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州地区道教与民间信仰初探
———以馆藏同治十三年《湖州府志》为例

苏晓旭
（德清县图书馆，浙江　德清　３１３２００）

摘　要　湖州作为吴越地区的一部分，其尚鬼好祀之风自古盛行，以此成为道教传播的重要地区之一。在道教发展
的过程中，其文化也开始与湖州地区民间信仰相融合。文章以同治十三年《湖州府志》为例，初步探讨道教与民间信
仰间的联系，并力图勾画其在湖州地区的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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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越地区历来尚鬼好祀，位于太湖之滨的湖
州，其风尤甚，《湖州府志》中即说道：“湖俗信鬼
神，好淫祀。每至春间，妇女不分老幼，俱艳妆入
庙烧香。”可见一斑。〔１〕其中，道教的影响十分广
泛，除了自身的发展外，还进一步与民间风俗信仰
相结合，成为湖州地区独有的文化现象之一。

１　道教神祗及其祭祀风俗
湖州地区道教神祗的祭祀繁多，四时皆有，具

体请参看下表：〔２〕

其中，需重点指出的是以下两点：
第一，东岳是古代神灵“泰山府君”的化身，自

汉朝开始，即被看作是地府的主宰。宋真宗时将

自采访过高贤先生，得知高可安先生幼年生活在
海盐沈荡的外祖母家，并且，外祖母张氏是海盐张
元济家的长辈。高可安先生在沈荡的亲戚家看到
了这本名叫《萝轩变古笺谱》的古书被用作夹鞋
样，因此得以收购，并以四十元之价转让给嘉兴古
旧书店。此书后来为上海博物馆收藏，成为国宝，
海内孤本。其间诸多故事，不一一详说。

此外，新华书店平湖支店也曾于１９６１年６月
开设了古旧书籍门市部，抢救了一批古籍珍本和
孤本，如早期宣传革命的《东方杂志》、光绪年间编
纂刊印的《平湖县志》及《檇李诗系平湖录》、《续檇
李诗系》、《乍浦九山补志》等地方文献。〔８〕该门市
部于当年结束。

除新华书店外，在月河街中基路，以及北京路
一带，有一些租售连环画的小书店与书摊。因为
是在小学附近，对小学生还比较有吸引力。近年
来，私营书店渐渐有了一些，图书的质量却并不
高，多以畅销书和教学教辅用书为主。在月河街
周日的古玩市场里，有一隅是卖旧书的，笔者去年
还曾前往购书。这里也确实有一些民国和建国后
至八十年代的旧书，数量却是非常少，大量充斥着

的是各种各样的拍卖图册，这倒是从一个侧面反
映着上海与杭州拍卖行业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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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神祗 仪式风俗

正月初五 财神生日 五更时，家家户户要祭祀牲礼，称为“接五路”。

正月初九 玉皇大帝生日 要烧香祭拜

正月十五 上元天官赐福 持斋并举行庙会

二月初二 土地神生日 祭祀土地

二月初三 文昌帝君生日 士民烧香拜祝

三月初三 北极佑圣真君生日 士女烧香，舟山尤甚。

三月二十八日 东岳大帝生日 举行庙会，迎演数日。

四月十四日 吕祖师生日 以万年青铺地，供人踩踏。

六月十四日 雷祖生日 烧香

七月十五日 中元地官赦罪 持斋举会，有丧之家令僧侣诵经，名曰施饭。

八月初三 灶神生日 祭灶

九月初九 斗姥生日 烧香

十月十五日 下元水官解厄 持斋举行庙会

十二月二十五日 玉帝及诸神下降 持斋，食物不用油炙，食豆腐渣。

岁时 祭火神 数家合祭，饮酒而散，并祭众神。

泰山神提升到国家祭典中的最高地位，封为“东岳
齐天大圣帝”，并下令扩大全国各地东岳庙宇的规
格，以此显示其威严。于是，长江三角洲的很多地
方都修筑了东岳宫观，借以提高本地的声望。

东岳神会最重要的寓意是驱魔和忏悔。仪式
开始时，首先出场的是一组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他
们面着油彩，形象狰狞，以此模仿辟邪神灵。而后
出现的是悔过的队伍，他们则模仿地狱里的囚犯，
身带手铐、脚镣和枷锁，更有甚者在胳膊上用金属
钩穿孔，上吊重达十多公斤的青铜臂香。另一队
悔过者，或将金属钩挂在他们身上，或者将竹签插
入躯干，上边再挂点燃的油灯，称为“肉身灯”。
“因为人们相信，死去的人会因为其在人间所犯的
罪孽而受苦，而东岳神正是阴间的主宰，他的制裁
会激发出死者深沉的恐怖和极端的虔诚。”〔３〕这些
自残性质的表演是明清时期东岳神会祭祀的一个
共同特点。

第二、湖俗人家必供土地神，且四时都有祭
文。二月初二土地神生日时，士女都要摘蓬叶带
头上，意为祛头风。这天也称“踏青节”，要播撒瓜
茄菜种，还要吃年糕，名为“撑腰糕”，意为让人不
腰痛。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土地神的崇拜，在湖州
地区经过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独有的
神仙体系。

此外，道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婚丧嫁

娶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譬如，人死后，就要让道
家“以六轮经辨生肖所忌”〔４〕，谓之“披书”，然后讣告
于家族之间。其后按披书所定的日期，请道士招
魂。适时，屋内需摆好祭祀的用品，并将一纸俑放
于亡者的房间，家人跪迎三次，焚烧死者的衣物，称
为“神回”，因其中有煞神，也叫做“接煞”。三年之
内，如遇节令需祭祀的，仍需请道士诵经超度。

需要注意的是，道士的活动有着严格的地域
划分界限。他们通常只会为一个固定区域里的人
家做事，不像僧尼可随雇主迁至他处。

２　道教与民间信仰

２．１　金总管
《湖州府志》中记载：“金元六总管七总管，市

井中目为财神。建庙尸祝每月初二、十六用牲
醴。”〔５〕“总管”是土地神的一个分支，属于地方保
护神，在太湖盆地随处可见。

七月七日，是金元七总管生日，按例是要举行
庙会的。人们常常是焚烧纸草，在街道两边等候
游行的队伍，除了要吃茄饼，还要用面揉成花果鸟
兽等各种形状，名曰“巧果”，以油炸之而食。此
外，待字闺中的女子要用凤仙花染指甲，并且迎神
那天不能有乞食者出现。

祭祀金总管的起源已无处可考，相传源于苏
州。姑且认为是金氏一家历代以巫为职业，最终
成功地将他们的祖先变成了某个地区的神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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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总管祭祀仪式一般都源于个别巫师家族的神，
以后就被用来当做周围一带村庄的保护神。”〔６〕这
种说法是较为可信的。

２．２　五圣
五圣和土地神一样被认为是当地的保护神。

《湖州府志》中载：“最信五圣，姓氏源委俱无可考。
但传其神好矮屋，高广不逾三四尺。而五圣夫妇
将佐间以僧道共处，或塑像，或绘像，凡委巷及屋
檐之上大树之下，多建祀之。”〔７〕在杭嘉湖地区，很
多神的名字中都带有“五圣”一词，最著名就是掌
管蚕桑业的“蚕花五圣”。蚕花五圣呈现给世人的
是个三眼六臂、手握养蚕织丝各种工具的壮汉形
象，在养蚕织丝的每个阶段都受到崇拜。但是，蚕
花五圣只在家中祭祀，不在公共神堂出现。

２．３　马头娘
和蚕花五圣一样，马头娘同样也是蚕桑业的保

护神。马头娘的传说起源于蜀中，但杭嘉湖地区对
其却有着不同的描述。据说马头娘是当地一个年
轻的姑娘，由于战乱，湖州新市被围困，她许愿谁能
把她的父亲救出来，她就嫁给谁。于是一匹白马飞
驰进城将女孩的父亲驮了出来。但是当她的父亲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就计划在三月三清明举行婚礼
的时候用女仆来顶替自己的女儿，事情败露后，他
恼羞成怒杀死了白马，姑娘便也跟着自杀了。后来
在姑娘的坟上长出一棵桑树，而葬马的地方则出现
了蚕。蚕吃桑叶，然后吐丝成茧。此后，每到清明
节左右，人们都会祭祀姑娘和白马，让他们以女子
骑马或牵马的形态出现，以此感谢这两个灵魂的结
合赋予了当地人养蚕植桑的能力。

马头娘神会基本都在清明时节，最著名的就
是含山神会了，传说姑娘与白马就埋葬在这里。
每逢马头娘会，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民众来观光。
上供的人会乘船而来，由一个或几个村庄结成的
“庙界”来筹办。神会中各庙界的人会抬着装有他

们自己的土地神塑像的轿子，先上娘娘庙所在的
山顶游行，然后被带到庙下方的“菩萨场”中各自
的休息地点休息。拜神者可以求签算命，希望在
即将到来的养蚕时节中有好的运气。含山的神会
通常会持续三天，有各种表演，包括抬轿阁、杂技、
赛船等等。大集会结束后，含山庙附近的三个村
庄会再举行他们自己的神会，期间要抬着娘娘像
在各村巡回接受各村居民供奉的茶叶。这里需要
注意的是，乡村的清明节神会完全是为了祈祷丝
织业的好运而举行的。但是城镇居民除了观光之
外，一般是不参加这些活动的，由此可反映出城乡
在生计形式上的不同之处。

综上所述，湖州地区民间信仰的神祗基本都
属于地方保护神之类，其源头均可追溯到对土地
神的崇拜，由此可见道教文化对其的重要影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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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李伯重等编：《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９６０－
１８５０）》，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９６页。

（６）滨岛敦俊：《中国村庙杂考》，《近代中国研究汇报》１９８３
年第５期，第８－１３页，转引自李伯重等编：《江南的城
市工业与地方文化（９６０－１８５０）》，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０５－３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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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沈燮元先生来浙指导古籍编目工作

　　５月２０－２２日，应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之邀，
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江苏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
委员会顾问、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沈燮元先生来浙
江图书馆鉴定古籍，并指导古籍保护、编目工作。

沈先生是国内知名黄丕烈研究专家，长期致
力于黄氏题跋的整理。普查中发现浙江图书馆藏

有一部清抄本《吴郡文粹续集》，其中疑有黄氏批
校，经沈先生鉴定确为黄氏真迹。沈先生随后应
邀为编目人员做了一次讲座，传授古籍编目工作
经验。

（童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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