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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西萧公、晏公信仰入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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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以贵州地方志为基本资料，考察了明清时期江西地方性神祇萧公、晏公信仰在贵州

的分布、传播情况；进而探讨了它们由乡土之神转变为他乡之神的动力问题；认为萧公、晏公信仰的

广泛传播，与明清时期移民社会的大背景相关。江西移民、商人进入贵州的同时也移植了自己的信

仰，成为推动萧公、晏公信仰在贵州广泛分布的主要力量；同时，国家的支持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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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

　　乡土之神向他乡之神的转变是唐宋变革以来

中国民间信仰世界出现的新现象，国内外学者对

此已有关注，有相当成果问世①。萧公、晏公乃

元明时期起源于江西临江府所属新干县和清江县

的地方性神祇，明清以来，其不仅是江西当地民

众的信 仰 中 心，且 为 旅 居 外 地 江 西 人 的 群 体 象

征，深受中国传统籍贯观念影响的他们，怀揣着

强烈的眷念乡土之情，将家乡神祇带入了侨寓寄

籍之地以及市场网络中，于是广建祠庙，奉祀乡

土之神萧公与晏公，以祈福祉。
萧公、晏公信仰自明清兴盛以来，就开始突

破原来的地域范围，广为传播，成为贵州民间普

遍奉祀 的 对 象。对 于 贵 州 地 区 这 一 民 间 信 仰 现

象，目前学术界鲜有关注，具体、明确的探讨研

究更是付之阙如。何炳棣先生较早注意到江西省

专祀之神萧公、晏公变成他省通祀之神的现象，
然何氏的学术旨趣却在会馆，未对该现象背后所

反映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②。王日根、蓝勇等

学者在会馆史研究中曾提及江西会馆及万寿宫，
但对江西会馆及万寿宫中神灵崇拜奉祀萧公、晏

公这一特殊现象疏于考察③。学者方志远的研究

则更进 一 步，关 注 到 了 湖 广、四 川 等 地 崇 祀 萧

公、晏公的现象，但对贵州地区萧公、晏公信仰

则未曾着墨④。近来，学者王元林撰文探讨了水

神萧公信仰的形成与地域扩展问题，但文章对水

神萧公信仰扩展的原因未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

对于萧公信仰在贵州的广泛分布及原因更言之寥

寥⑤。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贵州地方志

为基本资料，对明清以来贵州地区萧公、晏公崇

祀行为进行考察。指出江西地方神祇萧公、晏公

信仰在贵 州 的 广 泛 传 播 与 明 清 移 民 社 会 密 切 相

关，移民、商人是推动萧公、晏公向他乡之神转

变的主要力量。同时，代表国家意志的地方官的

积极参与也是其广泛传播的因素之一。

一、萧公、晏公其神

萧公、晏公信仰起源于江西省临江府所属新

干县和清江县。有关萧公、晏公信仰的资料多散

见于明清士大夫文集、笔记、碑刻、道书及地方

志中。最为详尽的记载萧公信仰的文献则为明代

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兵部尚书郭子章所辑录的 《大
洋洲萧 侯 庙 志》⑥，该 志 书 成 于 明 万 历 丁 巳 年

（１４１７），刊刻于明天启二年，现作为孤本书目藏

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书中保存了大量士大夫所撰

写的碑记、萧侯传记及其神迹、皇帝敕谕、御制

春秋祭文、告文、公移文书以及颂扬萧公的诗赋

等，反映了 萧 公 信 仰 的 真 实 情 况⑦。据 奉 政 大

夫、广东按察司佥事庐陵曾鼎撰写于宣德十年的

《新干萧侯庙碑记》所载：
临江新淦大洋洲萧氏，其先世居开封。

宋绍定中，有曰允康，官至金紫光禄大夫、



开府仪同三司。子兰芳，登咸淳进士，为吉
州刺史，卒于官。子伯轩，遂择新淦山水之
胜，而家于大洋洲，不事家人生业。惟以济
人泽物为务。晚有神识，事皆前知。其殁，
竟为水府之神，立庙于家。元至大间，封五
湖显应真人。子祥叔，复生而神异，往往能
拥护舟楫于江湖风浪之间，至正五年，封永
灵神化普济显德舍人。我朝太祖高皇帝，平
定天下，营建京都，尝遣官以牲醴谕祭。其
次子天任，亦生有灵异，人有所叩，无不前
知。永乐乙酉冬，忽绝粒端坐越旬，令庙祝
杨文，取一白石啖之，即坐而瞑目。后乡人
商游者，往往于川、蜀、江淮间见之。凡水
旱疾疫，有求皆应。今江湖行舟者，莫不仰
戴之。即所谓英佑侯是也。⑧

由上述引 文 可 知：民 间 所 奉 祀 的 神 祇 “萧

公”为新干县大洋洲镇一萧姓祖孙三代———萧伯

轩、萧祥叔、萧天任的总称；由人而神，因显灵

于江湖被奉为水府之神，为 “江湖行舟者”所奉

祀，且屡受崇封。奉祀萧公的祠庙名称不一，或

称为 “萧 公 庙”，或 为 “萧 公 祠”，或 为 “英 佑

庙”，或为 “英佑侯庙”，或为 “水府庙 （祠）”、
“仁寿宫”，而各地对于 “萧公”的指称，或萧伯

轩，或萧祥叔，或萧天任，或三 者 皆 包 括 在 内。
时至今日，新干县大洋洲镇萧公庙依然屹立于赣

江之滨，香火绵延不断。每年农历四月初一举办

的庙会，场面热闹非凡，各地信众纷纷聚于萧公

庙前焚香祷告、顶礼膜拜。
晏公信仰的资料记载则较为分散。据 《同治

清江县志》载：
晏公庙，在清江镇濒江，明洪武间建，

郡人聂铉记。一统志云，晏公名戍仔，本镇
人，元初为文锦局堂长，因病归，登舟即尸
解，人以为神，立庙祀之，有灵江湖间，永
乐中，封平浪侯。⑨

《万历续道藏》之 《搜神记》篇中有收录晏

公神：
晏公神姓晏，公姓晏，名戍仔，临江府

之清江镇人也。浓眉虬髯，面如黑漆，平生
疾恶如探汤，人少有不善，必曰：晏公得无
知乎？其为人敬惮如此。元初以人材应选入
官，为文锦局堂长，因病归，登舟，即奄然
而逝。从人敛具一如礼，未抵家，里人先见
其畅驺导于旷野之间，衣冠如故，咸重称

之。月余以死至，且骇且愕，语见之日则即
其死之日也，启棺视之，一无所有，盖尸解
云。父老知其为神，立庙祀之，有灵显于江
湖。本朝诏封平浪侯。⑩

与萧公神相似的是，晏公也是由人而神，都

因 “有灵显于江湖”而奉为水神，
并受到朝廷敕封。萧公、晏公神在明代都曾

列入国家祀典，并谕令地方官祭祀及修建祠庙。
明清以来，萧公、晏公不仅是当地民众的信仰中

心，为江西一带民间所普遍奉祀的神祇，亦是江

西同乡组织的集体象征。客居在外的江西人往往

亦于侨寓之地建立祠庙或会馆崇祀。正所谓 “豫
章 （今南昌）祀许旌阳，如吾临 （江）、吉 （安）
祀大洋洲萧、晏二侯。”瑏瑡 明人王士性就曾注意到

江西地方 “江湖社伯到处有祀萧公、晏公者，其

神皆生于江右”瑏瑢。不仅江西地方到处奉祀萧公、
晏公，“川、蜀、江淮之间”也广为传播。

二、贵州萧公、晏公信仰的分布

萧公、晏公作为江西地方性神祇，明清以来

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走出其发源地，向 川、黔、
湖广等地传播。地处西南边陲的贵州地区有关萧

公、晏公 信 仰 的 资 料 大 都 散 处 于 地 方 志 “祠 祀

志”及 “建置志”之 “坛庙”、“祠宇”、“寺观”
等诸条目中。

近来，笔者翻阅了大量的贵州地方志，对志

书中有关萧公、晏公祠庙的记载作了较为系统的

爬梳、整 理，共 有 祠 宇４２座。需 要 说 明 的 是，
由于地方志编撰体例及编撰者喜好之迥异，对祠

庙内容的记载详略不一，且祠庙俗称复杂混乱，
故凡是地方志中无确切说明而又系孤例者，本着

宁缺毋滥的原则，一律不予计入。如有关 “水府

祠”“水府庙”的记载，无明确交代所奉祀的神

祇为 “萧公”、“晏公”者，一概未计；而对于地

方志中多有江西会馆 “万寿宫”的记载，但对其

所奉祀的神祇未有确切说明者，一概不入，尽管

此类记载中，其所奉祀的神祇可能有 “萧公”和

“晏公”在内。以上数据虽难免挂一漏万，但通

过这些庙宇的分布，我们仍可窥探萧公、晏公信

仰在贵州传播的梗概。
明清时期，萧公、晏公信仰几乎遍布贵州各

府、州、县及卫所。查阅贵州地方志书，明朝初

年，就曾有修建晏公庙奉祀晏公的记载：“晏公

庙，在县治 （天柱县）南门内，设自明初，后建

·４５２· 　 宗　教　学　研　究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天妃宫于其右。”瑏瑣而拥有确切年代修建晏公庙奉

祀晏公的记载当属铜仁府：“晏公庙，在府城东，
洪武十六年建。按铜仁志作萧晏二公庙，在万寿

宫内。”瑏瑤又据此引文所提到的 《铜仁府志》中萧

晏二公庙的记载：
萧晏二公庙：在万寿宫内。按重增 《搜

神记》：萧公名日轩，没于宋咸淳间，乡民
立庙于新淦县之太洋洲。明永乐十七年封水
府英佑侯。晏公名戍仔，清江县人，元初应
选入官，以病归。父老立庙祀之。明洪武初
封平浪侯。二公皆水神也。瑏瑥

仅就笔者管见，“洪武十六年”是晏公信仰

传入贵州的最早记载。从上述引文亦可获知，晏

公庙自兴建以来也经历了由专祀晏公的庙宇，转

而成为兼 祀 萧 公 并 融 入 祭 祀 许 逊 的 万 寿 宫 的 历

程。然而，有意思的是，引文中存有将萧公神名

本 “伯 轩”记 为 “日 轩”，这 种 现 象 不 仅 在 此，
在整个贵州的地方志书中，有关萧公神名的记载

都是如此。如 《乾隆贵州通志》载：
英佑侯庙：即水府祠，在府治 （思南

府）前，按 《搜神记》，神姓萧，名日轩，
宋咸平间为神。明洪武初遣官致祭，封水府
灵通广济显应英佑侯，巴蜀滨江所在多庙祀
之。

萧公庙：在府城 （遵义府）东五里，祀
宋萧日轩，明洪武初封英佑侯。瑏瑦

贵州安顺府亦载：
萧公庙：在东大街，江西客民公建。按

萧名日轩，没于宋咸淳间，乡民立庙于新县
之淦太洋洲，明永乐十年封水府英佑侯。瑏瑧

可能为笔误，或为民众口耳相传过程中的讹

误所造成，然仅就民间记忆、民间传说的特点而

言，乡土之神转变为他乡之神，其传播过程中存

在的诸如此种谬误是可以理解的。
而贵州地方有关崇祀萧公的记载，最早见诸

于 《弘治贵 州 图 经 新 志》： “英 佑 侯 祠，在 府 城

（思南府）北袁滩上，昔人建以祀水神，碑刻存

焉。土人改建，以祀英佑侯萧公。”瑏瑨 该英佑侯祠

始建年 代 虽 然 修 志 者 并 未 给 予 载 录，但 可 以 推

断，至少在弘治年间，萧公信仰已传入思南府地

区，这也可能是萧公信仰传入贵州地方的最早记

载。除此之外，思南府还有另一座英佑侯祠，据

《嘉靖思南府志》载：“英佑侯祠，在府治前，建

立时代无考。上有水月宫，正德五年没 于 洪 水，

惟一钟存。嘉靖十三年长官张车登重建。”瑏瑩 “正

德五年没于水”的记载，说明此英佑侯祠的始建

年代不会晚于正德五年。至于其具体沿革，《道

光思南府续志》记载最为详尽：
万寿宫，在府署右，旧名水府祠，祀英

佑侯，在城外，即今普济庵址。明正德五年
没于水，嘉靖十三年长官张车登重建。万历
二年郡人市张姓临街店基作祠祀许旌阳，兼
祀萧英佑侯、晏平浪侯，即今址。康熙二十
三年，江右荀士英等募众增市敖氏宅添建。
嘉庆六年江右商民大加恢拓，更今名，……
郡属各场市各有万寿宫，均江商公建，不具
列。瑐瑠

专门奉祀萧公的英佑侯祠在万历二年后转变

成为主祀许逊，兼祀萧公及晏公的万寿宫，并于

入清后得到江右士民的修缮与拓建。
奉祀萧公的祠宇又名仁寿宫。之所以取名仁

寿宫，据湖南 《光 绪 湘 潭 县 志》载： “仁 寿 宫，
又曰江神祠。在十八总，临江府公所。曹启华记

云：萧公水 神。明 封 英 佑 侯，乾 隆 二 年 加 “仁

寿”二字，馆门为临江码头。”瑐瑡 因乾隆二年加封

“仁寿”二字，便是 “仁寿宫”的由来。贵州黄

平州则建有仁寿宫以奉祀萧公：“仁寿宫，在旧

城内，临江郡人客于州者醵三百金买向氏街基建

此，颇壮丽。盖凡江西人客他省率建万寿宫，兹

易万言仁者，以所祀诸神中萧公为其郡人，有仁

侯称，用 以 别 于 合 省。然 曰 仁 寿 则 犹 祝 厘 意

也。”瑐瑢

除此之外，其他府州县，如贵阳府 “萧晏二

公庙，在陈亮堡，崇祯时建，嘉庆时重修”，“晏
公庙，明 初 建”瑐瑣，大 定 府 “晏 公 庙，在 东 关，
雍正 间 江 西 客 商 建”瑐瑤，南 笼 府 “晏 公 庙，在 府

城北门 外”瑐瑥，石 阡 府 “萧 公 庙，在 龙 底 江”瑐瑦，
印江县 “水府祠，在火神祠右，祀宋萧日轩”瑐瑧，
兴义府 “晏公庙，在北门外，通志云：在府城北

门 外”瑐瑨，普 安 州 “晏 公 庙，在 卫 城 城 隍 庙 之

下”瑐瑩，威宁州 “萧晏二公庙，一在卫治东关上，
一在北 凤 岭 山”瑑瑠，毕 节 县 “晏 公 庙，在 东 关，
雍正间 江 西 客 商 建。遇 公 事 群 集 于 此，以 为 会

馆”瑑瑡，绥阳 县 “萧 公 庙，系 郑 场 公 馆，今 废 为

庙”瑑瑢。
明洪武时期，晏公庙就已在 个 别 卫 所 出 现。

如普定卫 “晏公庙，在卫治内北，洪武间都督顾

成建”，永宁卫 “晏公庙，在西门外，洪 武 间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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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俞瑱建”，清平卫 “晏公庙，在卫治 西 北，景

泰八年建”。至明嘉靖时期，萧公庙、晏 公 庙 就

已在各卫所广泛分布。如普定卫 “萧公庙，在卫

治内东，通灵桥边”，普安卫 “晏公庙，在 卫 治

城隍庙左”，赤水卫 “晏公庙，在卫治南”，乌撒

卫 “萧晏二公庙，在卫治东关上”瑑瑣。
上述修建于明清时期、数量众多、几乎遍布

贵州各府州县卫所的萧公庙、仁寿宫、英佑侯祠

（庙）、晏公庙，反映了明清时期萧公、晏公信仰

的广泛 传 播。然 而，作 为 江 西 地 方 性 神 祇 的 萧

公、晏公远离乡土，成为他乡之神，其传播动力

无疑与明清时期江西籍民外迁有莫大关系。

三、移民与萧公、晏公信仰的传播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向称 “苗 疆”，是 一 个

多民族省份，远离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

地区，交通落后，所以开发较晚。明清以来，贵

州一直 就 是 移 民 输 入 省 份，大 量 来 自 江 西、湖

广、四川等地的汉族移民通过军屯、行商、自发

流移等 方 式 迁 入 贵 州，他 们 与 当 地 居 民 杂 居 相

处、共同开发，对贵州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瑑瑤。明清以来江西地方性神祇萧公、晏

公信仰传播几乎遍及整个贵州省无疑与这一移民

背景相关。
明清以来汉族移民迁入贵州最主要的方式为

军屯。为 了 进 一 步 加 强 对 贵 州 的 控 制，有 明 一

代，在贵州 境 内 广 设 卫 所，通 过 “调 北 征 南”、
“调北填南”，将大批汉人移入贵州。明初贵州卫

所士卒尚未发现由土人充当的情况，外来移民成

为其主要来源瑑瑥。安顺孙氏， “原籍江西 吉 安 太

和县韭菜园，元至正十二年，因避难徙居湖南宝

庆府邵 阳 县。明 洪 武 时，始 迁 祖 因 调 北 填 南 来

黔，卜居 东 乡 蔡 官 屯”瑑瑦。这 些 从 外 省 调 遣 来 戍

守的卫所士兵及其家属绝大部分来自江西、湖广

等地，数量 达 六 七 十 万 之 众瑑瑧。除 卫 所 士 兵 外，
亦有随行官员家属。如安顺庐陵易氏，“原籍江

西吉安庐陵，明洪武时，始迁祖易福德以指挥之

职随军 入 黔”瑑瑨。萧 公、晏 公 信 仰 也 藉 由 这 些 来

自江西的屯兵、官员及其家属传入卫所，并得以

建庙奉祀。
明洪武间，都督顾成就已在普定卫修建晏公

庙。然而有意思的是，都督顾成为什么建晏公庙

呢？明代镇 远 侯 顾 成 的 事 迹 在 西 南 地 区 广 为 流

传，可谓家喻户晓。“（顾）成之先湘潭人，祖父

以操舟为 业，往 来 江 淮 间，遂 居 江 都。成 字 景

韶，少壮勇有膂力，喜习武事，自文其身，人称

顾花子。岁丙申，杨州归附，隶大将军麾下以勇

称选为 帐 前 兵……初 授 百 户，从 诸 将 征 伐”瑑瑩，
后以战功升坚城卫指挥佥事、普定卫指挥、镇国

将军、贵州都指挥同知。洪武二十九年迁右军都

督佥事，佩征南将军印，镇守贵州。永乐十二年

卒，皇太子遣官致祭，追封夏国公。顾成之所以

建庙祀晏公，笔者以为有以下可能：一、顾成的

祖父以操舟为业，在归附明太祖之前，顾成也极

有可能以操舟为业，而晏公作为水神，又为 “舟
楫”之人所奉祀，所以其镇守贵州，建祀晏公庙

乃为情里之中；二、民间多有流传明太祖渡江取

张士诚，舟楫遭遇江风，即将倾覆之际，晏公红

袍搭救，明初被封为平浪侯的事迹，因此晏公也

被列入国家祀典之神瑒瑠。地方官员参与创建或重

建庙宇奉祀国家祀典之神晏公、萧公，与明初边

疆地区的建构有关，其背后隐藏着国家与地方社

会的互动关系，即国家通过民间信仰这一文化策

略将贵州纳入国家版图，而地方社会为获得国家

的认同，奉祀国家认可的祀典之神。这无疑为民

间信仰的广泛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除作为国家军事性质的移民 “军屯”外，民

间因各种原因而产生的自发流移如逃荒、流亡、
经商之类，也是贵州外来人口的重要来源。始于

元末明初，并延续至整个明代和清前期的江西人

口大规模流动，即历史上著名的 “江西填湖广”、
“湖广填四川”，江西人并非填满了湖广后才往四

川，他们有的在湖广停下了脚步并永久性留在湖

广，有的则一路向前，继续向贵州、四川、云南

等地进发瑒瑡。如安顺四川 熊 氏， “原 籍 江 西，再

籍四川。清初，始迁祖熊膺、熊绶兄弟以贩药入

黔，初住贵阳三块田，顺治末年迁安顺，今族众

多住于小洞口”瑒瑢。嘉 靖 时 期 巡 抚 贵 州 都 御 史 高

翀称 “贵州军民鲜少，多系江西、川、湖流民侨

居生事，宜 申 明 保 甲 以 稽 土 著”瑒瑣。水 道 发 达 的

思南府，永乐以来 “土著之民无几，而四方流寓

者多”瑒瑤，“四方流冗，亡赖匿命，此焉逋薮”瑒瑥。
这些流寓以江西人居多，且大部分为经商贸

易之人。江西商人在西南地区的活动最早可以追

溯到唐 宋 时 期。明 清 时 期，随 着 商 品 经 济 的 发

展，江西经商之风更炽，江右商作为一支不可忽

视的力量在中国商界占据重要地位，其在西南的

活动更是空前活跃瑒瑦。而萧公、晏公神祇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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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其家乡临江府的临江帮在江右商中实力最为

雄厚，如 清 江 县 “民 勉 贸 迁，恒 徒 步 数 千 里，
吴、粤、滇、黔、楚、蜀，无 不 至 焉”瑒瑧。新 干

县 “地 当 舟 车 四 会 之 衢，山 峻 水 清，逐 末 者

多”瑒瑨。江右 商 人 的 纷 纷 涌 入，以 致 地 处 交 通 沿

线的贵阳自明代设立卫所，分授田土屯军以来，
“于是江、广、楚、蜀 贸 易 客 民，毂 击 肩 摩，籴

贱贩 贵，相 因 坌 集，置 产 成 家，今 日 皆 成 土

著”瑒瑩，“五方杂处，江右、楚南之人为多”瑓瑠。水

陆便利的镇远府城，“居民皆江、楚流寓”瑓瑡。铜

仁府 多 有 来 自 江 西 的 汉 民 “抱 布 贸 丝，游 历 苗

寨”瑓瑢。松 桃 厅 自 嘉 庆 二 年 增 设 城 市 乡 场 以 来，
“蜀、楚、江西商民居多，年久便为土著”瑓瑣。大

定府 “关厢 内 外，多 豫 章、荆、楚 客 民”瑓瑤。乾

隆十三年，贵州按察使介锡周奏报苗疆宁谧情形

时，说到其地 “游民日聚，现今省会及 各 郡 县，
铺店稠 密，货 物 堆 积，商 贾 日 集”， “是 皆 川、
粤、江、楚各省之人趋黔若鹜”瑓瑥。

这些经商或寄籍于贵州的江西客民，出于乡

土观念，往往于侨寓之地还一直保留着家乡原有

的风俗习惯。如石阡 “自明初设郡后，汉族之移

住者皆川、湖、江、闽 等 籍，而 以 江 西 为 最 多。
聚处既久，各沿其旧，相习成风”，以致 “凡 旧

册所载峒 人、□□等 俗，至 今 百 不 存 一”瑓瑦。经

年日久，他乡之俗逐渐取代本地风俗，呈喧宾夺

主之势。作 为 江 西 人 集 体 象 征 的 地 方 性 神 祇 萧

公、晏公自然随着这些经商、寄籍之人 而 传 入，
成为奉祀的对象。于是纷纷于侨居之地建立供奉

萧公、晏公的祠庙，岁时祭祀，以祈求神灵的庇

佑。如黄平州仁寿宫乃由 “临江郡人客于州者醵

三百金买向 氏 街 基 建”瑓瑧。大 定 府 晏 公 庙 “雍 正

间，江西 客 商 建”瑓瑨。安 顺 府 萧 公 庙 “江 西 客 民

公建”、晏 公 庙 “江 西 客 民 建”瑓瑩。思 南 府 万 寿

宫，旧名水府祠，祀英佑侯，“万历二年郡人市

张姓临街店基作祠祀许旌阳，兼祀萧英佑侯、晏

平浪侯，即今址。康熙二十三年，江右荀士英等

募众增市敖氏宅添建。嘉庆六年，江右商民大加

恢拓，更今名，……郡属各场市各有万寿宫，均

江商公建”瑔瑠。有 时，庙 宇 与 会 馆 合 二 为 一。如

毕节县晏公庙，“雍正间，江西客商建。遇公事

群集于此，以为会馆”瑔瑡。
江西商人对家乡神祇的崇奉还体现在其所建

立的钱会组织之上。《民国麻江县志》“万寿宫”
条目中有记载，兹将引文列下：

尝闻可与乐成，难与图始。又云靡不有
初，鲜克有终。予不谓然，有志者事竟成
耳。自古立大功、定大疑，无不以终始为兢
兢，诚得其人，无不成者。萧公会亦一端
也。其始临府十二人出银三十两交首会生
息，是谋始有人也。至次年将本利交下手，
每岁以四月初二为交期，不少分毫。自乾隆
五十七年起，至今二十年，共得银若干，两
是图终有人也。向使十二人中有一畏难者，
则不可谋始。有一自利者，则不能图终。今
皆无畏难心，无自利心，谓非有志者事竟成
者哉。十二人爱乡敬主，始终不渝。若张君
钦、张惺万、皮仁厚、汪彩生、徐相生、吴
和锡、刘德贞、陈灿周、杨显亲、杨高政、
何盛方、陈亨周，应揭志之，以为吾乡人
范。嘉庆□年四月。瑔瑢

由上述引文可知，“萧公会”乃为江西临江

府张君钦等十二位客居麻江经商起家之初建立的

输银生息的赢利型钱会组织，钱会名称以其家乡

神祇萧公命名，可见其爱乡敬主之拳拳盛意。由

于该记载附录于 “万寿宫”条目中，可推断该会

或隶属于万寿宫，亦可知万寿宫中必定供奉着萧

公神位。该引文为清人艾佩荪所撰写，艾佩荪为

当地望 族 艾 氏 家 族 的 后 裔。据 其 先 祖 艾 世 美 传

载：艾世美，字尊五，号桂楼，麻哈州人。其先

自成化间有凤瑞者，自新建来贾，遂家焉。隆庆

末，世美以选贡为马湖训导，升庐陵教谕……万

历初，吉水邹元标谪戍都匀，常主其家 子 友 芝、
友兰、友芸，皆受业焉。后邹元标在为艾世美所

撰墓志铭中亦提到 “按状，君名世美，字某，别

号桂楼，江西新建人也。艾故江西世族，以其先

商黔，遂 家 焉”瑔瑣。故 作 者 以 “吾 乡 人”自 称。
该则有关艾氏的史料就是明清时期江西人如何进

入贵州，扎根繁衍，并挤身上层社会，成为名门

望族的真实写照。而其后世子孙亦不忘其根之所

在，积极 乡 人 所 建 奉 祀 家 乡 福 主 神 之 祠 庙、宫

殿，并撰文以记之，爱乡敬主之意溢于言表。

四、结　语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导致江

西人口大规模地向外流动。这些江西移民通过军

屯、经商、自发流移等方式，在填湖广、四川的

同时，也向边陲地区贵州进发，与当地土著杂居

共处，共同开发。随着人们商业活动的发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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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间交往的日益频繁，互相联系不断加强，遍

走于通都大邑和穷山恶水之间的江西商人不仅将

自己的商品推向广大的市场网络，而且将自己的

神祇带入了市场网络，向市场推销自己的神祇信

仰。在传播信仰方面，移民、商人实有他人所不

能及的作用。明清以来，萧公、晏公信仰在贵州

的广泛 传 播，与 江 西 移 民、商 人 的 关 系 最 为 紧

密。侨寓贵州的江西客民与客商怀着深厚的籍贯

观念与浓厚的眷念乡土之情，奉祀着其乡土性神

祇萧公、晏 公，从 而 充 当 了 信 仰 传 播 的 主 要 媒

介，成为萧公、晏公信仰兴盛的主要推 动 力 量。
代表国家 意 志 的 地 方 官 员 积 极 参 与 修 建 供 奉 萧

公、晏公神祇的祠庙，无疑使得萧公、晏公信仰

获得国家认可，获得合法性的同时，又促进了其

传播。
（责任编辑：心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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