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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民间信仰有着自身实践与建构，而对于地方神明信仰仪式

的观察可以一定程度上对民间信仰进行解读，了解其体系构成及复合特质。医神吴夲

作为在闽台地区乃至海外华人社区广受奉祀的神祗之一，其信仰与地区其它神祗信仰

相结合的复合形态在福建泉州云溪村农历三月十五的吴夲诞辰仪式上得到了充分的展

现，以此可观该地信仰“本土化遗产”的地域特色。吴夲以高超的医术及医德被崇祀

至今，在现今医病主要求助于科学医疗的情况下，人们对吴夲 主要的期待仍是保佑

安康。本文以相关仪式为切入点，通过对福建德化北部山村的吴夲信仰的田野调查，

探讨地方信仰的实践，内涵及内在逻辑，为闽地吴夲信仰研究提供一个个案的解说。 

文章第一、二章对云溪村的自然、社会文化背景进行介绍，交待村落环境，并对

吴夲信仰在此地的表现进行表述；第三章着眼于对信仰仪式的“深描”，“问草药”及

农历三月十五的“过关”仪式体现了该地吴真人信仰的独特性，村民对于仪式意义深

信不疑，并在社会变迁中主动对仪式活动进行调适；第四章通过对口述资料的收集，

展现阐释中的信仰世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结语是对仪式的思考及探讨，结合

对当地民间祭仪及道坛的观察，地方对传统文化的主位理解，从参与仪式的当地人的

解读中去探知地方习俗仪式表象下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吴夲信仰；过关仪式；地方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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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pular religion has its own practice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lo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By observing the ritual of local deity we can have some 

interpretations; also we can understand the system and its composite 

characteristics. As one of the popular deities in Fujian, Taiwan an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Wutao religion shows its composite feature on Lunar March 

15 in Yunxi, a village in Quanzhou, Fujian. We can see the “local heritage” 

there.Wutao was worshiped because of his superb medical skills and ethics. 

Although when sick we looking for help from scientific medical treatment now, 

we still want to be blessed healthy by Wutao.This paper suppose to investigate 

the practice, content and internal logic of popular religion and provide a case 

by related ritual fieldwork in a village in north of Dehua, Fujian. 

The first two chapters introduce the context and environment of Yunxi, 

including natural, social and historical situation, also describe the Wutao 

religion here.The third chapter a “deep description” of the ritual. Rituals 

of “Asking for herbs”and “Guo guan”show the uniqueness of Wutao religion 

in Yunxi.The villagers believe i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itual. Ritual 

activities also has their own initiative adaptation as society changes; The 

fourth chapter show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aith world through oral materials 

collection, based on those materials there has some analysis.The last chapter 

makes exploration, combined with the observation of the local ritual ceremonies 

and pulpit, the th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local pepole; investigate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ocal people. 

 

 Key words: Wutao religion; ritual of Guo guan; lo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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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保生大帝吴夲作为在闽台地区乃至海外华人社区广受奉祀的神祗之一，在泉州尤

以慈善济众、施医赠药为流传特色。我所选择的田野地点是泉州市德化县杨梅乡云溪

村，是一个林氏的单姓村，村的中心地带建有慈济宫。这里吴夲不仅仅作为医神被供

奉，他也是本方的保护神，被称为“昊天帝君”。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吴夲诞辰庆典上举

办特有的群体性“过关”仪式，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在仪式上信众祈保儿童度过各

关煞，康健成人，而在当地曾经与幼儿养育仪式活动紧密相关的临水夫人却已不被信

众了解。 

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间信仰活动深受抑制的阶段，文革后云溪的吴真人信

仰活动迅速得以公开举行，且过关活动也依然隆重，参与主体也增多。在这样一个实

显偏僻的山村，每年在吴夲诞辰日聚集千余人参与“过关”引起了我的兴趣，吴真人

信仰活动何以会保持这样的生命力？文革前后有无大的变化？对其诞辰日举办的仪式

人们是如何解释的？传统仪式在现代又进行了怎样的自我调适？王铭铭曾言现今的部

分民俗事象可谓“有选择的传统”，包涵着断裂后修复的“遗产”。“断裂”与否且不言，

但此种本土化遗产所呈现的意义及村落传统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在此也希冀为吴夲

信仰提供了一个值得探讨的地方个案。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基于本文的内容与框架，涉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民间信仰及

其地方化的研究，二是吴夲的相关研究，本节是对这两部分的研究进行回顾。 

一 民间信仰及其地方化的研究 

民间信仰深入影响民众生活，是了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诸如历史

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的关注，跨学科的探讨可以说已是常态。对民间信仰

及其地方化的研究成果见诸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民间信仰的溯源和演变及界说、分类的研究，包括民间信仰具体事象的

形态考察。史学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开始关注民间信仰，90 年代后各个学科对这

方面的研究全面开展，也不再仅仅限于历时性的角度探讨。相关著作如张紫晨《中国

巫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生活.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绪论 

2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宋

兆麟《中国生育信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①，黄桂秋《壮族社会民间信仰研究》

等，多个地区也编写了各自的民间信仰志。  

第二，仪式作为表达并且实践信仰的行动，人类学在对它的思考和诠释上积累了

丰富的成果。继早期的神话－仪式研究之后，仪式的社会结构功能受到强调，马林诺

夫斯基和杜尔干即作为代表，杜尔干从神圣与世俗的分类中指出仪式是以用象征的方

式来反映世俗生活，并使社会群体得以巩固，拉德克里夫·布朗认为仪式在社会有机

体中担当着调解的功能，建立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格拉克曼认为仪式能够对冲突社会

的一致性加以恢复及重构。范·盖内普将所有的仪式都归结为“生命转折礼仪”和“年

度再现仪式”，并划分为分离、过渡、整合三个阶段，认为人们从中确立的新的身份角

色体现了仪式的价值；特纳在盖内普的基础上，对仪式的内部过程进行了分析，提出

了阀限、交融、结构三个概念，指出反常态的仪式现象是一种“反结构”，可使社会压

抑和冲突暂时消除，并重新构筑强化社会等级结构。格尔茨则从仪式的“文化表演”

上探讨当地符号知识的表述，作为阐释人类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仪式是一种强大的

象征手段，仪式的功能就在于使操演者确认信仰意义的真实性，信仰观念是可靠和有

效的。 

第三，民间信仰的地方化研究，相关研究可见于三个方面：一是在考察民间与官

方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基础上，在社会控制中国家、地方政权与民间的互动中理解民间

信仰的地方化，如对神灵信仰的标准化与地方化研究；二是从宗教学的角度上，研究

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对民间信仰的渗透以及民间信仰对佛、道教的影响，如外来宗

教的本土化过程中对民间信仰的影响；三是关注现代社会转型下的民间信仰的延续、

重构与变迁及展现出的地方化民间信仰。 

1.将官方与民间文化传统视为相对独立的个体，以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传统”

与“小传统”为鉴，人类学界众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高延认为认为民间信仰

是精英宗教的翻版，后者是前者的源头②；葛兰言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民间宗教是官方

宗教的根源，把封建宗教视为两者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它们的循环是以民间宗教被

                                                        
①
相关著作参见林国平：《闽台民间信仰源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福建

人民出版社，2002 年；范萤：《上海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叶涛：《泰山香社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安德明：《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甘肃天水地区的农事禳灾研究》，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3 年。 
②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民间何在”谁之“信仰”》，中华书局，2009 年，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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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贵族吸收，再被王朝统治者加以改造利用并向各个阶层推广的过程来进行的③，人

类学家华生(Jmaes.wastno)的《神的标准化对华南天后信仰的提倡》认为“民间的方

言传统可能被大传统所吸收”④。王斯福采用“隐喻”的概念来描绘两者之间体现的映

射关系，认为民间宗教，隐含着历史上帝王统治的影子，但在地方上民间仪式的实践

具有地域性⑤。威勒的《中国汉人宗教的一致性与多样性》认为社会分层导致不同的人

对同一文化体系的解释不同，就仪式而言，民众是实用主义的，道士是意识形态的，

精英则多持复杂的理性原则，是以对特定社会关系的经验为基础⑥。施坚雅认为“民间

信仰与区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一方面地方神的等级与区域的差序正好对

称”，在社会控制与民间信仰的研究中，葛希芝、威勒·郝瑞、安娜诺丝等人引进了“文

化霸权”“象征的抵抗”等文化理论来研究中国民间宗教仪式，探讨其与国家政权、民

间力量的关系⑦。詹姆斯·沃森也表明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和鼓励”，天后是不能够

从一个地方神上升为全国性神灵的⑧。杜赞奇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认为民间信

仰是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途径和方法之一，在《刻划标志：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

中也指出神灵的建构对于维持国家权威的起到了重要作用⑨。类似的研究还见于马丁

《中国的仪式与政治》，桑格瑞《一个汉人社区的历史与巫术力量》。国内的如赵世瑜

的《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陈春声为代表的区域研究也探讨了

民间文化、基层社会与国家政权的互动契合⑩，范正义《祀典抑或淫祀：正统标签的边

陲解读》及黄挺《民间宗教信仰中的国家意识与乡土观念》等文都属于此类范畴。 

而以台湾研究者为主探讨的祭祀圈同样将民间地域宗教视为独立个体，但认为其

形成与扩展与官方体制无关，主要由历史原因造成；陈进国的《信仰、仪式与乡土社

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认为国家与社会、统治意识与地方性知识之间并没有清晰

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模式的窠臼11。 

2.民间信仰与佛教、道教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不同地区因受到影响的差异呈现

                                                        
③王铭铭著：《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P142。 
④詹姆斯·沃森著 陈仲丹译《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 年）》，载《郑

和研究》2001 年第 2期，P47－55。 
⑤王斯福著 赵旭东译：《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   
⑥田青：读《中国宗教的一致性和多样性》，载《民俗研究》1999 年 01 期，P90－93 。 
⑦王铭铭：《中国民间宗教：国外人类学研究综述》，载《世界宗教研究》，1992 年第 2 期。 
⑧詹姆斯·沃森著 陈仲丹译《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 年）》，载《郑

和研究》2001 年第 2 期，P47－55。 
⑨王铭铭：《中国民间宗教：国外人类学研究综述》，载《世界宗教研究》，1992 年第 2 期 
⑩吴真：《民间信仰研究三十年》《民俗研究》，2008 年第 4 期。 
11陈进国：《民俗学抑或人类学？──中国大陆民间信仰研究的学术取向》，中国民俗学网，2011 年 9 月 11
日。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Page=2&NewsID=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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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4 
 

出地方化现象。民间信仰会吸收其他宗教的神灵，也会借用佛教、道教的部分思想及

仪式内容。王守恩在对山西太谷民间信仰的调查中，探讨了太谷民间信仰与佛教、道

教及官方传统的关系，指出该地民间信仰的庞杂性与地方性12；王铭铭对张圣君的研究

中就指出了地方民间信仰神祗与道教神的互动，德化石牛山的张圣君原属民间奉祀的

神灵，后被道教吸收，又经过道教仪式活动的扩展在石牛山以外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体现出地方性特征13。马丽飞在对陕西地区基督教本色化探析的考察中，探讨了基督教

本土化中与祖先信仰、祀神仪式等的交流与互动，如“摩西十诫”的地方化改造，实

施传教方式的多样化等14。 

3.对区域性个案进行田野调查，关注于现代社会转型下的民间信仰的地方性延

续、重构与适应性变迁，见于以区域庙宇建设发展或以仪式的组织、内容为着眼点，

探讨民间信仰的复兴、动因及与社会整合的关系。这类研究重视复兴中的民间信仰实

践，仪式主位的解读，陈进国也指出存在“民俗整体研究取向”，可观照于人类学的民

间信仰研究，从活态的信仰民俗事象入手，参与观察在特定语境下的信仰主体的存在

方式和生活状态、历史心性和文化表情，也关注诸如仪式过程、象征体系、主体灵验

经验或体验、社区性的祭祀组织“宗教性”等要素15。相关研究成果可见于刘晓春《区

域信仰－仪式中心的变迁——一个赣南客家乡镇的考察》，他对由信仰和仪式的符号象

征与意义、进入的社会模式与社会功能进行了阐释，指出现实仪式的秩序并非完全是

现实生活秩序的复制，人们在仪式之外实践自己的生活，采取了诸多变通的方式16。周

大鸣《传统的断裂与复兴》17、刘铁梁《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范庄“龙牌会”与

其他几个村落庙会的比较》、梁洪生《传统商镇主神崇拜的嬗变及其意义转换——江西

吴城镇聂公崇拜的研究》18、王项飞《农业村落信仰民俗的文化结构和现代适应研究—

—以甘肃泾川西王母信仰为个案》19、徐平《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6）。 

二 吴真人信仰的研究 

相关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2王守恩：《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13王铭铭：《地方道教与民间信仰：“法主公研究笔记”》，《民俗研究》1997 年第 4期。 
14马丽飞：《近代陕西地区基督教本色化探析》，西安理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 
15同15 
16 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商务印书馆，2003 年，P234。 
17载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P219－253。 
18郑振满，陈春声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P222－262。 
19载钟建华,王项飞等：《仪式崇拜与有序的神圣》，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年，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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