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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间信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引起人类学学者极大关注的对象之一 作者

在本文中以区域社会为场景将民间信仰的区域性特征勾勒出来 这些特征最为明

晰的一点是构成民间信仰的地缘与血缘因素  
某一地缘性祭祀圈的形成可视为乡民社会不愿舍近求远的实用主义价值观

使然 但这只是人类学学者初步观察所获之印象 如果更深入的观察就可以发现
地缘关系仅仅是构成民间信仰的因素之一 通过血缘而结集的宗族关系对民间信

仰的形成以及对它所包含的信仰符号的态度也体现了重要的作用力 宗族和民间

信仰之间的作用关系非单向而是互动的 通过本文五个个案的田野资料描述可以

看出宗族不仅是民间信仰的主体 它也是一个动态的存在 宗族的产生 发展

兴盛到衰败的过程中对民间信仰符号的取舍 强化 抛弃等行为之间有着耐人寻
味的对应关系 与此同时 宗族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也会从对待信仰符号的关系上

反映出来  
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乡民社会所发生的变迁也投射到民间信仰上 经济中心的

转移 媒体的普及 信息的高速传递促使民间信仰体系内部的主次关系发生了转

变 这种转变虽然不是民众主观意志的结果 也未必是他们所期望的 但不同信
仰符号的衰落和兴盛还是清楚的显现出来 以作者的观点 这种状况不但不会轻

易消失而且将愈演愈烈  
就结构而言 本文并没有遵循传统的 总-分-总 式的论文写作方式 目的

是尽量避免在此结构下材料和观点结合不够紧密的弊病 基于 有一分材料说一

分话 的写作态度 本文将相关理论和作者观点融合进田野材料中去 两厢映照
所以没有单独辟出一处来集中阐述观点和理论 也没有采用一种理论包容全文的

涵盖性结构 为了不因此而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不变 作者在所用材料的前后均

作了理论说明和总结 这种穿针引线式的结构安排也是见仁见智的 出于更顺畅

的梳理田野资料的需要 作者认为本文采取这种结构安排似乎更合理一些  
 
关键词 民间信仰 宗族 变迁 地方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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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姑田概况 

          ――地理位置 行政区划 人口分布及历史沿革 

 

姑田镇位于福建省连城县东部 玳瑁山腹地 镇区距连城县城区 34 公里

距福建省永安市城区 73 公里 距龙岩市城区 154 公里 镇中部沿溪两岸自西向

东为狭长的丘陵地带 山内各村都在海拔 600 米以上 山岭重叠 峰壑纵横 溪

流密布 河谷地段的华垅 上堡 中堡 下堡 溪口等村的村部所在地多为山间

盆地 海拔在 440-450 米 地势较为平坦 发源于曲溪山区的姑田溪有上堡 朱

地 郭坑 上余等支流 溪流经华垅 厚洋 下堡 溪口 城兜蜿蜒向东流去

进入小陶后汇入闽江 全镇面积 325.2 平方公里 其中耕地面积 1.96 万亩 仅占

土地总面积的 4.97%  

全镇有华垅 上堡 中堡 下堡 厚洋 大洋地 郭坑 溪口 城兜 长

较 上余 下余 东华 白莲等 14 个村委会和街道居民委员会 1995 年统计有

4433 户 20988 人 其中男 10933 人 女 10055 人 姑田人绝大部分是汉族 全

镇交通便利 205 国道东西向横贯镇区 镇村公路四通八达 1995 年全镇已开通

一千门光缆程控电话 可直接拨通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通讯设施完善  

姑田属海洋性季风气候 日平均气温 18.1 无霜期 259 天 雨量充沛

年降水量在 1600~1900 毫米之间 给树木生长 农业及电力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 姑田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镇 森林茂密 覆盖面大 用材林 25.5 万亩

木材蓄积量 142.02 万立方米 是连城县重点林区之一  

姑田在元朝以前称姑田团 明代改称姑田里 民国时改称区 乡 镇 新

中国成立后称区 公社 镇 宋绍兴三年 1133 成立连城县以前 姑田隶属长

汀县 历史上的姑田包括李屋 曲溪 赖源 1961 年 5 月从姑田公社分为李屋

曲溪 赖源 姑田四个公社时起 姑田与这三个公社的行政从此分开  

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看来姑田应属于福建闽客文化的交界地区 离姑田最近

的永安市和连城县分属闽南文化区和客文化区 姑田的方言属客家语系中的闽客

混合方言 在宗教信仰上当地没有强烈的属闽南文化特色的神鬼崇拜  

姑田镇区方圆 2 公里有三村一街 其中三村是上堡 中堡 下堡 一街指

镇政府前的中兴街 这三堡是姑田最大的三个村 三村的人口占全镇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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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一带是姑田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因此 这三村所构成的区域社会以及

其中的民间信仰活动是本文的着眼点  

 

 

 

 

 

 

 

 

 

 

 

 

 

 

 

 

第二部分 姑田民间信仰体系的构成分析 

 

吉尔茨认为宗教是一种 文化体系 是本土社会用以解释人生与社会的概

念框架词汇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 地方性 的文化现象 它因地域的不同其信仰

的内容 与之相关的宗教活动也不尽相同 在研究中国的民间信仰 仪式或象征

时唯有把它们放在其所处的社会 文化背景下考察 理解其在社会中的现实作

用和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方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这一点已经成为国内外人类

学者的共识 (1)在区域社会中对某一神的信仰将社区生活的众多层面联系起来

如生产 防卫 娱乐及表现在精神层面的社区认同和凝聚力 另一方面 中国乡

村的区域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 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活其中有很多结构性

的模式如宗族 地方权力结构等塑模着人的一生也对民间信仰的形成 状态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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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产生影响  

以下笔者将着重探讨构成民间信仰的地缘因素以及民间信仰与宗族之间的

互动关系 通过两者的对照我们可以看到民间信仰在区域社会中是怎样作为一种

手段来处理社区中人群之间的关系和强化共同的社区意识  

 

一  对构成民间信仰地缘因素的分析 

地缘因素是构成民间信仰最显著的特征 在乡村地区的社区组成地缘常是

唯一的因素 或许有些同姓或同籍群体的存在 但此种群体最后常会融入地缘的

村落中 共拥一守护神共建一村庙以为象征 (2)近年来地缘因素研究最著名的

理论是由日本学者冈田谦提出 后由台湾学者林美容详细论述的 祭祀圈 理论

冈田谦将祭祀圈界定为 共同奉祀一主神的民众所居住之地域 (3)这一定义虽

然过于笼统 简单给日后的研究者众说纷纭留下了余地 但定义中祭祀圈指涉的

共神信仰以及信仰的地域范围两大要素却是明确的 林美容吸取前人的成果对祭

祀圈的定义作了精确的表述并以祭典时收丁钱的范围和神的巡境范围等指标来

界定祭祀圈的范围 与此同时她因观察到祭祀活动中志愿性与义务性的区别和意

义提出了与祭祀圈相补的概念 信仰圈 祭祀圈只是群体性 地域性 之民

间信仰的宗教组织的一种 基本上它指涉地方社区内居民因共居一地的关系 有

义务举行共同祭祀 祭拜天地鬼神等 因而祭祀圈为地方居民之义务性的宗教组

织 另一群体的民间信仰 其组织与形态大异其趣 为其某一区域范围内 以某

一神明和其分身为信仰中心的信徒之志愿性的宗教组织 笔者名之曰信仰圈

(4) 

祭祀圈最初的含义是指涉共神信仰的地域范围 但后续的台湾学者均将

其扩展为社会组织 乃至突破了宗教方面的地域单位或地缘组织等等 并将其视

为台湾汉人社会的独特现象 将概念过于僵化了 (5)现在看来在研究民间信仰

时回到祭祀圈最初指涉的地域范围此概念仍有相当的适用性 因为 就生产方式

高度地域化的农村而言 信仰界域与村落范围有着高度的重合性 (6)实际上地

缘因素仍是构成民间信仰的重要因素之一  

清代到民国间 姑田有 三庵六庙 之说 镇志共记载了十三个寺庙 当

中有七个位于三村的地理范围之内 和其他的寺庙相比 这几座规模大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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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多 其中的公王庙 天后宫 关帝庙被称为 姑田三大庙 因为关帝庙解放

后被改做碾米厂现已面目全非 故本文的论述以公王庙和天后宫的调查为主  

公王庙 公王庙又称溪边庵 坐落在上堡村口两溪汇合处 建于康熙年间

内祀 东山福主民主公王 初建时是座小庙 乾隆五十六年 1791 年 由上堡

人士赖成卯倡首扩建 并带头捐资 150 个银圆 此议得到上中堡等广大群众的支

持 在众人的努力下 当年的十月二十三日新庙落成 新庙规模宏大 占地近四

亩 成为姑田第一大庙 正殿是 东山福主民主公王 及左兵右将神像 到了民

国年间后殿安上了韦驮以及罗仙 赖仙 五谷仙和马氏真仙等塑像 正殿镇庙公

王坐像有二米多高 又木雕一尊供人打醮游神时用的 出案公王 约两尺多高

上堡的陈赖桑三姓 中堡江 华两姓以及上堡的蒋姓的信士还各自集资各雕了一

个小公王 小公王可用手抱 村民杀猪时接去祀奉  

公王庙的民主公王是姑田人尤其是上堡 中堡 华垅人最为敬仰的神袛

解放前公王庙有近二十个神会组织 并置有大量的租 神会的参与者多是上堡和

中堡的居民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 十大乡 的神会组织 十大乡 由上 中堡

的十个主要姓氏组成 最主要的活动有十大乡在正月里的举行的庙会和正月十五

的游公王 解放后公王庙曾先后被改作劳改队场所 镇造纸厂厂房 姑田外贸站

仓库 庙里的神像文革时尽毁 1991 后陆续恢复原貌  

天后宫 天后宫坐落于下堡松溪板 建于清道光年间 究竟是由何人发起

已无从可考 大殿祀奉 天上圣母 的神像 据说神像是下堡沈姓的祖辈道光年

间在福州当官时拖人做的 带回姑田后自愿捐赠给天后宫 庙中大门内设戏台

专供看戏之用 天后宫也有十大香的神会组织 每年收租一千多斗 文革中圣母

像被毁 1972 年纸厂扩建将天后宫拆除 1986 年下堡村民将姑田纸厂补偿款及

村民集资款在原天后宫背后山上又另建一新宫 重塑神像  

每年的三月十三和九月十九是天后宫最热闹的时候 前者是天后的生日后

者是天后宫重建后妈祖进庙的日子 这两天中十大香的会友都会来烧香 同时还

要演戏 演戏的经费解放前由十大香神会的田租来负 现在则是由十大香组织人

到各家去要 各家在自愿的基础上捐钱 钱多时演大戏 少时则演木偶戏 届时

还有会餐活动 有些人从家里拿些荤 素菜来到天后宫和亲戚 朋友一起分享  

松溪阪一带由于离天后宫较近 如果家中有杀猪还会把圣母牌请回去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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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时将猪血溅到牌位上被认为是非常吉利的事  

以上介绍的公王庙和天后宫的信众即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公王庙位于上

堡 天后宫位于下堡 两者之间的空间距离约两公里 调查中上堡的居民无论是

平时每月 农历 初一 十五的烧香活动还是遇到紧急事情的抽签问卦都很少去

下堡的天后宫 问他们为什么不去言之距离太远 不方便 下堡的也是这种情况

除了两庙各自的庙会期间搭台作戏 去看热闹外光顾的是离本村最近的寺庙  

这种信仰的地缘关系在两庙各自的神会组织和民俗活动上也可以清楚的看

到  

公王庙十大香组织的地域范围包括 中堡的华姓 江姓 华垅的江姓 上

堡的巫 陈 赖 李 蒋 邓等姓氏 十大乡的居住范围基本上是上堡中堡一带

华垅和上堡是紧邻的两村 十大乡于每年的正月在公王庙前办庙会 庙会的

主要活动是演戏也有一些赌博性质的娱乐活动 办庙会的钱由十大乡负责 解放

前由十大乡范围内各乡出一定数目的钱称为 斗钱 再将这笔钱集中起来买田

租用收租的钱作为办庙会的经费 十大乡每年轮流办 现在由于没有了田租办庙

会时则由十大乡的各家自愿出钱  

就公王庙来说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是正月十五游公王的活动 游公王实

际上是一种神明巡境的仪式 从乾隆五十六年 1791 起 上堡的陈 赖 桑三

姓在溪边庵组织了一个 公爹会 这三姓人规定一姓游一年 游公王的路线很

长 时间又短 所以这天他们要提前吃早饭 到公王庙集中将各姓共有的 出案

公爹 放进四个人抬的六角大轿里 由两个小孩擎扛旗 两根带叶的小竹子中间

横挂一块红布 开道 旗后是一棚锣鼓 随后是一顶光有香炉没有菩萨的 香火

轿 由两个人抬 接着就是四个人抬的 公爹轿 后边跟着一位 陪公爹 的

绅士 绅士出自三姓中 他是本族中有威望且子孙多的人 游公爹是一件很费体

力的活动 虽然上了年纪他也能跑下来 据说赖姓当年有一位绅士已八十四岁

但依然健步如飞 当地人将作陪公爹的绅士看成很荣耀很有面子的事 再后又是

一棚锣鼓 一路上锣鼓喧天 香烟缭绕  

他们从公王庙出发 经上堡直达华垅 游完华垅回来吃点心 点心吃罢马

上就起轿 过牛栏桥经上东洋 下东洋 中堡街 关帝庙 到中堡华姓 协义祠

门口停憩 在这里公爹接受人家供奉 专备有点心供抬轿人吃 村民趁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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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烧香点烛 几张大桌子排满供品 爆竹声响彻云霄 吃过点心又起游到岭

兜江姓祖祠停下 又接受一次供奉 再沿中堡绕回上堡 将公爹放回公王庙 游

公爹时停下的地方称为 杠  杠 是用钱买来的 过去因为游公爹的路线特

别长 轿夫快马加鞭连走带跑才能游完所规定的路线 而有杠位的家里为了多留

公爹一会儿故意把给轿夫喝的酒煮的很烫 轿夫因为耽误了时间而和杠位的人发

生争吵 路过而不停的家户都鸣放鞭炮 以示敬意 公王游过的地方被认为来年

会有好的运气 游公爹的路线即神明的巡境范围和十大乡的分布范围是互相吻合

的 从而看出公王信仰的区域特征  

游公爹的活动在解放前不是年年都进行 收成不好或兵荒马乱的时候也有

停顿 四九年以后则完全停止 直到八十年代后才恢复  

下堡天后宫十大乡神会组织分布范围是 下堡的沈 蒋 邓 江等姓 城

兜的周 黄两姓 还包括与下堡邻近村庄如郭坑 长校 厚洋 新庄一带的一些

姓氏 十大乡轮流办天后宫三月二十三和九月十九的两次庙会 三月二十三的祭

祀活动通常要连演几天的戏 当天的祭祀和晚上的戏由轮值的香头负责 此后每

乡自己出钱轮流演一天的戏 有的时候各乡之间为了竞争 两班戏一起上演 戏

台对戏台 非常热闹精彩 过去每年的腊月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天还有打

醮活动 称为 打平安醮 下堡一带的姓氏除了蒋姓之外把天后和三位夫人的

神像从天后宫里请回家中 奉以祭品 并烧香叩拜 以期神明保佑来年的平安与

吉祥  

从十大乡神明会的分布范围 办庙会时收丁钱的范围以及打醮时参与者的

范围可以清楚的看到天后宫的信众是集中在下堡一带的  

在当地有除夕晚上到寺庙过年的民俗 上堡的人去公王庙 下堡的人则去

天后宫 带有很明显的地域性 年三十的晚上 从十一点到十二点被称为 开天

门 如果在这时可以烧到头一柱香将是很吉利的事情所以住在两庙附近的村民

都争先恐后的去烧香直到第二天凌晨 还有一些人拿着供品和饭菜去公王庙或天

后宫与亲戚朋友共享并认为是和公王 天后一起过年 去公王庙的多是上堡和中

堡一带的村民而去天后宫的则是下堡及邻近村庄的村民  

解放后的历次大小运动中 两庙都在劫难逃 破坏严重 落实政策后两庙

的重建过程也体现了一种地域性 八十年代后思想放开 民间文化得以恢复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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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堡地区蒋继尹 中堡华钦进 江炳芳 华垅江家庆等十三个离退休老干部联

名写信向政府要回公王庙 此前公王庙曾作为劳改场所 厂房 仓库 后该庙破

烂不堪 墙壁断裂 全庙几乎倒塌 同时发动原十大乡的群众集资 献工献款

于当年九月修葺一新  

解放后姑田纸厂 姑田电力总站分别占用了原天后宫的位置 八十年代中

期天后宫十大乡的香头商量重新恢复该庙的建筑 于是他们商量由退休干部家住

天后宫旁的沈君奇先生牵头负责此事 1985 年向十大乡的群众发动捐款两万多

元 纸厂因占地补款两千元 从前庙的旧料卖了五千余元 这样凑起钱来并向政

府上报批准后在原址附近重新修起了天后宫  

两庙各自重修时捐款者的纪念石碑上捐款者的范围仍属于过去各自十大乡

的范围之内 空间上的距离感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 交通的便利而消失 只是

不再象从前那样强烈而是趋于淡化了 有关宗教的变迁后文还将详细论述  

在当地人的宗教理念中将庙里的各路神仙与现实中的官僚体系相映照认为

神也有高下之分 关帝和妈祖的管辖范围显然不止姑田一镇 而姑田公王庙的公

王即便有再大的权利也仅限于本地 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 县里城隍 乡下公王

与阳间的县太爷一样城隍是阴间里一县的主管 公王则是镇级的阴间主管 在这

种神与官的对应关系中公王是国家权力最低一级却是最直接可以感受到的权力

的象征 如果依照这样的理念妈祖比公王的地位高 权力大应该信妈祖才是或者

公王是乡下最大的 官 掌握着本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应对其尊敬有加 但事

实并非如此 理念中的高下之分以及对国家官僚体系的认同并不能解决舍近求远

与农民实用主义价值观之间的不一致  

由此可见单纯的地缘关系是构成民间信仰体系的基本而明晰的因素 但这

只是人类学者初步观察所得的印象 在研究民间信仰时只强调地缘因素显然是不

够的 因为民间信仰是人群关系的反映 地缘关系只是人群结集的一种最基本的

方式之一 通过血缘而结集的宗族也同样对民间信仰的构成起着重要作用 宗族

不仅是民间信仰的主体 它也是一个动态的存在 宗族的产生 发展 兴盛到衰

败的过程中对民间信仰所包含的信仰符号的取舍 强化 抛弃等行为之间有着耐

人寻味的对应关系 与此同时宗族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也会从对待信仰符号的态度

上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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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分析将围绕三村的宗族及宗族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而展开  

 

二 民间信仰与宗族互动关系的分析 

姑田的人口中 90%以上都是客家人 客家人的民间信仰和宗族之间有密切

的关系 客家人的宗族社会中通常是宗族的全体成员作为某一民间信仰的实体而

存在 (7)这一特征在姑田也很突出  

 

第一个个案 姑田的邓姓 

与姑田地区其他一些姓氏相比邓姓是来的比较早的 大约在南宋中叶从福

建沙县而来 到现今已有二十九代 人口近八百 分布在上堡的丰头和下堡的邓

屋 是为同宗之内不同的房支 祠堂位于下堡 大门上的牌匾写着 文魁 两字

祠堂内正中供有 显应灵侯之位  

显应灵侯是最早来姑田的邓姓祖先邓光布 传说中在唐朝他和王审之一起

入闽 后定居于沙县 来姑田的始祖十七郎公便是他的后代 祠堂在文革时遭到

破坏目前还没有修复 一年之中正月初四和七月十四中元节进行两次祭祖活动

三月三到祖坟上扫墓 祭祖时要求在家的男丁都参加 祭祖的经费来源于族产中

的田租 现在则很少有集体性的祭祖仪式 只是各家在可追溯的三到四代之内的

祖先的生日或清明节时各自在家祭拜  

台湾学者黄应贵指出 透过对当地人的历史性之探讨使我们可以对当地文

化有新的乃至新一层的理解 (8)那么从邓姓宗族历史的考察我们对其宗族文化

会怎样的理解呢  

邓姓在当地是一个有久远历史的姓氏 邓姓族谱的序言上写着 邓屋 邓

姓的聚居之地 是众所周知到姑田最早的一个姓氏 在此安居乐业了近千

年 … … (9)调查时在问及谁是最早来姑田这一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看法 当地的

华姓和江姓都说是华姓最早来姑田 事实上邓 华两姓来到姑田都在南宋中叶

(10)前后相差的时间不出几十年  

在姑田邓姓宗族的经济实力并不强 和华 蒋等大族比起来族产较少 族

产主要是田租 分布在姑田周围 这些田分给族内的人耕种 收来的租用与每年

的祭祖和正月里的游龙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根据 镇志 记载历史上邓姓之中除了明朝时有几个人参加科举考试后做

了官进入国家权力网络外取得功名的人并不多 这在一定程度也上反映了经济实

力的不足 在姑田华 蒋等大族均有专门的学田提供族内子弟读书考试的费用以

期获得功名 光宗耀祖 因此这两姓的读书人远比其他姓氏多 增加了进入国家

权力网络的机会  

在问及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上该姓的报告人说 当然是顺从政府 过去和现

在一直如此 因为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同时进入国家权力网络的机会少 造

成了在地方性的权力结构中不占有重要的角色 在和政府的关系中便处于被动的

一方  

相比之下同称是最早来姑田的华姓人口众多 势力强大 后文将详述 而

邓姓之所以在 谁是最早来姑田 这一问题上表现出顽强的姿态和华姓一争高下

是因为在姑田邓姓是一个族内认同感非常强的姓氏 邓姓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同样

来姑田很早的姓氏或衰落或已无从寻觅 是因为它族内的认同符号起了很强的向

心作用 这些符号包括让整个宗族引以为豪的游龙 邓姓是游龙在姑田的创始者

至今仍有 邓姓龙老的好 之说 据 镇志 记载 姑田游龙起源于明朝年间下

堡村之邓屋 相传邓屋八世祖邓应公明代初出任潮州府检校 后定居于潮 其弟

邓恭公仍居姑田邓屋 后来邓恭公的子孙常到潮州去探望梓叔 邓应公的子孙也

常有回姑田祭祖 两地宗亲关系自不待言 明万历年间邓恭公子孙在潮州看到有

人舞龙 兴叹不已 便将其画成图样带回姑田仿制 未几 龙 便在姑田邓屋出

现  

游龙是姑田重要的一项民俗活动 龙是由纸糊而成 绘以彩画 龙头的直

径约 70 公分 全长近百米 甚至更长 有的龙体内还点蜡烛 晚间游龙时灯火

通红 非常壮观 姑田一带过去共有十二条龙 比较有特色是四条龙 当地人有

几句顺口溜来形容它们 邓姓的龙 老的好 中堡的龙 长的好 华坑的龙 高

的好 周 黄的龙 画的好 在调查中也可以看出邓姓无论男女老幼一提起游

龙自豪感油然而生  

邓姓的游龙活动每年正月十四晚上开始 起初是由邓姓自己游 后下堡蒋

姓觉得一姓不热闹便也主动想加入 于是改成两姓合游 邓蒋两姓龙头龙尾每年

轮流 游龙的经费有各姓内各家各户自筹 现在政府也会给一些补助和做龙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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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 他们的游龙在正月十四晚上最先出发 其次才是中堡 华坑的游龙 据说

这是因为邓姓的龙最早 所以最先游 游龙从碧岭庙出发到中堡 再到溪口 再

回下堡 在碧岭庙前烧龙 游龙时龙头前有一个纸灯 上写 广济侯王神位

由这盏灯带路 其余的游龙队伍在后面 烧龙时此灯与龙一起烧掉  

邓姓虽然因为有姑田最老的龙而自豪但是由于经济实力有限 每年单独游

龙给族内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 当蒋姓要求加入时出于经济的考虑邓姓同意了这

个建议 尽管两姓一起举办游龙但两姓的关系却并非想象中的友好 邓姓因为婚

姻问题曾和蒋姓发生过矛盾 见本文第 19 页 笔者在调查时了解到今年原本轮

到蒋姓游龙但蒋姓却没有游 其中的原因是姑田的游龙远近闻名 有记者来采访

邓姓的人说这条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引起了蒋姓人的不满 遂以不游龙为答复

得知蒋姓人不游龙后邓姓人也无力将此项活动承接过来 游龙的事到目前为止也

就不了了之 从邓姓人在这件事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们矛盾的心理 一方面希望

蒋姓的加入来缓解游龙的负担 另一方面又执著的认为游龙的符号是属于邓姓人

自己的 不愿与他人分享  

族内另一个认同符号是碧岭庙 此庙在邓姓人心目中的地位非比寻常 碧

岭庙又名 萧何庙 初建于南宋末年 在下堡通往厚洋的路旁 此庙结构简朴

三面土墙 面积不大 只有三十多平方米 神牌位上写 广济侯王神位 相传

邓姓祖先汉代的上大夫邓通非常钦佩汉丞相萧何的为人 见他非常重视和爱惜人

才 曾经月下追韩信 来姑田后邓姓人便建起了这座庙拖物忆祖 将萧何作为广

济侯王来祭拜 解放前庙里还有一木雕的神像 即萧何 四九年前此庙在十九路

军入姑田时毁坏 后来经修复但仍然简陋  

邓姓人说这是祖宗所留下的庙 也是他们最长去的庙 在游龙时出发 结

束以及烧龙的地点都在碧岭庙前 游龙过程中龙头前有两个灯笼 上面写着 广

济侯王 以示对碧岭庙里所供奉的神明的尊敬  

游龙活动和对碧岭庙的祭拜可视作邓姓人集体之记忆  

研究集体记忆的学者认为 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 人们从社会中得到

记忆 也在社会中拾回 重组这些记忆 每一种社会群体均有对应的集体记忆

籍此该组织得以凝聚及延续 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来说 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 扭

曲的或是错误的 因为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 或是心灵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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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历史结构 集体记忆赖某种媒介如实质文物及图象 文献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

存 强化 或重温 不仅族群是利用 共同过去 来凝聚人群 甚至在更基本的

血缘集团如家庭与家族之中 造成人群凝聚的亲亲性都赖集体记忆来维持 (11) 

邓姓来到姑田之后创造了游龙和碧岭庙的集体记忆 并维持下来 用这些

记忆的符号凝聚其宗族内部的认同 在姓氏庞杂的乡村内以其突出的凝聚力获得

他人的尊重 最终的目的是在地方性的权力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个个案 姑田的赖姓 

赖姓是明代洪武年间从福建宁化石壁迁来 至今已有二十七代 人口三百

一十五人 都居住于上堡赖屋 祠堂在上堡 建于清嘉庆年间 祠堂中除了赖姓

祖先的牌位外还有一尊一丈多高的小菩萨 名为五显大帝 据说这尊菩萨是赖姓

一先祖从山东带来的 他曾到山东寿光县做知县准备告老还乡时到附近的凤凰山

朝拜 其间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神仙身体周围有五光环绕 五显 穿着铁甲盔

衣 手托一金砖 梦中对知县说知其为人诚信 欲跟他一起走 如果走到那里拿

不动这尊菩萨时就在那里安家 知县醒来后发现身边果然有一尊小菩萨 和梦中

的神仙一模一样 于是知县不敢怠慢 便把它带在身上上路 知县做官前是福建

宁化石壁人氏 当他在往石壁方向走时 有一天来到连城县内 发现怎么也抬不

动这尊菩萨了 便在连城定居下来 后生了两个儿子 传说中的先祖是否是赖姓

人来姑田的始祖赖维显已不得而知 但是赖姓人却将五显大帝看成是本族的福

祉 这尊菩萨放在祠堂中祭祖时一起祭拜 附近只有赖姓人才拜五显大帝 文革

时塑像被破坏 后来想重新塑一个 但由于没有实物资料 族内没有人能准确说

出它的样子 只好作罢  

一年之中有春 秋两季祭祖 春季在清明节秋季在中元节 祭祖时祠堂

老屋 最早来姑田的祖先所居住的房屋 坟墓都要去祭拜 解放前祭祖的经费

是由族内一些有钱的人组成 会 每个人掏一定数额的钱 斗钱 买来田租

这些田大多分布在上堡地区 除了本族内的人外也交给外姓人耕种 田租和其他

土地的租金是一样的 一般按照四六开即如果打一千斤谷子其中四百斤是田租

收租一类的事情由族内有威望 取得过功名的人担当 族田的买卖 租金的制定

使用等事情也是族内资辈大 有钱的人管理 平民则不去管 从前赖姓有五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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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租 一斗大约是十五斤 土改时这些土地都就近分配了 所以现在祭祖是各

家自愿出钱  

明清时期赖姓出过五十多名秀才还曾有过一名举人 这些人除了为数不多

的进入国家权力网络外大多是为本族的公益事业服务 如修路 盖房 整修祖坟

族内的事情通常是他们说了算 如果遇到有如和其他姓氏争斗一类的大事则召集

他们在祠堂里一起商讨 他们还有将违犯族约的人开除出宗族的权利  

在当地赖姓的宗族势力不大 在与蒋姓有关风水的争斗中 在与政府的关

系上均可以发现这一点 民国年间赖姓在上堡和蒋姓曾经因为争后山有过冲突

两姓居住的地方离这座小山都比较近 两家都认为此山应归自己所有 这座山的

风水被认为很好修祖坟会使子孙兴旺 另一方面山上种有树烧柴用的柴火要到那

里去拾 据说因为蒋姓来姑田的时间晚 为了在有限的空间争夺资源在过去和许

多姓氏发生过矛盾 赖 蒋两姓的争执以后者的胜利而告终 赖姓的人说 他们

人多 势力大我们争不过他们 明清时赖姓出过很多秀才但做官的人却不多

问及和政府的关系上访谈者的回答是 顺从到底 鸡蛋怎么碰石头  

赖姓很重视对公王庙的祭祀 清乾隆五十六年 1791 上堡赖成卯倡首扩

建公王庙并带头捐资 150 个银圆 上堡和中堡广大群众支持他的建议并且纷纷捐

钱捐地 当年十月二十三日雄伟壮观 占地近四亩的新庙落成 公王庙是赖姓最

常去的庙 赖姓也是公王庙的十大乡之一 同时又是游公王的姓氏之一 但公王

的信仰符号不是只属于某一个宗族 所以赖姓为了分享有关公王信仰资源 加强

本族内部的凝聚力便通过婚姻上的神话创造与华姓依附 在宗族关系上赖姓认为

和华姓最好 赖姓人认为娶华姓的女子能够生育很多的男丁 现在的人还这样认

为 据说曾经有一位嫁到桑姓家的华姓女子活到九十九岁去世时身后有六代人共

一百二十个男丁给他送葬 葬礼非常的隆重 还有人专门写了一幅盈联言此盛况

其中有 一百二十人哭灵前 的描述 赖姓还借助游公王的机会和上堡其他姓氏

如陈 赖等姓加强联系 虽然如此 赖姓的宗族凝聚力并不强 赖姓的祠堂中五

显大帝的神像 毁坏后没有人去管 祭祖中到的人也不全 赖姓来姑田的时间虽

然比较早却被认为是一个 小姓 游公王的时间短 路程长 抬公王的轿夫一

路连走带跑这一天在行进中即使碰到人或物也一概不管 人们说平时上堡都是大

姓欺负小姓而十五这天小姓可以显威风了 即使赖姓与陈 桑两姓一起游公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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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 从前三姓也是和抬一条龙但为了争龙头三姓经常发生

矛盾 力量不能统一 后来便分开游 一姓游一年 在恢复游公王的活动时三姓

也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于是三姓中势力较强的赖姓自己先游随后陈 桑两姓也

加入成为三姓轮流的局面  

总的说来 赖姓虽然也有公王庙作为集体记忆来凝聚本族但和邓姓不同的

是公王庙没有如碧岭庙一样的信仰排它性 也就是说公王庙是上堡 中堡村民公

共的信仰 虽然赖姓是公王庙十大乡之一在公王庙的事情上有一定的 说话权

但是权利的强化是要有强大的宗族势力为后盾的 前文中提到公王庙祭祀活动的

经费由十大乡共同集资而来 像华 蒋等大姓人口多 出钱也多 所以说话的权

力就大 赖姓的经济实力和在地方性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显然不足以对公王庙的祭

祀上拥有主导权而只能听华 蒋等姓的操纵 公王庙以前没有后殿的建筑 民国

时华姓中有一个地方势力的头目在姑田一带称王称霸 他的姐姐嫁到上堡蒋姓

家 因她信佛为了方便执意要在公王庙后加一殿供奉观音菩萨 虽然赖姓等十大

乡的人反对这样做认为公王庙是祭拜公王的地方 观音是吃素又是女性放在一起

不阴不阳 不荤不素 不成体统 无奈华 蒋两姓人多势大他们也只有敢怒不敢

言 80 年代以来在有关公王庙重建 维修等事宜上赖姓也是听从华 蒋等大姓

的安排  

赖姓由于没有邓姓那样的属于本族所有的公共信仰符号 加之宗族实力不

强他们虽然自觉的维护对公王的祭拜和仪式性的活动 但还是力不从心  

 

第三个个案 姑田的蒋姓 

蒋姓是清康熙年间由元甲迁到姑田 元甲也属于姑田镇但离镇中心比较远

来到姑田之后蒋姓人住在上堡一带 随人口的增加 逐渐向下堡迁移 现已有十

六代共两千多人 来姑田的始祖名蒋少林又名正春 生有四子后分为四房 长房

和四房住在上堡 二房住在下堡 三房住在藻洋 蒋姓的祠堂在上堡建于乾隆年

间 1739 祠堂内正中供奉着蒋少林的牌位 两旁是其他祖先的牌位还有生者

的牌位 左边是一小龛为土地公祠 右边是褒公厅里面供奉着历代为修祠堂有功

的人  

一年中有春 秋两次祭祖 三月十三还有祭祖坟 每年少林公的生日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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