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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庙会的社会与文化功能研究——以山西庙会为例 

 

王雅婷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 ，237016） 

 

摘要：中国古代庙会是祭祀和祈福的主要活动场所，承载着当地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记忆。本文主要以山西

庙会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其社会与文化价值。从社会层面看，山西庙会不仅是商品交易的重要场所，促

进了当地经济流通，还为民众提供了社交平台，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在文化层面，庙会上的民间信仰、戏

曲表演、传统手工艺展示等活动，传承着山西地区独特的文化基因，是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生动体现。

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山西庙会也面临传承困境。本文旨在通过对山西庙会的研究，为中国传统庙会的保护

与传承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助力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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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庙会的发展脉络与现状 

中国传统庙会作为承载丰富社会与文化内涵的民俗活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关键

角色。地方性庙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仅担负着商品交流、民众娱乐的突出功能，而且

还承担着地域性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例如地方戏曲、杂技、宗教祭祀等内容的延续，并以

此形成地方特色突出的历史文化记忆。山西庙会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风俗的传承载

体，它不仅保留了传统的祭祀活动，还融合了民间艺术、手工艺展示等多种文化元素。研究

发现，山西庙会融合了经济、社交、文化传承等多元功能，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价值。 

1.1庙会的历史溯源 

庙会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远古时代的宗庙社郊制度，即祭祀祖先和神灵的活动。

远古时期，祭祀是当时重要的文化活动，当时的庙是帝王、贵族祭祀祖先的“宗庙”，为了

求得祖先及神灵的保佑，先民们选择了在宫殿或房舍里通过供奉与祭祀的方式，与之进行对

话。每逢祭祀之日，人们还会演出一些精彩的歌舞，以渲染气氛，取悦神灵，这种为祭祀神

灵而产生的群众集会可以看作是后世民间庙会的雏形。 

随着时代的发展，庙会逐渐演变。在先秦时期，“庙”是祭祀祖先的场所，而“会”则

多指天子与诸侯或诸侯之间的政治活动。因此，严格来说，先秦时期并不存在后世意义上的

庙会文化。但这个时期的祭祀活动，特别是围绕宗庙和社稷的祭祀，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

地位，其对象主要集中于天地与祖先。人们通过献上丰盛的祭品，如牺牲、五谷、果蔬、美

酒等，并依循严格的礼制进行祭祀，以祈求神灵的庇佑和丰收。这些祭祀活动往往伴随着歌

舞、音乐等表演形式，为后世庙会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些祭祀活动不仅是对祖先和神

灵的崇敬，也是社会凝聚力的体现。早期的庙会，可以看作是围绕这些神圣场所发生的群体

性信仰活动。汉代之后，随着道教和佛教的兴起，庙会的内容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色彩，各种

庙会习俗也开始初步形成。在汉代，庙会不仅限于祭祀活动，还开始融入市集、交易活动，

商贩们会在庙会期间摆摊设点，出售各种商品，如食品、手工艺品、日常用品等，吸引了大

量的消费者，因此又被称为“庙市”或“节场”。这一时期的庙会活动通常在寺庙宫观或其

附近定期举行，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参与。庙会活动仍然以祭祀为主要内容，人们通过祭祀来

祈求祖先和神灵的庇佑，随着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兴起，许多庙会逐渐成为祭鬼神的场所，还

常用来敕封、追谥有贡献的英雄人物。汉代的庙会文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融入新的

元素和形式，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特色的庙会形式。这一时期的庙会活动不仅促进了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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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文化的交流，也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

信仰佛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各种与佛教有关的盛会，在继承前代祭祀与

市集交易融合的基础上，随着佛教的兴盛和佛道两教的竞争，庙会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统治者信仰佛教，大造寺庙，各种与佛教有关的盛会应运而生。这些盛会吸引了大量的民众

参与，商贩们也在庙外或道路两旁摆小摊来赚钱，使得集会更加热闹。庙会活动逐渐形成了

围绕寺庙宫观进行的周期性群体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总的来说，南北朝时期的庙会在

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唐宋时期，庙会活动繁荣起来，不仅保留了宗教祭祀的功能，还融入了更多的世俗元素，

如商贸、娱乐等。庙会成为人们交流、娱乐的重要场所，各种民间艺术表演和手工艺品展示

兴盛一时，在文化娱乐方面，戏剧表演是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各种地方戏曲和杂剧等，

同时戏曲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庙会成为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业贸易于一

体的综合性盛会。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时期的庙会活动得到了官方的重视和管理。政府通

过设立宗教道场、主办法事活动等方式扶持庙会活动，同时也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对庙会活

动进行限制和规范，以确保庙会活动的安全有序进行。明清时期，庙会活动进一步完善，成

为集信仰、商贸、娱乐、旅游、休闲、探亲、会友于一体的民间盛会。庙会不仅在宗教节日

举行，还在春节、元宵节、二月二、三月三等传统节日举行。这一时期的庙会规模宏大，内

容丰富，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参与，同时庙会在这一时期发展也达到了顶峰。现代庙会既保留

了传统的宗教和文化元素，又融入了现代的娱乐和科技元素。许多庙会在保留传统表演的同

时，还增加了现代音乐、舞蹈、灯光秀等表演形式，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我国近现代

庙会研究肇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以我国著名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为主的几位学者于 1925

年对北京妙峰山进行社会民俗研究，并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出版《妙峰山》一书，此书是我

国庙会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主要是对妙峰山庙会的起源问题、组织活动等进行了详尽、系统

的论述。但由于我国此时正处于民族生死存亡之期，令我国庙会研究一直处于停滞期。直到

80 年代，广泛的庙会研究才重新开启，涌现出了许多庙会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是高有鹏的《庙会与中国文化》，本书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了庙会的起源、流变轨迹、特征、

功能、类型、结构框架、原始信仰、民间艺术、中国庙会群基本分布方面。庙会作为一种重

要的文化载体，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不断创新和发展。山西庙会也大致顺着

时代的发展一直传承至今，保留着庙会的基本特征和文化内涵。 

1.2庙会的分布与类型 

中国传统庙会的地域分布广泛，遍布全国各地，不仅限于城市，还遍及乡村，且各具特

色。从地域分布来看，主要有华北地区的北京的地坛庙会、龙潭湖庙会等，这些庙会是春节

期间的重要活动，有仿清祭地表演、各类民间花会等，能让人感受到老北京的文化韵味。天

津的古文化街庙会，民俗文化浓郁，杨柳青木版年画、泥人张彩塑等传统手工艺品在此展示

售卖。河北的娲皇宫庙会，每年农历三月初一至三月十八举行，人们前来祈福、还愿，规模

宏大。华东地区的有南京夫子庙庙会，春节期间张灯结彩，人们可欣赏秦淮灯彩，品尝金陵

小吃。上海龙华庙会在农历三月初三举办，有舞龙舞狮、戏曲表演等，展现江南文化特色。

山东泰山岱庙庙会起源久远，庙会期间香客云集，还有民间艺术表演、传统手工艺展示等。

华南地区有广东佛山祖庙庙会，具有浓厚的岭南文化特色，有舞狮、武术表演、粤剧演出等

活动，以及各种佛山特色美食和手工艺品。华中地区的有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号称“天下

第一陵”，每年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大量游客前来朝拜人文始祖伏羲。湖北武当山庙会，

在农历三月三、九月九等日子举行，香客众多，还有武当武术表演等活动。东北地区的沈阳

皇寺庙会是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庙会之一，有满族秧歌、东北二人转等表演，以及各种东

北美食和特色商品。西南地区有成都武侯祠大庙会，有三国文化主题的展览、演出，如三国

人物巡游、川剧变脸等。云南大理三月街庙会，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至二十一日举行，是白族

人民的传统盛会，有物资交流、赛马、歌舞表演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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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举办时间和活动内容，庙会的类型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祭祀祈福型：以祭祀祖先、

神灵，祈求平安、丰收、子嗣等为主要目的，如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陕西黄帝陵庙会等，

人们通过上香、跪拜、敬献供品等仪式，表达对祖先和神灵的敬意与祈求。文化展示型：重

点展示和传承当地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传统技艺等，如北京厂甸庙会，有各类非遗项目

展示和表演，像剪纸、空竹、京剧等，让人们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商业贸易型：以

商品交易为主要内容，汇聚了各地的特色商品、手工艺品、美食等，如山东淄博周村古商城

庙会，除了有传统的民俗表演外，还有大量的商铺和摊位，售卖各种周村烧饼、丝绸制品等

特色商品。娱乐游艺型：以娱乐活动和游艺项目为主，如北京龙潭庙会，有舞龙舞狮、杂技

表演、猜灯谜等活动，还有各种游乐设施，适合全家一起游玩。以及综合型：融合了祭祀祈

福、文化展示、商业贸易、娱乐游艺等多种功能，如成都武侯祠大庙会等，既能让人们参与

祭祀活动，又能欣赏文化表演、购买特色商品、体验娱乐项目。这些不同类型的庙会活动各

具特色，满足了不同民众的需求。 

二、山西庙会的分布及其社会功能 

山西地区属于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山西的庙会活动分布比较广泛，主要有晋北地区，

代表有平鲁农村的庙会、山西北楼口关帝庙庙会、忻州关于水神信仰的庙会。晋中地区的代

表有平遥县庙会、离石庙会等。晋南地区的代表有山西万荣县荣河镇后土祠庙会、万荣后土

古庙会、山西高平庙会等等。以及晋源区的晋祠庙会等等......通过对山西地区的庙会活动

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该地区乡村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庙会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

系。庙会这一集宗教、祭祀、游乐、艺术、社交、经贸等活动于一体的民俗事务集会，就给

乡村民众提供了一个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平日里的孤立和隔

膜。人们通过在庙会上进行的一系列社会互动，满足了人们社交的需要，促进了人们信息的

增加，也使自己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更是加强了村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2.1经济交流功能及其对地方经济的带动 

庙会经济交流功能显著，对地方经济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庙会作为市集形式之一，汇

聚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等多重功能。庙会期间，庙会经济通过吸引大量游客和

商家参与，他们的涌入带动了当地消费市场的繁荣，促进了商品的买卖和交易，为地方经济

注入了活力，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是城乡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同时，庙会期间的各

种文化活动，如民俗表演、手工艺品展示等，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

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成功的庙会活动还能够提升城市的形象和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前

来旅游，从而进一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庙会活动还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通过

庙会这一平台，不同地区的文化得以相互展示和交流，一些传统的民俗文化也通过庙会的展

示得以保留。 

2.2社会交往功能及产生的凝聚力 

庙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交往功能不仅体现在它能为民众提供

一个聚集、交流的空间，更在于它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社会机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

关系、文化传承以及心理认同。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看，庙会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公共平台，

它打破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基于各种意义上的社会界限。庙会往往以特定的信仰或文化为核

心，吸引具有相同文化背景或信仰的人群参与，在庙会活动中，人们通过共同的仪式、习俗，

强化了对所属社群的认同感。比如，在祭祀庙会中，人们共同参与祭祀仪式，缅怀祖先，传

承家族或地域文化，这种集体行为增强了社群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使集体意识得以巩固和

强化，进而增强了社群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使得不同社会阶层、文化背景和地域的人们能

够在此交流和互动，共同享受庙会文化带来的欢乐。这种跨界的互动不仅促进了信息的流通

和资源的共享，还增强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理解和包容，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同时，庙

会的社会交往功能还体现在其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上。在庙会上，人们通过参与各种仪式、

表演、游戏等活动，不仅能够体验到与庙会相关的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的魅力，人们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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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也实现了文化的传递和再生产。这种文化传承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

它加深了人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庙会的社会交往功能还具有心理调适的

作用。在庙会的欢庆氛围中，人们可以暂时忘却日常生活的烦恼和压力，通过与他人的互动

和共享，获得一种集体的归属感和满足感。这种心理调适作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个体

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庙会的社会交往功能还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社会整合功能。通过庙会这一公共活动，社会成员被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

和社会价值观。这种整合作用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综上所述，

庙会的社会交往功能不仅体现在促进人际交往、文化传承和心理调适等方面，更在于它作为

一种社会机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关系、文化传承以及心理认同。因此庙会的研究对

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以及人类行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2.3社会规范的传承功能 

庙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一个集祭祀、娱乐、商贸于一体的综合

性社会活动，更是一个承载着丰富社会规范与价值观的文化载体。其对于社会规范的传承功

能，体现在深层次的文化认同、行为规范的内化以及社会结构的稳定等多个维度。 

首先，庙会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展示，通过一系列富有象征意义的仪式、表演和习俗，

传递着特定的社会规范与价值观。这些规范与价值观往往与儒家的伦理道德、道家的自然和

谐以及民间的信仰习俗紧密相连，构成了中国社会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庙会常常是一年一

度的特定节日举行的，所以它是个长期内化的过程。在庙会的参与过程中，个体通过亲身体

验和观察学习，逐渐将这些社会规范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从而实现了社会规

范在代际之间的传承。其次，庙会作为一个公共空间，为不同社会阶层、地域和文化背景的

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们通过共同参与庙会的各项活动，形成

了对共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规范的共识。这种共识不仅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也促进了社会规

范的有效实施。同时，庙会中的社会规范还通过口头传承、行为示范等方式，在社会成员之

间形成了相互监督的机制，确保了社会规范的有效执行。再者，庙会作为传统文化的活态传

承，其对于社会规范的传承功能还体现在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包容上。庙会中的各种活动

往往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如宗教、民俗、艺术等，这些文化元素的交融与碰撞，不仅丰富

了社会规范的内涵，也促进了社会成员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这种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

包容，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多元的社会环境。此外，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庙会作

为传统社会的基层组织形式，其对于社会规范的传承功能还体现在对社会结构的稳定和维护

上。庙会中的社会规范往往与当地的社区治理、家族制度、民间信仰等紧密相连，共同构成

了传统社会的秩序基础。这些规范通过庙会的传承和弘扬，不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谐，也

为现代社会的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庙会的社会规范功能不可小觑，其通过深层次

的文化认同、行为规范的内化以及社会结构的稳定等多个维度，实现了社会规范在代际之间

的传承与发展，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山西庙会的文化内涵 

3.1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 

庙会中的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相互交融又各有特点，共同构成了丰富的庙会文化内涵。民间

信仰是庙会活动的核心内容，信仰的产生与民众的需求息息相关，是民众自愿、自发而形成

的一种原始崇拜。信仰作为民众精神寄托的方式，影响着民众的思维、社会关系、实践活动，

对它的研究有利于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风貌。山西庙会中所存在的民间信仰主要包括自

然崇拜，许多庙会源于对自然现象和自然物的崇拜。如大同天镇县左家屯六月初六的龙王庙

会，人们通过祭祀龙王，祈求风调雨顺、避免洪涝干旱等灾害。有祖先崇拜，部分庙会与祭

祀祖先相关。如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庙会，很多人前来寻根祭祖，通过祭拜祖先牌位、举行

祭祀仪式等，表达对祖先的追思和感恩，维系家族情感，传承家族文化。还有英雄崇拜，人

们会在与英雄人物相关的庙会上表达敬仰。如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会，这所关帝庙是中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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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始建最早、规模最大、档次最高、保存最全的关帝庙宇，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

素有“华北第一庙”之称。每年农历正月十三，解州关帝庙都会举行盛大的庙会活动，吸引

着无数游客前来朝拜，关羽以忠义、勇猛的形象备受推崇，人们祭拜关羽弘扬他的忠义精神，

表达对关羽的敬仰之情。 

关于宗教文化，庙会文化主要渗透着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一些其他的宗教文化。在

佛教寺庙举办的庙会中，有众多佛教元素。如诵经、禅修等佛事活动，信众通过参与这些活

动，祈求消除业障、获得福报。寺庙还会展示佛教艺术，如佛像、壁画、唐卡等，传播佛教

的教义和故事。道教庙会常以道教宫观为载体，举行斋醮科仪等仪式，道士们通过诵经、礼

拜、奏乐等形式，与神灵沟通，为信众祈福禳灾。庙会上还会传播道教的养生理念、符咒法

术等文化内容，展示道教的法器、服饰等。除了佛教和道教，一些地区的庙会还融合了其他

宗教文化。如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庙会可能会体现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宗教的特色，

这些庙会上会有独特的宗教仪式、服饰和习俗等展示。 

3.2民间艺术与表演文化 

庙会中的民间艺术与表演，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在文

化传播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庙会作为一个集宗教、商贸、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活动，为

民间艺术与表演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展示舞台。在这里，各种民间艺术如剪纸、泥塑、皮影戏

等得以生动展现，而舞龙舞狮、戏曲、杂耍等表演艺术也竞相上演。这些民间艺术与表演，

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通过庙会这一平台，实现了跨地域、跨文化的传播

与交流。庙会中的民间艺术与表演，通过口传心授、现场演示等方式，实现了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许多民间艺术技艺和表演形式，在庙会的代代相传中得以保存和延续。同时，庙会也

为民间艺人和表演者提供了展示才华、交流技艺的机会，促进了民间艺术与表演的创新与发

展。同时庙会作为一个公共聚集场所，吸引了大量游客和民众参与，为民间艺术与表演的传

播提供了广泛的受众基础。游客们在观赏和参与庙会活动的过程中，不仅能够领略到民间艺

术与表演的独特魅力，还能够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这种文化传播方式，

不仅增强了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随着时代

的发展，现代社会庙会中的民间艺术与表演，还通过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实现了文化的创新

传播。例如，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将庙会中的民间艺术与表演进行数字化记录和展示，

使得更多人能够跨越时空限制，随时随地了解和欣赏这些传统文化瑰宝。 

庙会中的民间艺术与表演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不仅是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活态传播的重要载体；不仅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广泛的受众基础，也

实现了文化的创新传播。庙会中的民间艺术与表演，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增强了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动了文

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3.3民俗风情与文化传承 

民俗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精神文明的象征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民

俗文化往往不会以原生态延续，会出现动态的变化过程。庙会作为民俗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

形式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对它的研究有利于了解一个区域民众的民俗生活文化

及相关问题，有利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内涵以及地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而庙会的核

心内容在于信仰，信仰的研究也是了解文化的途径，不论何种信仰都会或多或少影响着民众

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对信仰的研究不仅是对庙会的整体的把握，更是有利于解读民众整体生

活风貌。庙会来自民间，贴近民众，尤其戏曲演出，更是村民所喜闻乐见的。而庙会与民众

的紧密关系，也就意味着对庙会民俗文化的研究成为必然。同时庙会中的主要文化活动是娱

神展演，它为民间艺术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平台，对于民间艺术这些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有着重

要作用。例如龙王庙会、岱岳殿庙会，既是娱神娱人的一场盛会，也是乡土文化代代相传的

载体，让人们在领略戏曲故事悲喜，享受文化盛宴的同时，又润物无声地接纳了传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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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寓教于乐，使乡土文化得以传承。 

庙会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通过举办各种传统仪式、祭祀活动以及展示民间艺术等方式，

将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在庙会上，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古老的祭祀仪式、传统戏曲表演以及民

间故事讲述等，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人们能够更深入地

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从而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庙会中的民俗风情与

文化传承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民俗风情的展示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为文化传承

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文化传承的深入进行也促进了民俗风情的丰

富和发展，使得地方特色文化得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此外，庙会中的民俗风情与文化传承

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庙会作为一个公共活动空间，为民众提供了交流互动的机会，促进

了社区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的形成。同时，庙会中的文化传承也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文

化自信、推动文化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总之，庙会中的民俗风情与文化传承是紧密相

连的。它们不仅展示了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代代相传。在未来的发展

中，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庙会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通过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等方式，

让庙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四、山西庙会面临的挑战与传承策略 

4.1山西庙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冲击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一些传统文化收到不小的冲击，现代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发展

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人们生活方式也发生变化。随着近代科学发展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

高，拜神祭祖观念逐渐淡化，大众参与庙会的积极性减小，因此一些传统的庙会已经不复存

在。山西庙会的主要阵地还是在农村，农村人口减少，经济发展活力小所以很多庙会的规模

也大大缩小，缺乏有效的规划和组织。其次随着现代化商场、娱乐场所的建立，以及互联网

购物的兴起，庙会的贸易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同时城市扩张使得大量古老的传统建

筑被拆除，庙会的举办场所也受到一定影响。并且在工业化生产的冲击下，一些传统手工艺

的市场逐渐萎缩，需求逐渐下降，影响了庙会的文化展示。加之城市化带来的生活方式转变，

使得一些民俗文化活动逐渐被淡化，庙会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也随之大大下降。山西庙会迄今

为止保留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但它面临的以上种种冲击也客观存在，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些

阻碍，才能找到更好的应对之法，才能在适应时代潮流的过程中把好的、有代表性的山西传

统庙会保留下来并予以传承。 

4.2庙会的传承与发展策略 

了解了山西庙会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我们就知晓了应当怎样保护庙会发展，我们可以

结合实际制定一些具体的传承方案。以下是笔者结合现在山西庙会的实际发展情况所给出的

一些传承与发展的具体策略，在策略方面，策划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活动，比如文艺演出、民

俗展示、手工艺品展销等。同时结合现代元素，举办系列文化讲座、互动游戏等，还可以邀

请庙会的突出传承人，请他们现场表演和传授技艺。在宣传推广方面，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宣

传，比如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发布信息、海报和视频来吸引游客和大众的视线，吸引潜

在参与者。利用传统媒体广告、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发布广告和新闻报道，在庙会期间

进行报道。还要进行资源整合和非遗资源开发双重手段，包括晋剧、莲花落、锣鼓、秧歌等

开发旅游产品，发掘老艺人，以“寻找传承人”形式鼓励游客积极参与。在产品创新方面，

设计特色庙会文化相关的商品、传统手工艺品、名优特产等，融合经典与创新利用传统手工

艺塑造现代庙会的文化形象。在基础设施方面，优化环境与服务，进行环境卫生管理，确保

活动场地整洁舒适，设置投诉处理中心，及时解决游客和商贩投诉问题，设置便捷票务服务，

在线购票平台、旅游 APP 等推广庙会活动。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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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庙会作为中国北方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之一，其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在当代社会

中愈发凸显。通过对山西庙会的深入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传统民俗活动在现代社

会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在社会功能层面，山西庙会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社交平台。

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而庙会这种集祭祀、商

贸、娱乐于一体的活动形式，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公共空间。在这里，不同年龄、职业、

背景的人们得以相聚，共同参与各种民俗活动，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方式有效缓解了现代社会

的疏离感，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在文化传承方面，山西庙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庙会中

蕴含的民间信仰、传统技艺、地方戏曲等文化元素，通过代际传承得以延续。特别是在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庙会为这些传统文化的展示与传播提供了重要平台。

通过庙会活动，年轻一代得以直观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增强文化认同感。值得注意的

是，山西庙会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创新与调适。现代科技元素的融入、活

动形式的多样化、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都使庙会焕发出新的生机。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有机

结合，不仅丰富了庙会的内容，也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展望未来，山西庙会的

发展需要在保护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要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另

一方面要顺应时代发展，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和传播途径。只有这样，山西庙会才能在现代社

会中继续发挥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山西庙会的存续与发展，不仅关乎一个地方的文化传承，更是中华文明延续性的重要体

现。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活动，为我们提供了思考传统文化现代

转型的重要样本。通过对山西庙会的持续关注与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在现代

社会中的生命力，为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1]梁肇唐,李政行主编;.山西庙会[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 

[2]王兆祥,刘文智著;.中国古代的庙会[M].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 

[3]高有鹏著;.中国庙会文化[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4]张士闪, 著.中国艺术民俗学[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5]赵新平 ;.新时期山西乡村庙会探微——以忻州地区为例 [J].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

版),2010(02):69-73. 

[6]加俊;葛琛佳;.后土祠传统庙会的原始性与功能分析——对山西万荣县荣河镇后土祠庙会的民俗考察

[J].运城学院学报,2007(01):28-31. 

[7]薛卫荣;.山西芮城县民间庙会及社会功能探析[J].新西部(下半月),2009(12):154-155. 

[8]侯丽霞;.当代山西河津庙会初探[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5):45-48. 

[9]赵淑清;.新时期庙会中的水神信仰状况研究——以山西忻州为例[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4(05):12-15. 

[10]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M].中华书局,1997. 

[11]晋城市地方志丛书[M].海潮出版社,1995. 

[12]段友文, 著.黄河中下游家族村落民俗与社会现代化[M].中华书局,2007. 

 



                                     http://www.sinoss.net 

 - 8 - 

 

A Study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emple Fairs: A Case Analysis of Shanxi Temple Fairs 

 

Wang Yat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nxi University, Shanxi,Taiyuan, 237016) 

 

Abstract：Ancient Chinese temple fairs were the main venues for worship and prayer, carrying the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al memory of the local area. This article mainly takes the temple fairs in Shanx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deeply analyzes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s.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the temple fairs in Shanxi are not only important places for commodity trading, promoting local economic 

circulation, but also provide a social platform for the people, enhancing community cohesion.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activities such as folk beliefs, opera performances, and traditional handicraft 

displays at the temple fairs carry the unique cultural genes of the Shanxi region and are a vivid 

manifest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e.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temple fairs in Shanxi also face the dilemma of inheritance.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temple 

fairs in China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temple fairs in Shanxi,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emple Fair;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Cultural inherit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