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俗意识的回归——河北省赵县范庄村“龙牌会”仪式考察 
 

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它的产生和发展，始终离不开现实的生活基础和需要。它要不断从现实的

传承中吸取资料和营养。中国民俗学在经历了将近 30 年的沉寂之后，进入八十年代，方取得长足的发展。

这绝非偶然。它的发展是和八十年代中国政治、思想、经济、文化背景相联系的，是和社会各类民俗事象

的恢复，民众民俗意识的回归分不开的。 

    本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民俗学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大量伴随民众生活的民俗事象以惊人的速度

在中国大地消失。民众的思想和生活几乎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之中。过去一直自诩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神

州大地，到处都渴望着道德意识的回归。这种渴求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显得尤为迫切。造成这种

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们所公认的是过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和思想意识

上的排他性，造成民俗文化的荒漠。在以往的岁月里，常常将民俗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信仰民俗，简单地

和“封建迷信”划上等号，采用简单化的手段，对民众正常的信仰习俗横加干涉，甚至加以禁锢和取缔。

至今有些行政领导，见到民众开展的信仰民俗活动，还是讳莫如深。在过去的非常岁月里，比如“大跃进”、

农村“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为了配合政治运动的开展，还常常采取“社会动员”的方式，不

仅对民俗活动横加干预，而且给它的传承者加上种种罪名，因此许多民俗活动的传承者被迫害致死，民俗

活动被迫停止。民众的民俗意识自然逐渐消歇。 

    八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往强加在中国民俗文化身上的种种

不实之词被一一推倒。民俗学研究的禁区逐渐打破。各地、各民族的民俗活动普遍得到恢复。过去学者们

所担心的行政部门的不适当的干预之风逐渐减弱。在这种形势下，民众的民俗意识又一次得到恢复，民俗

学也迎来它学术的春天。现在我们无论走到那里，都可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淳朴的民俗气息。民俗意识的回

归，带来民俗事象的恢复，民众的生活借此充满勃勃生机。范庄二月二“龙牌会”民俗活动，就是很好的

证明· 

      一、“二月二”与“龙牌会” 

    中国的岁时习俗，农历“二月二”是一个小节。因其紧随春节和元宵节之后，所以并未引起人们特别

的重视。不过以二十四节气而论，“二月二”正值“惊蛰”前后，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夏历二月

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此时天气转暖，渐有春雷，冬眠的动物出

土活动，春耕季节到来。谚曰:“过了凉蜚节，春耕不停歇”。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在科学技术尚缺发

达的古代，农民常借助信仰习俗预卜一年的丰歉。于是生发出许多民俗事象来。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

胜》云:“二日为龙抬头日，乡民用灰自门外蜿蜒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都人用黍面、枣糕、

麦米等物油煎为食，曰熏虫。”东北、华北、山东、江苏地区农村，流行‘“撒灰囤儿”(又称画粮食囤子、

画摺子)、“喂百虫”等习俗，以祈求粮食丰收。具体做法是在农家院内，用草灰撒成一个圆圈，代表粮食

囤子。在灰圈内放一把五谷杂粮静候日出，表示五谷满仓。有的地区用红纸剪成鸡和猫，用松树明子烟熏

后，贴于墙壁之上，意味“鸡吃虫子”、“猫捉老鼠”，以避虫鼠之害。“喂百虫”又称“斋田头”，是

流行于江苏南通一带的“二月二”祭虫习俗。是日，家家把陈年的糯米、玉米、高粱、荞麦、芝麻磨成粉，

捣成寿桃、园团等果子形状，捏成鸡、鸭、狗、牛、羊等动物，蒸熟后插在竹稍上，黄昏时送到田头，或



插在自家的祖坟旁边。据说百虫之神吃了斋果，就不再危害庄家。西北地区是日炒大豆、蚕豆、麦子等杂

粮，为之“崩龙眼”，祈求新的一年不要有冰雹灾害。这种习俗在范庄也有流行。不过时间不在“二月二”，

而在农历正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家家户户将院落打扫干净，用草灰在地上围一圆圈，在圆圈的一方开门，

中间放五谷杂粮，插一面小旗，放炮崩仓。烧香敬拜后，用一块砖头将粮食压住，第二天太阳出来之前，

将砖头掀开，看什么粮食粘在砖头上，就表示这种粮食要获得丰收。千万不能等太阳出来再掀砖头，那样

就叫“捂囤”，粮食会烂在仓里。此外还在厨房的粮食囤上贴“供奉仓官之神位”，平常奉祀。实际上范

庄人是将中国另一民间节日“填仓节和“二月二”活动联系在一起。 

    “填仓节”又名“填仓日”，此俗流行全国各地。北方地区尤盛。过节时间是正月二十五日。清·富

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描写旧北京的习俗云:“每至二十五日.粮商米贩，致祭仓神，鞭炮最盛。居民不尽

致祭，然必烹制饮食以劳家人，谓之填仓。此日，民间用柴灰撒圆圈于地，内放各种作物种子，用土压住，

祈求风调雨顺、五谷满仓”。显然范庄的“围粮囤”和“填仓节”节俗是一致的。但和别处不同的是，范

庄“二月二”的活动别开生面，它将龙牌作为“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神位”加以崇拜，将崇龙、敬龙、

敬祖融为一体，除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外，贯穿了一系列的伦理、道德教育内容。其历史之悠久，

内容之丰富，仪式之完整，规模之宏大，在中国“二月二”节俗中是绝无仅有的。 

    范庄镇位于河北省赵县城东滹沱河故道，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古镇。汉代的敬武县就设在此地。该镇的

范庄村处于镇中心，全村共有 900 多户人家，5000 多口人，是个杂姓村落，有武、刘、王、史、罗、李、

田、骆、郭、赵、谷、贾、高、徐、张、阎、蔡，鲁 18 姓，武姓是大户。据说五十年代以前，范庄有许多

庙宇，有玉皇庙 3座、真武庙 3座、五道庙 2座、三官庙 1座、老母庙 l座、奶奶庙 l座，共有 11 座庙。

村中的武姓和王姓还有家庙。现在这些道教的庙和家庙都已荡然无存。全村唯一供奉的是村落共同的祖先

龙牌.每年的“二月二”举行盛大的敬龙和祭先祖仪式。龙牌成了范庄人的崇拜偶像和精神寄托。它不仅在

节日里，而且在范庄人的日常生活中，变得须臾不可离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文化现象。 

二、范庄“龙牌会”的由来 

    范庄“龙牌会”的形成历史究竟有多久，史无记载，完全依据口头传承。甚至连“龙牌会”名称的由

来，也产生意见分歧。这是民俗文化中常见的现象。“龙牌会”是范庄人近几年来的规范叫法。原来叫“龙

牌大醮”，节期供龙牌的地方叫“醮棚”。今天的龙牌会上，有一面大旗上写着“皇天大醮”。据说这里

龙牌盛会曾受过皇封，可能是清乾隆十五年(175 年)乾隆皇帝下江南，途径赵县柏林寺时封的，故叫做“皇

天大醮”。这只是传说而已，无可考稽。另据《赵州志》记载，东汉时期顺帝年间，赵县范庄就有了“醮

场”活动。醮，是道教道士设坛祭神的仪式。据范庄龙牌会回头回忆，以往举行“龙牌会”时，必请道士

念经。由此可见，范庄龙牌会的最早形式源于道教。至于它的起源，民间另有说法。会头罗振英向我们讲

述了一个《白娥的传说》。据说每年的十冬腊月，天最冷且刮大风的日子，在饭庄和附近的村落，会有一

种白娥飞来，人们如发现这种白娥，必须虔诚地送到供奉龙牌的会头家中，供奉在龙牌前。这白娥被认为

是勾龙的化身，是范庄人的共同祖先。范庄设置龙牌举行祭祀活动，正是为了纪念勾龙的。这是自古以来，

开天辟地留下来的规矩，表示不忘祖宗。提起龙牌的来历，人们都说，相传远古时代，盘古开天辟地，创

造人类，形成许多人群部落。部落的头领叫共工氏，带领人们以打猎为生。后来来了一个叫颛顼的人，与

共工为争夺地位而打起来，直打得天昏地暗，结果把天打了个大洞，大雨下个不止，地上的万物不能生存，



害得女娲氏炼石补天才把天补好。以后共工战败，带领部落向西北方向逃走。到了不周山天柱岭，共工一

看前有高山挡路，后有追兵杀来，于是怒触不周山，造成天倾地斜。后来共工的儿子勾龙带领人们到了范

庄。范庄紧邻滹沱河古道，风很大，大白天刮风，屋里都要掌灯。勾龙来到这里，只见遍地是洪水，他便

留下来，千方百计根治洪水，平整土地，种植谷物。以后颛顼又来到范庄，一定要人们献上勾龙的人头，

不然杀光全部落的人，为了拯救部落，勾龙施法，摇身一变，变为白气.白气又变为白蛾飞走。传说二月初

二是勾龙的生日，每年的腊月飞来白蛾时，人们认为是勾龙在显圣。为了纪念勾龙，范庄便于二月二举行

“龙牌会”。我们不敢肯定《白蛾的传说》是否有文人染指。因为讲述者似乎对文献记载中的伏羲、女娲、

颛顼、共工、勾龙的史迹十分熟悉，而且范庄人确实将其作为信史来对待。 

    值得注意的是范庄人关于白蛾的信仰，可能是最原始的成分，它带有远古动物崇拜的色彩。后来关于

勾龙的传说也许是附会之说。但这对范庄人来说已显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千百年来“龙牌会”仪式就是

这样传承的，仪式本身才是探索这一民浴活动的依据。 

    三、范庄“龙牌会”仪式和规模 

    范庄龙牌的供奉分平时供奉和节日供奉两种。全村“龙牌会”的会头共有 19 位(户)，每年轮流当值。

1995 年龙牌供奉在会头刘瑞科家中。刘瑞科今年 47 岁，他的妻子高瑞雪 48 岁，生有 2男 1女，长子刘建

伟今年 27 岁，已婚，生 1 男 l女。刘瑞科虽人到中年，但已是三代同堂。我们去访问时，龙牌已经从他家

中请往神棚。正房中只供有一尊观音像。言谈中发现，这家人无论老小，对龙牌都十分虔诚。范庄“龙牌

会”的会头是世袭的。我们问刘瑞科的长子刘建伟，他将来是不是愿意继承会头，回答是肯定的。龙牌会

的会头均系男性，实际上男人只参加会头会，平时侍候龙牌的是这家的主妇。高瑞雪每天早晨起来，第一

件事是清洁神案。吃完早饭后向龙牌烧香，早晚各一次，一年四季龙牌前香烟不断。每月的初一、十五，

村民们都要到会头家烧香、许愿、还愿、求平安。在烧香的众多善男信女中，以求保平安者最多，求发财

顺利、出行平安的其次。求子，在妇女中较为盛行。求子者首先向龙牌烧香，然后用一柱粗香挑起一枚制

钱(铜钱)往龙牌上贴。如果这枚制钱能贴在龙牌上，表示要生男孩。当愿望得以实现时，必到龙牌前还愿。

所还之愿各随心意，许什么愿，还什么愿，并无定规。献给龙牌的供品，仪式做完后，由施主带走。每年

龙牌的供奉钱收入，大约在 l万元人民币左右。这一收入用于龙牌供奉和“龙牌会”开支，刘瑞科家分文

不取。平时邻村的人有难事时也来求龙牌保佑，遇有大事要请老香头主持。所以供奉龙牌的会头家中，平

时是不能离开人的。刘瑞科的夫人高瑞雪一年的时间里，都在家里值班，基本不从事农业生产。刘瑞科家

除供奉龙牌外，还供奉有多种家神。正屋供奉观音，南墙开一神神龛供南海菩萨，大门口的神龛供路神、

土地神，厨房供灶神，仓房供仓官神。这在范庄是一种普遍现象，家家如此。 

    下面叙述“龙牌会”的组织和仪式。 

    会前的准备。 

    1、起会。“龙牌会”何时起会，要由会头共同商议。范庄“龙牌会”的会头有 19 位。他们是刘增献、

武华科、王二旦、李同和、王保虎、武珠海、贾臭小、刘庆献、邢法周、王文全、刘瑞科、刘荣祥、罗老

亮、谷贵祥、石振珠、武老忍、高三孩、罗振英、邢同斌。每年的正月初六议事。议事会由当家人刘同和(刘

今年 46 岁，他的职位是终身制)主持，议论过会事务，并成立相应的帮会(筹委会)，分工派职，各管一事。



帮会(筹委会)下设会长、副会长、文宣、广播、照明、外事、戏班、十好班、外事接待、烟火、库房、后

勤、执勤、内务等组织，参与者大都是热心此事的村民，约有 60 多人，分工精细，筹划十分严密。从议事

之后的正月初六开始到二月二“龙牌会”会期，筹备工作长达一个月时间。今年“龙牌会”的筹备主要是

龙牌的雕制。原来的龙牌为木制。长二尺许，宽三寸，形同木柱。上书“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位”。今

年范庄将龙牌加大。共用松木四立方米，龙牌重约 300 公斤，牌座二层，四周均浮雕龙纹。龙牌高约 3米、

宽约 1.5 米，涂金上漆，装饰华美。中间蓝底金字，仍书“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位” 。               

    2，供品。除会务安排外，供奉龙牌的会头家，要准备过会时用的供品。主要是香纸和供花。香纸是用

金纸和银纸叠成的元宝，还印有大量冥币。供花用白面制成，又叫“彩供”。正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全村

信奉龙牌的妇女都到会头刘瑞科家帮忙炸供花，参加者大约有 10 多人。具体做法是，先将面和好，用面杖

辫成约 0.5 公分厚的面张，然后用事先剪好的花样和二头小鹿的花样一起放在面张上，用刻刀刻成面花，

放入油锅中去炸，将炸出的供花骑在小鹿上，才可以摆得平稳。我们在“龙牌会”的神棚里看到的，供在

龙牌前和各神像前的供花，大都是这样炸制的。炸供花所需要的原料钱，自然由龙牌的供奉钱中支出。 

    3、吊棚。龙牌平时供奉在会头家中。二月初一这一天，要将龙牌迎入事先搭好的神棚。神棚搭建在村

南的广场上。这里原是范庄的农资交易市场，神棚的规模很大，里外三层，长约 30 米，宽约 20 米(见示意

图)。 

过去，神棚用席子搭制，现在改用帆布。在神棚进口处的正中，设置龙牌和香案，周围挂满了神像，据说

有 150 多位神祇。其中有号称三皇的盘古、伏羲和神农；有道教的老君、西方老祖和圣人；有佛教的佛祖

和弥勒。此外还有造字的仓领、神医孙思邈、华佗、张仲景、八仙、发明家等。总之，凡是历史上对民众

有贡献的传说或历史人物，都在奉祀之列。神棚的四角还设有四口水缸，里面装有半缸水。前来敬香的妇

女儿童都要用树枝搅缸里的水，边搅边念： 

        搅搅缸， 

        不生疮； 

        搅搅瓮， 

        不生病。 

        神棚的左边搭一小的神棚，供奉财神；左前方有一神棚，内供奉鬼王、灶神和路神。所有这些准

备都要在二月初一之前完成。 

         “龙牌会”的仪式 

        范庄龙牌会从二月初一至初六共进行六天。六天的仪式如下: 

        迎龙牌:二月初一这一天，凌晨 4 点半钟，广播通知会头和帮会人员在神棚集合，悬挂神像。所有

神像都必须在太阳升起之前挂好，恭请诸神就位后，准备迎接龙牌。 



上午 8时许，鼓声乍起，鞭炮齐鸣，迎龙仪式开始。一台用花束装饰的黄幔大轿，落在会头刘瑞料家的大

门前，龙牌将从这里迎往神棚。会头家的小院里挤满了善男信女、有的手捧香案，有的挑着花篮，在门前

起舞。室内由当家人带领众会头在庄严的龙牌前烧香膜拜，做请龙牌仪式。此时，范庄及附近村落的各挡

花会(文艺表演队伍)，也由会头家顺序排在范庄主要的街道上，鼓声震天，群情昂奋。 

    大约 9时许，巨大的龙牌从会头家请出，罩入黄慢大轿中。随同龙轿的还有一个供奉白蛾的玻璃匣子，

白蛾是勾龙的化身，受到善男信女的特殊关照。黄轿前面是十几位包白纱巾的中年妇女，她们手举彩旗，

捧着供品，随轿前行；另有七八个妇女，面对黄轿，双手合十，做倒行式，每退十多步，便面向龙牌跪拜

一欢，显得特别虔诚。由此可见范庄人对龙牌的笃信程度。这天，龙牌前的花会队伍，排在最前边的是赵

县龙化村武术战鼓队。之后，依次是解家寨西会、杨户南门同乐会、解家寨乐会、庞古庄战鼓队、大东平

同乐鼓会、赵县小东平鼓乐队、常信营后街西会、常信营后街东会、常信营前街碌碡会，最后是龙牌压阵。

因为引导龙牌的各挡花会要进行尽兴的表演，龙牌前的善男信女要在龙牌行进中烧香跪拜、许愿、还愿，

所以龙牌在大街上的行进特别缓慢。 

     上午 11 时许，龙牌迎至神棚。此时，棚里棚外被香客和围观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会头安放龙牌和

白蛾匣子，敬献供品。安放好龙牌后，口诵《请龙经》、阿弥陀佛，烧香膜拜。此时，凡前来参加“龙牌

会”的成千上万的信徒，好象得到什么命令似的，齐刷刷跪作一片，情景十分感人。 

    从二月初一这一天起，范庄人在饮食上开始“戒五荤”，一律吃素食。五荤指哪五荤，说法不一。普

遍认为是戒酒、肉、鱼、葱、蒜等;也有人认为除以上五荤外，还要戒妄语、提倡老实诚道、积德行善。在

初一到初六“龙牌会”期间，“戒五荤”已成为范庄人的饮食规范，它含有道德规范的意义，任何人不得

违犯。素食的花样很多，如油炸火烧、素饺子、粘米煎糕、饺子等。将蔓茎、面条混吃，叫“龙抓球”。

“二月二”这一天吃面条时将面条挑起来，就叫“龙抬头”。 

    龙牌安放在神棚之后，从下午到晚上，香客络绎不绝。村里每家每户都有人到龙棚烧香，神棚中终日

香烟不断。 

    “龙牌会”正会。二月初二是范庄“龙牌会”的正会。这一天邻近村落和邻县的花会都前来范庄向龙

牌上香。这些所有到会的花会组织，都由范庄“龙牌会”事先发出邀请。同样别的村落有会，范庄也会受

到邀请，并派本村花会参加祝贺。这一天到达范庄的花会组织有数十挡，扇鼓、高跷、早船、跑驴、花扛、

碌碡会、芯子、各式秧歌应有尽有。涉及的地区除邻近村庄外，还有从藁城县、宁晋县、高邑县、临城县、

赞皇县，元氏县、栾城县、晋县、辛集等地赶来的花会。每挡花会都有鼓队做前引，首先到神棚向龙牌进

香、上供，然后到神棚前的广场进行表演。这天前来进香和观看的群众大约有六七万人。凡范庄邀请来的

客人，包括花会演出人员，都要招待一顿午餐。因此范庄村在食品厂的大院内专门设置土灶，临时抽调村

民备饭。粉条烩莱、馒头管大家吃饱吃好。据不完全统计，中午在大灶用餐的约有 4000 多人。这种“舍饭”

的习俗，流传久远。据说以前由善男信女们做好了饭菜送到龙牌会舍饭，现在由龙牌会自己招待。由此可

见范庄“龙牌会”规模之大。 

    进香。二月初三，龙牌仍供奉在神棚内，供来自各路的香客进香。 



    送龙牌。二月初四下午举行“送龙牌”的仪式。范庄的花会又一次出现在神棚前。龙牌被从神棚中请

出，送往原会头刘瑞科家。在那里供奉两天后，二月初六，再送往新的会头刘增献家。 

    至此，“龙牌会”仪式全部结束。 

四、范庄“龙牌会”的启示 

    地处华北平原腹地的河北省赵县，是中国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有举世闻名的赵州桥(安济桥)、

永通桥、陀罗尼经幢和赵州柏林寺等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人们瞻仰这些历史遗迹时，可曾想到在

这一地区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文化，想到它和文物古迹一样，同样具有保护和研究价值。范庄“龙牌会”

的形成和发展，是民众信仰和智慧的结晶。千百年来，范庄人怎样形成崇龙、敬龙和敬祖的观念?怎样创造

和完善了“龙牌会”这种特殊的民俗事象?这种民俗事象又怎样影响了范庄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与情操?这

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1、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信仰可以凝聚人们的精神。信仰习俗是一种精神民俗，多少年来政治家和

学者们都想给信仰和迷信一个确切的概念，并以此规范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但总是事与愿违，事倍功半。

范庄人信仰龙牌，但龙牌是什么，是神，是一种可以寄托精神的偶像。在范庄，龙牌的神格代表全神，而

全神又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往往具体化为一系列的道德规范。这种概念和规范出自两方面的需求。一是

农业生产的需求，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二是出自生存的需求，敬奉祖先、祈求平安和子孙繁衍。在

传统的中国社会，这两种需求是根深蒂固的。另外中国的村落社会，向来以农业为本，由于对农业生产的

重视，龙牌又常常转化为土地神。范庄的龙牌信仰，包含了多神信仰成分。人们借助这种信仰，在一定程

度上规范了村落成员以及各个家庭的行为，且最终将信仰与道德统一起来。范庄的龙牌信仰，历史十分久

远，一直延续至今。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声势浩大的运动中，也没有停止信仰活动，只不过以隐蔽

的形式保存和传承，这说明龙牌信仰深入人心。 

    2、范庄“龙牌会”的传承。考察范庄“龙牌会”，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这一组织传承人(会头)的精神

风貌。“龙牌会”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民间的信仰组织。负责奉祀龙牌的 19 位会头都是普通农民，平时

以务农为本，没有任何特权。当他们进入会头这一角色时，还要受“会头守则”的种种约束。这些守则规

定了会头的权利和义务，他们的行为必须是爱国守法，尊龙敬祖:，尊重他人，说话和气，忠诚老实，办事

公道，尊老爱幼，积善行德。一切行为都讲究奉献，不获取个人名分，至于报酬更是分文不取。即便是“龙

牌会”期间负责外事接待的会头和帮会人员，在客人用餐时，也要借故回避，不做赔同。他们的这种行为

在范庄人中传为美谈。正是这种楷模行为，保证了“龙牌会”组织工作的顺利进行。筹备“龙牌会”所用

人力、物力、财力始终坚持“不摊派，不敛钱”原则，一切奉献出子群众自觉自愿。所有为“龙牌会”出

力、出钱、出物者，都登记在案，张榜公布。比如，向今年“龙牌会”献车(包括拖拉机)的就有 34 户，有

的户还献车三辆。这些车在“龙牌会”期间由会务掌握，随叫随到，分文不取。捐钱(香油钱)者，除放入

功德箱者外，大会设有专人负责登记，张榜公布捐款者名单，帐目完全公开。这是民间庙会的传统做法，

但范庄似乎做得特别出色。“龙牌会”期间香客们供奉的香油钱和捐款收入，据说有好几万元。这些钱除

用于“龙牌会”各项开支外，所余的钱粮，按照惯例，资助村镇学校。范庄“龙牌会”的传承已经形成一

种惯例，一种模式，这种惯例和模式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它的作用是不能小视的. 



    3、“龙牌会”是道德净化场。前面已经讲到“龙牌会”的主要活动是敬龙、崇龙、祭祖。它的主要功

能是通过“龙牌会”活动，对村民进行道德规范。“龙牌会”期间，我们发现范庄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各

式各样内容的标语。这些标语集中反映了“龙牌会”组织者的起会动机。标语中讲伦理、修身、祈福、镶

灾的占绝大多数。如讲伦理的“孝公婆为人世常情”、“孝敬父母循夭理”;讲修身的“只行善事，莫问前

程”、“积德行善报平安”、“作恶天不容”、“寿德人家春常在”等；讲祈福攘灾的“农果丰收，祝福

佛祖光照”、“三春放彩，五福生根”，“三阳开泰，人寿年丰”等。.相比之下，讲农业的只有几条。这

也说明范庄“龙牌会”的组织者在敬龙的旗帜下，更着眼于伦理道德的教育和行为规范。由此可见，今天

的“龙牌会”和传统“龙牌会”的“打醮”请道士念经已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不能用迷信的说法以偏概

全。这种道德的规范，我们还可从另一角度得到证明。二月二前来范庄“龙牌会”进香和参观的民众有几

万人。“龙牌会”正会当天，神棚前的广场集中有上万人，但秩序井然。没有发现打架斗殴，诈骗行窃现

象，也没有发现拥挤伤害事故。在舍饭大灶，我们看到几千人用餐的场面，开饭前灶头带领大家祭灶君，

然后开饭。用餐者只凭一张印有“十好斋”的餐券，就可以领到一份午餐。用餐秩序之良好，令观者十分

惊讶。这表现出“龙牌会”极好的组织能力和道德号召力。“龙牌会”是一个道德净化场所，凡到这里来

的人，都会被信仰的力量所感化，变得虔诚、热情、好客和大方。这种道德意识的回归，似乎不应受到指

责。 

    4、“龙牌会”仪式的保护。范庄“龙牌会”延续几百上千年且流传至今，说明民俗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在于它自身的传承。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告诉老百姓应该信什么，不应该信

什么，但我们最终不能决定他们的信仰行为。正如伟人所讲的，菩萨是老百姓树起来的，还得靠他们自己

推倒，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越俎代庖是不行的。这已为无数的事实所证明。

在民众的信仰面前，任何哲人都显得无能为力。范庄“龙牌会”从它形成的时候起，就在随着时代的变化，

不断修正它的传承内容和形式。我们今天看到的“龙牌会”己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原有的道教“打

醮”仪式不复存在，龙牌信仰意识在逐渐淡化，文化娱乐活动内容不断充实。特别在市场经济大潮影响下

的今天，书画联谊、农业科技服务和贸易活动被引入“龙牌会”活动之中。也许将来有一天，随着现代化

的进展，范庄人会彻底放弃“龙会牌”这一活动。那时又会引起另外一个话题，即“龙牌会”仪式保护问

题。民俗文化是一种民众集体创造、集体传承的文化现象，它是一种历史的创造。“龙牌会” 

    实际上在演绎着范庄的历史，如果让范庄的后代了解他们的前辈是怎样生活和思考的，就必须将“龙

牌会”作为一种活着的文化遗产，保持它 50 年形式和内容不变并认真加以保护。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一种超

前的设想，但必须这样去认识，这样去施行，以免在传统民俗文化面前留下太多的遗憾。 

    1996 年 3 月 18 日至 21 日，我们对范庄“龙牌会”的考察只有短短的 4天。时日匆忙，考察工作十分

肤浅，这次考察是得到河北省民俗学会秘书长刘其印先生的邀请才得以进行的。在范庄的日子里“龙牌会”

会头、筹委会干事和范庄村民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是他们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讲述了“龙牌会”的历

史和现状，使我们获得了许多有用的知识。当这份考察报告结束时，由衷地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附录: 

    1996 年范庄“龙牌会”会头名单 



    范庄“龙牌会”传承既久和它严密的组织形式很有关系。“龙牌会”组织的核心是会头。会头一般为

世袭，也可以从帮会人员中升任。目前范庄“龙牌会”会头有 19 位，名单如下: 

    刘增献、武华科、王二旦、李争气、王保虎、武珠海、贾臭小、刘庆献、邢法周、王文全、刘瑞科、

刘荣祥、罗老亮、谷贵祥、石振珠、武老忍、高三孩、罗振英、邢同斌 

  

    1996 年范庄“龙牌会”筹委会名单 

    “龙牌会”筹委会是过会期间的临时组织。由每年正月初六的会头议事会产生。筹委会负责“龙牌会”

期间的一切事务。分工细密，各尽其责。1996 年“龙牌会”筹委会由如下人员组成: 

    会长:武珠海，副会长:高三孩、武进友 

    委员:武华科、邢法周、王宝虎、刘栓皂、武进贞 

    分设委员: 

    外事: 武文祥王二旦 

    文宣: 王留魁、刘平、罗瑞珠 

    醮棚: 刘二件、刘金栓、李恒祥、孙黑旦 

    群艺: 刘顺录、王栓牛、武彦芬、刘少军、赵庆水、田春计 

    戏剧: 罗振珠、武老胖、李清乱、史英瑞、李国杰 

    科技：武改良、武振奇、米振江 

    伙房: 武支彦、王小偏、罗瑞贞、李庆和 

    保卫: 武保珠、武军良、罗小三 

1996 年范庄“龙牌会”神棚所供神祇 

    范庄人信仰多神，一般家庭供奉全神，即将许多神画在一张神轴上供奉在家里。此外，大部分人家在

正房中供奉观音，院子的南墙供奉南海大士，大门处供奉土地神和路神，仓库供奉仓官神，灶房供奉灶神。

“龙牌会”期间供奉的神祇，据统计有 130 多位。这些神祇在“龙牌会”期间供奉在专门搭起的神棚中、

神棚分后、中、前三个大的区域、神像画工粗疏。除最高神龙牌和三皇(伏羲，女娲、神农)外，按一定顺

序排列: 



    最高神:龙牌。上书“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位”。供奉在神棚正中。 

    开辟神:又称三皇，即伏羲、女娲、神农。供奉在神棚最后。 

    后路诸神:天王、山神、地藏王。 

    后右路诸神:北方老祖、西方老祖、张月鹿吉、异鹏吉、斗木蟹吉、角木蛟吉、房日兔古、室火猪吉、

娄金狗吉、昂日鸡吉、启火榆吉、井水辕吉、星日马吉、胃垢雄吉、参水猿吉、过金桥、魏灵渡银桥、索

浪桥、望乡台、挂世三天望亲人、一殿、二殿、三殿、四殿、五殿、六殿、七殿、八殿、九殿阎君、牛王、

南方老祖及门神。 

    后左路诸神:东方老祖、氐土貉凶、奎木狼凶、心月狐凶、嘴火猴凶、元金龙因、翼火蛇凶、鬼金羊凶、

危月燕凶、柳土瘴凶、牛金牛凶、女土蝠凶、虚日鼠凶、扁鹊、张仲景、华佗、成洪、孙思邈、药王、陶

弘景、王仲凯、李时珍、王清任、北海龙王、西海龙王、马王、城隍、土地及门神。 

    中后路诸神:三皇姑、观音菩萨、菩萨、南海大士、匕月观音、天官、药王、五圣母、玉皇、药圣、水

官、地官。 

    中右路诸神:温师、刘师。 

    中左路诸神:赵师、马师. 

    中中路诸神:中圣老祖、云宵、关平、关爷、毕霄、周仓、铭霄、班疹奶奶、送生奶奶、玲珑奶奶。’ 

    前中路诸神:佛祖、圣人、老君、西方老祖、弥勒。 

    前中右路诸神;孙傧、二郎、六白香神、蓝彩和、张国老、曹国舅、汉钟离、苗庆、柳树精、刘海、月

值、时值、夜游神. 

    前中左路诸神:李靖、哪咤、毛遂、王坛、铁拐李、吕洞宾、韩湘子、何仙姑、杜康、成鬼、刘玲、王

敦、年值、日值、日游神.‘ 

    神棚左侧:有一小神棚，供奉财神。 

    神棚左前方:有一小神棚，供奉鬼王、火神、路神。 

1996 年范庄“龙牌会”标语辑录 

  



    范庄在“龙牌会”举办之前，一般都要在村中大街小巷张贴标语。标语用红绿纸书写，实际上是在做

着一种舆论准备。因为所贴标语内容广泛，起到了很好的思想动员作用。1996 年出现在范庄街头的标语大

致分以下数类，从中可以看出。“龙牌会”的功利目的:; 

     人伦类;孝公婆为人世常情;孝敬父母循天理。 

    修身类:积德行善保平安:德善奉行，错恶莫做:闲谈莫论他人非;作恶天不容; 

    善德人家春常在;只行善事，莫问前程;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知足者常乐;积善之家

春满院;是非只因多开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非道，非常道，道不道之道;书到用时方恨少;人的修炼要

万念放下，自由自在地放下。 

    祈福类;春光普照，福气临门;花开富贵，竹报平安;三春放彩，五福生根;三阳开泰，人寿年丰;大步流

星奔小康:家富小儿娇;吉庆有余岁岁平安;春和景丽，物阜人丰;农果丰收，祝福佛祖光照;十分春气，万里

鹏程。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农耕类:春勤铺平秋收路;一年之计在于春;人勤春早肥足粮丰。 

    庙会类:龙牌盛会开，万民齐欢腾;龙牌盛会，鼓舞人心;锣鼓喧天迎盛会;十好玩艺到庙会增彩;欢迎玩

艺班到庙会助兴;龙的传人祭龙神;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发扬天龙文化。 

    景色类:风清云静，日暖花开;九州永泰，四季长春;新年朝气，古国雄风;春户大地艳阳天;江山如画，

大地皆春;天增岁月春满域;九州歌舞，四方升平. 

     (以上资料由冯敏、钟雅君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