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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财神信仰及其研究状况概述 

 

黄景春（上海大学）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传统宗教文化逐步恢复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近代以来，

特别是解放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贬损、批判和否定的传统宗教（包括道

教、佛教、民间信仰）得到了部分恢复和发展，但传统宗教的教职人员和宗教场所的数

量要达到1949年以前的水平是有很困难的，虽然基督教、天主教的信教人数、教职人员

和宗教场所的数量早已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代学校教育发达，科学技术迅速发

展，物质生活优裕，世俗欲望膨胀，信仰宗教的人群在缩小，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不过也有例外，譬如，对财神的崇拜，近些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财神信仰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道教宫观有财神殿，有些佛教寺庙内也增设了财神殿；各地也

出现了不少独立的财神庙。这不仅体现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那些大城市当中，在中西

部乡村地区对财神的崇拜也十分普遍，譬如有人在云南省大理市喜洲镇周城白族村调

查，发现该村“出现了财神崇拜的兴盛，很多村户（特别是从事餐饮业和扎染的村户）

都在正堂摆上了财神像”。 贵州地区的传统傩戏中间也出现了财神赵公明。 这在当地

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我国各地财神信仰都呈现迅速升温的势头。2007年夏天，笔者登泰山，一路所见佛

教道教庙宇内都有财神殿。又到杭州登北高峰，山顶有灵顺寺，寺外是财缘阁，卖的香

号称“天下第一财神香”；山门内弥勒佛塑像金光闪耀，宝座铭文“和气生财”；寺内

主殿匾额是“财神真灵”，主供如来佛，左侧却是财神赵公明；左右两殿是文财神殿和

武财神殿，文财神殿主位供奉的是范蠡，武财神殿居中的是关公。整个灵顺寺变成了一

座财神庙！每年到正月初五子时前后，长江三角洲地区，接财神燃放鞭炮的轰鸣声铺天

盖地，烟火如火树银花，都宣示今天财神信仰的繁荣。商家店铺里，摆放或者悬挂财神

像已经是杭州、苏州、无锡等地都流行的做法。在北京、广州等城市，情况也是如此。

很多家庭有了财神龛，一年到头香火不断，供奉不辍。财神信仰自宋代肇始以来，任何

一个历史时期都不曾像今天这样普遍、深入和多样。上海是财神信仰最集中的城市。对

于上海财神信仰的观念转变和接财神的再度复兴，笔者曾做过一些考察，发现上个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待财神的禁忌态度悄然转变，随后多年来基本消失的接财神习俗

活动开始复苏。“19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驰入快车道，社会文化事业全面推进，历史

上著名的宗教活动场所相继落实政策恢复开放。这个时期，上海市民对财神的信仰恢复

到1949年以前的水平。” 现在上海的财神崇拜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可以

从上海正月初五接财神繁密而持久的鞭炮声得到证实。 

财神信仰的这种热烈状况在文艺作品有全面反映。当然，1993年以前，标题有“财

神”、“财神爷”名目的小说、剧本、故事集、报告文学集等，都取比喻意义，或指带

领农民致富的能人，或指通过技术改造帮人赚钱的科技工作者，或指主管财政的领导干

部，或指某个有能力的企业家。这些作品有：黄皆宏编剧《“财神爷”的烦恼：小戏

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新华日报社编辑部编《抢财神：戏剧选》（新华出版

社1985年），赵和松、韩贯中编《抢财神：〈杭州故事报〉故事选》（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年），时代文艺出版社编《活财神的桃花梦》（时代文艺出1988年），姜宏、李英

编著《谁是财神爷：选人用人》（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马彬编《洋财神大陆

冒险纪实》（云南人民出版1993年），林世渊《财神和我：台湾老板发迹揭秘》（中国

华侨出版社1993年）。以财神为喻体命名的作品到1993年陡然增多，其中起主要推动作

用的因素是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他要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胆子再大一点，步

子再快一点”，从而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和开发的热潮，并有力地推动了人们

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于是社会上也不再讳言财神，乐意把那些善于赚钱或掌握钱财

的人称作财神。此后，财神、财神爷更经常地以喻体的形式在口头语言中出现，至今仍

然如此；而且，人们已经不再讳言财神的本义。以小说、散文的形式演绎财神故事的作

品出现于1994年。周濯街的《财神爷赵公明》（岳麓书社1994）是一部现代章回体小

说，内容以财神爷的坎坷经历为主线，揭示财神爷的生财之道和赚钱诀窍。杨洪立的

《戏说财神》（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则是一部杂文选集。草沙的《财神爷家史》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由“神也会犯罪”、“风流女神”、“神裔”三个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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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是三部曲长篇小说。进入2000年，这类文艺作品大量增加，可以透视出财神信仰

已经深入人心，人们信财神、祭财神、接财神，也需要通过阅读接触和体验财神。这一

年出版了闽江的长篇小说《财神传奇》（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唐世贵、 赵常伦编

的民间传说故事集《财神》（巴蜀书社2000年），周濯街的长篇小说《财神到》（中国

文学出版社2000年）。最近几年，周濯街又出版了长篇小说《财神始祖赵公明》（团结

出版社2005年），董云卿出版了传记小说《财神范蠡》（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童

牧野出版了随笔集《财神的宝库》（学林出版社2006年）。有些小说经过改编拍摄成电

视剧，对于宣扬财神也起到一定作用。如张国立、陈志朋出演的故事片《财神到》曾经

产生较大影响。 

上述宗教民俗以及文学艺术活动都显示当代财神信仰的空前繁荣景象。笔者在百度

网上搜索“财神”，立即显示了6,820,000条，也可见证今天财神信仰的繁荣局面。 

与财神信仰空前繁荣和文艺作品新作迭出的景象相比照，对财神信仰的研究总的来

说还显得落后，这是30年来一直存在的情况。这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研究起步晚，

相对财神信仰的恢复显得滞后。1980年前后，广州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香港流行歌曲

《财神到》，上海正月初五市民接财神的鞭炮声也开始增多，可是，当时社会主流意识

仍把财神信仰当作“封建迷信”，把接财神当作“陋俗”，批判的声音仍然很响亮，所

以很少有人研究它。直到1986年才出现一篇《沈万三的传说与迎财神的习俗》，是改革

开放后研究财神信仰最早的学术论文。此后又多年没有后续研究论文出现。其二，研究

人员不多，论文和著作的数量还很少。主要还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心，人们对财神

的话题比较敏感，不少学者不愿碰它。直到90年代中期，还有人写文章说：“这种求神

保佑的迷信心理，就如同潮湿阴暗状态下生存的霉菌一样，只要有适合的气温和环境就

会重新复活。封建时代，人们往往难以把握命运，遂将一切都寄托在神灵保佑上，特别

是新春伊始，抢财神、接福神、烧头香，忙得人不亦乐乎。不知从何时开始，财神又成

为当今商界明星。” 虽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是那些以彻

底的唯物主义者自诩的人，打着科学文明的旗号，以反对封建迷信为借口，动不动把宗

教信仰及其相关民俗活动当作封建迷信加以口诛笔伐，财神信仰也总是首当其冲，遭受

的批判最多。从研究者的角度而言，研究道教的人可能还提及财神，研究佛教的人有时

连提都不会提及，研究民间信仰的人也多是泛泛一般地介绍财神的来龙去脉，专注地研

究财神信仰及其民俗的人不多，写出有分量的论文或著作者，更罕有其人。迄今出版的

研究财神信仰的理论著作只有王跃的《四川省江北县舒家乡上新村陶宅的汉族“祭财

神”仪式》（台北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3年），吕微《财神信仰》（学苑出版社

1994年，2001年再版改名为《隐喻世界的来访者：中国民间财神信仰》），刘仲宇《正

逢时运：接财神与市场经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三种。另外，胡小伟《中国文

化史研究·关公信仰系列》(全5册，香港科华图书2005年)，也花费较多篇幅讨论财神问

题。其三，研究的视角单一，方法单调，理论深度还有所欠缺。对财神的来历、财神信

仰的发展过程、财神信仰现状描述和概括及原因探寻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这

些倚重于文献资料、侧重于社会功能和意义的研究也是国内学术研究的特长。各种介绍

财神的读物近些年出版了不少，如赵宏的插图本《财神传》（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

年），石二月的《发现财神：迎富送穷的神奇捷径》（台北晴易文坊媒体行销有限公司

2005年），仓圣的插图本《财神图说》（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6年），郑建斌的插图本

《中国财神》（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吴奕宽主编的插图本《迎财神》（珠海出版

社2007年）；此外，马书田的《华夏诸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中国民间诸

神》（团结出版社1997年），这些读物对普及财神知识和归集财神资料都有益处，然而

并不是学术研究著作。总而观之，在充分的社会调查基础上对各富地方特色的财神信仰

做深入考察和理论研究，包括宗教心理学研究，过渡仪式研究，结构主义研究、文化形

态分析研究等，还很少有人去做。 

近30年来对财神信仰的研究涉及到多个方面，下面主要从财神本体、财神功能、祭

（接）财神仪式、当代财神信仰复兴等四个方面加以介绍。 

关于财神本体的问题，也就是财神是什么和是谁的问题。前者比较抽象一些，注意

到了这个问题的研究者还不算太多。吕微说财神是“中国民间信仰中主管财运的神灵”

（《隐喻世界的来访者：中国民间财神信仰》P3），刘仲宇说财神是一个神灵群体，

“在民众的心目中是财富的象征，也是财运的主管者”（《正逢时运：接财神与市场经

济》P7）。胡小伟、郑建斌都注意到了财神身上的伦理道德特征，郑建斌说；“几乎民

间信仰的每一位财神都是一种道德原理的化身，从而反映了世间各色人等在财神身上寄

托的愿望和要求。”（《中国财神·前言》）不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展开，还

有待于今后深入探讨。关于财神是谁，或者说是哪个或哪些人，是一个讨论比较多的问

题。宗力、刘群的《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辛编就介绍了赵公明、

五显、五圣、五通、五路神、五盗将军、利市仙官等民间信奉的财神。马书田的《华夏

诸神》则介绍了文财神比干、范蠡，武财神赵公明、关公，还介绍了利市仙官、五路神

等。吕微《财神信仰》介绍的财神有文财神比干、范蠡，武财神赵公明、关羽，偏财神

五路神、五显、五通、五圣，还有从火神到财神的华光，从水神到财神的金元总管，儿

童财神利市仙官和招财童子，超越交往极限的万回、和合，此外还有准财神灶王爷、刘

海蟾、无常鬼等。仓圣的《财神图说》将财神分为佛教财神和民俗财神两个部分加以介

绍，佛教财神部分除了大家熟知的弥勒佛、善财菩萨、北方多闻天王、财源天母、五姓

财神、大黑天之外，还介绍了其他二十多位具有施财功能的神祇；民俗财神部分介绍了

天官财神赵公明、文财神比干、智慧财神范蠡、义财神关羽、福德财神土地公、活财神

刘海蟾、江南第一富沈万三，家财之主灶王爷以及和合财神和五路财神。关于五路神与

五显神、五通神、五圣神、五盗将军、五道将军、华光菩萨及其关系，是一个纠缠不清

的难题，很多学者注意到并力图去解决它，胡小伟对五显神的来历传说、传播渠道及奉

祀演变作了比较详细的考探；吕微、范荧、赵杏根也为此花费了较多笔墨。但是，由于



民间对这些神灵的信仰比较复杂，历史文献记载也有矛盾和错乱之处，要理清它们之间

的关系并非易事，也许永远都无法理清。当然，对这个问题研究者也不能一再重复低水

平考证，这样的研究近年出现不少，但意义不大。关于赵公明如何转变为财神的问题，

以前不少人从《封神演义》说起，其实忽视了更为深远的道教和民间信仰源头。刘仲宇

通过分析宋元道教经籍《道法会元》、《三教搜神大全》对赵公明的描述，认为：“赵

公元帅实为金水相遘之象。按古代金为财富的正式代表，而民间复以水代表财。赵公元

帅为金水相逢的象征，自然是财富的第一代表了。……他不仅管财，自己本身就是财富

的集聚。” （《正逢时运：接财神与市场经济》P13）张富春则对赵公明从瘟神转变为

财神的过程进行探寻，他认为，明代中晚期，为了满足日益广泛的祈财需要，道士和民

众继承前代对赵公明的改造，完成了对财神赵公明的建构，“而元代大黑天神信仰的盛

行和骑虎形象则对赵公明成为财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关公如何转变为财神，

胡小伟在《中国文化史研究·关公信仰系列》中进行了深入探讨，非常值得重视。此

外，有的研究者认识到晋商在关公转变为财神过程中的作用，也有人研究关公信仰与晋

商诚信品格和商业成功的关系，这些都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见解。 

关于财神的功能，也得到了较多讨论。首先，财神有保护神、创造神之分。胡小伟

指出，佛教的财神多是财富的保护神而不是创造神，而道教的财神都是财富的创造

神。 财神信仰是一种职能神崇拜，即对于可以带来财富的神祇的崇拜。财神的专门职能

就是招财进宝。刘仲宇认为：“财神的主要功能，并不是直接将财富送到每一个信众手

上，而是信众们相信，他们会在冥冥之中保佑着自己，使自己找到更多的发财机会，也

希望每一项投资行为获得好的报偿。所以，严格来说，财神所司为财运。”（《正逢时

运：接财神与市场经济》P42）刘仲宇还对接财神的现代功能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主要有

四个方面：一、通过神灵信仰的折光表达了接财神参与者对礼仪的诉求；二、对于信仰

者具有激励的功能，而对于社会而言也具有若干号召性；三、接财神活动，也是对想发

财而没有发财、获得了财富又受到挫败者的一种安抚，对社会来说，则是一种缓冲；

四、在财神身上积淀了市场经济所必需的若干道德资源。（《正逢时运：接财神与市场

经济》P238—246）另外，武财神还有镇邪消灾职能，也就是说，武财神还具有财富保护

神的特征。吕微考察了过年期间的腊月二十九送穷、正月初五接财神、二月二迎富，认

为正月初五财神诞生、人们接财神具有创世论特征。“如果说‘穷’代表了神圣世界男

性阳刚力量的衰竭，那么‘富’就意味着在经历了阴柔状态的洗礼之后，男性神灵阳刚

创造力量的恢复与更新。”（《隐喻世界的来访者：中国民间财神信仰》P252）过年期

间财神“死亡—再生”的基本模式，重建了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交往关系。吕微认

为，“这种交往关系是财富的创造乃至具有宇宙论色彩的神圣创造行为的模拟”。 

财神信仰仪式也是研究较多的一个问题。王跃的《四川省江北县舒家乡上新村陶宅

的汉族“祭财神”仪式》是最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术著作，该书以端公的活动为考察

重点，描述了当地还愿性祭祀活动“敬财神”的全部过程，其中内坛法事与外坛唱戏穿

插交替进行，杀猪、化钱、敬香烛请神、供牲、熟刀头奉神，以及送神安位众神，是整

个祭祀的主轴线。作者对仪式过程中端公与事主间的关系、娱人与娱神的法事活动、祭

祀中的特殊餐会皆有详细的叙述。与王跃的“微观—实证”研究不同，吕微则是从宏观

上来把握新年期间我国的财神信仰仪式，把腊月二十九到二月二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作为

送穷、财神诞生、迎接财神、迎富的完成周期，把从财神崇拜的多个环节串联起来加以

考察，富于哲学思考，也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 

新年期间的财神信仰表现得最为集中，北京的正月初二的祭财神，上海的正月初五

接财神，都是有代表性的信仰民俗活动。新年期间各地都有叫花子扮成乌龟之类的人物

进行的“跳财神”活动，对此已有很多人做了调查研究。朱建明《上海都市的拜财神习

俗》对上海市民到城隍庙等地烧香接财神的过程做了比较全面的描述，其中就较详细地

谈论到“跳财神”。 有人对吴越地区的新年期间的江湖艺人“跳财神”进行了考

察。 有人对过去上海新年戏院演出“跳财神”做了回顾。 有人对以前上海郊区正月初

五叫花子“跳乌龟”、“黄牛叫”等活动做了介绍。 蓝凡教授对这种叫花子“跳财神”

的来龙去脉进行考察，认为上海地区的“跳财神”是由二三十年代从山东、安徽等地的

闲散艺人传入的。 实际上，这种“跳财神”活动不仅吴越地区存在，全国很多地方，包

括少数民族地区都有，只不过有的地区叫“送财神”、“打财神”等，称呼不同而已。

譬如，贵州土家族的傩戏就有“打财神”，又称“跳财神”，其中又分为“说财神”与

“唱财神”两种形式。 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跳财神”、“送财神”习俗在很多地方

都已经陆续恢复，较早得到注意的应属江苏无锡一带的“送财神”。  

近些年出版林林总总的地方民俗研究、岁时研究、庙会研究、行业民俗研究等著

作，也或多或少对祭（接）财神的仪式进行关注和考察。但是，也应看到，这些著作或

文章以描述性、概述性为主，大多数都属于浅层次研究，进行深入理论分析比较欠缺，

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关于当代财神信仰复兴，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却也有人对此感到担心，并发牢骚

说：“今人更有‘一切向钱看’者，难道诸佛神菩萨皆当让位于赵公元帅乎！？” 刘仲

宇认为，近年财神的复兴是“随着市场经济兴盛而升温”的，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接

财神习俗活动的回归具有深层联系，认为财神信仰重新走上文化舞台是新的社会形势下

人们对宗教需要的必然，而市场经济中的种种矛盾是推动财神信仰的直接动力。刘仲宇

分析市场经济与接财神之间的关系时说，首先，市场经济使得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成为

不止息的活动，作为财富代表、象征的财神，也就会受到众多人们的追奉；其次，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安全感极端重视，而财神正是一部分人建立安全感的预设性措

施；最后，市场经济反映在宗教生活中，需要宗教发挥消释在经济活动中造成的种种不

良心理的净池的作用，而接财神正是这种净池的特定形式。正是市场经济的推动，才使

财神的地位迅速升迁，神格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正逢时运：接财神与市场经济》



P201—216）针对上海市民接财神习俗活动的复兴，笔者在《上海正月初五接财神习俗的

衰落与复兴》一文当中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文革”以后国家极“左”政策全

面调整，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定位，长期抑制接财神习俗活动的外在政治文化

压力解除，是接财神恢复并重新兴盛的直接原因；第二，近三十年来，上海的市场经济

得到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急剧转变，人们面临多种获取财富的机遇和挑战，通

过崇拜财神、接财神表达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是接财神习俗复兴的内在推动力；第

三，改革开放之后，上海市较好地落实了国家宗教政策，一大批著名宗教场所得到恢

复，市民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障，为接财神习俗复兴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当代财神信仰

复兴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对财神信仰及其相关原因的研究已经成为有了一个

开端，当然，这也意味着还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和努力。 

应该看到，虽然近年国家大力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但对财神信仰仍然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很多传统节日先后被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中，如春节、清明

节、端午节、中秋节，以及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火把节、瑶族盘王节，等等，但是对于北

京的正月初二祭财神、上海的正月初五接财神并没有纳入到保护范围，甚至连地方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也难见其踪影。接财神在上海如此热闹，却被人为地忽视了，这

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缺憾。而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我们恰好要客观如实地描述和探讨

这种状况。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规律，财神信仰也是如此。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说：

“在宗教没有完全遭到忽视的时候，它要么被看成对所需进步的一种僵化而陈旧的障

碍，要么被看成一个被围困的守卫者，守护者那些由于快速变化的侵蚀而而遭到威胁的

以往的文化价值。人们很少关注宗教的内部发展和自主发展，很少关注发生在广泛社会

革命中的社会宗教仪式和信仰制度上的转变规律。” 一方面，宗教作为人类文化中的保

守力量对于维护文化价值和理想的传承具有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宗教仪式和信仰制度

也随着时代发展做相对缓慢的演变，而且这种演变也是有其内在规律可循的，只是我们

的眼光往往忽视了它们。格尔兹的说法对反思我国近30年的宗教发展演变及学者的研究

也同样参考作用。我们的观察和研究应该向宗教内部那些正在更迭和演进的东西侧重，

发现当今宗教行为、宗教心理、宗教仪式与过去有什么不同，同时关心宗教发展的新趋

向，探索其发展的内在规律。这就要求研究工作者不仅对宗教现象做准确观察和描述，

也应该运用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分析和探索宗教的深层次问题，总结其中的规律，

创造符合我国国情的宗教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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