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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尝试 
 
 
 

——从火星庙现象看对民间信仰活动的管理 

 
 

□     史京 王凡. 
 
  

      在山西省霍州市，正月里最红火的一天不是元宵节，而是正月二十七。在这一天，霍州市大

多数群众会不约而同来到县城的火星庙，为“火星圣母”过生日。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对这种民

间信仰活动的管理问题。  

 
 
 

红火的节日盛会  

 
 
 
      火星庙坐落在霍州市城区西北，始建于明宪宗成武三年（1467年），是明代雄伟建筑工艺

技巧和文化艺术的精品。主建筑是坐北朝南精美秀丽的圣母大殿，殿内供奉着神态逼真的圣母

像。  

 
      火星庙每逢初一、十五(农历)都要进行集体活动，活动人数约几十人。每年大规模的活动有

两次，一次是正月二十七日（圣母诞辰日），一次是四月初十。其中尤以圣母诞辰日活动人数最

多、最为隆重。  

 
      这日凌晨，等待烧香的人早早来到庙内庙外，各村信众也都自愿前来参加。远至临汾、洪

洞、赵城、汾西、灵石、蒲县等县到霍州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其中大部分是县城居民和附近农

民，几乎每家都要派一个代表。  



 
      一大早，作为“火星圣母”娘家的李诠庄荀姓人家就会到火星庙烧头炷香，吃头碗饸饹面，

宣告活动开始。然后其他人依次敬香祈福，争吃饸饹面，最后抬着圣母龛和架楼上街，伴有锣

鼓、龙灯、高跷、秧歌等表演活动。四街八巷的民众摩肩接踵，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信众撕下自己衣襟里的棉絮连同布施，用黄裱裹作一包，像雨点般投向火星圣母架楼，信众

认为这样可以消灾免难、祛瘟避邪。庙里管事者为了方便群众投掷，还派专人端盘接纳。到正月

二十九，再将投掷的棉絮纸皮装入“瘟船”内，敲锣打鼓地倒入汾河，寄寓让所有瘟灾随之而

去，名曰“送瘟船”。至此，整个活动才算告一段落。  

 
      此项活动，历经数百年，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近几年来，庙会活动又自发地兴盛起

来。每年参加庙会的人数很难统计，据主办人称，仅今年正月二十七一天，光吃饸饹面就用去了

近30袋面粉，就这样还有很多人没有吃到。据此计算，人数不止万人。  
 
      严格意义上讲，火星庙会不属于宗教活动。火星庙会现象应归为民间信仰范畴。我国民间信

仰，往往将儒释道糅合在一起，主要靠口头传说来吸引或维护，以康、福、寿、禄、爵等世俗为

目的，并且用不确定的、非正式化的手段来实现目的。在我国民间，信仰往往不是以正宗的宗教

仪式，也不是在正规的宗教场所实现的。人们对哪位神灵、哪位菩萨的尊崇和敬仰，往往靠的是

一炷香、一挂鞭炮或者是几元钱。这些神灵信仰已经与当地的民俗融合在一起，成为民俗活动的

有机组成部分。火星圣母也是他们队伍中的一员，是神灵信仰民俗化的生动体现。  

 
 
 

从无到有的探索  

 
 
 
      众多的信众，固定的场所，有规律的活动，特别是每年火星圣母的生日，无疑给管理带来了

问题。  

 
      火星庙在发展演变中，有其经济来源方式和管理模式。在经济来源上，采用“香首制”。就

是火星庙每年从普通香客中推选出12位在当地有影响力的香客，名为“香首”，号称火星圣母的

12个儿子，他们全权负责火星庙日常开支和庆典活动的一切开支等，但他们并不能参与火星庙的

管理。在管理模式上，采用的是旧的家长式的管理。庙里有一个总管，全权负责庙里的日常管理

和重大节日的各种活动的筹划、经费开支的管理等等。  

 
      火星庙作为民间信仰活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无管理状态。这

种“无”，存在很大的弊端：一是由于没有一个切实的部门管理，这部分群众成了盲区，政府对

他们的思想状况、活动情况等知之甚少。同时，涉及火星庙的纠纷不断，有火星庙与周围工厂的

房产纠纷，有火星庙活动与居民的民事纠纷等等，影响了社会安定。二是由于没有主管部门，活

动处于自由状态，管理上则处于混乱状态。三是由于政府对这种民间信仰的认识不同，造成了他

们的活动处处受到阻碍，他们也迫切希望有部门来管理他们，为他们做主，为他们服务。  



 
      针对这种情况，霍州市民宗局认为对这种无管理状态的民间信仰活动管比不管好，引导比制

止好，在借鉴其他省市做法的基础上，于1997年批准了火星庙的申请，将火星庙作为临时活动场

所进行了登记，并对其进行了整顿，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并成立了管理委员会。2002年在管理

规范化、活动正常化的基础上，转为正式活动场所。火星庙从此有了自己的管理部门。  

 
      纳入市民宗局管理后，火星庙健全了组织，成立了火星庙管理委员会，民主产生，民主管

理。完善了活动、财务等各项规章制度，管理人员发扬民主，改进工作，接受监督，信众反应良

好。规范了活动，日常活动按制度进行，大型活动必须提前报当地主管部门批准。要求在法律和

政策范围内开展活动，严密组织，责任到人，不准影响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几年来，火星庙开

展活动，做到了审批程序规范，活动方案严密，未出现一起安全事故和非法活动。落实了房产，

使活动规范在固定场所进行。发展了自养，在市民宗局帮助下，庙里利用地理优势，开办了旅

店，有了不错的收入。同时还规范了财务，公开了财务收支，做到了信众满意。  

 
      民间信仰的崇拜，既有许多慈行善举、忠廉正义的积极因素，也有尊神崇圣的消极因素。这

几年中，霍州市民宗局特别注重正面引导。一是强化了思想教育。市民宗局每年都让该场所负责

人参加培训班，学习宗教政策、法律法规和宗教知识，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科学、宗教、管理

素质；还积极组织他们订阅宗教、科技杂志，通过设立学习宣传栏，宣传破除迷信，崇尚科学。

二是在每年庙会时，与有关部门配合，编排思想上进、弘扬时代主旋律的文艺节目进行表演，向

信仰群众传播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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