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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卓坡村是莆田古涵江地区远近闻名的经济强村、文化名村、人口大村。本文基于当地的文献资料及宗教

仪式，从卓坡村的里社神庙入手，简要分析卓坡村里社神庙的发展历史，以及对里社神庙中几位较为重

要的神明进行历史分析和相关情况的说明。文章还将介绍卓坡村在平时生产生活中与里社神庙相关的民

俗活动，从民间文化的角度去释读卓坡村的各种民俗信仰，以及其与村内宗族社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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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uopo Village is a well-known economic village, cultural village and large population village in 
the ancient Hanjiang area of Putian. Based on local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ritual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Lishe and temple in Zhuopo Village, brief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Li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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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mple in Zhuopo Village, as well as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description of several important 
deities in the Lishe and temple. The article will also introduce the folk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Lishe and temple in daily production and life in Zhuopo Village, and interpret various folk beliefs 
in Zhuopo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 culture,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e clan society in th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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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卓坡村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古村，村内姓氏宗族众多，里社神庙林立，民俗活动丰富，

农业经济发达，水陆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自唐玄宗天宝年间琅琊王氏迁徙至此，开卓坡发展之先

河，王氏成为第一个定居於此的宗族。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宗族迁来卓坡，形成

至今卓坡“三甲九姓”的格局，九姓先民在卓坡村这块沃土上共同生活，共同劳作，同饮一河水，逐渐

形成了具有共同信仰的聚落共同体，创建了多座里社神庙，形成了具有高度相似性的民俗仪式和活动。

这些里社神庙和民俗仪式活动的举办，体现了村内各宗族之间的地位和权力划分，起着维护卓坡村内部

社会秩序平衡的作用。 

2. 村域环境与里社神庙 

2.1. 卓坡村的历史地理环境 

卓坡村初名王坑，后易埔头，再改卓埔，解放后称卓坡。它位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南部，兴化平

原之“北洋”中心，与黄巷、塘北、冲沁、下林、塘头等古文化村毗邻，古属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唐安

乡延寿里霓坡境。卓坡村由王厝、田岑、蒋角三个自然村组成，王厝在唐代时形成聚落，有王、黄、杨

三个宗族姓氏；田岑在明末形成聚落，主要是刘姓族人在此定居；蒋角原名招角，意为招呼外来流浪人

口定居形成一角，是一个在清康熙时逐渐成长起来的杂姓聚落，在方言中“蒋”与“招”同音，故雅化

为蒋角，它有陈、张、翁、董、黄、林共六个姓氏，这六个姓氏来历各不相同，单是陈姓和张姓就可以

分出两三个派系来源，可见该自然村的构成复杂性。 
卓坡村最早的定居者是王氏先人，“渶公复以兵乱，自临沂县徙居泉州南安石鼻尾，是时唐天宝间

入闽，是入闽之始祖。渶生源诚，源诚生拔，由南安而迁延寿里九峰院左，地名王坑，又为入莆之始祖”[1]，
当时王氏来到王坑时，周围的村庄已经有人定居，并且开凿池塘蓄水，灌溉农田，在清代陈池养的《莆

田水利志》中有记载，曰：“北洋五塘，颉洋塘最大，在县城东北四十里。贞观五年置，周十里，溉田

二百顷”[2]，可见，颉洋塘的修建促进了当时农业经济的极大发展，而卓坡村正处於颉洋塘的出水口，

望江河中游，土地肥沃，灌溉水源充足，且卓坡地势较高，不易受到涝灾，因此常年农业丰收。村后有

囊山古驿道，古驿道与福厦相连，受到南来北往商客的带动，商业也非常兴旺。村内沟渠纵横，亦有望

江河贯穿而过，村内沟渠联通望江河与宫口相通，乘船沿河而下走水路可去往莆田各地。由于地理位置

的优越、水陆交通的便利和周围古文化村的影响，卓坡村经济发展繁荣，文化发展亦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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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莆田县志·人物志》序中有言曰：“莆僻处海滨，齐名邹鲁，非人物彬彬欤？盖肇於唐，

盛於宋，尤盛於明，及我国朝蔚焉继起”[3]。卓坡作为涵江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人文发达，尤其在农

业经济大发展的推动下，王氏先人更加重视教育，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和积淀，在北宋天圣五年(1027)，
笔者先祖献可公得中进士，为莆邑王氏首登科者，官拜上柱国、银青光禄大夫、殿中侍御史兼太子中舍

致仕。此后，霓坡王氏历代簪缨不断，南宋端平二年(1235)声叔公与幼曾公这对父子为同榜进士，为一时

显赫，人谓王氏为“霓坡国族”；明成化十四年(1478)，王朝器得中进士，官拜遂安(今浙江淳安)知县，

升南京刑部主事，转户部，累官户部郎中致仕；清光绪十六年(1890)，王懋章得中武进士，后获六品军功

顶戴；等等。农业经济的欣欣向荣，为卓坡教育文化事业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教育文化事业的快速

发展，为卓坡村民俗宗教信仰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精神文化基础。后随着莆阳黄氏与霓坡王氏的联姻融

合，卓坡村的民间文化朝着更加丰富多元的方向发展，形成了涵江区域内一道独特的民俗风景线。 
“涵江自昔繁华地，桑柘连荫百余里。笙歌遥曳树底闻，甲第巍峨空中起”[4]，这是明代云南府知

府王伟赴任昆明前拜谒位於今卓坡村的莆田王氏祖庙时留下的诗句。王伟是霓坡王氏分支冲溪王氏的裔

孙，旧时莆田王氏有一个习惯，凡王氏子孙在得中进士授官后，赴任前要来到莆田王氏的祖地卓坡，拜

谒位於此的莆田王氏大宗祠——桂林祖庙。该祠是为了纪念莆田王氏首登科者——王献可而建的，也是

莆田各支王氏的祖祠，宗祠名“桂林”二字为“蟾宫折桂，聚贤成林”之意，子孙中式后拜谒王氏祖祠

有不忘先祖功德，继往开来之意。当王伟来到位於涵江中心地带的卓坡后，被眼前的繁华景象所震撼，

农业繁荣，科甲鼎盛，文化事业蔚为大观，故作此诗以记王氏祖地之兴。 

2.2. 卓坡村的里社神庙 

就整个莆田地区而言，里社和神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物。在莆田，神庙也被叫做“宫”，它可以

指专门用来奉祀道教神祇的神庙，里社则被简称为“社”，是专门用来奉祀社稷之神——尊主明王、后

土夫人的场所。里社和神庙本为不同之事物，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些神庙和里社逐渐融合为一体，

成为“宫社”，而有些里社和神庙却依旧保持独立性，但是根据笔者多年的田野调查，在整个莆田地区，

传统里社少而神庙居多，一个村一姓宗族可能就只有一个社，但是神庙却可以有多个。就卓坡村而言，

整个村共有三个里社，分别由三甲的宗族各自创建，但是村内神庙包括佛寺在内共有九个，以王氏的神

庙居多，村内的里社和神庙都有着各自的用途，在卓坡村历史上，它们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表 1 为卓

坡村内全部的里社和神庙，以及其中奉祀的诸位神明。 
 
Figure 1. List of Lishe and temple and deities in Zhuopo Village 
表 1. 卓坡村里社神庙及祀神一览表 

自然村名 社/庙名 奉祀神明 

王厝 都统宫 都统圣侯、金公大将、银公大将 

王厝 云龙社学 尊主明王、后土夫人、都统圣侯、司马圣王、刘公元帅、邱公大将、 
金公大将、银公大将、虎班大神、张公圣君、吉祥大将、马贾大将等 

王厝 省中堂 三一教主、文昌帝君、关圣帝君、田公元帅、玄天上帝等 

王厝 保民殿 天前圣母、鲁部大神、鲁府姨妈、广泽尊王等 

王厝 至明书院 三一教主、普化天尊、文昌帝君、关圣帝君、玄天上帝、 
张三丰真人、卓晚春真人、智达陈先生、普耀梁先生 

王厝 紫云堂 观音大士、福德正神、护法天尊、泗洲文佛等 

王厝 清源庵 弥勒尊佛、伏虎祖师等 

王厝 开明堂 三官大帝、观音大士、弥勒尊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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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王厝 上生寺 弥勒尊佛、四大天王、西方三圣、韦陀护法、千手观音、 
伽蓝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十八罗汉等 

田岑 新兴中社 田公元帅、齐天大圣、都统圣侯、张公圣君、尊主明王、后土夫人、 
玄天上帝、三一教主、吉祥大将、马贾大将、虎班大神等 

田岑 新兴府 天前圣母、鲁部大神、鲁府姨妈、田公元帅等 

蒋角 兴龙东社 玄天上帝、玄坛元帅、都统圣侯、田公元帅、尊主明王、后土夫人、 
马公元帅、康公元帅、温公元帅、天魁元帅、地魁元帅、虎班大神等 

蒋角 新景府 天前圣母、鲁部大神、鲁府姨妈、三位公子、许德高等 
 

“社”最初的意思是土地神，后也可以引申为祭祀土地神、社稷神的场所。在秦朝以前，立社祭祀

土地社稷神灵是上层贵族阶级所拥有的特权，与分封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考礼正俗保存神社说贴》

中曰：“今时里社，先儒以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其说极是盖古者诸侯始得立社，秦时封建已废，故民

间始得社立……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自为立社，曰

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5]。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立社的现象了，这一时期

“大夫以下”所立之“置社”，就相当於后世民间的里社。 
自秦之后，地方行政置郡县而废分封，“社”逐渐转变成为地方行政区域的一个象征，是基层民众

的一种行政组织制度。魏晋以降，随着朝代的更迭，大量的北方汉民陆续南迁，来到涵江地区定居，他

们将中原祭社的习俗也带到了涵江地区，因此，明代之前，尽管涵江民间也有祭社的习惯，但是并未形

成统一的规制。 
到了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加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力，诏令“凡各乡村每里立坛一所，祀五土、

五稷之神。其牲用一羊、一豖，酒、果、香、烛、纸随用，每岁轮一户为会首，遇春秋二社，豫期率办

祭物”[6]，还要求“各乡村设厉坛一所，祭无祀鬼神。每岁三祭，祭物牲酒随乡俗置办。轮当会首，如

里社仪，前期三日，具状告城隍”[7]，这一来，就使得涵江民间祭社的习俗具有了官方统一的规制。这

种通过将社坛与厉坛结合起来配套使用的祭祀制度，使得“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力凌强；

违者先共制之，然后经官，或贫无可赡，周给其家”[6]，这是与当时地方基层所实行的里甲制度相匹配

的，意图在维护里甲内部的基层社会秩序的同时，最终达到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力加强的目的。在明朝廷

的大力倡导与强力推行下，卓坡村的王氏和黄氏两姓先人创立了村内第一座里社——云龙社学，简称云

龙社，这是一座兼有教育和祭祀性质的里社，时值明嘉靖癸亥年(1563)，故社内有一石刻曰：“明恩宫开，

轩炉生辉”。 
云龙社在有明一代，将田岑、蒋角二甲也包括在内，直至二甲各自创社而辖域有所变化。霓坡王氏

自唐宋起便为显族，世代簪缨，累世功勋，当时霓坡王氏御史第有一刘姓管家，鞍前马后，深得主家欢

心，王氏先祖便将云龙社田径前的一片肥田赠予此人，并助他立身成家，传至第三代时，王氏帮助其创

社，取“新社肇兴，新族兴旺”意，定社名“新兴”。后来刘姓又创设了张公宫和探花府，分别祀张公

圣君和田公元帅。民国 12 年(1931)，张公宫年久失修倒塌，民众将张公圣君迁往探花府，将新兴社、探

花府、张公宫、济明堂四个社庙合一，统称新兴中社，简称新兴社，延续至今。 
清康熙年间，朝廷实行迁界禁海令，莆田沿海的大批民众被迫内迁，当时，“界外”的陈、张二姓

携玄天上帝香火迁来卓坡，居於当时王姓聚集地东部的一隅，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众定居村东部，如同流

民聚集之地，遂称此地为招角，康熙五十年(1711)，招角之人起屋建宫，主祀玄天上帝、玄坛元帅等诸神，

称北极殿，於殿中左边位设一社稷神主位，祀尊主明王、后土夫人，右边位奉祀云龙社都统圣侯，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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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东社，简称兴龙社。 
省中堂和至明书院都是属於三一教祠，其中省中堂始建年不详，据传建於明万历年间。至明书院原

建於王氏大宗祠旁，光绪年间由王厝乡人创建，始为书堂，后改为宗教场所，“文革”期间与王氏大宗

祠一道被征用为村小学，改革开放后恢复祭祀，但是此时至明书院原有的祭祀格局被三甲民众拆成了三

部分，第一部分由王厝民众重建为至明书院和保民殿，分别祀三一教主和鲁部诸神，第二部分被田岑民

众新建为新兴府，主祀鲁部诸神，第三部分被蒋角民众新建为新景府，主祀大爷二爷和天前圣母。 
都统宫是卓坡村创建最早的一座神庙，建於北宋元符年间，是都统圣侯祖庭——文章宫的分灵之一，

也是卓坡三社的“宫母”。该宫由王氏创建於大埔顶，南宋末年毁於兵乱，明嘉靖癸亥年云龙社重建时，

王氏先人将都统宫与云龙社合一，都统圣侯香火奉於云龙社中，因此，作为后起的新兴社与兴龙社，也

都从云龙社中请回都统圣侯香火，创社立宫，都统圣侯是卓坡三社的共同信仰，云龙社也就成了卓坡三

社的“祖社总宫”。 
作为卓坡村内最早的定居族群——王氏，不仅建有道教神庙，也建有佛教庙宇，村内四座佛堂皆为

王氏创设。其中上生寺年代最远，建於唐大顺元年(890)，当时由隔壁黄巷村的黄璞舍地，王黄两姓共建；

紫云堂是为纪念王春开族而建的家堂，始建於清道光十九年(1839)十二月；清源庵和开明堂最先为先天教

堂，创建於清同治年间，后光绪年间改为龙华教堂，因此其中有道教神明也有佛教菩萨。就卓坡村而言，

各类民俗活动主要在云龙社、新兴社、兴龙社三社中举行，除紫云堂外，其余三个具有佛教性质的庙宇

在村内的各项活动中参与度并不高，也没有相关的民俗活动，故本文不做过多分析。 

3. 里社神庙中的祀神 

如前文表 1 中所示，卓坡村里社神庙中的祀神繁多，神号繁杂，法术各异，但是根据各位神灵职能

和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划分为四类：社稷之神，如尊主明王、后土夫人；英勇忠义护国之神，如司马圣

王、田公元帅、金公大将等；救产护赤之神，如天前圣母、鲁部大神、鲁府姨妈等；驱邪保境安民之神，

如玄天上帝、玄坛元帅、天魁元帅、都统圣侯、齐天大圣、张公圣君等。这四类神祇中，有的是来自於

正统道教中的全国性神祇，有的是莆田民间造神运动中百姓造出来的地方性神祇。因为全国性的正统道

教神祇在村内鲜有独特的地域特性，故而其不在本章节的探讨范围之内。以下对上述四类主要祀神中择

其具有地方代表性的几位神明作简要分析。 

3.1. 社稷之神 

社神信仰源於中国古代百姓对土地的崇拜，早期的社神只是某种自然存在之物，从《说文解字》中

的：“社，地主也，从示、土。《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8]，可见一斑。《礼记·效

特牲》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9]，土地承载着万物，也

滋养着万物，上古的人们将土地抽象为地神崇拜，以“后土”名之。“社，祭土著居民而主阴气也”[9]，
“后土”最早是作为女性形象而出现的，因为土地就像一位母亲一样哺育着他们，给予他们生活所需的

一切，因此他们也将“后土”亲切地称为“地母”。但这实际上与当时社会正处於母系氏族时期有关。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后土”的形象也跟着发生了改变，从最初的女性

变成了男性，并且，社稷神开始有了人格化的特点，“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

稷，田正也，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周弃亦为稷。《郑氏通志》：颛帝祀共工氏子句龙为社，烈山氏

子柱为稷，高辛氏、唐虞皆因之，商汤为旱，迁柱而以周弃代之，欲迁句龙，无可继者，故止”[5]，这

时人们为了满足信仰需求，开始给社稷神寻找人格化的合理原型，并加以崇拜。 
延及东汉时期，“今人谓社神为社公”[9]，人们之所以崇拜社公是因为他能使五谷生长、物阜民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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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富足，在农业社会中於百姓而言是最重要、最亲密的神祇。当社公在农村被广泛信奉之后，他的形

象出现了地域个性化的特点，在福州和闽南地区的乡村，社公多被冠以“境主”、“福主”或“尊王”

等称号，而在兴化府境内，社公则被统一称为尊主明王。既然有社公，那必然就要有社妈，因此，莆田

人给社公配了一个社妈——后土夫人，在民间传说中尊主明王与后土夫人是兄妹关系，而非夫妻，宫社

事皆以尊主明王是首。尊主明王主司梓里土谷和人丁诸事，他一人身上就兼有社神和稷神的全部职能，

保佑一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后土夫人则变为主司梓里男女妇幼身体康健事，庇佑枌榆不

受疫病侵扰，黄发垂髫福寿康宁，阖境同泰。在民间，社稷神已经变成了以尊主明王为主，后土夫人辅

之的状况，突出了古代男权社会的特点。 
“职司土谷尊为主，德佑黎民明有王”[10]，莆田地区的社神称为尊主明王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在其中。

“尊主”者，尊天下之共主，中央皇帝也，“明王”者，遵礼守法，明天下王道。民间里社的设立和社

稷神主的祭祀，一开始就是作为封建王朝控制基层之用，统治者试图通过里社来教化底层百姓，向下推

行王道，使得百姓能够拥护自己的统治，让封建统治长久安稳地运行下去，达到百姓“尊主”，社会“明

王”，因此，“尊主”是统治者想要达到的目的，“明王”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莆田民间传说世上

有三本生死簿，一本在地府阎罗王手中，一本在注生大帝手中，剩下的一本就在尊主明王手中，在卓坡

村，每个人出生后都要在里社中向尊主明王和后土夫人报告，尊主明王会在他的生死簿中记下这个新降

临的孩子，就如户口登记一般，后土夫人则会庇佑孩子健康成长，等到人百年之后，还要再到里社中报

告尊主明王，尊主明王身边的文曹和武判会根据此人生前的所作为进行初步判定，如若是积德行善，则

会通告注生大帝，往生极乐，如若为恶，则通告地府阎罗，下狱受苦轮回。尊主明王的诞辰祝寿日亦是

宫社的创建之日，如云龙社尊主明王的诞辰祝寿日为农历三月初一，则云龙社学的创建日就是明嘉靖癸

亥年(1563)三月初一，兴龙社尊主明王的诞辰祝寿日为农历二月初二，故兴龙社的创建日就是清康熙辛卯

年(1711)二月初二。可见，尊主明王就与治理一方的统治者一般，有了他才有了社和村，他是一社之主，

更是一村之主，“显赫灵祠当社主，巍巍荡荡镇乾坤。皇恩得助升天地，护国庇民庆有余。五谷丰登扶

社稷，四时安静镇乡闾。田参倍熟人丁盛，无岛不从各应仪”，他掌管着辖域内所有人的一切，人们的

生老病死、农业丰歉、健康平安都与他紧密相关，他就像皇帝在民间的代言人，告诉人们他们所拥有的

一切都是尊主明王的恩赐，也就是皇帝的恩赐，因此要求人们要时刻“尊主明王”，对皇帝常怀感恩之

情。故而，尊主明王在农村乡间有着很强的封建教化的作用，这种教化作用与封建统治者大力推行里社

制度是分不开的，当这种教化作用减弱时，里社祭礼渐废，游神行傩日兴，成就了卓坡村民俗活动的繁

多。 

3.2. 英勇忠义护国之神 

整个福建地区的先民，多来自於中原地区的移民，卓坡村的王氏先人也是那时候南下的。频繁的战

乱使得王氏先祖们背井离乡来到卓坡定居生息，他们希望生活安定、社会清明、国家昌盛，因此，他们

尊崇历代英勇忠义的护国英雄，这些英雄为了国家兴亡和民族大义挺身而出，毁家纾难，以身殉国，用

满腔热血守卫了华夏民族，从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尊敬，莆人念之敬之，视其为神，遂立庙以祀之。唐

中后期以降，莆田地区的文化事业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在民间则掀起了一股造神的风气。司马圣王就是

这一时期被造出来的神灵之一。 
司马圣王是唐代在安史之乱中死守睢阳直至牺牲的张巡。“张巡，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巡聪悟

有才干，举进士，三以书判拔萃入等。天宝中，调授清河令。有能名，重义尚气节，人以危窘告者，必

倾财以恤之”[11]，张巡从小就博览群书，通晓排兵布阵之法，且为人正直，乐善好施，不拘小节，在当

时就小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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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时，张巡以真源令起兵讨伐之，镇守雍丘(今河南杞县)，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安庆绪遣

尹子奇率军十万攻睢阳(今河南商丘)，他又引兵入睢阳，诏拜御史中丞，与睢阳太守许远同守睢阳，共拒

叛军。睢阳城被围近一年，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

巡出爱妾，杀以食士”[12]，曰：“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

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坐视危迫”[13]，可见其忠义气节。“十月，城陷。巡与姚訚、南霁云、

许远，皆为贼所执。巡神气慷慨，每与贼战，大呼誓师，眦裂血流，齿牙皆碎。城将陷，西向再拜，曰：

‘臣智勇俱竭，不能武遏强寇，保守孤城。臣虽为鬼，誓与贼为厉，以答明恩。’及城陷，尹子奇谓巡

曰：‘闻君每战眦裂，嚼齿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气吞逆贼，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

巡口，视其齿，存者不过三数”[13]。虽然最终张巡和许远被叛军所俘，但是他们依旧宁死不屈，视死如

归，效忠朝廷，即使最后被叛军杀害，壮烈殉国，然名垂青史，为后人铭记。张巡和许远死守睢阳，与

叛军奋战，极大遏制了叛军南侵的势头，“唐人皆以全江、淮为巡、远功”[12]，他们二人保全了唐王朝

东南部的半壁江山，保障了江淮以南地区民众的安全。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廷为了表彰张巡和许远的

功绩和忠义，追封张巡为“扬州大都督”，许远为“荆州大都督”，并且诏令在睢阳为他二人立庙祭祀，

称“双忠庙”，谓之曰“功扶唐室忠贯日，志守睢阳义盖天”。 
随着安史之乱后大量的北方中原汉民迁来福建莆田，定居涵江，他们将“双忠”信仰也带到了这里，

建庙立祀，因为他们对张巡和许远二人的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忠君爱国的高尚民族气节十分敬佩，谓

之“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后在民间百姓的不断请愿和努力下，在道教神仙体系中，张

巡累封为宝山忠靖景佑福德真君英烈司马圣王，简称司马圣王，许远累封为北斗中天大圣枢府洞明左内

金辅星君，简称中天大圣，可见民间百姓对二人崇拜尊敬之至。 

3.3. 救产护赤之神 

姨妈慈心护赤幼，圣母常辅麟凤胎。在莆田地区，人们普遍奉祀天前圣母、鲁部大神、鲁府姨妈三

位鲁部的神明作为“扶胎救产，保赤护童”的保护神，其中天前圣母是鲁部的实际领导人。在莆田道教

传说中的鲁部，即正统道教八部之一的痘部，司人间时症，尤以痘、疹二症为主。 
天前圣母即临水夫人，俗名陈靖姑，民间百姓称她为奶娘、夫人奶等，又尊称她为顺天圣母、顺懿

元君、临水陈太后等。她是福州下渡(今福州仓山区下藤路一带)人。传说她生於唐天祐元年(904)，父亲

陈昌官拜户部郎中，母亲葛氏，长於巫术，陈靖姑在母亲的影响下，十三岁便上闾山学法，拜许真人为

师，学得设醮法、封山破洞、兴风走电、驱邪斩鬼、祛瘟除秽、治病医人等奇门遁甲之术，十五岁学成

下山，后在父母的安排下，陈靖姑嫁与古田县的刘杞。闽惠宗年间，福州府大旱，国师陈守元祈雨未果，

受到闽王责罚，连忙去请陈靖姑出来相助，但是此时陈靖姑已怀有身孕，又没有跟随师父学习扶产保胎

之术，无法设醮祈雨，但又苦於国师的请求，只好将胎脱下并寄藏在娘家，前往白龙江祈雨。陈靖姑在

作法时，遭到长坑鬼和白蛇精的暗算，与其斗法时，不幸身亡，坐化而去。陈靖姑的英灵在坐化后回到

闾山，得传扶产保胎，保赤佑童之术，她立志要救助天下妇幼产难，保幼儿健康。陈靖姑成神之后，得

到历代皇帝的敕封，宋淳祐年间，朝廷赐匾“顺懿”，封号“崇福昭惠慈济夫人”，清道光皇帝也敕封

其为顺天圣母。涵江作为闽中交通要道，自古闽人南来北往势要经涵江而过，因此，陈靖姑信仰至迟在

宋初就已从福州传到涵江，并从涵江扩散到莆田全境，在今莆田南部的秀屿嵩山仙姑妈祖殿存有一尊陈

靖姑千年木像，它的背面刻着“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可见一斑。古代医疗水平低下，生儿育女既是

件喜事，但难产也总是让人忧虑，天前圣母陈靖姑自己就是因为产难而羽化的，且她立志要救产护幼，

那么她的“扶胎救产，保赤护童”的作用就会被百姓放大，成为妇女儿童的保护神。 
鲁部大神和鲁府姨妈在涵江被百姓亲切地称为阿公和阿嬷，即莆田方言中爷爷和奶奶之意，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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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像也多是长发长须、和蔼可亲的老翁和老妪的形象。传说鲁部的领导人本是鲁部大神，是鸡精得道，

且他本来有一位夫人，但因鲁部大神与陈靖姑以及陈靖姑手下的三十六宫婆关系密切，就讨了陈靖姑手

下的虎婆奶做姨太太，即后来的鲁府姨妈。鲁府姨妈法术高强，性情刚猛，将痘、疹二症收发自如，鲁

部大神只能自叹不如，久而久之，鲁府姨妈的上司天前圣母就渐渐成为了鲁部的领导人，主司“扶胎救

产，保赤护童”，鲁部大神也就成了鲁部的从属神祇[14]。因此，在村内保民殿中的神像位置摆放上，天

前圣母若与鲁部大神和鲁府姨妈同时奉祀，则天前圣母必处於中间位置，鲁部大神和鲁府姨妈则位於天

前圣母旁侧。 
痘、疹二症在古代可以说是不治之症，但又是幼儿的多发病症，遇到天花等疾病，轻则身体、面部

等处留痕，重则一命呜呼，在无可奈何之余，百姓试图通过祈求鲁部诸神的庇佑，让痘疹远离幼儿，赐

福安康，让儿童健康茁壮成长。 

3.4. 驱邪保境安民之神 

在科学知识缺乏的封建社会，人们总是将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归咎於鬼神的作用。当遇到灾祸时即

认为是妖邪在作祟，需要请来具有斩妖除魔能力的神灵才能化解灾厄，换来祥瑞。因此，一些具有降妖

除魔职能的神明便被民间百姓造了出来，诸如张公圣君、齐天大圣、都统圣侯等，他们在百姓心中就是

镇守一方安宁、护佑阖境太平祥和的神祇，对他们极尽崇拜。 
“赤足震蛇鞭破洞驱邪庇百姓，散发冲牛斗书符咒雨护四方”，这是涵江区大洋乡永兴祖殿的一对

楹联，它讲述的是张公圣君一生为百姓驱邪消灾，祈雨赐福的故事。 
张公圣君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根据莆田学院俞黎媛教授的研究，张公圣君本名张慈观，字克勤，民

间百姓多尊称其为张圣者、张真君、张公圣君、监雷御史、法主公等，他是福建永福(今福建永泰)人，生

於南宋绍兴九年(1139)七月廿三日，淳熙十年(1183)羽化成仙。传说张慈观家境贫寒，幼年丧父失兄，与

母亲和寡嫂相依为命。十四岁那年，他前往闽清金沙当雇工供养母亲，十九岁，他与萧朗瑞、章朗庆二

人结义，同上庐山学道习武，后又“入五台拜龙树大师，得水火二轮”[5]，龙树大师还传授他五雷天心

法及诸般奇门法术，又赐给他一把七星宝剑，专门用来斩妖除魔，最后他又“往龙虎山参虚靖天师，授

符箓”[5]。经过多年辗转庐山、五台山、龙虎山拜师学艺，张慈观习得了诸般法术，获得了诸样法宝，

学成下山回家后，他立志要扶正祛邪、救世济民、造福百姓。 
有一年大旱，田地龟裂，庄稼禾苗都枯死在田里，人们纷纷请求张慈观作法祈雨，张慈观应百姓之

请发了表文到天庭，但迟迟不见下雨，张慈观心急，遂亲自往天庭一探究竟，当见他所发表文一动不动

放在玉帝案前，心中暗责玉帝不顾人间疾苦，就将玉帝案上砚台中的墨水泼向人间，解了民间旱苦。玉

帝听闻此事，遂遣雷公捉拿张慈观，张慈观使计将雷公骗入他的布袋中，雷公在布袋中一直雷声大作响

个不停，震得天地之间不得安宁，玉帝出榜招贤镇雷，张慈观揭榜镇雷，有功，玉帝免其泼墨降雨之责，

并加封他为监雷御史，掌管五雷。下凡后，张慈观依旧为民解难，孝顺母、嫂，有一次，因家中无柴，

而母亲病重又急需煎药，情急之下张慈观将自己的双腿伸入灶中，当作柴烧，这时正好寡嫂自田间归来，

看见这一幕，惊而大呼，张慈观即乘火遁出烟囱升天而去，因此，张公圣君的塑像多是黑面。在涵江民

间流传着许多关於张公圣君的传说故事，如与五通鬼斗法，斩青蛇，永兴岩收鬼，为民众建造桥梁等等，

这些故事在涵江地区广泛流传，渐渐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张公信仰文化。 
“张公的一生是收降蛇魅、祛除疫疠、祈雨降晴、除恶惩奸、犁渠引水、修桥砌路的一生”[15]，他

一生奔波在八闽各地，其中在莆仙大地上流转的时间就有十二年，为莆仙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人

们感念他的神德，在他逝后将其奉为神明，建庙立祀。张公所具备的祈雨降晴、降魔并蜮的神通是古代

农业社会百姓真切的需求。明朝正德皇帝曾敕封张公圣君“法主”神号，民间释其为“闾山道法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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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张公圣君成为莆田乃至整个福建民间道教非常重要的一尊神祇，几乎每个村必有一座宫社专门用

来奉祀张公圣君。 

4. 村内的民俗活动 

里社神庙不仅是卓坡村的文化所在，也是三甲的宗族管理族众的最小组织单位，还是进行春祈秋报

的祭社场所，更是卓坡村民众举行元宵和游神绕境的公共空间。里社神庙少有庄严和肃穆，多是喧嚣和

欢闹，每年从正月初七到二月上旬，三甲的元宵娱神活动在社中轮番上演，每个月不同日子的各位神明

的千秋寿诞也在社中进行演戏酬神。社中所有的民俗活动仪式，在三甲宗族的掌管和运营下，数百年来

始终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卓坡村的民俗活动主要有闹元宵、巡游行傩、神明千秋祝寿祭典等等，这

些民俗活动始於明清时期，内容和形式经数百年沿袭，至今不变，故俗语有云：“宫事因凭古”。现将

元宵节与巡游行傩两大民俗活动作进一步探讨。 

4.1. 上元祈福庆赏元宵 

莆田地区的闹元宵习俗自古有名，而涵江地区各村的闹元宵形式尤其丰富多样，在保留有古代祈年

的习俗之外，还增加了极具涵江特色的“僮身”习俗，卓坡村也不例外。卓坡村的元宵从农历正月初七

就开始了，最先开始的是正月初七云龙社，其次是正月初九新兴社，最后是正月初十兴龙社，等到正月

十五这天，三个社会联合起来举行一次总元宵绕境祈福。 
最先举行元宵的云龙社是卓坡三社的“祖社总宫”，云龙社的社门上有一副明代楹联，曰：“人日

庆元宵宵连二四，王春祈富岁岁取十千”，此联点出了本社元宵从“人日”即正月初七开始，一直到“二

四”初八结束，联中的“王春”据《莆阳霓坡王氏族谱》记载，乃是唐代琅琊王氏迁莆的第一人——王

拔的儿子，他诞生在当时的王坑(今涵江卓坡)，因此，王春是琅琊王氏迁徙至莆田后诞生於此的第一人，

是莆田王氏的始祖，云龙社於“人日”庆祝元宵实有纪念先祖开族之意。 
云龙社的元宵庆祝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僮身行道，第二阶段是执士和师公下张厝，第三

阶段是神明回宫。正月初七晚上，云龙社学内灯火通明，四位僮身在社中排列整齐，僮伴齐摇铃鼓，口

中诵咒，过了十几分钟，神明降临僮身，社外鸣起大锣，伡鼓队也打镲敲鼓，热闹非凡。神明降临僮身

表示元宵行道正式开始，行道队伍浩浩荡荡，伡鼓头前开道，紧随其后的是由王、黄、杨三姓各房组成

的福首执士队伍，这些福首都是上一年中新婚的新郎或新生的男孩，他们手捧“社炉”，举着社稷神主

——尊主明王、后土夫人的宫灯，打着凉伞，擂鼓、鸣锣、吹笙，社中银公大将、金公大将、田公元帅、

都统圣侯四位神明的僮身在由福首们组成的执士的引导下，从云龙社学出发，在整个卓坡村境内传递“社

炉”中的“社火”，行道赐福，“境内火树箫鼓，达旦不辍”[16]。行道途中队伍会在紫云堂和至明书院

暂歇，师公诵经，僮身参拜。行道完后即进入第二阶段，执士需要到王氏的“头张厝”暂歇，等到凌晨

12 点开始过张厝，云龙社所辖的宗族共有三姓，为王、黄、杨三姓，王姓分春、夏、秋、冬四房，四房

一共分出三十多个家堂，三姓经过整合后有 17 个家堂举行诵经祭祖祈福仪式，这 17 个家堂中有四个家

堂属於黄姓，一个属於杨姓，其他的都是王姓。师公和执士每到一个家堂，这一房的人都要出来迎接“社

炉”，焚香祷告，师公首先要宣读并焚化“上清主命元辰星君”疏文，这疏文里记有这一房所有人的名

字，随后族众按照辈分排列，叩拜神明及历代先祖，至此就完成下张厝的所有仪式。过完这 17 个家堂要

到初八的早上九点多十点，执士会在最后一个王氏家堂中一直歇到下午。下午三点多，元宵进入最后阶

段，整个王氏宗族的人齐聚最后一个家堂内，僮身“起僮”，仪仗卤簿具备，举行回宫仪式，当四位僮

身依次通过云龙社前的“华山仰止”石坊之后，云龙社的元宵节就算落下帷幕了。 
云龙社元宵结束后的第二天，新兴社举行元宵，这一天，正好也是云龙社举办迎玉皇回村巡游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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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吉日。初九晚上新兴社中灯火通明，元宵前期工作如云龙社一般，伡鼓队引路，执士开道，不过新兴

社的元宵队伍要先从新兴社到云龙社进行参拜，然后才能在自己的辖域内巡游赐福，不能在全村范围内

巡游，因为新兴社是从云龙社分出去的子社，地位比云龙社较低，且新兴社僮身在云龙社参拜时，行的

是三拜九叩的大礼，不仅因为这一天云龙社中有玉皇至尊圣驾，更重要的是早期“刘自王出”的宗族地

位尊卑。兴龙社的元宵举行仪式同新兴社一样，也需要到云龙社进行参拜，随后下张厝。 
新兴社和兴龙社元宵时，与云龙社最大的不同之处在於，这两社的执士不是由福首组成的，因为这

两社没有福首“做头”的习俗。元宵“做头”是莆田地区各村元宵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做头”人

又被称为福首，寓意宗族内最有福气的人，大多数的村庄福首的选定是按照岁数轮流着来，一年也就几

个名额，因此能够轮值福首的人都十分珍惜这个机会，会在元宵期间热烈庆祝。卓坡三社只有云龙社有

福首“做头”，且福首的选定办法与其他村也不一样，极具独特性，云龙社是做“结婚头”和“生子头”，

只有在上一年中有新婚的新郎或者新降生的男孩才有机会轮值福首，轮值福首的人要在来年的元宵节中

充任执士，跟随师公到各个家堂中去祈福。云龙社这种独特的福首“做头”方式与王氏宗族的一段往事

有关。南宋末年，元兵南侵，王氏当时作为地方显族，为了避免遭受兵乱侵袭，举族迁徙，将家族墓地

以及村中地产房屋尽数交由黄姓看管，明嘉靖年间，王姓部分族人由前王村凫山回迁卓坡，与黄姓重新

扩建云龙社，故云龙社中有一楹联曰：祈年黍稷盈芳野，立社枌榆认旧村。但此时黄姓早已在村中发展

壮大，为了让王姓尽快恢复元气，壮大宗族，王氏先祖便立下规矩，谁家若能新婚或生子延嗣，便予一

元宵福首名额，不必等到规定岁数，这一规定极大地刺激了王姓族人的内心，到清康熙年间，王氏就发

展出了四房千人的规模，重新成为村内的第一大族。因此，云龙社的元宵执士队伍与其他村不太相同，

该队伍由一对社稷神主宫灯、头牌灯、金喜灯、头旗、头鼓、头锣、都统圣侯神冠、二锣、二鼓、四把

凉伞、四只社炉组成的，这里面的执士成员都是福首。其中，金喜灯这一事物在整个涵江地区只有云龙

社有，它是一种性质特殊的灯，由竹子编成，外部不糊纸，只贴一张神符，内部中空，点一蜡烛，下有

底座上有一手提的把手，元宵时，此灯必须置於供桌两侧，且需保证灯中蜡烛长明不熄，此灯的设置体

现的是王氏回迁后希望宗族长盛不衰，子孙绵延的愿景。新兴社和兴龙社之所以没有福首做头的重要原

因是因为其自然村内部的宗族构成极为复杂，在长期共同生活中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统一的组织结构，且

其形成时间较晚，宗族繁衍较慢，族众少，无法将这套仪式组织具备完善，因此这两社的元宵执士成员

是随意组成，并没有按照既定的章程进行。 
卓坡村元宵节的庆祝方式，实际上体现的是一个宗族的发展历史，通过宗教仪式的形式将这段历史

保存下来，形成定律，并诉与后人知晓，子孙们在与神同乐，举族同庆的同时，也能通过这些仪式活动

慎终追远。 

4.2. 驱邪消灾巡游行傩 

神明绕境巡游行傩是莆田地区的宫社举办的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民俗活动。卓坡村只有云龙社有举

行行傩活动，隔年举办，一般於农历二月上旬举行，曰“遵循古礼乃榆社延生之庆。值花朝赐福之门，

薰风覆室，春日融和，今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唐安乡延寿里霓坡境云龙社界，奉道延

禧，祈福绕境，保安请福。乡老黄元芳、王丕丕、杨玉树、王文荣，领合社老幼男妇善信人等，同启展

诚心，谨烟茗香，遥瞻帝座，言念众等，同居梓里，恭荷神庥。一恭唯本宫社崇奉都统圣侯、文武诸神，

行傩赐庆，降福保民”，本社人一般称这次行傩活动为“跑棕轿”。云龙社一共置有五顶半的神轿，其

中第一顶神轿是属於杨姓的，第二至四顶是王姓的，最后一顶半是黄姓的，从神轿数量的分配上可以体

现三个姓氏在宫社内的地位，以及三姓在地方权利和利益划分上的不同。抬神轿的童男是由三个姓氏各

家堂中自己挑选，杨姓只有一个家堂，因此抬轿的四人全出自一房。王姓的春、夏、秋、冬四房，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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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房(春房和夏房)和下两房(秋房和冬房)，上两房占两顶轿子，八个人由两房平均摊派。下两房比较有

意思，两房分出四支，其中秋房分两支，为旧厝房和新厝房，冬房分两支，为澄房和尾厝房，在轿子的

分配上，新厝房、澄房和尾厝房属於同一顶，新厝房两个人，澄房一个，尾厝房一个，旧厝房要和黄姓

的两房的同一顶，其中旧厝房两个人，黄姓两房各一个。其缘为，清康熙年间，秋房有一王姓祖先协赐

公曾与黄姓通婚，生下两子，一子姓黄，续黄氏香火，一子姓王，续秋房王氏香火，后为有别於黄氏，

秋房另开一支为新厝房，只有王姓，则另一支为旧厝房，其中王黄两姓交杂。因此，为了不混淆王黄两

姓宗族之间的界限，祖先们特地在同一轿子的人员搭配上做了明示。 
“跑棕轿”的日子是在正月初九这天，向玉皇大帝祷告，并掷筶杯决定的。在“跑棕轿”的前一周

晚上，云龙社中的尊主明王、后土夫人、司马圣王、都统圣侯四尊神像会换上新的神袍和神冠并被请下

殿一起庆祝吉日。“跑棕轿”前一天下午，各房会把自己的宗教抬到云龙社中，统一装饰神轿，在神轿

顶部绑上棕榈、香囊、五色线、鲜花等各种吉祥物品。到了“跑棕轿”这天，王、黄、杨三姓的童男们

齐聚云龙社，各自请出神像上轿，师公会从第一顶神轿开始依次朝每顶神轿诵经，并用雄黄火快速净轿，

并朝轿内吹响牛角，三声铳响过后，孩子们抬着神轿从云龙社学出发，一路上边跑边喊着驱邪祛疫的咒

语，他们要先到三个姓氏的家堂中去，随后延至各家。由三姓年长者和师公组成的执士队跟随其后，这

支执士队伍的成员与元宵的不同，它主要由各房的长老组成，且项目也比元宵的多了几项，增加了香、

花、灯、烛、纸糊彩旗、“阖境同春”大灯，新增加的这几项中除了“阖境同春”大灯是由长老负责外，

香、花、灯、烛是由三姓的童男按照长幼顺序安排四人负责，纸糊彩旗则是由四位新婚的新郎负责，这

八人皆身着蓝色长衫，头顶绅士礼帽，一派庄严肃穆。执士队和师公会跟着神轿到各个家堂，神轿走后，

师公诵经，宣读并焚化“上清主命元辰星君”疏文，随后退出家堂，贴符封门，等下午“跑棕轿”结束

才可开门。中午神轿会在紫云堂暂歇，并进行“摆棕轿”的娱神活动，年轻的族内青年抬起神轿，左右

摇摆，以轿顶触地为准，完了之后神轿起驾，继续巡游，下午的巡游与早上不太一样，下午的巡游由师

公领路，神轿所到之所，皆诵经祈福、施饭菜、钉封路极、放铳。而神轿起驾的同时，紫云堂内四位僮

身“起僮”，从紫云堂沿路线巡游到新兴社，新兴社大开社门迎接神驾，这时神轿队伍和僮身队伍会在

新兴社会合，神轿在新兴社前跑埕禳灾祈福，僮身重新“起僮”，两支队伍一起回云龙社。在过“华山

仰止”石坊前，要三进三请将诸位神驾恭迎回宫，并依旧要在云龙社的大埕前跑圈，以求消祸禳灾，驱

邪避疫，为阖境老幼男妇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康泰。 
“跑棕轿”的当天晚上，云龙社门前会搭起“火门”，门中放置了一对未燃的蜡烛和象征生男丁的

物件，有需要的人家可前往社中自取蜡烛与物件，寓意来日诞下男丁传承宗嗣。等到晚上戏曲落幕，最

精彩的僮身“采花”仪式开始了。按照往常惯例，云龙社只会邀请新兴社和兴龙社的僮身来参与“采花”，

但 2012 年的“采花”第一次邀请了“三十六乡五十八姓”的僮身前来参与，盛况空前。各个村子的僮身

来到云龙社，齐聚与社中共襄盛事，按照签到的先后顺序，僮身登上戏台，褪去上身衣物，裸露胸膛，

在令旗的指引下冲向烟花，用身体徜徉在熊熊喷射的烟花中，循环反复数十次，直到神明觉得身心舒畅

满意为止，等到“采花”结束，僮身的身上早已被烟花熏黑，裤子也被灼破了许多小洞，但是僮身的肉

体并没有被烧伤，也没有任何的痛感，似乎这一切都未曾发生过一般，因此，“采花”与打铁球一起被

称为涵江地区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宗教仪式，也是最声名远播的民俗活动。 
民间的游神娱神活动本就不符合封建王朝的官方法定祭礼，实为其所禁之事，但千百年来人们依旧

乐此不疲的进行着这一活动。通过民间宗族的不断推波和发展，娱神活动在民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内

容和形式也变得丰富多样，“原始的祭神祈福变成了娱神娱人的活动，庄严神秘的仪式变成了人们喜闻

乐见的娱乐活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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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俗信仰与卓坡宗族 

在中国封建王朝时代一直有着“皇权不下县”之说，朝廷对於县级以下的农村地方基层的控制和管

理，实行着里甲制度，地方政府也依靠本地宗族的力量来治理乡村地方，解决农村的内部矛盾，维护乡

村的社会秩序。明初设立里社就是为了与里甲制度相匹配，通过里社将宗族民众整合起来，形成一个个

基层自治组织单位，从而地方政府能够通过里社对基层百姓进行有效的管理。时移世易，随着明王朝的

没落和里甲制度的瓦解，农业祭礼渐弛而游神行傩之俗日兴，里社逐渐成为了宗族民众娱人娱神的宗教

活动场所。全族的人在里社神庙中共同举行元宵祈福、游神行傩等活动仪式，在明确彼此宗族身份的同

时，也牢固着举族的共同信仰崇拜。里社神庙中宗族共同的神明信仰和仪式活动把分散的宗族力量有效

地整合了起来，形成了宗族信仰共同体，其犹如一双无形的手，不仅将宗族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拉近

了，而且对於巩固宗族团结、化解宗族矛盾、维系乡村社会安定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里社神庙成为

了宗族管理农村基层社会的中心[18]。 
里社神庙在维护宗族内部关系的同时，对於不同宗族之间的权益和关系也有着协调和巩固的作用。

云龙社本来只有王氏这一大族，后与黄氏联姻，共居一堂，共建宫社、宗祠，融为一族，故有涵江“璜

氏”之称，王黄两姓内部形成以王氏为尊的继承式宗族关系。时至晚清，村中杨姓族小受欺，只得寻求

王氏大族的庇佑，承王氏先祖不吝，允其族加入云龙社，於是，在云龙社中，杨姓与王黄两姓就形成了

依附式宗族关系。杨姓在云龙社中的权益划分是极小的，王姓大族始终占据着“宫社”的主导话语权，

但是王氏通过分割部分“宫社”职权，给予杨氏一定限度地参与到宫社的活动中来的作法，让两个宗族

之间的分歧冲突降到最小，最大限度地平衡着两个宗族之间的权益，使得“宫社”能够长久安稳地运转

至今，两个宗族也能一直和谐共处到今日。 
里社神庙在维护宗族之间的亲疏关系也有着微妙的作用。作为云龙社派生而出的新兴社，与云龙社

之间的关系较兴龙社更为亲近，从元宵节的入社参拜可见一斑。每年正月初九，云龙社迎玉皇和新兴社

元宵是同一天，这天云龙社的社门大开，新兴社的僮身可以自由进入到社中参拜，待送走新兴社僮身及

玉皇大帝圣驾后，云龙社从正月初九起封闭社门三天至正月十二日，而兴龙社的元宵是正月初十至正月

十一，这两天兴龙社的僮身只能在封闭的云龙社门外进行参拜，而不能进入云龙社，且如遇同一年云龙

社有举行“跑棕轿”，兴龙社的元宵巡游路线必须更改，为“跑棕轿”让道。每次“跑棕轿”时，云龙

社的僮身会在新兴社中“起僮”，神轿会巡游田岑境内，而蒋角就没有这个待遇，这一切都说明了在制

定民俗活动章程时，王氏先人充分考虑到了“刘自王出”的历史史实以及新兴社与云龙社之间的关系，

给予了新兴社更多的照顾和倾斜，巩固了两社宗族之间的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宗教仪式规定，卓坡村内

部明确了三社宗族之间的亲疏之别，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民俗信仰结构，稳定了三甲宗族之间的秩序。 

6. 结语 

农村立社以祈春华秋实、五谷丰登，百姓建庙以求邪祟不侵、平安顺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二

者逐渐走向融合，最终合於一体，成为民间百姓最喜闻乐见娱神宗教场所。古代现实社会的状况往往能

影响百姓的民俗信仰，忠孝两全、拥有高尚神德之人往往在逝后能够留名青史，得到后世之人的追思，

将他们奉若神明，祭祀崇拜。在生产水平低下、科学技术和知识水平落后的古代农业社会，百姓过着靠

老天爷赏饭过活的日子，为了在遇到天灾人祸、疫病横行、乡闾不宁之时能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他们只

能假想冥冥之中自有社稷神灵在保佑风调雨顺、稻谷飘香，有鲁部诸神护佑妇女顺产、幼儿无疾，有诸

位神将真君会涤荡乾坤、驱邪并怪、澄清玉宇。这便是卓坡村里社神庙中诸般神明出现的缘由，也是他

们能够长期在乡间香火不断、信仰不绝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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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社神庙作为一村宗族之产物，在承担基层社会自治管理之责的同时，还兼有团亲收族的族内职责，

通过举办各种民俗信仰仪式，将宗族权益划分至每个人，让所有的族人在宗族内的价值得以体现和发挥，

经由共同信仰的力量从而使得每个人都能安於本分，睦亲和邻，达到了维护宗族秩序、促使乡村社会安

定的目的。卓坡的里社神庙就是卓坡三甲宗族各自的社会中心，村里的一切社会活动都与其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村内一切现存的信仰、仪式、习俗等都无法绕开它，它是卓坡村民俗信仰最重要也是最大的

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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