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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重塑下的妙峰山庙会

曹荣 詹环蓉

妙峰山位于北京市西郊门头沟区
,

自明代以来就是京津以至华北地区碧霞元君

信仰的中心地
。

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
,

妙峰山庙会都吸引了大量香客
、

游人和

香会
。

自顾领刚先生对妙峰山庙会进行调查以来
,

妙峰山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民俗学

的圣地
。

由于历史原因
,

妙峰山庙会一度中断
。

年
,

在旅游开发的热潮下
,

妙

峰山庙会又得以重新举办
。

庙会恢复后
,

吴晓群
、

王晓莉 分别对妙

峰山的香会和香客进行了调查研究
。

在此之后
,

都志群
、

李海荣 对当年的

庙会进行了调查
,

将庙会的空间进行了区分
,

分析了以殿宇为中心的膜拜空间
、

以

殿宇广场前为中心的娱神空间和以沿途店铺为中心的递福空间各 自的特征
。

些调查研究对于旅游开发对妙峰山庙会影响的论述并不多
。

《 年 月 日至 月 日
,

笔者所在的调查小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贺学乖

带领下对妙峰山庙会做了全程的调查 ’。

在调查中笔者注意到 门头沟政府禾

山庙会这一民俗文化资源来发展当地的旅游业 见附录一
,

政府打出了
“

戴福花
、

系福条
、

画福布
、

走福路
、

寄福语
、

走古道
、

登妙峰
、

逛古庙
、

赏民风
”

多种旅游宣传
。

妙峰山庙会在旅游的引导下
,

其运作的方式发生了

显著或微妙的变化
。

与传统意义的妙峰山庙会相比
,

承载庙会的空间
、

庙偿

发生了变化
。

旅游开发者对传统庙会进行了重塑
,

他们根据现实的需要对原有的文

化资源进行了重新解释和利用
。

本文将从本次调查的实际情况出发
,

以旅游对庙会

的建构为着眼点
,

探讨妙峰山庙会在旅游开发的背景下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
。

一
、

庙会空间的 , 塑

妙峰山是北京民众碧霞元君信仰的中心地
,

对于香客来说
,

这是一个神圣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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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是香会
、

香客表达虔诚
,

求助神灵的场所
。

而香道和茶棚由于在妙峰山庙会中

发挥着特殊的功用
,

因此在香客的心 目中
,

它们也具有了一定的神圣性
。

它们共同

构成了妙峰山庙会的神圣空间
。

现在的妙峰山庙会是在旅游开发的背景下恢复的
,

它的管理者和运作者也都是

旅游部门
,

因此出于吸引游客的需要
,

庙会的空间被重新塑造
,

从而展现了一个新

的面貌
。

过去到妙峰山进香的群众一般从宣武门
、

阜城门
、

西直门
、

德胜门等地出发
,

进香的香道共有五条
,

依次为 北道 从海淀区聂各庄乡台头村上山
、

中北道 从

海淀区北安河乡北安河村上山
、

中道 从海淀区北安河乡徐各庄村上山
、

中南道

从门头沟区军庄镇灰峪村上山
、

南道 从门头沟区妙峰山乡陈家庄上山
,

途经大

觉寺
、

北安河
、

三家店
、

聂各庄等地
。

由于路途很远
,

香会在农历二月就要开始祭

山
、

三月守晚
、

起程然后登山并在山道上找地方落宿
,

之后再去朝顶进香
。

一些人
、

爬香以及背鞍
、

滚砖
、

着镣
、

悬灯等方式朝顶
,

以求得娘娘对 自己及其

佑
、

宽恕
。

历经香道的艰难
,

进香本身也成为了神圣的事情
。

妙峰山庙会

以说是以妙峰山娘娘庙为中心辐射到各个香道的
。

而现在古香道基本荒废
,

圈和粥棚也相应的消逝了
,

只剩几个遗址
。

在恢复妙峰山庙会的同时
,

大力发展京西旅游
,

并将妙峰山庙会作为龙头

道路的修建上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

国道和盘山路的修建为来妙峰山朝拜和

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

也改变了妙峰山进香的部分格局
。

现在进香道路已经

来香道的神圣性
,

香会也不会沿路表演
。

香客开车或者坐车到妙峰山只用

几个小时
,

交通很方便
,

真正步行而来的香客很少
。

原有的庙会空间已经集中在了

妙峰山的山顶
。

然而即使在现在的妙峰山山顶
,

旅游设置也无所不在已经嵌人到了

原有的神圣空间中
,

使得旅游空间和神圣空间交错
、

融合在一起
。

妙峰山的庙宇布局与恢复前相比
,

发生了一些变化
。

旅游的规划者在修复原来

主要庙宇的同时
,

对庙宇的布局进行了改造
。

现在的妙峰山主要庙宇有惠济祠
、

玉皇顶和回乡亭
。

据妙峰山管委会的工作人

员介绍
,

现在的喜神殿
、

关帝殿
、

玉皇庙都是从山下涧沟村的三间小屋挪上来的
,

但关帝庙现在已经没有了
,

改成了妙峰山招待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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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济祠俗称娘娘庙
,

有主殿灵感宫
,

供奉碧霞元君以及送生娘娘
、

眼光娘娘
、

子孙娘娘
、

斑疹娘娘
,

配殿有地藏殿
、

药王殿
、

喜神殿
、

观音殿
、

月老殿
、

财神殿
、

王三奶奶庙
。

据妙峰山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介绍
,

喜神殿的
“

喜神
”

应名为
“

戏神
” ,

因为喜神原来为妓女所供奉
。

原来供奉封王的药王殿现在供奉扁鹊
。

而现在的观音

殿的原址是广生殿
。

在过去
,

到广生殿上香的人主要是为得神灵保佑多子多生
。

在

重新规划庙宇布局的时候
,

规划者认为广生殿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是相抵触的
,

因

此
,

就把广生殿换成了观音殿
。

同时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
,

旅游开发者在重建庙宇

的时候又增加了月老殿
。

即使在惠济祠这样的神圣空间中
,

旅游的设置也嵌人了其

中
。

现在的惠济祠内还增加了法物流通处
,

主要是出售福牌
、

福花
、

佛经
、

佛像等

纪念品
。

然而最为体现旅游开发者对妙峰山神圣空间进行改造的是玉皇顶的设立
。

玉皇

顶现位于主峰山上
,

它是 年重建时从山下涧沟村的玉皇庙迁上来的
。

老香客都

知道
“

朝顶
”

是要朝娘娘庙
,

而不是要先朝位于主峰的玉皇顶
。

许多老香客并不认

可玉皇顶的神圣性
,

认为这是旅游开发加上的
,

因此他们并不去进香
。

而

客则愿意爬上高处去祭拜玉皇大帝
,

他们认为玉皇大帝是最高的神
,

是应

的
。

因此
,

旅游开发者揣测游客的心理再造了一个新的神圣空间
,

这一空

为一些老香客所认同
,

但是却吸引了其他香客去那里进香
。

在通往玉皇顶的半道上有回香阁
,

包括东岳殿
、

武圣殿
、

文昌殿
。

过

回乡时要在回乡阁攒香
,

现在的香会并不攒香
,

只是在路上敲回乡鼓
。

据

介绍
,

虽然回乡阁不是妙峰山的主殿
,

但是由于回乡阁供奉了文昌帝君
,

幸

中考之前这里的香火还是很旺的
。

在通往妙峰山山顶的山道上还残存着傻佛殿和灵官殿
。

傻佛殿供奉傻佛像
,

传

说傻佛是王三奶奶的义子来宝
,

非常孝敬王三奶奶
,

该殿已经荒废
,

只剩一个傻佛

殿的介绍牌
。

灵官殿
,

在傻佛殿殿后
,

是以前香会登山报号的地方
。

随着古香道的废弃
,

香

会活动空间的缩小
,

原来作为香会登山报号之所的灵官殿 自然没有实际的作用
,

现

在的灵官殿已经破败不堪
。

现在妙峰山庙会属于京西旅游公司管理
,

山上还有管委会办公区
、

售票处
、

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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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山商店
、

齐天乐茶棚
、

连心亭
、

餐馆
、

招待所
、

公共厕所
、

电动门
、

安全警示牌

等设施
。

其中齐天乐茶棚相当于城里的茶吧
,

主要是收费供游客休息饮茶的地方
,

还有佛经光碟出售
。

在这个茶棚旁边有一个展厅
,

通过图片和一些文物对妙峰山香

会表演历史进行简单的介绍和宣传
。

连心亭原址被称为
“

贞女崖
” 。

当地传说有一位

女子很孝敬公公
,

丈夫出去了
,

公公生病的时候她在旁边伺候
。

但村里人传谣言说

这个女人和她公公偷情
,

丈夫回来后很生气
,

要休掉他的妻子
。

这位女子受不了别

人的谣言
,

为了维护 自己的贞洁
,

就从山崖跳了下去
。

山上的山植花传说就是她变

的
。

后来旅游开发者为了避免有人说搞封建迷信
,

在重建庙宇的时候
,

就把这个地

方改为连心亭
,

亭子四周的铁链可以锁上
“

连心锁
” 。

旅游开发者改变了民众对贞女

崖的解释
,

而为迎合游客心理进行了重新的解释
。

在调查过程中
,

我们也确实看到

一些情侣到此锁上连心锁
。

在进山门不远处
,

还有一个供香客娱乐的设施 —打金钱眼
。

红帐篷里面吊着

币
,

中间镂空
,

并有一 口大钟
。

打金钱眼者交钱后站在红线后向里面投钱
,

者按投人的个数代表不同的福兆 如
“

一
”

象征
“

一帆风顺
” , “

二
”

则象

齐美
”

等
,

都是祝福香客的吉祥的话语
。

这本身是与妙峰山庙会活动不相

在打金钱眼已经承包给了个人
。

这种旅游设置的空间是脱离庙会
,

传统庙

区样的活动的
。

山后还有一个千亩玫瑰园
,

进人欣赏玫瑰者需交费
,

如果

王要另外按斤两交费
。

据当地人说玫瑰晒干可以泡茶美容
。

重建的妙峰山整体布局发生了变化
,

庙宇的重新安排迎合了游客旅游的心

讨妙峰山一些文化事象的重新解释改写了一些官方认为的
“

封建迷信
”

的

成分
,

使旅游不与国家的政策发生冲突
。

而山上的旅游娱乐设施如连心亭
、

打金钱

眼
、

玫瑰园
、

齐天乐茶棚等与妙峰山下涧沟村的农家院
、

农家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旅游服务体系
。

现在妙峰山庙会的空间在旅游开发的目的下被重新塑造
,

作为信仰

中心地的神圣性被削弱了
,

其旅游的成分日益增大
。

二
、

栩圣之旅与游玩之旅

传统的妙峰山庙会
,

香客是妙峰山庙会的主体
,

他们是庙会的参与者
,

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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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者
。

到妙峰山朝顶进香使他们经历了一个由世俗空间到神圣空间
, ‘

再回到世俗

空间的过程
。

因此对于香客来说到妙峰山进香是一次朝圣之旅
。

妙峰山庙会
、

娘娘

庙中的神灵对香客的生活
,

特别是对其精神生活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

而到妙峰山

庙会朝顶进香本身也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

妙峰山庙会在恢复后
,

组织者和

管理者都发生了变化
。

旅游开发者成为庙会的管理者
,

妙峰山被改造成了一个旅游

景点
,

而原有的民众 自发组织的民俗活动成为了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
。

现在的山门

处设有收费处
,

对来妙峰山进香
、

游玩的人收取门票
。

香客
、

游客已经成为妙峰山

旅游的消费群体
,

庙会的主体已经不再是香客
。

妙峰山的旅游开发者也尽量利用传

统文化资源吸引游客
。

农历四月初一前一天
,

也就是妙峰山庙会正 日子的头一天晚上
,

有很多香客赶

来抢烧
“

头柱香
” ,

场面非常的热闹
。

抢头柱香的传统习俗为妙峰山吸引了很多的香

客
,

香客们在这里烧香拜佛
,

祈求神灵保佑 自己
。

同时
,

京西旅游公司的下属部门

也积极做好了旅游安全准备
,

一些商家趁机借庙会做好了宣传工作
。

笔者在大约九点左右坐上出租车上山
,

到山顶的时候
,

就已经看见停车

满了车
。

停车场两边的摊贩 几乎都是涧沟村的村民 叫卖
“

请香
”

的声音

耳
,

香客手拿高香涌人山门内
。

在山门的左边拉着一条红色横幅
,

写着
“

瓷

楼祝金顶妙峰山春季庙会隆重开幕
” 。

山上到处挂着灯笼
、

福布
,

洋溢着一种

气息
。

在妙峰山招待所前面的广场上
,

已经摆好了供明天用的馒头和大米

捐的
,

也搭好了舞台
。

门头沟龙泉宾馆的李老板带着一个乐队来义演并敬香

助兴
,

有很多香客围观
。

在广场不远的高处
,

可以看见一条红底的横幅
,

写

泉宾馆热烈祝贺妙峰山庙会隆重开幕
” ,

在粥棚斜对面的墙壁上还挂着提示香

「票可以享受龙泉宾馆客房优惠的招牌
。

前来烧头灶香的香客们都希望 自己能够烧到头香
,

据说能向娘娘烧上头一柱香

的香客会受到老娘娘最多的庇佑
,

有求必应
。

涧沟村的村民告诉我们
,

按照老规矩
,

烧头灶香的时间上也是有讲究的
,

一般是在正点 子时 的时候
。

而现在烧香遵守

这个规矩的人都是老人
,

其他人则不再遵守这个规矩
,

他们在十点的时候就会涌人

庙中
,

抢烧头灶香
。

据一位做生意的香客介绍
,

去年他曾在娘娘庙烧香求财
,

生意

非常红火
,

今年他带了公司中的很多人一块来烧香
,

以求得今年生意兴隆
、

财运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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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

在笔者四月初一凌晨一点左右下山的时候
,

还可以看见山下一条车龙盘绕而上
,

还有很多人开车源源不断的上山来
。

笔者在调查中还发现
,

传统的妙峰山庙会所讲究的正 日子
,

即四月初一
、

初八
、

十五的人流量与周六周 日等假 日的人流量相 比
,

显然是少一些
。

见附表一 也可

以说
,

不管是来进香还是旅游的人
,

赶会的人流的时间段发生了变化
。

人们参加庙

会的时间选择不再是局限于传统庙会的正 日子
,

而更加偏向于双休 日这个现代人休

息的时间段
。

从本次调查来看
,

香客和游人不再像顾领刚先生那样通过京城的
“

妙峰山碧霞

元君进香会启
”

来到妙峰山
。

不管是有组织性还是无组织性的
,

他们有的以前听老

一辈人说就到这里朝过顶
,

更多是通过旅游宣传
,

其中包括电视
、

报纸
、

网络等方

式来到妙峰山
。

一位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的设计工程师
,

家住在朝阳区高碑店乡
,

今

年 岁
。

他看电视和看报纸说今年妙峰山传统庙会很热闹就来了
,

观看了三家店老

表演觉得不如自己村里演的好
。

北京城里的一对夫妇从网上看见宣传庙会

感兴趣
,

就自己开车在周末出来放松一下
。

在调查中
,

笔者发现人们获取

季传统庙会的途径
,

大多来 自现代生活中方便快捷的网络
、

电视
、

报纸等

会宣传
,

他们除了旅游来逛逛庙会凑凑热闹
,

也有想爬爬山来锻炼身体的
。

颐和园的老大爷已经退休
,

平时喜欢和朋友一起游山玩水
,

锻炼身体
,

他

到北京玩故宫
、

长城
、

颐和园
,

北京人则会玩北京的各个郊区
。

他们去过

其他人说妙峰山很好
。

这次到妙峰山就是想亲 自看看其山色是否象宣传说
,

对于到娘娘庙来求神不以为然
,

认为
“

上供人吃
,

心诚神知
” ,

不需要烧

骨匾失
。

有些游客还反映妙峰山的交通状况还可以
,

环境不错
,

但没有导游
。

这些

都是不进香的游客
,

他们来到妙峰山是休闲娱乐
,

吸引他们的不是烧香拜佛
,

而是

都市中很少见的大自然美景和妙峰山的庙会
。

笔者在调查中还遇到了一名女大学生
。

她也是看电视和报纸知道妙峰山有庙会才在周末陪着父母来的
。

她看了香会表演后

问
“

怎么没有电视播的那么热闹 也没有宣传的太平鼓表演
”

她和父母原以为妙

峰山庙会每天的表演应该是能够重复的
,

没有看见想看的太平鼓表演都觉得有些失

望
,

但山上的舍粥
、

舍馒头
、

舍缘豆让她感到很新鲜
。

不进香的人在今天的香会中也存在
。

三家店老运来会秧歌队的女会员
,

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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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

以前做缝纫
,

来过妙峰山两次
,

认为心善多做善事就行
,

不用烧香
,

这次就是

跟着会来表演玩一玩
。

她说老运来会是大伙儿 自发组织的
,

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
。

老运来会是一个老会
,

会名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帮着起的名
,

其中秧歌会已传 代
,

文

场传了三代
。

这次香会参加妙峰山庙会的表演是属于义演
,

但到潭拓寺或商店开张

等是有出场费的
。

另外
,

据庙会狮子会会员小李介绍
,

他从河北保定来
,

狮子会的

经费由会首一人担负
,

他和同伴是会首请来帮助表演的
。

他们曾经到中央电视台
、

河北电视台
、

云南昆明博览会等各处演出过
,

他们
“

不知道 自己代表什么会表演
,

只知道头儿是谁
” ,

但会首却说这就是他带的会
。

小李说他是第一次来
,

主要就是来

完成表演舞狮子任务的
。

可见
,

到妙峰山庙会赶会的人群已经发生了变化
。

游玩的

因素增加和信仰因素的减少同时出现在这次春季传统庙会中
。

当然也有到妙峰山上虔诚朝拜的香客
。

在调查中
,

笔者遇到了从上海远道而来

的一群 七个 香客
。

他们年龄在 到 之间
,

穿着并不时尚
,

主要是务农
,

他们

说是专门坐火车来烧香的
。

他们听老一辈人说妙峰山娘娘很灵验
,

并且这娘娘
“

照

远不照近
” ,

就到妙峰山来了
。

他们已经来妙峰山朝顶有六年了
,

除了加

典
”

没有来外年年都来
。

这次主要是求福求财求平安
。

烧完香后
,

他们有

观音就匆匆地下山而去
。

像这样结伴而来的香客不再少数
。

除了上香还愿

们还捐钱捐物
,

表示 自己的虔诚
。

香客们捐款数在庙会的第一天
,

即初一

峰
,

其余十四天内
,

捐款较多的 日期为双休 日
,

香客对于传统庙会的正 日

的作息时间都同样遵守
。

妙峰山管委会还在粥棚斜对面贴出了结缘榜
,

上面写明此次妙峰山庙

香会所捐物品 见附录二
。

在上香
、

捐钱
、

捐物后
,

游客和香客们还可以

对面的福布 见附录三 上写下 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期盼
,

祈求有求必应的神灵帮助

自己实现愿望
,

解脱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和困境
。

树上的红色福条也成为人们心愿的

象征
。

妙峰山管委会还提供了福牌
、

福花等纪念品
。

另外
,

妙峰山的玫瑰园
、

连心

亭
、

敲吉祥钟等都成了游客和香客的好去处
。

可见
,

妙峰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朝圣的地域
,

而且是一个优美的旅游场所吸引

着游客和香客
。

在这里
,

人们不仅仅可以祈福纳祥
,

还可以观看或表演民间的传统

技艺
,

欣赏大 自然景色
,

放松心情
。

虽然 比不上西方的节 日狂欢
,

也算得上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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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节奏的放松
。

交通的便利改变了人们朝拜的方式
,

并促进了旅游的发展
。

参加庙

会的时间段选择的变化
,

还有人们获得庙会信息方式的改变
,

以及其活动 目的多样

性已经反映出了香客的变化
。

以前作为妙峰山传统庙会的主体的香客扮演的不再是

传统意义上的虔诚进香的角色
,

而是朝着一种放松 自身精神和肉体的方向发展
。

与

传统庙会偏重娱神活动所不同的是
,

今年这次庙会更倾向于一种娱人活动
。

作为朝

圣之旅的妙峰山进香已经褪色
,

游玩之旅成为更多人来妙峰山的 目的
。

香客作为妙

峰山庙会的主体的丧失
,

使得妙峰山作为信仰场所的神圣性也随之削弱
。

三
、

旅游开发背 下的香会

在旅游开发的前景下
,

作为京西旅游公司下属部门的妙峰山管委会努力恢复庙

会活动
,

对香会进行了重构
。

在本次妙峰山庙会期间
,

展示在游玩和进香的人面前

的确实是延续着传统形式的香会表演
,

但香会表演的空间
、

时间顺序
、

等级
、

组织

规等都发生了变化
。

香会也力求在妙峰山这个神圣和旅游空间交融的场所

的合理性和发展的有利资源
。

是香会活动场所的变化
。

由于国道和盘山路的修建
,

古香道的荒废
,

而与

切相关的一些文会如修道老会
、

提灯老会
、

缝绽老会
、

开山老会等在路途

香客服务的文会也失去了它们存在的基础
,

另外沿路表演的武会没有 了观

了其活动的部分场所
。

据一个老香客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

上山敬娘娘
,

粥舍缘豆的
,

渴了有舍茶的
,

鞋子破了有人给你补
,

晚上看不见有提灯老

会给你照明
,

桥
、

路坏了有人修
,

一切都不用 自己担心
,

一心去敬娘娘去
,

舒坦着

呢
。 ”

很明显
,

古道荒废之后
,

这些文会也就没有其活动场所了
。

茶棚的荒废就是一

个很好的证明
。

妙峰山庙会香火很旺的时候
,

有
“

七八里一个茶棚
”

的说法
。

但现

在荒废的香道上只剩下琉璃渠等茶棚的遗址
,

没有来走香道喝茶吃粥的香客
,

没有

沿道表演的香会
,

山道上就没有了茶棚
。

笔者在调查时了解到
,

在恢复妙峰山庙会

时
,

妙峰山管委会就在山上搭建了专门的茶棚
、

粥棚
,

另外还有供鲜花会和馒头会

活动的场所
。

现在
,

粥棚是妙峰山管理处管理
,

而不是由香会承办
,

因此也就没有

会首
。

并且妙峰山上招待所是不对香会免费开放的
。

可以说
,

许多传统文会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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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棚已经在当今的妙峰山传统庙会中消失掉了
。

另外
,

传统武会也改变了其表演场所
,

从山道转到山上
,

从庙内转到庙外
。

由

于妙峰山庙宇现有布局提供给香会的表演场所不像以前主要是在灵感宫内
,

而是在

庙外稍微开阔的广场上
。

另外还应该补充一点
,

现在香会来妙峰山走会还是可以吃

舍粥
、

舍馒头
、

舍缘豆
,

但他们大多都租车上山
,

并自带食物
。

香会参加庙会表演的时间安排
,

包括不同香会走会的顺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参加庙会的香会集中在北京附近的村镇
,

京城里的会 比较少
。

更重要的是
,

香会的

表演时间和走会顺序与以前完全不同
。

按老规矩
,

走会表演除皇会在前
,

其他会的

顺序当时流传一个顺 口溜 开锣打先锋
,

五虎紧跟行 双狮左右卧
,

双室门前横

右锁门前立
,

中蟠抖威风 高跷秧歌来进香
,

吵子虔诚见娘娘
。

而这个规矩现在已

经被打破
。

现在香会与原来 自发组织来妙峰山上朝顶进香不一样
,

他们参加表演都

是收到了管委会的请贴
,

并且表演的 日程都要和管委会协调来安排
,

而不是 自主安

排
。

据妙峰山管委会工作人员讲
,

庙会开始前管委会会筹备一个联谊会
,

把各个香

会的把头请过来商量表演的时间以及其他事项
,

并且在游客集中的 日子里崔

一些香会来妙峰山庙会表演
,

加强对外宣传的力度和效度
。

所有的香会都崖

们的请帖
。

对于管委会安排的时间
,

有些香会表示了不满
。

在调查中
,

笔扁

香会都比较愿意在正 日子和双休 日来走会
,

主要是因为这些时候游客多
,

又

的人也很多
。

农历四月初一是妙峰山庙会开庙的 日子
,

在这一天传统春季庙会开幕式

对香会来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

这次的开幕式还邀请了门头沟区领导以

视台和报社的记者等
。

开幕式结束后首先开始花会表演的是三家店太平鼓圣会
。

该

会属于门头沟民间花会中极具地域性特征的花会
,

在开幕式门头沟区委的领导讲话

时会首刘宝山听的很认真并鼓掌
,

要求会员好好表演
。

相反
,

某些香会在庙会稍微

冷清的日子来就觉得有些失落
。

从对本届庙会的调查来看
,

香会与香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

他们来妙峰

山庙会走会的主要联络机构是妙峰山管委会
,

而不是像以前香会在城里设有一个中

心
。

并且妙峰山管委会对他们走会时间和顺序的重构也反映了香会之间等级关系的

变化
。

据妙峰山管委会的王德凤介绍
,

到妙峰山朝顶进香的香会分为圣会
、

老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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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会
。

按老规矩
,

连续到妙峰山上走会三年的才有资格称为会
,

老会一般是有一百

年历史的会
,

比如说开山老会
,

不满一百年则称为
“

圣会
” ,

皇会是指受过皇封的

会
。

其中
,

皇会级别最高
,

走会时皇会是要排在最前面
。

他们因为受到清廷的策封
,

在等级上高于其它香会
,

并且走会时其它香会要向皇会行礼
。

在娘娘庙进香的时

候
,

按礼数
,

两会相遇要
“

避会
”

或
“

打支
” 。

而现在香会到妙峰山庙会走会就没有

什么强制性的等级差别了
。

又据西北旺五虎棍会会首方书明介绍
,

他所带的会被慈

禧太后封为天下第一会
,

在过去其他香会见到他们的会时一定要行礼的
,

而他们则

无须还礼
。

但是在今天其他香会遇见时
,

连个招呼都不打
,

这个老会首虽然有些不

满
,

但也只能承认这个事实
。

他告诉我们
,

他们的会是皇室册封的
,

皇帝都不在
,

还谈什么
“

皇
”

会呢 还有什么优越的地方呢 大家和气就行
。

现在香会则是由妙

峰山管委会来邀请香会走会
,

并会依照其来进香的年数来发门旗
、

督旗
、

横标
,

表

示奖励
。

如厚德积善馒头圣会的横标是
“

朝金顶妙峰山厚德积善馒头圣会
” ,

门旗有

犷
“

北京前门外奎庆胡同十九号高宅
” ,

督旗有一面
。

这都是妙峰山管委会

、会的
。

奢之间等级差别弱化外
,

香会组织也发生了变化
。

最明显的是香会内部组

眨化
。

过去
,

香会内部职务分工清楚
,

有香首 会首或称老都管
、

老通管
、

引
、

钱粮都管
、

请驾都管
、

车把都管
、

司库都管
、

厨房茶房都管等等
,

其

互执事人和会员
。

以前香会之间联系主要靠前引
,

权力最大的是掌管七星

犷
。

各香会曾有一个总的香会组织召开会头商量朝拜娘娘
,

而不是现在妙

誉会把各香会会首邀请过来商洽
。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
,

现在香会不论新会
、

圣会
、

老会
、

皇会
,

其内部设置简单化
,

没有那么详细的划分
,

会首也一般被为
“

领导
” 、 “

队长
” 、 “

头儿
” 、 “

管事的
” 、 “

师傅
”

等等
。

除老都管外
,

其它粮都

管
、

请驾都管
、

车把都管
、

司库都管
、

厨房茶房都管等等基本上没有多少人使用
。

总体来讲
,

香会来到妙峰山
,

首先要拜山门
,

然后拜娘娘
,

由香首焚香带领香

客跪拜
,

之后从右门出去后参白塔
,

接着到山顶的茶棚
、

粥棚
、

馒头会
、

鲜花会前

打支
、

表演
。

在回去的路上
,

经过回香亭时
,

还要敲回香鼓
。

据笔者观察
,

严格遵

守这些会规的香会很少了
,

甚至有些香会已经不大知晓这些传统的会规
,

参加庙会

的表演性增加
,

而严格酬神的仪式被简化掉了
。

一些会首告诉笔者
,

老会不可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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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原味地保存下来
,

很多规矩大家现在都不清楚了
,

会员组织起来也不容易
。

香会成立的目的也有了变化
。

以前到妙峰山庙会来走会的香会大多是为了积德

行善
,

如顾领刚在 缈峰山》中提到的金顶妙峰山义合膏药老会碑记
, “

每岁收租

施舍万应膏药
,

并顶上香金四千
,

非敢曰于物有济
,

亦好善乐施之则也
” 。

而现在不

管是重新恢复并延续一些民间技艺传统的香会
,

还是新成立的香会
,

大多香会会首

在说明自己成立香会的 目的
,

都强调的是锻炼身体和发扬民间文化
。

笔者调查的群

英同乐小车圣会是由孙四夫妇组织的民间花会
。

据孙四介绍
,

他的父亲曾经组织过

香会
,

因此他从小耳濡 目染
,

对花会表演很感兴趣
。

他所组织的会是刚刚成立的
,

在今年的 月 日各个香会派代表前来贺会
,

标志着该会的成立
。

们匕京晨锄 曾作

过报道
。

孙四拜隋少甫为师
,

学习全套会规
。

他介绍说
,

他成立该会的目的是为了

强身健体
、

娱乐和传承民间艺术
。

现在的会首是孙四
,

可免费授艺
,

孙 四的妻子
、

女儿
、

三哥和他的叔叔都在小车会中
,

他的女儿扮演娘娘一角
,

三哥是会中的钱粮

把头
,

其他都是同一个地方的街坊邻居
,

在一起锻炼锻炼
,

凑凑热闹
。

该会会员年

龄最小的十九岁
,

最大的七十多岁
,

其中有的会员也有 自己的会
。

这些刚

香会与老会的共同之处在于
,

也是由同村或亲戚组成
,

地缘关系或血缘关

密
,

平常会员一起演练很方便
。

不同的是他们大多有社区等的支持
,

有充

来源
,

主要 目的是锻炼身体
、

丰富老年人生活
,

成员比较好协调利益
,

他
,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

呈现出勃勃生机
。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
,

现在除了上文提到的一些有社区支持的新会外
,

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经费和传承方面
。

据老香客讲
,

以前妙峰山香会的表演

老娘娘朝顶进香或某些场合免费演出
,

不准进行商业性的表演
,

否则取消其进香资

格
。

但现在这一规矩已经失去了效力
,

名存实亡
。

在笔者调查的很多香会中
,

比如

三家店会员无需交纳会费
,

会费大多来 自企业捐助
,

如龙泉宾馆为庆贺开张请来香

会表演并给一些酬劳
。

这些所得收人用于购买道具等办会事项
。

总体来看
,

现在香

会经费来源一般有四种 会头 自己负责
,

会员一起酸钱凑份子办会
,

村委

会资助一部分
,

在店铺开张庆典
、

红白喜事的表演中也有一定的收人
。

有的会的

收人来源只有
、 ,

有的则只有
、

两项收人
。

其中
,

现在香会收人的重要来

源是为店铺
、

公司开张表演
,

这些店铺
、

公司会给他们 元左右的表演费
,

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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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助的比较少或不给
。

现在的香会对于会员一般不需要手续和收取会费
,

但有

的香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会员 自筹
,

很少是会首一个人来承担费用
。

笔者调查到
,

一些香会的生存已经产生了危机
。

海淀区西北旺村皇会的幼童少

林棍会会首介绍
,

他们的少林棍会表演分文场和武场
,

但是由于小区改造人来不齐
,

武场就没能来参加
。

旁边的会员插话说
“

现在演的人也少了
,

年轻人不愿意干这

个
。 ”

会首方书明也没有反对
,

接着讲
“

现在是挣钱养会
” 。

文场用的道具青铜一套

就要大约三百
,

武场用的棍子本来有十七八套但现在已经丢失又要重新买
,

来妙峰

山上表演的车费要 多
,

因此为了控制人数
,

节约开支
,

就只来了文场
。

他还说
,

现在都是市场经济
,

给老板干活
,

不像以前大家吃
“

官饭
” ,

可以随便请假
,

一叫就

能来
。

再说以前很多会员是务农种田
,

时间安排比较 自由
,

愿意支持善事
。

当问及

香会的传承问题
,

老会首不太愿意回答
,

旁边人插话说
“

你看他的小孙子也没有

干这个的
。 ”

会首笑着说
“

现在小孩子好好学习就行
,

捣鼓这个没有用
。 ”

然后告

三在找人学五虎棍很难
,

不像以前的那个年代
,

收音机
、

广播是村里的主要

邑演五虎棍的角色容易找到
,

大家都喜欢凑个热闹
。

现在生活多姿多彩
,

大

去跳舞了
。

今天本来应该有武场的
,

现在也只好走个过场罢了
。

老会首对
。

有些担心却又无可奈何
。

调查的其他会也存在经费和传承的情况
。

香会传统的延续似乎存在着一种
、

然门头沟政府发展旅游
,

并将香会的表演作为一种无形的文化资产利用起

仅收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

而且保存了一定的民俗文化资源
。

但一些香会

机还是没有得到缓解
,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

一

些传统技艺面临着传承的危机
。

另外
,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

一些香会为什么在经费困难
、

组织也很困难的

情况下来妙峰山上义务表演
。 “

不到妙峰山上朝顶的花会就不是花会
” ,

可能是一个

重要的原因
。

笔者在调查中观察到
,

这些香会不管会员是多是少
,

会首至少都会跟

别的香会打支
、

换帖
。

他们的拜帖上都写明了
“

会万儿
”

和会址
。

会首在接受笔者

调查的时候都很配合
,

对游客
、

香客
、

管委会的评价都很关注
,

他们希望有更多的

目光能够注意到自己香会的存在
。

虽然笔者说明了自己调查者的身份和调查的 目的
,

他们还是将笔者当成记者来采访一样
,

认为能为其宣传扩大影响
。

有的会首还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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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交给笔者
,

强调他们参加过很多表演比赛
,

并能为婚礼
、

店铺开张等庆祝活动表

演
。

新民同乐文场圣会成立于 年
,

这次走会是由
“

京城叫卖大王
”

—减鸿做

前引带领来朝顶进香的
。

该会总共来了 多人
,

表演的成员服装统一
,

身穿棉质的

白色 恤
,

引人注意的是他们的胸前佩带着红色的会徽
,

上写着
“

新民同乐
”

四个

字
。

据会首韩万福说
,

香会成立主要是为了娱乐
,

强身健体
,

会员人会需要交纳一

定会费
,

用于资金周转
,

购买一些道具
。

虽说是新会
,

韩万福依照礼仪
“

三参
” 、

“

打支
” ,

态度很认真
。

新民同乐文场圣会文场表演完后
,

减鸿和一个民间艺人一起

表演了民间戏法
,

吸引了许多香客
。

在表演的过程中
, “

叫卖大王
”

还大力宣传推

销麻花
,

许多香客争相品尝
,

类似于现在商场前的商品免费品尝推销
。

对此
,

茶棚

中的人有些不满
,

他们认为不应该在妙峰山从事商业活动
。

从本次调查来看
,

现在的香会都在努力寻找 自身的发展空间
,

吸引外界的注意

力
。

妙峰山管委会在旅游开发的前提下对香会的活动场所以及时间进行了重新建构
,

充分利用了这一传统文化资源来吸引游客
,

而香会也在妙峰山庙会走会中寻求 自己

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
。

“ 比 、气、饭达

四
、

润沟村人的求 ,

涧沟村是妙峰山半山腰的一个小村子
,

是古香道通往妙峰山的交汇点
,

沟村则成了通往妙峰山的必经之地
。

过去
,

在妙峰山庙会恢复以前
,

涧沟才

贫困的村
。

在庙会恢复以后
,

村民在旅游开发影响下开始利用临近妙峰山桩

件
,

兴起了旅游开发
。

村中的农家院与山顶旅游公司的旅游设施共同构筑

的旅游空间
。

而涧沟村人也在旅游的引导下开始了求富的历程
。

笔者在坐车去妙峰山的路上看见了很多京西度假村
,

当笔者问司机一些妙峰山

下涧沟村的情况时
,

司机说
“

涧沟村人靠山吃山
,

靠水吃水
,

他们收停车费
、

做

副产业
,

如卖玫瑰酱
,

没有什么别的产业支撑
,

就靠赚旅游人的钱而富起来了
。

这

几年来妙峰山的人不少
。

涧沟村就在山底下能不富起来吗
”

一进涧沟村的村 口
,

就

有人吃喝
“

请香
” ,

货摊上除了从城里进来的货外
,

还有 自制的一些食品
。

这里农家

院几乎都改成旅馆
,

供应食宿
,

到处是
“

吃农家饭
,

住农家院
”

的广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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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笔者的住家为例来描述一个典型的妙峰山脚下涧沟村人现在的生活
。

我

们住宿的人家姓管
,

除了开旅馆
、

摆摊
、

种核桃
、

种玫瑰外
,

儿子还开车送客人上

山下山赚钱
。

他家是开车上妙峰山的必经之路
,

其外边就是停车收费的关卡
。

管家

以前主要种核桃和玫瑰花
,

有时候也帮人家干点瓦房伙儿
,

赚点小钱
。

现在他们生

活的重要经济来源就是在庙会期间的收人
。

他们家有政府发的旅游营业执照
。

在这

里租车上妙峰山还是回城里都要坐涧沟村人的车
。

载人上山和回城成为许多涧沟村

人的重要生计方式
。

除此之外
,

涧沟村种植了很多玫瑰
,

不仅用于 自家泡茶
、

做玫

瑰酱包子
,

还开发了一个玫瑰花工厂
,

据说这里的玫瑰油还出口到法国作酒
。

听村

里人说这里环境好
,

近几年还有城里人来买房子
,

也有外国人来盖别墅还打算修一

个滑雪场
。

除了涧沟村下的关卡对来往妙峰山上的车辆收费外
,

在妙峰山正门对面的停车

场也对停放的车辆收费
。

在正门的两边以及进门的路边都有涧沟村人摆摊
,

另外沿

着村子上山的路有很多散布的摊贩
。

妙峰山内的神殿以及粥棚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
,

庙会期间根据时间可以领取工资
。

村也有秧歌队
。

在农历四月十四
,

也就是庙会快结束的时候
,

涧沟村的秧

表演
。

与其他地方来的香会相比
,

其表演没有太多吸引人之处
,

表演持续

钟头
。

表演者表演完后就继续忙着卖香
、

做饭 ⋯⋯有趣的是
,

与其他表演

映歌队参加表演的每一个人还有 元的误工费
。

管婶也是秧歌队的
,

但因

主意很忙没有去参加表演
。

讨全村求富的经历告诉我们
,

在山上的庙宇等重建后
,

涧沟村人在旅游开

发经济利益驱使下的改变
,

使妙峰山传统庙会以前存在的空间已经开始渐渐消逝
,

现在的妙峰山庙会给涧沟村村民以及京西旅游公司带来的经济效益极其可观
,

到处

都充溢着一种旅游的味道
。

另外
,

妙峰山除了传统春季庙会外
,

还在其它时间对外旅游开放
。

京西旅游公

司为妙峰山设计的宣传册上
,

还有妙峰山的桃花节
、

玫瑰节
、

丁香节
、

避暑休闲夏

令营
、

走红金秋的秋季庙会以及年节的祈福纳祥
。

可见现在的涧沟村已经成为妙峰

山旅游开发重要的组成部分
。

与此同时
,

原来作为古香道交汇点
,

具有一定神圣性

的小村庄涧沟村已经逐渐脱离了神圣空间
,

纳人到了旅游空间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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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妙峰山第十二届传统春季庙会在旅游的重新建构下
,

呈现出了多种变化
。

妙峰

山的庙宇
、

香道
、

香客
、

香会以及山下的涧沟村村民都受到旅游的直接引导
。

旅游

开发者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
,

对妙峰山庙会的空间进行重塑
,

旅游空间嵌入到了神

圣空间中
。

一方面
,

这种空间的重塑
,

不仅为游客和香客提供了娱乐休闲和膜拜神

灵的场所
,

也为香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空间
。

另一方面
,

妙峰山庙会原有的

神圣空间却在旅游空间的嵌人下逐渐缩小
、

变异
。

而在旅游开发的背景下
,

庙会的

主体放生了改变
,

民众成为了旅游开发的消费人群
,

而非主体
。

这样
,

作为民众对

碧霞元君信仰中心的妙峰山在旅游开发的包裹下
,

其神圣性逐渐淡化
。

日日期 星期 游客人数数 朝顶进香花会数目目

初初一 星期三

初初二 星期四

初初三 星期五

初初四 星期六

初初五 星期天

初初六 星期一

初初七 星期二

初初八 星期三

初初九 星期四

初初十 星期五

十十一 星期六

十十二 星期天

十十三 星期一

十十四 〔星期二

十十五 星期三

总总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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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附录一

妙峰山第 届传统春季庙会隆重召开

一
、

活动时间 月 日至 月 日 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

二
、

活动内容

开幕式

传统民间花会表演 主要有五虎少林
、

中蟠
、

高跷会等
。

民俗观光活动 施粥
、

舍茶
、

舍馒头
、

舍缘豆等
。

旅游商品展卖
。

祈福纳祥
、

戴福还家活动 挂福牌
、

系幅条
、

戴福花
、

寄富语等
。

敲吉祥钟
、

敲太平鼓
、

打金钱眼等
。

妙峰山第十二界传统春季庙会结缘榜

大米 斤 中粮山庄

鼓队 馒头 斤 熊卫卫

大米 斤 张玉堂

祥 大米 斤 张义全

馒头 斤 张重海

馒头 斤 张连顺

馒头 斤 荣长地

西北望高跷会 大米 斤 刘红年

张海英 大米 斤 田宝华

荣长地 大米 斤 孙李梅

普兴善缘 大米 斤 刘宏宇

老少同乐五虎少林 大米 斤 张宝军

赵福如 馒头 斤 孙秀梅

众心向善 馒头 斤 同心向善

张秀云 馒头 斤 李艳春

大米

大米

馒头

馒头

馒头

馒头

馒头

大米

大米

大米

大米

缘豆

馒头

馒头

馒头

仪 斤

斤

斤

斤

斤

斤

斤

斤

斤

斤

双刃斤

斤

斤

斤

阅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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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英 馒头 斤

张海风 馒头 斤

万众同乐 大米 斤

倪重兰 大米 元

田洼春 大米 元

大兴李村陈玉华 面 一袋

大兴李村刘淑芬 面 一袋

同心同德少林圣会 大米 斤

厚德积善馒头圣会 馒头 刃斤

汪涛
、

刘晓清
、

戴有光 馒头 斤
、

西北望棍会 大米 斤

王俊英 大米 斤

林秀兰 大米 元

倪重枝 大米 元

张宝军 馒头 斤

王玉兰 馒头 斤

魏德旺 馒头 斤

魏德旺 缘豆 斤

大米 斤
、

咸菜 斤

附录三 福布寄福语

肖属相分布来写福语

妙峰山庙会的宣传语

来吉祥
,

保佑您心想事成
,

惠济祠对面广场一周
,

按妙峰山管委会已经布置好的生

“

请将您的万千祝福
、

心愿写在福布上
,

愿福布鸟

万事如意
。 ”

一帆风顺

鼠

喜结良缘

虎

平安吉祥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财运亨通

白头偕老

牛

多福多寿 事业有成 健康成长 前程似锦

兔

望子成龙

龙

放生得福

学业有成 功成名就 慈佑众生

蛇

世界和平

仁慈病愈

快乐相随

羊

青春永驻

荣华富贵 人民安乐

马

喜气临门

春风送福 多行善事 必有好报 佛法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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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鸡

家庭和睦

心想事成 积德行善

平安吉祥

狗

年逢大有

猪

日过小康

以 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樱井龙彦为代表
、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贺学君为共同研究者 佚于妙峰山庙

会的民众信仰组织 清会 以及有关活动的基础研黔 课题号码 刀 碎 的研究课题
,

是由日本文部省

资助的科学研究项 目
。

笔者有幸参加这次调查
,

本文属课题成果之一部分
。

在此对于资助和组织者深表谢

意
。

西北旺村的方书茂曾讲述了一段与皇会相关的故事 清朝时期
,

有一个香会要去妙峰山上进香
,

当

走到西北旺村的时候
,

发现村两边都竖着龙旗
,

原来这个村的秧歌会是受皇封的
,

在香道中放着龙旗挡着

路
。

按规矩
,

其他会要对皇会行礼并绕道而行
。

于是
,

这个进香的香会无可奈何地绕道爬山

坏规矩
,

也不敢耽误进香的时间
。

从这里可以看出
,

过去香会系统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序格

教或规矩来表现
,

而由于某些规矩的强制性
,

有时候会引起香会之间的矛盾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级博士生 詹环蓉

心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