景  

  本文所调查的地点安流镇位于粤东五华县西南部，居民都操客家方言。境内山多地少，现镇区下辖24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面积

152平方公里，总人口约八万，91％是农业人口，主要由李、陈、张、胡、古五姓组成。 

  笔者选择这样的调查地点和研究对象，原因有三：其一，五华县作为纯客县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区域。安流镇村落神祇的形成和故事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客家民间信仰的形成过程，是文化地方化现象的体现。其二，安流镇各村落祭祀圈的分布很有特点。在其历史发展过

程中，区域内形成了李、陈、张、胡、古五大家族聚居在集市周围，杂姓小村偏居于边睡的局面，因而导致不同层次祭把圈的形成。它

们显示了家族村落认同与神明崇拜的紧密关系，形式多样的庆典仪式为进一步探究民间宗教尤其是仪式方面的世俗功能提供了充分的素

材。其三，神祇庆典的复兴是存在于当今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普遍现象，探讨其成因，对了解群众实际需求和心理变化有着重要的现实

意义。在协调各家族村落之间关系，解决民间互助、公益事业、个人得益等实际生活问题，适应家族村落内部分化又统一的权力竞争要

求上，神祇庆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说明了对民间宗教的引导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建立在合理、适度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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