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家双庙村海眼民俗

调查报告

季
刊

.劝

O
O
帕

第四期FOLKLORm

张礼敏

STC口一ms

等餐餐

民俗研究

清朝
“

扬州八怪
”

之一的郑板桥有诗云
: “

相思不尽又相思
,

潍水春光处

处迟
。

隔岸桃花三十里
,

鸳鸯庙接柳郎祠
。 ”

(《怀潍县二首送郭伦升归里 )))

这是他
“

去官十载
”

(乾隆 28 年 4 月 )时所作的诗
,

是对在潍县 (今山东省潍

坊市 )任知县时的回忆
。

诗中的
“

鸳鸯庙
”

和
“

柳郎祠
” ,

极有可能就位于现在

的潍坊市寒亭区河滩镇宋家双庙村
。

据《寒亭区志》载
: “

(宋家双庙村 )元代

称仇庄
,

白龙王庙
、

平王庙建成后称双庙
,

后宋人旺
,

改称今名
。 ”

宋家双庙

村是个约有 13 00 人左右的自然村
,

村里大部分人家姓宋
,

只有一个家族姓

张
,

就是我们家
,

现有 21 口人
。

这篇调查报告所采用的 口碑资料主要来 自我

的父亲
,

以及我爷爷的弟弟即我的二爷爷
,

我父亲的四哥即我的四大爷
,

还

有 8 0 岁的村民李淑云 (女 )
。

父亲所提供的资料中有一部分是他所亲见亲历

的
,

还有一些是他听老一辈人说的
。

对于本村的民俗事象
,

我们家无疑最有

发言权
,

因为一直到
“

文化大革命
” ,

我们家都是住在龙王庙西侧的道房里
,

负责管理这些庙宇的
。

庙里奉行道教
,

过去是由这里的道士管理
。

据家谱记

载
,

清朝咸丰末年以前我们家族的姓氏已无从考究
,

斯时迁来此地
,

随原住

于此的道教师傅改为张姓
,

成为这里的道士
,

从而对本村的主要民俗事象有

着较多的了解
。

宋家双庙村离
“

潍水
”

(潍河
,

在今潍坊市境内 )约三十里
,

在村北原有南

北排列的三座庙
:

最北边是
“

柳平王庙
” ,

是供奉
“

唐河平王
”

柳毅 (即古代传

说
“

柳毅传书
”

中的主人公 )的庙宇
,

当地又称为
“

柳郎祠
” ; 中间是

“

龙王庙
” ;

最南边是
“

观世音庙
” 。

判断
“

鸳鸯庙
”

和
“

柳郎祠
”

极有可能在这里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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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海眼及相关地理景观示意图

是整个潍县地界唯有这里存在两

庙一堂并连的景观
。

但将龙王庙和

观世音庙并称
“

鸳鸯庙
” ,

这好像又

有些不妥 ; 而且据说清朝时这里并

不种桃树
,

《寒亭区志》中也没有大

规模种植桃树的记载
,

所以诗中
“

隔岸桃花三十里
”

的景象也还有

待考证
。

龙王庙和平王庙可能是元

代建起来的
。

因为除了宋家双庙村

外
,

还有附近的尹家双庙村也是元

代时名于此 ; 区志中还有元代时道

教在此流行的记载
。

庙堂的原址现

在已完全被毁
,

甚至连遗址也没

有
,

二爷爷和我的父亲对于原来的

庙堂建筑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参

见图 l )
。

在柳郎祠院内
,

建有两排殿

堂
,

正殿都是平王殿
,

主神都是柳

毅
。

一种说法是前排 (南排 )是柳毅的办公室
,

后排 (北排 )是寝室
。 “

唐河平

王神位
”

就供在前排正殿
,

是阳刻金字 ; 门口柱子上刻有对联
: “

朝朝朝朝朝

朝朝
,

长长长长长长长
。 ”

父亲记得前排西侧殿塑有牛魔王像
,

但东侧殿里

塑的是谁的像则忘记了
。

后排西侧殿塑有虎女 (面南立 ) 和土地爷 (面东

立 )
;东侧殿塑有龙女 (面南立 )

。

说后排是寝室可能就来源于龙女虎女罢
。

另一说后排是代表他为官之前的
,

前一排则是代表为官之后的
。

在院子东

侧还有关帝庙的庙堂
,

内有面南并列的周仓
、

关公
、

关平塑像
。

关帝庙北侧

有石碑一块 ; 另外还有两块石碑在院子西墙下
,

南北排列
。

农历 6 月 2 4 是

“

关老爷磨刀杀曹操
”

的日子
,

有庙会
。

来进香的人自带香纸
、

供品
、

金银纸

元宝
,

并集资扎制战马
、

大刀
,

买战袍和靴子等
。

仪式在上午进行
。

进香者在

庙前将贡品一字排开
,

将
“

元宝
” 、

纸等与
“

战马
”
堆放在一起

,

放在贡品南

边
。

准备就绪后
,

众人在贡品北侧西南跪下
,

开始焚香诵经磕头
,

然后点燃
“

战马
”

等
,

同时仍然诵经
,

大意是让关老爷带上盘缠骑上战马去杀曹操
。

在

仪式尾声还要燃放鞭炮
,

祝愿马到成功 (参见图 2)
。

龙王庙在柳平王庙的正南方
,

建在两层台基上
。

龙王庙的规模比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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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王庙前为关老爷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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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的要小
,

平王庙建得比较高大
,

所以在远处看来
,

两座庙的高度是一样

的
。

在龙王庙院里
,

建有多个殿堂
。

正殿为龙王殿
,

内有龙王 (中)
、

二夫 (面

东立
,

手持公文 )
、

秦老 (面西立
,

手持令牌 )三尊造像
,

门口的对联是
: “

龙兵

分左右
,

水将列东西
。 ”

龙王殿西侧的偏殿内有侍女 (面南坐
,

手持印盒 )
、

闪

神
、

风神
、

夜叉 (此三者面东立 ) 四尊塑像
。

东侧偏殿内有侍女 (面南坐 )
、

雷

神
、

早神
、

判官 (此三者面西立 )塑像
,

另外还有麦王娘娘塑像一尊
。

麦王娘

娘掌管小麦收成
,

农历 6 月初 6
,

农民会用新麦做成馒头或包子来报喜 (称

为
“

送新馒头
”

和
“

送新包子
”

)
,

感谢麦王娘娘的保佑
,

民谚曰
“

六月六
,

送新

节
,

婆婆公公乐哈哈
” 。

在院子的西南角还有一个小殿
,

内有土地神 (面南 )
、

小鬼 (面东 ) 和判官 (面西 )三尊塑像 ; 小殿北侧有石碑一块
。

院子东南角是

钟楼
,

内有铁钟一个
,

高约 2
.

5 米
,

底口直径约 1
.

2 米
。

钟楼北侧有石碑两

块
,

南北排列
。

在龙王庙的院墙外西侧
,

建有 3 间道房
,

道士在内居住
。

正对龙王庙的是观世音庙
,

建在比龙王庙低一级的台基上
。

在观世音

庙与龙王庙的山门之间有照壁
。

观音庙门向北开
,

是谓
“

倒坐观音
” 。

内有观

世音 (坐南面北 )
、

红孩 (观音西侧
,

面北立 )
、

鲤鱼精 (观音东侧
,

面北立 )
、

牛

头 (面东立 )马面 (面西立 )
、

送生娘娘 (怀抱小孩
,

面东立 )
、

送生爷爷 (背钱插

子
,

前后各装一个小孩
,

面东立 )
、

眼姑娘娘 (拿花瓶
,

面西立 )
、

斑雀娘娘 (面

西立 )塑像
。

这里的观世音不是坐在莲花台上的
,

而是坐在一只怪兽身上
。

1 13



当地人们称这只怪兽为
“

吼
” ,

说这是最凶狠的怪兽
,

菩萨为了让它不再危害

人间
,

就把它收服
,

并坐在身下
。

我父亲描述说这只怪兽是人面鹿身
,

马足

牛尾
,

头长独角
。

观世音的头上是一只神鸟
,

名叫
“

锦仕 ,’ ( 音 )
。

传说它曾偷

偷离开观音飞到南海
,

啄瞎了一只海龟精的双眼
。

观音说虽然这只海龟精

会危害百姓
,

但是也不该平白地啄瞎它的眼睛
。

后来锦仕下界为岳飞
,

鳖精

化为秦桧
,

故二人一直为敌
。

虽然岳飞是忠臣良将
,

但是由于在神界曾害过

秦桧
,

所以观音菩萨就让秦桧杀岳飞报了仇
。

站在观世音右侧的是红孩儿
,

又叫善财童子
,

传说他一次能吞掉几个村庄的人
,

后来被观音收服 ; 观音左

侧的鲤鱼精
,

又叫汝女
,

一次能吞掉很多渔船
。

眼姑娘娘管治疗眼病 ; 斑雀

娘娘农历 3 月 23 生 日
,

是管治疗雀斑和种痘的
。

提及这里的庙祠建筑以及相关传说
,

莫不与这里的一处咸水泉—
“

海

眼
”

有关
。

据 《潍县志稿
·

疆域
·

泉源》载
: “

咸水泉
,

一名龙神泉
,

在县治东

三十八里宋家双庙庄西河平王庙内
。

… …水出前庭
,

俗呼海眼
。 ” “

海
”

是指

它的水是咸水 ; “
眼

” ,

是因为这里的方言称泉又叫
“

泉眼子
” 。

当地群众也有

称之为
“

池
”

的
。

这一地区多土丘地貌
,

在一个 巧。 平方米左右的土丘上
,

建

了一层台基
,

然后修建了柳郎祠
,

海眼就在柳郎祠院内 (见图 3 )
。

土丘的东
、

南
、

西三面环绕 2
.

5 米左右的深沟
。

海眼为井状
,

口直径约 3 米
,

由十一块青

石围砌 ;深约 8 米
,

有青砖壁
。

正南方的青石表面有半圆形水槽
,

水从这里流

民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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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然后通过山门的门槛从台基流下
,

流进土丘西侧的直径约 10 米的湾

里
。

海眼是一道奇特的自然景观
,

有着不寻常的现象
。

无论旱涝
,

海眼里的

水量从不变化
,

总是那么泪泪而流 ; 流出的水虽然是咸水
,

但是只有水渠和

西侧水湾周围有土地盐碱化的现象
。

按一般来说
,

海眼里的水流了这么多

年 (虽然没有考证到较确切的年代
,

但是从各方面来讲应该至少有几百年

了 )
,

其周围应该有严重的盐碱现象才是
。

咸水是农业生产的大敌
,

而这样

的轻度的盐碱没有对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不良影响
,

也就使农民们对

这一股没有危害的咸水产生 了敬畏与亲和混杂的情感
,

认为这是神的赐

予
。

这种感情更由于其它的
“

神奇
”

现象而加深
。

海眼里的水春天呈现蔚蓝

色
,

夏天则是深蓝色 ;初秋时水无色且清澈透明
,

可 以看到水底的小铁窗 (水

从这里冒上来 ) 和很多铜钱 (善男信女为祈祷上天而投掷 ) ; 深秋
、

初冬有时

会出现粉红色
,

其它时间是海蓝色
。

美丽而多变的池水曾是当地一道小有

名气的自然景观
。

重要的是冬天
,

如果那一侧的水面有薄冰 (咸水应该不封

冻 )
,

那么它所指示的方向来年就会有大 丰收
。

这是农民的生产经验
,

显然

对农业生产很有帮助
,

一方面可以为好收成做好储存的准备
,

另一方面可 以

提醒其它地方的人们注意防灾
。

另外
,

据说掉进海眼里的人都不会淹死
。

1 9 6 8 年曾经有一位姑娘落水
,

人们正要找水性好的人潜水救人
,

姑娘却又

自己浮上来了
。

事后她说感觉好像有人在背后托着她
。

这使人们对传说中

的
“

海眼不会淹死人
”

更确信了
。

海眼所具有的诸多不寻常的兆象
,

以及客观上有利于当地百姓生产生

活的种种功用
,

促使许多民间传说围绕着它编织起来
。

关于海眼
,

有人传说是柳毅的洗脸盆
,

不准在里面洗衣服
、

洗澡
,

更不能

乱扔脏东西 ; 另一说更加完备一些
。

传说柳毅是唐太宗时人
,

状元及第
,

并

且通过为龙女
“

传书
”

一事被龙王招为附马
。

后掌管水利
,

因治理黄河有功

被封为
“

唐河平王
” ,

老百姓称他为柳平王
。

数年后
,

带着妻子龙女
,

离开龙

宫回老家
。

传说他的老家正是宋家双庙东南方向的斤家庄 (姥姥家是南马

埠
,

一说华埠 ;姨家在今潍坊市潍城区樱桃园村 )
。

老龙王走在前
,

可是走错

了方向
,

往西南来到了这里
。

柳平王一行从地下行走
,

平王觉得方向不对
,

出来看看路
。

既然是管水的神
,

从地下行走时总会带着水脉的
。

于是他从地

下出来的地方
,

就形成了泉水 ; 加上他是从海里来的
,

就带来了海水
。

第三

种说法有类似的地方
,

说柳毅随唐太宗一起征伐高丽国时拜为附马
,

后来也

是因治理黄河被封为河平王
。

关于他来到这里
,

则是因为擅自带夫人离开

长安— 也许是有家庭纠纷罢— 于是唐太宗请龙王拦截
。

柳平王情急之

季
刊

第四期FO尸K尸OmR

STCO一ms

等餐答

1 1 5



下( 在地下 )走错了方向
,

来到了宋家 ; 同时龙王在这里截住了他
,

劝其回朝
,

柳毅不从
,

只好作罢
。

乡绅说难得来这里一次
,

就提议为他们建庙宇纪念
,

以后老百姓有什么难处也好求他们解决
,

于是柳毅就留下了海眼一处
。

传

说开始时海眼的水是往北流回渤海的
,

对沿途 70 里的农业生产和生活造成

了不便
,

于是善人们就来烧香
,

求平王把水改道
。

后来平王就在庙西侧做了

一个水湾
,

让海水从这里流回渤海
,

而水湾里的水也是涝不见多旱不见少

的
。

相比之下第二种说法更合理一些
,

能更好地解释咸水和龙王的来历
,

在

柳毅和龙王行走的方向上也更合理— 从这里往北就是渤海
,

他们就是从

北往南走
,

老龙王在前
,

平王在后
。

普遍认可的
“

柳毅传书
”

中的龙王
,

是洞

庭湖里的龙王
,

但是这里的龙王却是北海龙王
,

这就是民间传说的
“

因地制

宜
, ,

罢
。

据父亲听老人说
,

清末时候
,

这里的香火仍很盛
,

管辖着周围的几处庙

堂
。

这里每天都行早朝科式
、

午朝科式
,

几乎每天都有法事活动 ; 周围村子

里的婚丧嫁娶
、

拜干亲等都要来这里
。

后来由于战争等原因香火衰落
,

但是

设施几乎没有遭到破坏
。

即便是日本兵来
,

他们也是在参拜神灵后才人内

搜查
,

然后拜神后再离开
。

倒是周围浓密的树林常被用来埋人
,

有时是埋尸

体
,

有时则是活埋
。

爷爷生前曾跟我父亲说庙前的大路上也曾走过部队
,

也

曾打过仗
,

还死了好多人 ;但是没有打过大仗
,

也从没有伤到庙堂
,

所以这三

座庙一直比较完好地保存到解放
。

战争中
,

爷爷他们曾给革命军队以很大

支持
,

庙堂常被作为后方医院
。

我二爷爷
、

父亲的三个哥哥都是党员
。

解放后
,

破除迷信
,

香火败落 ; 但是拜干亲的还有不少
。

拜千亲是为了

孩子好养活
,

通常是跟孩子多的人家结拜
。

而我们家不仅人丁兴旺
,

而且是

为
“

神
”

服务的
,

因此人们认为跟
“

神
”

家的人结了干亲
,

就跟神有了关系
,

孩

子就更能长命
,

所以解放前后来我们家拜干亲的人很多
。

一般由来拜者准

备贡品和一把系上红绳的新扫帚
,

同放在供桌上
。

在拜干亲的小孩腰里用

红绳系上一枚铜钱
,

从我家里找一个孩子
,

站在对面
。

然后老人 (一般是我

爷爷 )开始诵经— 有专门的经文
,

据四大爷说应该是在《十咒经》里
。

诵经

完毕后
,

两家孩子互赠衣服
,

来拜者给被拜者一些钱
,

无定数
,

但一般是双

数
。

双方还要约好以后逢年过节相互走动的年限
,

短的三年
,

长的则是终生

来往
。

由于社会政治
、

思想等原因
,

道教的宗教色彩逐渐消退
,

呈现出松散的

民间信仰色彩 ; 爷爷的生活内容也从大部分道教活动中淡出
。

平时的法事

民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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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马叉

活动都已停止
,

爷爷一般只是在村民需要时扎纸草
,

以及婚丧仪式时在前

面耍马叉开路
。

在 5 0 年代末
,

我奶奶病重
,

直到 19 64 年去世
。

这一段时间

里爷爷也曾来这里求神拜佛
,

但无济于事
,

从此以后他再也不信神了 ; 我父

亲这一代人也不再信了
。

我的爷爷学艺多年
,

精通武术
、

书法
,

笙
、

管
、

笛
、

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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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庙
,

公社党委来人制止
,

说这是省三级文物
,

结果没拆成
。

19 64 年
,

村里还

出劳力维修了龙王庙的山门口和土地庙
。

19 “ 年
,

在
“

文化大革命
”

的大潮

中
,

龙王庙未能逃脱
,

被彻底拆除
,

台基的土也逐渐被盖房子的人拉走
,

碑石

被用来铺桥
。

父亲说捣毁塑像的时候
,

人们发现每尊塑像的胸腔位置都有一

个直径在七
、

八公分左右的铜镜和如杏大小的银心 (方言中
“

银
”

与
“

仁
”

的读

音是相同的 )
。 “

文革
”

中
,

庙里的一切
“

四旧
”

和有关迷信的物品几乎全部被

毁
,

据父亲回忆说其中包括王冕
、

刘墉
、

郑板桥等人的亲笔牌匾
,

作法事的法

器
、

乐器
、

经卷
、

乐谱
,

以及历代县令前来祈雨后留下的手迹等一大宗
。

现在

家里所剩下的当时的物品只有不多的几件了
:

经卷乐谱二十多本
,

马叉一

柄
,

鼓一个
,

铜瓢一个
,

铜茶盘一个
,

锡制茶壶一个
,

供桌一张
,

石臼一个
,

管

子一对 (见图 4一 7 )
。

19 74 年
,

不知流了多少年的海眼突然停水
。

当时村里有

老人说天下要出大事了 ; 过了两年
,

19 7 6 年
,

毛泽东去世
,

于是又有一些人

暗地里将二者联系起来
,

对当时
“

破除迷信
”

的许多做法颇有微词
。

改革开放后
,

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

政治环境也宽松了
,

每年逢年

过节
,

都有不少人来这里烧香
。

村里人都还没有忘记原来的海眼和神仙庙

堂
,

尤其是老太太们热情更高
。

1 9 9 8 年
,

宋家双庙村和相邻的尹家村的老太

太集资修建了新的平王庙和龙王庙 (见图 8 )
,

并重修了海眼
。

他们曾找我们

家族的人挑头儿
,

说毕竟是庙里的人的后代
,

但是我们家的人却不感兴趣
,

因为都不信这个了
。

老太太们分头在多个村庄搞募捐
,

然后开始兴建
。

他们

的行为得到村民的认可
,

当地政府也没有干涉
,

只是在完工之后
,

派出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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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不许搞封建迷信活动
,

到后来也只是把大门一锁了之
。

当时人们挖海

眼达十米深
,

青砖壁和海眼底部周围的枣木桩都已经找到
,

但却没有发现那

个小铁窗
。

另外还发现了一套动物骨头
,

像是马
,

但却大得多
。

于是人们说

这是龙骨
,

被分散珍藏起来
。

现在的海眼实际上成为靠自来水供水的大水

坑
。

新的柳郎祠是尹家双庙村所建
,

有一排祠堂
,

正殿里是柳毅 (面南 )和两

尊立神 (分别面向东西方向 )
,

西侧殿内有牛魔王 (面南 )
、

略夫和送生娘娘

(面东 )
; 东侧殿内有毛泽东 (面南 )和增福

、

判官
、

路神 (面西 )
,

殿前立碑
,

上

书
“

泽润生民
” 。

柳平王庙有院子
, “

海眼
”

仍在其院内
。

龙王庙是宋家双庙村

所建
,

正殿内有龙王 (面南
,

带两个使女 )
、

二夫 (面东 )和秦老 (面西 ) ;西偏殿

内有麦王娘娘 (面南 )
、

风神和闪神〔面东 ) ; 东偏殿内有观世音 (面南 )
、

雷神

和雨神 (面西 )
。

龙王庙没有院子
,

殿前碑书
“

云涛汇海
” 。

从这一段兴衰之中
,

我们可 以看到民俗 自身的强大的生命力
。

在政治

环境恶劣的条件下
,

许多民俗事象可能会暂时消隐 ; 一旦政治条件允许
,

它

们又会重新出现
。 “

文革
”

前后
,

许多民俗事象作为封建遗毒被革除或明令

禁止
,

有关的民俗物品也被大量毁坏
。

然而民俗作为一种生命意识和生存

方式
,

不是行政命令所能完全控制的
。

只要这种民俗还适应百姓的需要
,

符

合人们的生命意识
,

适应人们的生活方式
,

它就不会轻易消亡
。

一时的行政

命令可能在表面上使某种民俗消失
,

但是它会存在于人们心中
,

甚至绵延几

代人而不绝
。

一旦政治气候变得适宜民俗的生存
,

原先消失的民俗就会以

其旺盛的生命力
,

重新在民间蓬勃生长起来
。

政治对于民俗生活的方方面

面
,

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

是显而易见的
,

关键就在于一个社会怎样正确地发

挥政治的作用
,

引导民俗朝着健康的
、

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方向发展
。

民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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