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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宝大王庙看乡村庙宇的道德教化功能 

蒲日材

（贺州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广西 贺州 ５４２８９９）

［摘　要］乡村庙宇具有道德教化功能是学界不争的事实，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黄田镇大庙山的“七宝大王庙”可为一例。其
行医郎中的身份、以灵验为基础的祭祀仪式、群策群力的节日庆典、丰富多彩的戏台演出以及官民合力的乡约标语，分别具

有教人行善、造福一方，真诚守信、规范行为，同心同力、团结协作，传播道德、安家睦邻，提醒警示、淳化民风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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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林诺夫斯基说：“一物品之成为文化的一部

分，只是在人类用得着它的地方，只是在它能满足

人类需要的地方。”［１］乡村庙宇作为人类文化的一

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需要，

具有道德教化功能，这在学界已是不争的事实。然

而，究竟庙宇有哪些内容、通过何种方式对人们起

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这方面探讨的文章并不

多。本文以拥有众多信士的大庙山七宝大王庙为

例试作研究。

七宝大王庙是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黄田镇的一

座庙宇，座落在水岩坝的大庙山上，始建于明代永

乐年间，距今已有６００多年历史。后屡遭破坏，上

个世纪文革时期更是被拆除得片瓦不留。现存庙

宇修复于上世纪之１９８４年，最初为木质结构，１９９８

年改建为钢筋水泥结构，双层塔式琉璃瓦面，建筑

面积２６０平米。其后陆续修缮了门楼、戏台、石阶、

水池、广场、大门，植树绿化，逐步形成了包括整个

山头，占地面积达１５００多亩的风景区，１９９９年被

列为贺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宇祀奉七宝大

王，每年农历正月十九是其节日庆典———庙会。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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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大王庙在当地很有名气，每年节庆期间，附近周

围各乡镇村落，都会自觉地组成上香队伍，浩浩荡

荡开进大庙山，旌旗招展，锣鼓喧天，花炮悦耳。七

宝大王庙是所在地水岩坝的象征，也是当地民众的

精神栖息地。它以宗教的形式默默地庇佑着这一

方水土，教育着这一方村民，颇具道德教化意义。

　　一　郎中身份：教人行善，造福一方

神灵是庙宇的主角，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

村落的集体记忆和意志。对于大庙山上 “七宝大

王”的身份与来历，地方有诸多不同版本的传说。

庙宇功德栏里镌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可为一说，它默

默地向世人叙说着七宝大王的历史：

相传，明朝永乐年间，湖南宝庆翁氏，乔居大坑

口万家村（现贺州市平桂管理区下排村坪岭寨），其

长子拓矿冶炼，家业大振，堪称豪富。所生七子，幼

子昵称“七宝”。医术高超，每愈顽疾，声名誉溢。

乡邦无不尊仰。然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不年，奈因暴发罕世山洪，庄园毁于一倾，家人无一

幸免，世人无不垂泪，恸恤。纵思受恩无缘以报，乃

集资筑庙宇设祭台塑神像，名曰“七宝大王”。土人

四时祭祀香火缭绕，晨钟暮鼓悠扬遐迩。是时建筑

之雄伟，堪称四方之冠，故称大庙山矣。

从以上文字可知，大庙山庙宇所祀奉的“七宝

大王”与别的庙宇神灵不同。这个翁姓的七郎身份

有点特别，既不是什么历史名人，也不是什么天上

神仙，仅是一个从湖南迁徙到广西贺州来的普通老

百姓。他没有任何行政官职，平日潜心医术，以行

医治病救人为生。然而，正是这个没有任何典籍记

载的土生土长的小人物———布衣郎中，死后却被人

们“筑庙宇设祭台塑神像”，被尊奉为“大王”，当作

神灵来祭拜怀念，以宗教的形式在后人心目中拥有

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供奉“七宝大王”的庙宇主

殿———吹风岩顶层岩石凹处，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

趣的现象，庙宇神殿上一排过去供奉着７尊神像，５

尊坐式，２尊站立。中间端坐的神像最高大，眉目

慈详，长须黑髯，身穿白色锈花缎袍员外打扮，此乃

主神“七宝大王”。在七宝大王两旁，是６尊陪衬神

像。据庙宇管委会主任官考时介绍（官考时，男，５３

岁，居住平桂管理区黄田镇水岩坝街，２０１３年３月

笔者田野调查采访了他），这６尊神像中，七宝大王

右边拿书的是孔子，其次是周仓；左边拿扇子的是

诸葛亮，其次是关平；至于分站左右两旁手持枪刀

的则分别是岳飞和关羽。这样的排列顺序实在让

人有点哑然失笑。因为七宝大王旁边的这６个人，

哪个都是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相比之，翁七郎身

份实在卑微，不仅生前名字没有人知道，死后官府

也没有追加任何封号。按常理，翁七郎哪能与他们

平起平坐？然而，身份的卑微并不妨碍翁七郎成为

庙宇的主角。究其原因，窃以为是因为他是一个心

地善良、治病救人、造福一方的地方名人。

石碑文字最后的落款为“大庙山风景区敬撰”，

足见这一传说得到了地方民众的共同认可。七宝

大王庙的建立是朴实厚道的村民无声的宣示，只要

与人为善、与人行善、造福于民，就一定会得到人们

的尊敬和爱戴，一样可以进庙流芳百世。因此，七

宝大王“行医郎中”的身份具有教育人们行善留名

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每年以翁七郎生日“正

月十九”为日期的庙会，实质上是对七宝行医救人

精神的强调和颂扬，是村民用集体仪式集体意志定

期向人们宣示、传达、灌输与人为善造福于民的人

生理念。其实，很多乡村庙宇如“关帝庙”“龙王

庙”等都如“七宝大王庙”一样，具有教人行善的道

德功能，是“以民间信仰的方式，借神坛还愿仪式，

借此机会规劝后人在有生之年多做善事，积德行

善，民间称为‘积阴功’”。［２］

　　二　祭祀仪式：真诚守信，规范行为

乡村庙宇是一个村落的地标和象征，在村民的

意识形态中，庙宇中所祀奉的神灵就是这个村子的

主人，它对整个村落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这种监护

意志在村落中的表现就是“灵验”。在大庙山做田

野调查时，庙宇核心成员周治老人为我们讲述了诸

多有关七宝大王显灵的故事或者传说（周治，男，７０

岁，居住平桂管理区黄田镇水岩坝街，２０１３年３月

笔者田野调查采访他时，任大庙山管委会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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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１，下排村有一个小伙子，有一天外出时遭遇

车祸，同车之人都受伤身亡，而他因为身上携带着

正月十九时祭拜得来的七宝大王灵符而毫发无损。

案２，牛洞塘村有一姑娘外嫁台湾，多年生育无

子。有一年专程返乡于正月十九上山祭拜七宝大

王，回去后当年就怀孕，生下了一个儿子。

案３，东水村有一女村民，有一年正月十九在进

香时说了一些对七宝大王不敬之语。同年有一天

上街，被一辆违章快速行驶的摩托车撞成重伤，小

腿骨折。

诸如此类故事不胜枚举，七宝大王庙就是凭借

此类灵验神力，通过恩赐和惩罚，赢得了众多香客

的膜拜。如七宝大王庙一样，乡村庙宇的存在大凡

都是建立在“灵验”基础上的。一座村庙要想获得

村民认同，具有旺盛的香火，必须拥有众多屡屡灵

验的传闻。而庙宇神灵是否灵验，在于祀奉者祭祀

时是否真诚，俗语云“心诚则灵”。只有通过真诚的

祭拜，神灵才会知晓你的愿望，才会竭力去帮助你。

真诚的外在形式有诸多表现，如供品、香烛、捐献、

磕头等等，通过这些中介和手段完成形式上对神灵

的尊敬，进而达成与神灵的交流沟通，求得神灵的

庇护。因而，以灵验为基础的庙宇祭祀仪式具有教

育人们真诚守信的功效。

从以上七宝大王的故事可知，神灵的灵验并不

是祀奉者在祭拜的时候就实现的。一个人在做祭

拜的时候，神不一定会显灵；而在平时的其他时候，

反倒会显灵。因为你是在神灵面前许过愿发过誓

的人，所以祭祀后不论你身在何处，神灵都在时时

刻刻关注你。这要求祀奉者不仅祭拜时心要虔诚，

在祭祀后的日常生活中，也要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

举止。不能以为不在神灵面前就可以为所欲为，放

松对自己的要求甚而做坏事。神灵就是根据祀奉

者节庆祭拜时的虔诚度和节庆后日常生活中的所

作所为来决定是否满足祀奉者的愿望而赐予福分

的。这样，以灵验为基础的庙宇祭祀仪式建构了一

系列的行为规范和行为禁忌。这些以“禁忌为载体

的信仰在乡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软约束的功

能”［３］，它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让不守规则的人

也遵守规则，“在一定的程度上维系着并规训着处

于变化中的村落生活的均衡。”［４］

　　三　节日庆典：同心同力，团结协作

庙宇是一个村落的文化活动中心，每年都要给

供奉的神灵过生日，神灵生日的庆典俗称庙会。此

外，每间隔若干年（贺州地区一般是三年）在庙宇还

要举行醮会，亦称炮期，故云庙会年年有，三年一打

醮。庙会、醮会、炮期，虽然叫法不同，但都是以庙

宇为中心举行的仪式，有诸多相同之处：一是活动

时间较长，少则３天３夜，多则６天７天不等；二是

活动内容名目众多，如上表、请道士吹打、请戏班做

戏、神像出游等；三是前来进香的人数众多，不仅每

家每户要前来进香，外村的游客也会前来凑热闹。

故庙宇的节日庆典一定是群策群力群为的集体行

为，靠一人一村之力是无法完成的。

大庙山七宝大王庙的节庆会期一般为３天，无

论是小醮还是大醮，年年如此，在当地极有名气。

庙宇管辖区域包括了水岩坝街、上排村、下排村、牛

车地、木园头、东水村、八都寨、牛洞塘、仙姑塘、水

洲寨、五拱水、石牛塘、石梯村……等等大大小小的

附近所有村落，波及面则到达周边的富川、钟山、八

步等县区，甚而远达相邻的湖南、广东等地。据庙

宇石碑的“大庙山略史”记载，每年庙宇的炮期吉

旦，“三省（广西、湖南、广东）同赴，人潮鼎盛。”

２０１１年庙宇大庆，第一天就“迎来了将近七万香

客”［５］。如此大型的群体性活动，必须有一个强有

力的管理机构以及各主办村寨通力合作。如２０１３

年庙会，管委会工作人员达４０人之多，各个村寨都

派出了一定数量的人员参与。管委会设总顾问 １

人，主任１人，副主任２人，余下人员分设为１２个

小组开展工作，分别是会计组、总务组、后勤组、文

秘组、治安组、捐款台组、庙厅组、签房组、解签组、

库房组、卖吉利品组、灯光组。庙会期间，工作人员

遍布在整个庙宇景区，工作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杂

而不乱。

如果庙会恰值炮期，还有以村或寨或部族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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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参加的舞龙舞狮、抢花炮竞赛等活动。大庙山炮

期，附近的上排村、下排村、八都村、东水村、五拱

水、仙姑塘、平岭寨、石梯村等村落都会组成自己的

代表队参加。每个代表队少则两三百人，多则五六

百人，扛着彩旗、舞着龙狮、抬着花炮，从四面八方

汇集到大庙山，先在七宝大王庙主殿前进行歌舞表

演、醒狮表演、武术表演和祭文颂读等活动，俗称

“暖炮”，然后转到野外空旷之地进行抢花炮活动

（据管委会官时考主任介绍，近年来为了安全起见，

抢花炮活动已改为挟花炮，以类似抓阄的形式决定

花炮得主）。龙狮赛、武术会、抢花炮（或挟花炮），

既是个人行为，也是集体节目。在竞赛中，集体的

配合和协作状态如何往往是能否取胜的关键。故

参赛者除了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外，还都有着深厚的

集体荣誉感。周围的观众在热闹的氛围下也都难

以作壁上观或局外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村

寨成员的角色，为本村寨加油助威。

乡村庙宇的节日庆典大凡都是如此有几十万

人同时在狂欢，这需要所有参与的村落同心同力、

团结协作去完成。反过来，庆典活动则培养、强化

了人们团结的意识，让村民进一步感觉到协作的重

要性。

　　四　戏台演出：传播道德，安家睦邻

庙会节日庆典虽是为神灵而设，但娱神的同时

也兼具娱人功能。娱神娱人的方式很多，如舞龙、

舞狮等，其中文艺演出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乡间演

戏，皆为酬神邀福起见”，“演戏敬神，为世俗之通

例。”［６］唱戏是村落庙会一个重要突出的标志。

大庙山“七宝大王”庙有一个为了文艺演出而

专门修建的坐西向东的戏台，名为“瑞光台”。这是

一座仿古建筑，黄瓦飞檐，古香古色。戏台前面有

一个能容纳３００多人同时看戏的小广场，每年庙会

管委会都要从附近八步、钟山、富川、平桂等地请来

不同的文艺队进行文艺表演。如２０１３年庙会，就

请来了贺州市活跃艺术团、贺州市艺术学校歌舞

团、贺江艺术团三支队伍助兴。文艺演出为三天，

贯穿庙会的整个过程。在白天分上午下午进行表

演（如果是炮期大庆，还有夜间演出），每次演出长

达三个多小时。剧目形式丰富多样，既有极富传统

特点的彩调，又有村民耳熟能详的客家戏剧，还有

颇具时代气息的小品、劲歌劲舞等。演出内容大多

以家庭、爱情、劳动、公案为主题，如《财气夫妻》

《花子审案》《浪子回头》《美丑鸳鸯》《二亲家》《平

桂新风顶呱呱》等，蕴含诸多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

内容。这些节目由地方文艺队表演，大都通俗易

懂、幽默诙谐，不仅老年人、小孩子看得如痴如醉，

不少年青人也驻足观看，实为当地民众的文化大

餐。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７］这些民间的戏台

表演有着丰厚的道德积淀，在传播传统道德、安家

睦邻方面有重要作用。

　　五　乡约标语：提醒警示，淳化民风

村落庙宇是民间建筑，由此而形成的庙会是民

间自发组织的一场节日狂欢。不过这些民间仪式

要想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取得更多人员的参与，必

须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政府的认同支持。因此，大凡

村庙都积极申报并想方设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另一方面，政府也设法在这一群众性参与度极高的

民间活动中渗透自己的执政理念。民间仪式需要

政府在场以保证顺利举行，政府意识需要民间仪式

去强化执行。出于各自目的和需要，政府与民间组

织在庙会期间自然就形成了一定的互动。表现之

一为拟定乡约，张贴标语，共同发文。２０１３年大庙

山庙会，我们一进水岩坝街，就看到这样一则通告，

通告云：

一年一度的大庙山正月十九是水岩坝地区的

传统节日，为使广大群众欢乐安全度过节日，经研

究决定，特此作出如下规定，望广大群众共同遵守

执行。

１．严禁在景区赌博；

２．严禁会狮，各行其道；

３．禁止任何人携带管制械具入景区；

４．禁止调戏妇女，虐待儿童；

５．禁止斗殴闹事；

６．禁止用鞭炮或烟花丢向人群；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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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禁止上山顶玩耍，以防滑石滚下人群；

８．损坏建筑物者，按价赔偿；

９．交通要道不准摆卖物品。

此通告由东水村、下排村村委会，水岩坝派出

所和大庙山管委会联合发出，不仅贴在了水岩坝街

道显眼处的墙壁上，里面的“规定”还以标语的形式

散落张贴在大庙山整个景区内。细析“规定”的９

条内容，既有为了保证庙会顺利进行的临时约定，

如２、６、７、９等；又有为了保证社会安全稳定的类似

法律的条款，如１、３、４、５、８；有的甚而就是国家的法

律，如“禁止调戏妇女，虐待儿童。”在这里，临时的

乡规民约与国家的法律法规融合在了一起，严肃的

国家法律以乡村契约的形式出现。其表征意义是，

庙会的仪式虽然是民间的，但庙会在保证自身顺利

进行的同时，也在贯彻落实国家法律的精神；而政

府则通过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仪式，尽可能地

宣传自己的威权制度。二者合力借助庙会这个活

动平台，以乡约标语的方式警示村民教育村民，不

要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否则村民不依，政府不饶。

提醒警示，其实就是在淳化民风。通过庙会，地方

政府和民间组织这两种有可能对立的势力在庙宇

这个地方“互相取得了认可和合作，达到了一定程

度的互惠。”［８］

七宝郎中是一个深受百姓推崇爱戴的地方自

产神灵，七宝大王庙规模之大香火之盛在地方庙宇

中实为罕见，在众多乡村庙宇中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深入挖掘其所蕴含的道德教化功能，对推动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及和谐社会构建无疑具有积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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