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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壁村：多元地方信仰的
历史建构与认同

＊

□李　菲

［摘　要］　以山西省介休市龙凤镇张壁村地方信仰的历史结构与日常生活实践为田野对象，尤其关

注其较为独特的可罕祭祀现象。由此 考 察 一 个 黄 土 高 原 村 落 多 族 群、多 历 史、多 信 仰 交 织 对 话 的 动 态 过

程，以及在特定社会情境中，这种独特 的 地 方 信 仰 结 构 如 何 折 射 出 当 地 人 对 于 黄 土 高 原 族 群 互 动 历 史 的

集体记忆、地方叙事与主体认知的实践策略。张壁村个案的讨论将有助于促进黄土文明多元交融与文化

认同议题的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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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历史长河中，往来熙攘的人群在黄土高原这

片土地上烙下了厚重的文化印记，多元民间

信仰的 共 生 与 杂 糅 即 是 一 个 鲜 明 的 特 征。

以地处黄土高原东南部山西省介休市龙凤镇的张壁

村为例，在张壁村方圆约０．１平方公里的古堡内外，

历史上先后修建了大大小小二十余座庙宇，堪称“千

年古村，袖珍 城 堡”。村 中 各 种 信 仰 活 动 的 繁 荣，表

达了村人奉祀神明、祈求 保 佑 的 朴 素 愿 望。而 各 类

型庙的分布、关系以及村人对待 不 同 神 灵 态 度 的 微

妙差异，则喻示着张壁村多元信仰的认同实践，不仅

是历史“真实”的事实呈现，亦在张壁人集体记忆、地

方叙事与实践理性的合谋之下，形 塑 了 社 群 认 同 的

逻辑与边界。在其中，坐 落 于 张 壁 古 堡 南 堡 墙 上 的

可汗庙及其背后浮现的历史谜 团，成 为 考 量 张 壁 地

方信仰与认同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类学视域下嘉绒地区少数民族文学生活研究”（项目编号：１４ＢＺＷ１５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

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１１＆ＺＤ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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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壁村的地方信仰系统

（一）无庙不成村：村与庙的历史关联

张壁 村 位 于 汾 河 流 域 太 原 盆 地 东 南 端，其 东、

北、南三面 均 为 深 切 的 黄 土 沟 壑，南 面 背 倚 绵 山 北

麓，建在一块黄土塬上。在 特 定 的 黄 土 高 原 人 文 地

理环境中，张壁村周边地貌沟壑深切，地势险要。其

“塬”上有壁，依壁建堡，由堡而村 的 过 程，可 谓 黄 土

文明自然 历 史 与 人 文 历 史 层 累 交 织 的 一 个 典 型 案

例。在山西各地，历来有“无 庙 不 成 村”的 说 法。张

壁村以坐拥五大庙宇建筑群和二十余座庙的惊人数

量闻名于世。而不只张壁，这 种 村 与 庙 的 紧 密 关 系

也是周围村落信仰的重要特征。以与张壁村隔沟远

望的东宋壁村和西宋壁村为例，两村与张壁同，均于

黄土塬上据壁建堡，虽村落规模和 壁 垒 形 制 均 远 不

及张壁，也都承袭了“无庙不成村”的传统。

东宋壁村坐 西 朝 东，东 门 外 为 深 沟 峭 壁。堡 墙

北面、南面与西面均已大部分坍塌，只余下东堡门较

为完整。堡的整体空间格局为长方形：东西长，南北

窄。东西堡门为主要出入 通 道，南 北 堡 门 则 在 靠 近

西门的位置，较小。连接东 西 堡 门 的 是 一 条 笔 直 的

“正街”，为堡内通行主干道。“正街”两侧 不 对 称 分

布有“东巷”“西巷”“南 巷”等 五 条 支 巷，均 与 主 巷 形

成“丁字”格局，便于防 御。村 中 有 四 座 庙 宇。三 官

庙，坐落于东堡门上方，供奉三官爷（天、地、水）。西

庙位于西 堡 门 内 正 街 南 侧，现 已 完 全 坍 塌，据 村 民

讲，西庙中主祀三位女神：居中为一位坐在莲花上的

女神，左侧为坐麒麟的女神，右侧女神则不记得是谁

了。出南门半里 地，偏 西 有 娘 娘 庙；出 北 门 半 里，偏

东则有关帝庙。

西宋壁村位 于 这 块 黄 土 塬 的 西 端，堡 外 南、西、

北三面皆为深沟，仅在东 面 与 东 宋 壁 相 通。西 宋 壁

堡墙如今也已基本坍塌，尚存的东 堡 门 要 比 东 宋 壁

的东堡门更为雄伟，东堡门上也有 有 一 座 祭 祀 三 官

大帝（天、地、水）的三官 堂。此 外，堡 北 门 上 有 真 武

庙，北门外百十米处有关 帝 庙；西 门 外 侧 有 龙 神 庙，

出西门南面百十米处有空王庙。

相较于张壁村，东 西 宋 壁 的 村 落 信 仰 结 构 相 对

没有那么复杂，但三者间的共性却 可 揭 示 出 黄 土 高

原区域信仰的某些基本 特 征：其 一，由 于 自 古 以 来，

稀缺的水资源对于村落聚居与世代繁衍的关键性作

用，使得对与水相关的神祇的崇拜 成 为 一 个 较 为 凸

显的特征。三个村落皆有 空 王 庙 与 三 官 庙，龙 神 庙

也具有重要的祈雨功能；其 二，空 王 佛、关 帝 崇 拜 等

区域地方信仰亦较为凸显。

学者甘满堂在 讨 论 福 建 民 间 信 仰 结 构 时，尤 其

关注村与庙的内在关联。他所构建的“村庙”与“村

庙信仰”两个概念，对福建民间信仰的社区性与群体

性特征具 有 相 当 的 解 释 力。［１］值 得 注 意 的 是，以 张

壁、宋壁为代表山西黄土高原聚 落 也 显 现 出 村 与 庙

的内在关联，却由于黄土文明的 内 在 特 性 与 福 建 民

间的村庙格局有着不同的特质。

（二）张壁村多元信仰的历史建构

在黄土高原区 域 中，从 古 代 坞 壁 到 村 落 的 发 展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研究者 们 探 讨 中 国 基 层 社

会变迁的一 个 重 要 环 节。［２］（Ｐ１０５）在 此 过 程 中，“村”非

一日所成，庙自然也非一日所建，张壁村的民间信仰

结构因而显现为一个层累式的历史建构过程。

张壁村宗教祭 祀 建 筑 众 多，已 有 学 者 做 过 相 关

统计：如果不计入正殿耳房里的杂神小庙，现有十五

座庙，如果计算入偏殿 小 庙 则 有 二 十 二 座。除 去 早

年毁掉不知所在的“眼光殿”（供奉眼光娘娘，保护人

们眼睛）外，共计北门 十 座，南 门 十 一 座。如 今 二 十

二座庙中，损毁六座，还 保 存 有 十 六 座，集 中 于 古 堡

北门内外和南 门 内 外。［３］（Ｐ４９）本 考 察 组 根 据 访 谈 和 实

地走访，统计结果有所不同：包括偏殿小庙和祭祀场

所，张壁宗教建筑约为 二 十 四 处。现 将 各 庙 供 奉 神

祇、地点和遗存状况大致归纳如表１：

表１　张壁村庙宇空间分布与遗存情况表

庙 名 主祀神祇 地 点

二郎庙 二郎神 北门门外正对门洞

痘母宫 痘母娘娘
北门外二郎神正殿

二层平台东北角

吕祖阁 吕洞宾 北门熙春门楼顶

三大士殿 观音、文殊、普贤

真武庙 真武大帝 北门青霭门旧门洞上

空王殿 空王佛 保存

西方圣境殿 佛教西方圣境诸佛 南门门洞正上方 至今

可罕庙（正殿） 可 罕

可罕庙 财神庙（东耳房） 武财神 南门内

娘娘庙（西耳房） 子孙娘娘 龙街西侧高台上

关帝庙（正殿） 关公

关帝庙 虸蚄庙（东耳房） 蝗虫 南门外正对堡门

山神庙（西耳房） 山神

魁星楼
（文昌阁） 文昌君、魁星

南门内龙街西侧
高台上可汗庙东南

曾移至村
外，后迁
回重建

天地堂 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 北门内龙街东侧

原水井处
均设天地
堂，现已

废弃
如来殿（正殿） 如 来

兴隆寺 姑嫂殿（东耳房） 金家姑嫂 北门内龙街西侧 庙址

阎王殿（西耳房） 阎 王 尚在

地藏殿 地藏菩萨
北门二郎庙

西南角三大士
殿背后

已无
神祇

龙神庙 龙神 南门关帝庙东院

观音堂 千手观音 南门关帝庙东院

眼光殿 眼光娘娘 不详

龙王庙 龙王 堡外 不知所踪

秦王塔 秦王李世民 村外，不详

从建造年代来看，最早修建的是可罕庙，因其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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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古堡最初的高土台上，和城墙的修建年代接近，

据专家考证，建造上限可追溯到唐代，是张壁村修建

最早的一座庙。据关帝庙献殿西侧万历年间一块残

碑记载，兴隆寺原名古刹寺，创建年代可追溯到不晚

于明代隆庆年间，是张壁 村 修 建 的 第 二 座 庙 宇。据

万历年间《创建空王行祠碑》记载，空王殿 落 成 于 明

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但在此之前已有空王寺，大致

可算作是张壁村修建的第三座庙 宇。据《重 修 金 妆

西方圣境碑》记载，西方圣境殿最早不能早于明代嘉

靖三十八年（１５５９）。据《关帝庙重 建 碑 记》记 载，关

帝庙据传修建于明末，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８）重建；二

郎庙至迟建于康熙八年（１７４３）。三大士殿中梁下墨

书“大清康熙三十一年上梁大吉”（１６９２）。真武庙中

梁底面题字显示其建于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年；据《重

建奎楼山门记》记载，地 藏 堂、眼 光 娘 娘 殿、龙 神 殿、

吕祖阁修建于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３］（Ｐ４９～８３）

（三）神祇的地方关联

据各庙碑文记 载 与 当 地 人 讲 述，村 中 各 庙 供 奉

神祇各有来历，建庙缘由也各有说法。乌丙安认为，

中国民间信仰 “万 灵 崇 拜”“多 神 崇 拜”形 成 的 重 要

原因之一 即 是 中 国 民 间 信 仰 的 多 功 利 性 特 征。［４］（Ｐ７）

也就是说，张壁村多庙多神以及一庙多神的现象，反

映出其信仰结构的多元、多层级性，并与村民生活实

践中趋利避害的功利性原则紧密相连。各种神灵与

张壁村地方性关联形成了一个以张壁为核心的多层

级结构。张壁村的多元地方信仰不仅是历史“真实”

的事实呈现，亦体现出张壁人集体记忆、地方叙事与

实践理性的合谋。

从神灵与张壁 的 地 方 性 关 系 来 说，由 内 而 外 大

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圈层：

第一圈层，与 张 壁 本 地 历 史 直 接 相 关。包 括 金

家姑嫂（姑嫂殿）、可罕（可罕庙）、秦王李世民（秦 王

塔）、眼光娘娘（眼光殿）、痘母娘娘（痘母宫）、虸蚄神

（虸蚄庙）、山神（山神庙）等；

这些祭祀对象，或直接是本地人，如金家姑嫂为

张壁村四大姓之金家人。关 于 姑 嫂 殿 的 来 历，村 民

张勣举回忆如下：

本地姓靳的一个媳妇。她喜欢念经拜佛。有一

天在家里做家务活，用箅子箅豆。小姑就问嫂嫂，一

天（到晚）在念什么经。嫂嫂就说“箅豆吃豆”。小姑

听了也每天在那念“箅豆吃豆”。念来念去，（姑嫂两

人）很诚心，慢慢就有了灵感了。到了（两人）预知时

至的时候，小姑和嫂嫂就都走到兴龙寺的庙里，坐化

得道了。小姑居 上 位，嫂 嫂 居 下 位。后 来 的 人 就 修

了姑嫂殿。就这么个事情。

或与本地特 定 历 史 相 关，如 可 罕，有 刘 武 周、斛

律氏等多种说法，均被认为与张壁 古 堡 的 修 建 直 接

相关；再如秦王，传说秦 王 李 世 民 曾 征 战 至 此 地；此

外，眼光娘娘、痘母娘娘 与 虸 蚄 神 的 崇 拜，很 可 能 反

映了本地 曾 在 历 史 上 发 生 过 特 定 流 行 性 疾 病 或 灾

害，为其社会性应对的反应和历史记忆留存。

第二圈 层，与 山 西 历 史 相 关。如 吕 洞 宾（吕 祖

阁），传说为山西芮城人，关羽（关帝庙）是 山 西 解 县

人，空王佛（空王行祠），俗名田 志 超，虽 为 陕 西 凤 翔

人，但在绵山成佛。

第三圈层，与处 黄 土 高 原 村 落 的 人 文 地 理 环 境

相关。如二郎神（二郎庙）、龙神（龙神庙）、龙 王（龙

王庙）的崇拜，与黄土聚落人们生产生活对于水的功

利性需求有着紧密联系。

第四圈层，一般性神祇。如千手观音（观音堂）、

地藏王（地藏殿）、真武大帝（真武庙）等表中其 他 神

祇，为中国各地民间信仰中普遍出现的神祇，多来源

于佛教、道教等影响较大的制度化宗教。

张壁村是黄土 高 原 典 型 的 多 族 群 迁 徙、交 融 过

程所造就的移民村落。上述地方信仰的形成受到多

重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一方面 反 映 出 村 落 形 成 过

程中，张壁人对地方历史的记忆、表述和参与地方历

史过程的实践与再造作用；另一 方 面 也 反 映 出 张 壁

作为地方，在更大范围内与黄土 区 域 文 化 不 断 地 发

生着互动与整合。

从某种意义上 讲，山 西 黄 土 高 原 区 域 和 福 建 沿

海区域有着内在的相似性，都是 历 史 上 中 原 地 区 汉

文化与边缘地区非汉文化发生 对 抗 与 交 互，最 终 形

成多族群迁徙、融合的移民社会。不同的是，福建的

村落以特定“村庙”中具有鲜明地方色 彩，与 当 地 村

民有渊源关系的“社区神”为祭祀对象，以“村庙”为

地缘性社群认同标定了核心并划出了边界。而考察

组所见以张壁、宋壁为代表的黄土高原村落，村中庙

宇皆多，本地关联神灵也在其间，却并未对某间庙宇

特别强调，从而未在众多庙宇中凸显某特 定“村 庙”

的核心地位。或许，对于高墙坚壁的黄土聚落而言，

无须借助其他符号，堡、屯、壁、寨本身的存在就已是

对“边界”最为强烈的提示，反而是以多 元 信 仰 的 并

置与杂糅，体现了黄土文明内在的互动、包容能力。

二、地方信仰的实践理性：

以可罕庙为例

（一）张壁有座可罕 庙：黄 土 文 明 区 域 的 可 罕 祭

祀现象

在《张壁古堡的历史 考 察》一 书 中，李 书 吉 将 可

罕庙视为 鉴 定 张 壁 古 堡 始 建 时 代 的 一 个 重 要 突 破

口。据其课题组 考 察 发 现，至 清 代，全 国 在 秦、晋 二

省保存可汗庙六处，山西有五处，分别位于晋中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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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灵石、孝义和 吕 梁 市 的 中 阳 县。同 时，该 课 题 组

实地考察得知，高台上建 庙，庙 院 为 四 合 院，个 别 庙

院有钟鼓 楼 和 中 越 楼，是 可 罕 庙 的 基 本 格 局 特 征。

其中灵石乔家山可罕庙匾额为“可汗商山”，灵 石 县

英武乡平泉村可罕庙称“龙天可汗庙”，吕 梁 中 阳 县

可罕庙称“尅罕龙王庙”等。雍正《孝义县 志》记 载，

县西南马邑村有“可汗龙王庙”。［２］（Ｐ９１～９７）

李书吉的研究结论称：在吕梁、太岳两山之间分

布的可汗庙，都处于北魏以来防止 胡 族 入 侵 的 重 要

防区内。这些可汗庙的所 在 之 地，应 当 是 东 魏 北 齐

的主要驻军之地。而其核 心 的 指 挥 部，应 当 就 在 南

朔州所在地的张壁。其统领者应为东魏北齐政权中

家族最为显赫的斛律氏。［２］（Ｐ９８）

至于张壁可罕祠内供奉“可 罕”为 谁，目 前 有 以

下几种主流意见。

其一，村民口传记忆中，可汗为刘武周。在访谈

中，我们接触到的访谈对象皆称张 壁 村 人 耳 口 相 传

可罕为刘武周。据 村 民 郑 广 根 回 忆１９９６年 重 塑 可

汗庙神像之前，正殿中有 两 尊 塑 像。他 还 记 得 小 时

候所见中间的一尊塑像为坐姿，由 于 坍 塌 残 缺 已 无

法辨认其面貌，而左边一尊则双手 拄 握 钢 鞭 侍 立 于

旁。村中老者曾告诉他说那就是年画中手持钢鞭的

门神尉迟恭。史书上说，在投靠李世民前，尉迟恭曾

效忠叛刘武周。郑广根因 而 认 为，可 汗 庙 中 既 然 是

尉迟恭侍 立 在 侧，那 居 中 坍 塌 的 塑 像 便 是 刘 武 周。

今“可罕王祠”介绍称，“可罕王原系何人 颇 有 争 议，

古堡民间传说是刘武周。刘 武 周 系 河 北 河 间 人，后

移居山西马邑。隋大业十三年（公元６１７年）自立为

王，国号为天兴。曾依附突 厥，被 封 为‘定 杨 可 汗’，

后为李世民所败”。即取此说。其二，介休当地学者

侯清柏等认 为 供 奉 对 象 为 高 欢 及 其“朔 州 军 人”。［５］

其三，亦有推测为初唐时期的突厥 人 突 利 可 汗 什 钵

苾。［６］

这些可汗庙为 古 代 民 族 融 合 的 文 化 遗 存，创 建

时代为唐 代，至 宋 金 元 逐 渐 破 败，逐 步 退 出 民 众 视

野。同时由此推论，张壁泥 包 铁 像 内 部 的 铁 质 塑 像

应同可罕庙的塑像一致，外 包 泥 像 则 为 另 一 人。他

从斛律光因谣言受北齐皇帝高纬猜忌而死的这段历

史出发，联系北方游牧民族有铸金人的传统，认为其

内 包 铁 像 为 斛 律 金 或 斛 律 光，外 塑 泥 像 为 高

欢。［２］（Ｐ９８～１０２，１９２）

（二）可罕祭祀的转换：策略与限度

黄土高原西部 边 缘，甘 肃 省 甘 南 藏 族 自 治 州 临

潭县一带，为古洮州所在，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

过渡地带，历 史 上 是 牧 耕 对 峙、华 夷 交 融 的 锋 线 前

沿，如今则是汉藏回多民 族 杂 居 的 地 区。当 地 民 间

至今仍然保留了对家神“鞑子”的信仰习俗。当地人

口述资料如下：

我们这儿家神 多 得 很，冶 力 关 这 块 儿 的 家 神 主

要是元朝的，有鞑子大郎、鞑子二郎、鞑子三郎、鞑子

四郎、鞑子五郎。元朝鞑子番性大得很，他们统治人

统治得厉害。［７］（Ｐ１５３）

“汉”与“非汉”族群，或言之“我群”与“他群”的

互动与流转，是黄土文 明 永 恒 的 主 题 之 一。从 地 处

黄土高原东南部的千年古村落张壁到高原西北边缘

的古洮州，“番性大得很”的鞑则（鞑子）、可汗（前 述

山西各地可汗庙也俗称鞑则庙）由非汉的“他群”转

化为“我群”乃至“多族群”的祭祀对象，这一现 象 在

黄土文 明 区 域 普 遍 存 在。在 具 体 的 社 会 历 史 情 境

中，探讨这种转换得以发生的实践逻辑，则是将问题

引向深入的重要切入点之一。

由于文献资料 的 缺 失，包 括 张 壁 在 内 的 可 罕 祭

祀的起源已经难以考证。但通过多处遗存碑文的文

本分析可见，在可罕祭祀的转换过程中，至少以下几

种认知逻辑与情境化策略在当地人的信仰实践中发

挥了相应的作用。

其一，“殊不可 考”：通 过 悬 置、虚 化 可 罕 祭 祀 的

起源始末问题，以淡化认同区隔障碍。

如介休张壁《重修可汗庙碑记》：“此村自有可汗

庙，创自何代殊不可考。”吕梁乔家 山“可 汗 商 山”元

代《重修可汗庙碑记》：“但曰可汗而不 能 言 其 始 末，

虽恭之远祖落成、高曾 和、信 重 建，而 亦 不 名 其 所 以

始建之由。”

山西境内 现 存 四 座 可 汗 庙 都 有 修 寺 或 补 建 碑

刻，但碑文中都没有记载供奉对象是谁，祠庙建于何

时，只说初建时代久远。但 碑 文 中 也 明 确 写 到 所 奉

之人是“夷狄之君长”，与“北方之事”相 关。如 乔 家

山碑云：“且言民有忤北方之事 者 则 必 震 怒，怒 之 所

形则不福其人，若然则信有之乎果。”一方面，遗忘的

原因在于事实上最初可罕所属的原祭祀人群迁离此

地，频繁的族群变迁湮没了此段记忆；另一方面，“遗

忘”却不 失 为 一 种 富 于 变 通 性 的 实 践 策 略，悬 置 疑

问，以使后人不去追问可罕究竟是谁，不与具体的历

史人物、历史事件相联系而产生出可不可祭，愿不愿

祭等等疑问。

其二，“莫敢废 也”：进 一 步，依 据 循 例 崇 古 的 原

则，将可罕祭祀予以制度化。

如介休张壁《重修可 汗 庙 碑 记》：“可 罕，夷 狄 之

君长也，生为夷狄君，殁 为 夷 狄 神，夷 狄 之 人 宜 岁 时

荐俎焉。以我中 国 人 祀 之，礼 出 不 经。然 有 其 举 之

莫敢废也。”吕梁乔家山“可汗商山”元代《重 修 可 汗

庙碑记》：“岁 时，相 帅 恳 祷，神 既 下 惠，礼 不 可 旷”。

灵石平 泉“龙 天 可 汗 庙”乾 隆《重 修 龙 天 可 汗 庙 碑

记》：“此庙增修于康熙五十年间，至今已有成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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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其三，“一方之 保 障”：将 可 罕 祭 祀 关 联 民 生，转

化为保障一方的“佑民”之神，使其融入地 方 化 历 史

脉络之中。

一方面，将可罕祭祀进行功能再造，使其与某些

具有特定功效的神灵信仰相结合，从 而 贴 近 人 们 的

生产生活实践，满足人们的功利性信仰需求，与地方

与当地民众发生现实关联。如灵石县英武乡平泉村

“龙天可汗庙”、吕梁中阳县上顶山“尅罕龙王庙”，以

及雍正年间《孝义县志》卷七之《祠祀》中提到的“县

西南邑马村”的“可汗龙王庙”都将可罕名与“龙”“龙

王”相结合。吕梁上顶山尅罕龙王庙康熙年间《重修

上殿山龙王庙碑记》详细阐明：

尅罕龙王翻手云覆手雨，赫赫悬灵，其不是万载

之德矣。众 民 之□□其 不 扬。能 兴 云 致 雨 者 则 祀

之，其德泽及民，佩 服 思 报 也。延 及 于 今，春 祈 秋 报

之祀典诸 民，有 功 德 于 民 者 莫 不 振 举 而 崇 祀 之，曰

“纪工，宗于功作原祀”，正此意也。

李书吉认为，上 述 三 座 可 罕 庙 在 明 代 逐 渐 与 主

为祈雨的龙王庙在信仰功能上发生融合。而唯独张

壁可罕庙仍然传承了原名，追溯由来，大概与张壁地

处绵山山麓，有着独特的“五日一雨，十日一风，旱魃

不为灾，蝗虫不入境”的地理环境小气候有关。［２］（Ｐ１７１）

另一方面，通 过 多 次 庙 宇 重 修、重 建 的 过 程，不

断对可罕庙与地方的关联进行表 述 与 再 表 述，使 可

汗庙存在的历史事实与当地民众的历史记忆在地方

叙事中传承至今，成为镶嵌在地方 时 空 脉 络 中 不 可

分割的一部分。如介休张壁可罕庙《重 修 可 汗 庙 碑

记》：“可汗庙，一方之保障也，庙宇如是，于心安乎？”

灵石乔家山“可汗商山”元代《重修可汗庙碑记》：“庙

宇自金泰和元已成，迨大德地道失宁，栋宇瓦砾殆不

能基，后虽粗完，民情未惬。”吕梁上顶山尅罕龙王庙

康熙年间《重修上殿山龙王庙碑记》：“大 庙 以 安 神，

神以佑民。上殿山，诸山之首也……人心蒸动，钦崇

奉祀，不可胜纪，此因孝邑县西乡刘王里八甲开府等

村有古籍四界相连。上殿 山 尅 罕 龙 王 神 庙，相 传 至

宋代，有敕封为伏煞侯之典，又越数百年至今。”

总而言之，经 过 功 能 化、地 方 化、制 度 化 的 再 造

与转写，可罕庙修建、重建、遗 存 至 今 的 历 史 事 实 和

集体记忆在当地人的信仰结构中 保 留 下 来，得 以 成

为今天黄土高原民间信仰现实图景的一部分。

然而，问题并不止于此。以张壁村来说，在张壁

人的现实生活中，在地方信仰实践 具 体 展 开 的 过 程

之中，这位“殊不可考”的可罕到底占据着 一 个 怎 样

的位置呢？张壁人在心中又是怎样看待这位神秘可

罕的呢？下文将进一步探讨张壁人可罕信仰背后所

隐含的认同问题。

三、张壁地方信仰与族群认同

有学者认为，民 间 信 仰 的 主 要 目 的 不 是 为 了 寻

求精神或灵魂的解脱，也不是为 了 解 决 人 生 的 终 极

关怀问题，而是出于实用功利性的现实利益诉求，希

望通过祈求神灵的保佑来达到祈福禳灾的目的。简

而言之，“有灵必求”“有应必酬”是民间信仰的 普 遍

心态。［８］（Ｐ５～１５）“有 求 必 应”则 是 人 们 在 信 仰 实 践 中 对

神灵灵验力的最高表彰。神灵的法力大小往往影响

到其香火是否旺盛。

那么，可罕庙的香火如何？

（一）灵验与香火：信仰实践的评价维度

访谈记录一①

问：您觉得堡里这么多庙子，哪个香火最旺？

答：关帝庙。

问：可汗庙（的香火）呢？

答：差远了。

问：他跟痘母娘娘比呢？

答：比不上。

问：还比不 上 痘 母 娘 娘 啊？那 可 汗 庙 有 人 去 看

吗？

答：有。（但是）现在的人懂的有几个呀。

问：历年以来，在您的记忆当中，可汗庙的香火

都不如其他的（庙）？

答：不如。

问：远不如吗？

答：对。

……

问：我们拿关帝庙的香火和可汗庙的香火比，您

觉得差异有多大？

答：他（可汗庙）能占关帝庙（香火）的四成。

……

问：那可汗庙的香火和空王祠的比呢？

答：比不上，空王佛的香火大得多了。

问：可汗庙的香 火 是 不 是 所 有 庙 里 面 香 火 最 少

的？

答：就是最少的。

象限研究法和量化分析法是一种人类学研究中

很常见的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 比 如 玛 格 丽 特 所 提

出的“格栅”（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ｇｒｉ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分析法。著名

人类学李亦园先生和乔健先生曾分别使用象限和量

化指标分析法来对台湾的民间宗教活动和中国和印

度民间信仰的神灵系统进行过精彩的分析。［９］（Ｐ２５４～２５９）

① 本访谈 记 录 一、二 均 出 自 李 菲、唐 蒋 云 露 于２０１４年４月４
日访谈张壁村村民贾鸿善老人（男，７８岁）内容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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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借鉴乔健先生的分析方法，根 据 三 个 主 要 的

维度：“灵验度”（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威力度”（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与“亲近 度”（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ｂｌｅ），来 检 验 张 壁 村 众 多 神

灵所具有的特性。［１０］（Ｐ１２１～１４８）

在上述访谈中，张 壁 村 民 记 忆 中 香 火 比 较 旺 盛

的，是那些“威力度”与“灵验度”（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较高

的神灵。比如被认为是香 火 最 旺 的 关 帝 庙，张 壁 当

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余闻香老向余尝言曰，我等遭明末之时，贼寇生

发，寝不安席，附 近 乡 邻 俱 受 侵 凌。遇 有 贼 寇 来 攻，

吾堡壮者奋力抵敌，贼不 能 入。贼 曰：“汝 村 中 赤 面

大汉乘赤马者是何处之兵？”我等曰：“请来神兵剿灭

汝寇也。”……贼自 相 语 曰：“神 兵 相 助，村 中 必 有 善

人。”遂欲退去。……村众曰：“吾乡仰赖关圣帝军保

护平安，理宜建庙祀之。”［３］（Ｐ１５４～１５５）

关公显圣，抵 御 贼 寇 保 张 壁 平 安；空 王 显 圣，为

当地带来旱季稀缺的降雨；吕祖显圣，则为乡民祛疾

去病指点迷津。这些神灵有着较高的威力度和灵验

度，且多能满足与人们生产生活相 关 的 特 定 的 功 利

性需求，故而多受顶礼，香火自然旺盛。与这些神灵

相比，痘母娘娘、金家姑嫂等，相对法力较低，香火不

如前者旺盛。而可罕庙的 香 火，不 仅 远 不 如 关 帝 庙

这样的庙宇，按贾大叔的 说 法，仅 及 关 帝 庙 的 四 成；

而连痘母娘娘等尚且不如。

除了威力度与 灵 验 度 之 外，第 三 个 衡 量 维 度 是

“亲近度”，主要指神灵与张壁人和张壁村 关 联 的 远

近程度。在前文叙及张壁村神灵与地方的圈层关系

时，曾将可罕与金家姑嫂（姑嫂殿）、秦王李 世 民（秦

王塔）、（眼光娘娘）眼光殿、痘母娘娘（痘母宫）、虸蚄

神（虸蚄庙）、山神（山神庙）同归于与张壁地方关 联

最为紧密的第一圈层。这一类祭祀对象，亲近度高，

威力度低，灵 验 度 有 所 差 异，香 火 旺 盛 程 度 有 所 不

同，但都不及前 述 关 帝 庙、空 王 佛 等。具 体 来 看，与

这些祭祀对象的不同属性也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眼光娘娘、痘 母 娘 娘、虸 蚄 神，这 些 小 神 与 张 壁

地方历史上发生的特定灾害有关，有 较 强 的 针 对 性

祭祀目的；张壁地处绵山北麓，山神扮演了地方保护

神的角色，因而都顺理成章地享用乡民供祭的香火。

秦王塔早已淹没村外，金家姑嫂殿 如 今 也 已 不 复 存

在，可罕庙 尚 存 于 南 堡 城 墙 之 上，但 香 火 却 是 最 少

的。至此，当地人对可罕、金家姑嫂和秦王李世民的

身份认 知 成 为 一 个 值 得 注 意 的 问 题。从 亲 近 度 来

看，他们要么就是张壁本地人，如金 家 姑 嫂（相 传 当

年殿中供奉的姑嫂像均为肉身像），要么都与张壁地

方历史有过紧密的交集，如可罕和秦王；而从身份属

性来看，他们都曾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并且在

本质上尚未完成从人到神的神祇身份属性的最终转

换。

张壁可罕庙《重修可 汗 庙 碑 记》云：“可 罕，夷 狄

之君长也，生为夷狄君，殁为夷狄神。”在夷狄人群的

信仰结构中，可罕在身故之后由“夷狄君”转化为“夷

狄神”，发生了“人格”—“神格”的上升。但当张壁地

方族群关系改变后，在张壁村非“夷狄”的四姓村、杂

姓村背景下，“夷狄神”在新的信仰结构、新的社群关

系中，难以继续保持其原有的“神格”，唯有成为一种

介于人／神之间的祭祀对象。

（二）族群认同的多重阈限：内／外、人／神、我／他

可罕庙与曾经存在过的金家姑嫂殿和秦王塔一

样，虽同张壁古堡中其他神灵一样享用着人间香火，

但仔细辨别，却在某种意义上多 了 地 方 特 定 历 史 烙

印的“志”的痕迹，而不全然是神灵的“拜”的意味。

“志”—纪念，与“拜”—祭祀，在民间信仰的功利

性逻辑中，或许有时候 界 限 并 非 如 此 清 晰。对 乡 民

来说，一言以蔽之，都是“敬神”。［１１］（Ｐ６４～６９）但与此同时，

可罕在张壁人心目中是“我”还是“他”的边界则是相

对清晰的。在考察访谈 过 程 中，几 乎 所 有 访 谈 对 象

都明确指出可罕不是“我们”，是外族“鞑 则”。而 对

于如何能容下一个“鞑则”在张壁村存 在，当 地 人 也

有自己的一番说法：

访谈记录二

答：在我们山西省（有一种说法），“八月十五杀鞑则”，可

汗就是鞑则。

问：“八月十五杀鞑则”指的不是（杀）刘武周吧？

答：就是刘武周。

问：谁要来杀他呢？

答：听说那是天意，老百姓买的月饼里面有个字条：八月

十五晚上杀鞑则。张壁的可汗庙就是那个鞑则的庙。

问：谁要杀他呀？

答：老百姓要杀。

问：既然要杀他为什么要给他立个庙呢？

答：对，这就矛盾啊。

问：您觉得是为什么（要给他立个庙）？

答：古时候说那个鞑则为张壁办了好事。别的鞑则害老

百姓，就他不害。

问：那“八月十五杀鞑则”就不杀刘武周？

答：没有杀他。

“鞑则”，在张壁方言中即“鞑子”，在华北地区历

史上长时期用做汉族群对西北“非汉”族 群 的 泛 称。

“八月十五 杀 鞑 靼”是 中 国 广 为 流 传 的 一 则 民 俗 谣

谚。在许多地方，是指发生在元末，刘伯温借中秋节

吃月饼的习俗领导汉族民众起 义 杀 鞑 子，反 抗 外 族

侵略的故事。在上述访 谈 中，张 壁 人 将 古 堡 中 可 罕

庙的来历与“八月十五杀鞑靼”的民间叙事原型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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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来为当地为何保存下这座可罕 庙 的 提 供 解 释 的

理由。

与前文中对黄土高原地区可罕祭祀的转换策略

之讨论相联系，可以看到张壁人对 可 罕 庙 所 持 有 的

一种复 杂 的 认 知 态 度，要 而 言 之，可 归 纳 为 四 个

字———“存而不论”。“存而不论”揭示出可罕祭祀现

象在张壁得以延续的认 知 逻 辑。一 方 面，人 们 对 可

罕来历“殊不可考”的默认与祭祀传统的“莫敢废”，

是可罕庙得以遗存至今的原因；另一方面，可罕庙遗

存这一事 实 反 过 来 又 成 为 当 地 人 解 释 此 现 象 的 前

提———可罕为当地办过好事。民间集体记忆和口头

表述的实用主义逻辑依照朴素的“好”与“坏”的伦理

标准，将鞑则区分为为百姓“办好事”的鞑则和“害百

姓”的鞑则。不管“我群”还是“异族”，唯有符合老百

姓利益的鞑则，方能进入到张壁的庙宇之中。当然，

张壁人也很清楚，即便是好的“鞑则”，仍然 还 是“鞑

则”是“非我”族类。

在可罕庙正 南 方 的 堡 墙 下 方，有 三 孔 窑 洞。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当地人在保护清理窑壁的过程中，在原

千手观音像背后的墙体内，发现了 一 尊 封 存 其 中 的

泥包铁像。此像为 坐 像，高１米 左 右，头 戴 鲜 卑 帽，

胸襟开敞，从外形上看，其 身 份 应 为 北 方 非 汉 民 族。

据村民郑广根介绍，这座泥包铁像 恰 好 位 于 可 罕 庙

正殿可罕像往南延伸的中轴线上，他推测说，如此重

要的位置，如此费心掩藏，很可能所塑的就是可罕庙

中那位可罕的原型。而这 座 异 族 可 罕 的 坐 像，也 正

因为深藏在最早修筑起来的古堡 南 部 建 筑 体 内，才

得以保存下来。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

本文当然无力解答这个谜题，不过，倘若真是如

此的话，深藏在堡墙内“可罕像”倒是一个 相 当 贴 切

的隐喻，为理解张壁人的可罕信仰 提 供 了 一 个 可 能

的出口。堡墙本身是张壁 空 间 建 构 的 边 界 所 在，南

堡墙上的可罕庙和墙体内的泥包铁像正好位于这个

边界之上，隐喻了“可罕”在张壁人认知心 理 上 的 多

重阈限属性———社区内外、我他之间、人神交际的阈

限。

可罕庙既已存在，不妨存而不论。不过，可罕始

终仍是“鞑则”，接受其存在的事实，却不代表张壁人

必须要将他吸纳为“我们”的一 部 分。同 样，未 经 神

灵功能改造的张壁可罕庙，没有延 伸 出 与 龙 王 相 结

合呼风唤雨的功效，也未显现出其 他 方 面 特 定 的 功

效，张壁人拜可罕，只为求一个笼统的“保佑”。可罕

享用着香火，却仍然与关 帝、真 武、吕 祖 有 着 相 当 大

的差异，未能彻底完成由“人格”到“神格”的最终 转

换。

总起来讲，黄 土 文 明 多 族 群、多 信 仰、多 历 史 的

交融过程，并非只有“融而合之”“接而纳之”的唯 一

一种理想化模式与结果，在实践 策 略 上，可 有“存 而

不论”“接而未纳”的多种方式；从构建 模 式 上，可 有

“融而未合”“和而不同”的多种图景。这本身即是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内在复杂性的深刻表达。张壁

可罕庙的案例，不仅在文化事实 层 面 上 揭 示 了 黄 土

文明历史上多族群互动的历史 脉 络 和 当 下 面 貌，也

在文化认同层面上揭示了黄土高原人群认知、记忆、

表述和再造多民族历史的主体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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