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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明代嘉靖《兴化县志》中载：“夫祀，国之
大典也，报功以兴义，崇德以备礼，景贤以厚
俗。”

对自然、神灵、圣贤的信奉和崇拜，可以
说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在古代，生产力水
平低下，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薄弱，对天地
万物心存敬畏，于是祭祀之风盛行。万物有
灵形成多神崇拜，也使人们的祭祀对象繁
多。就兴化而言，除了对天地君亲师及各类
鬼神崇拜外，有几类崇拜格外突出。如自然
崇拜、英雄崇拜以及祖先崇拜，都有着鲜明
的地方性烙印。我们这篇文章就谈谈兴化的
自然崇拜。

一、水崇拜

兴化四围皆水，人们生产生活的一切都
与水相关，水崇拜在兴化就特别的突出。在
大泽茫茫的古代兴化，水充满了神秘。先人
们对水既充满了感恩，也充满了敬畏。上善
若水，水善利万物，但骇人的水患也是水乡
百姓延续千年的痛。翻看《兴化县志》《兴化市
志》，“大水，漕堤决”“高邮漕堤决20余处，兴
化水涨丈余，舟行市中，漂没人民不计其数”

“风雨交加，海潮暴涨，各场悉被潮淹，溺死男
女近5万口，漂没房屋、牲畜无数”“运河堤
决，水势汹猛，一昼夜即抵范公堤。县城内水
深数尺，漂没人民及房屋无数”“大雨，高邮
五坝齐开，兴化城内积水2丈余，可乘舟入
市”“六月二十七日，启车逻坝，二十八日启
南关坝，兴化东乡8圩先后被冲破，农田舍被
淹殆尽，人畜溺毙无数”等记载不绝于书，令
人触目惊心！在可怕的洪涝灾害和浩淼的湖
海面前，生命如同草芥，人类如此微渺。人们
在对自然灾害无奈无力对付时往往把祈求
投向神灵，希望借助神力保护自己。经历了
从对水的原始崇拜到对水的人格化神祇的
崇敬的过程，在兴化，几千年的水崇拜化成
了对水物质（人格化的神）和治水英雄的双
重崇拜。这种文化取向表现在：

1.对玄武的崇拜。玄武，亦称真武。玄武
大帝是道教中职掌北方天界的天神。北方为
水，因此玄武的原形为龟蛇，是水神的化身。
兴化先人一般认为玄武是古代治水英雄繇
的化身。兴化最早的道观——玉虚观主奉的
神祇便是玄武。北城上筑有玄武灵台，宋时
因避赵公明（赵玄朗）之讳，又称元武灵台。今
天玄武灵台所在的拱极台公园门口就塑有
玄武的造像。紧邻东岳庙的四圣观奉天蓬、
天猷、翊圣、佑圣，其中佑圣即为玄武。此外，
北城外上官河入口处建有玄武庙，市河长安
桥南建有佑圣观，吴公湖畔有玄（真）武庙，戴
家泽有表示北方玄武七星的七星庙，等等。

2.对三官的崇拜。“三官”即天、地、水三

官。或云即尧、舜、禹等上古明君及治水英雄。
在水患频仍的水乡，人们祈求天官赐福，地
官赦罪，水官解厄。尤其对水官的诉求尤为
迫切。于是，唐代的兴化便出现了主祀三官
的道观——安丰三奶奶庙。安丰奶奶庙在供
奉天、地、水三官的同时，主奉三官的母亲，即
龙王的三个女儿，被称为“三奶奶”。明代以
来，兴化城乡各地多设三官堂、三官殿或三
官庙，并且有民间的三官庙会。如明初洪武
二年（1369），邑中名士周润倡建三官堂于南
城外闸桥北侧，祀奉天、地、水三官。到天启中
（1621-1627），为增其规模，移三官堂重建于
闸桥以南。信众如潮，香火不绝。今旧城改造，
原址不存。城南十里南官河畔，唐代即建有
长亭，为迎来送往之所。千年以来，南官河上，
舻舳相连，白帆点点；十里亭畔，景美如画，人
烟稠密。东十里三官庙会延续数百年不绝，
并联盟昭阳镇近郊的冷家、王家、居家、北山、
南山、袁家、城堡、高垛、五岳、张扬、西五里、
西十里、东十里等十三庄舍，规模不断扩大，
参与者日益增多，蔚为大观，成一方之胜览。

3.对妈祖的崇拜。历史上的兴化东濒黄
海，为海滨县城，出海捕捞、场灶煮盐都离不
开大海，海上平安成了牵心挂肚的大事，故
建妈祖庙以求海运平安。妈祖的原型系北宋
兴化军莆田县（今福建莆田市）湄州岛上的
林默娘，她经常抢救海上遇难的航船，28岁
时因救海难而殉世。沿海人民视她为保护海
运的女神，称为“妈祖”。以后历代帝王又不断
加封，称为“天妃”“天后”。兴化的妈祖庙建于
明初洪武年间。初建时名“天妃宫”。到清代雍
正十一年（1733年）因郝玉麟奏称妈祖神明，
功昭清晏，得庇商民，应春秋大祭等语，朝廷
明令“凡有江海处俱受庇护宏施，建立祠宇”，
因而沿江海各州县纷纷建立天妃宫，后于乾
隆五十三年（1788年）颁旨加封“显神赞顺护
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后显母元君”
（简称“天后”）。是年，兴化地方官奉旨翻建扩
大，改“天妃宫”为“天后宫”，内奉衮服冠冕、
珠帘掩面、端坐于金龛内的天后神像，日常
斋供，官府春秋二祭。后来东部濒海各地多
有设天后神像以奉祀的，如安丰三奶奶庙中
亦设妈祖神像。

4.对晏公的崇拜。兴化东临海滨，西有运
河，因海运或漕运所需，而礼敬的水神尚有
建于东城外大街最东端龙舌津边的晏公庙。
明初洪武七年（1374），苏州移民解七二在龙
舌津头靠近大码头处，建立了晏公庙，同时
建有解氏宗祠和松鹤道院。晏公庙亦名老祖
庙，面东，主祀晏公。晏公为元代江西临江府
清江人晏戌仔。平生疾恶如探汤，曾任负责
供应宫廷织锦的文锦局堂长。因病归，登舟
即奄然而逝。从人具棺抵家后，启棺视之，一

无所有，说是
“棺解”成仙。父
老因此立庙祀
之。明洪武初，
晏公被封为显
应平浪侯，随后
又晋封为玉霄
府晏公都督大
元帅，并命有司
祀之。职司平定
风浪，以保障江
河湖海的行船
安全。祀奉晏公，乃取其“平
浪”二字，为此，附祀龙王神像。晏公
神像巨大，头如笆斗，神坛高阔。凡遇风波汹
涛，商贾即行叩投，以图水途安妥，风平浪静，
一路顺遂。

5.对龙的崇拜。龙是传说中可以上天入
水、呼风唤雨的神灵。兴化城乡各地，遍布龙
王庙。龙王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统领水族
的王，能生风雨，兴雷电，职司一方水旱丰歉，
属于四灵之一。古人认为，凡是有水的地方，
无论江河湖海，都有龙王驻守。兴化水网密
布，水域宏阔，诸水潆洄，群流浩荡，恰如神龙
盘桓，吐纳交缠，呈祥瑞之象。水乡人乃临水
筑龙王祠，四时供奉，祁望龙王能消灾解厄，
施瑞降福，保佑一方风调雨顺，水土平安。如
城区东城外有“利泽龙王庙”、海子池南有
龙王行宫、东门泊、南津等处有龙王庵、得胜
湖畔有白龙大王庙，乡村凡湖泽港处多有龙
王庙，也就有了龙王庙会和舞龙的习俗。

6.即使与水关系不大的神祇，到了兴化
也便与水联系起来。如建于明永乐年间的东
岳庙和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关帝庙，其神座之
下皆掘井一口，以之寓意洪水，而神祇坐而
镇之。旧时兴化城虽有东岳期会，却无东岳
出巡仪式。因为坐像一被抬起，就“压”不住神
井，就会出现洪涝灾害了。在自然的伟力面
前，人需要敬畏。

二、狐仙崇拜

以动物或幻想中的动物作为崇拜对象
的动物崇拜，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所
建立起来的一种感情的表现，也是自然崇拜
之一。《山海经》中，几乎所有的神灵，都被描
写成与动物有关。经过人格化以后，动物便
成了有神灵的物体，为了不触犯神灵，祈求
神灵的保佑，便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动物崇拜
活动。

在兴化，对狐狸的崇拜格外特出。
狐狸为民间五大家仙“狐、黄、白、柳、

灰”之首。
狐仙指狐狸。黄仙指黄鼠狼黄鼬，一般

称为黄半仙、黄皮子。人们认为黄鼠狼具有
能变化成人的能力，同时还能蛊惑人心。白
仙是刺猬。代表着财运。传说中的“白仙”的形
象一直是一个老婆婆，所以也把“白仙”叫“白
奶奶或者白老太太”。柳仙指蛇，被视为“家庭

的保护神”，所以有俗话说“不打进家蛇”。
灰仙则指老鼠，因其繁殖力强，喻子裔旺
盛。

狐仙是“五大家仙”中法力最为
深厚的一个，也是最聪明的一个，被
视为天地之灵，享有香火之供由来

已久。早在《山海经》中就有“青
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的
记载。相传大禹娶的涂山氏便
是九尾白狐。远在先秦时期，狐
就被看作是瑞兽。“太平则出而
瑞也”。还被看成是德兽。狐死
时头正对出生的山丘，《礼记》
把“狐死正丘首”作为不忘其本
的典范。同时，狐狸在我国一直
有着非常神秘的色彩，相传狐
能修炼成精，幻化变形，惑人害
人，又有令人惶恐生畏的地方。
从《封神榜》里的妲己到《聊斋》
中的婴宁、娇娜等，有关狐仙狐

妖的说法数不胜数。
“娇波流慧，细柳生
姿”“容华绝代，笑容
可掬”“荷粉香露，嫣
然而笑，媚丽欲绝”，
这些关于狐女明艳
动人的描写随处可
见。

兴化多湖荡草
地，生长着一种特殊
类型的狐狸——草
狐，还有黄鼬。兴化
人有时将两者混为
一谈，俗称之为“大
仙”“老太爷”，既敬
其有德，更畏其为
祟，由畏而生敬，往
往加以膜拜、供祭，
不希望它降祸或加
灾于己。

兴化一域，多
有楚地巫风之孑遗。
在兴化民间，流传着
许多关于狐仙神奇
灵异的故事和传说。说它尾巴一扫，即可引
火而至。每逢兵燹祸乱来临之前，城区内的

“大仙”们甚至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成群结队
按序越过城墙逃往城外，惹得人心惶惶。相
传有一长者，在自家庭院东南角的水井边打
水浇灌园内花木，不小心踢死了一只幼狐。
是夜，其妻被一阵阵“呜呜，哇……”的叫声
惊醒，捻亮罩灯，举目四顾，悚然一惊：室内窗
外，满屋尽是大大小小的狐仙！翁妪二人吓
得跪伏于床头，叩首不已，祷告曰：幼狐之死，
实为不慎所致，本无意也不敢冲犯狐仙，并
承诺第二天必专行供祭。次日，长者在花园
中摆一方桌，上奉煮鸡蛋、蛋糕及一只熟鸡
等供品，焚香叩拜后，掩门而去。第二天去收
拾时，供品已所剩无几。并专请画师画一“大
仙”全家福的描金神轴供于堂屋家神柜上
方，每月初一、月半都要敬奉香火。

旧时，许多大户人家都供有“大仙”牌位
或画轴，焚香礼拜，奉蛋糕飧之。他们会绘声
绘色地告诉你，他们（尤其是女主人）常常隔
墙听到庭院里传出热闹如家庭生活的嘈杂
声，等打开院门，里面却冥无一人——那是

“大仙”们在聚会呢！其实，兴化旧时一些深宅
大院，多设有花园，栽植花草。草木葳蕤处，人
迹罕至，难免有狐鼬蛇虫之类的动物衍生于
此。人们偶观其影，疑为灵异，故设牌位、画像
或神龛供奉之。兴化县衙东南的李园中，有
一坐南朝北，面阔三间，上下二层的桂花楼，
屋顶正中的木构套叠藻井中就特设有“大仙
龛”。为此，甚至还为大仙专设有行走通道，外
人及家眷不得触犯。细思之，李园主人李小
波经营当铺，恐当铺和库房中贮存之财物遭
老鼠噬咬毁坏，乃供食鼠之“大仙”神龛以销
鼠患，或许这也是其用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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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兴化等你来（组诗三）

○朱建华

金东门的阳光

春风中的金东门
是一棵重生古槐
美妙的传说

刻在每一根树枝上

东边的状元坊
旌表大明宰相李春芳

幽静的家舒巷
海仙悬壶济世长
西首老店上池斋
百年功德经沧桑
野行桥边扬家楼
正午阳光照旧窗

再听那竹巷和油巷
更夫的锣声在回荡

秋风中的金东门
是一只沉甸甸的书箱

每一部书
都记载着往昔的荣光

古韵流沙沟

菩提神树下
古寺僧房

青石老街下
藕甜鱼香
外婆桥旁
俊杰芬芳
绿杨古堤

望不尽北来的盐商
进士牌坊上

皇恩浩荡生紫光
撩人的春夜里
更夫锣声
惊醒那

幽会的鸳鸯

老街深处范公堂

高悬的明镜
折射着公正的阳光

升堂的大鼓
鼓击那正义的声响

替天扬正道
为官福一方

风声雨声入耳时
黎民冷暖挂心上

千年多过客
楚水日月长
青史留几人？

老街深处范公堂

水上森林祝福歌

火红的岁月
人定胜天的年代

以粮为纲
退湖造林
老书记挥手

绘就今天的秀美

斗转星移
沧海桑田
昔日的湖荡

孕育了水上森林
轻舟摇荡心神怡
鸟语花香让人迷

绿水绿地绿叶
财气财运财富
自然的馈赠
苍天的恩赐
祝福的歌声

伴着朝霞飞天边

留住湿地
守好植被
世外桃源

天增岁月人增寿
祈祷的钟声

随着春风在和鸣

春天圆舞曲
○金倜

起初我说是风抚摸新芽
毕竟是春天，阳光迥异于冬日
我又分明听见窗外的栾树

脱掉去冬的叶子
多么滋润，我说应该是流水抚摸

水湄暗红的芦根
变奏的春天谁能跟上她的步伐

俗世的生活像沙尘一样
那么沉重而迷茫

陡然天空倾斜，在遥远的地方
云朵盛开，凤蝶蹁跹

请闭上眼睛感受春日的温暖
大地乘风飞翔

我说嗅到了油菜花特有的香气
旋律打开，磅礴之美缓慢地涌动

二月蓝环绕在脚边
鲜茅针撩拨着游人

曲水流觞，梨花纠缠海棠
每一缕清风都渗进了肋骨
像流水洗涤河底的青荇

和弦之后，时间静卧于休止符上
等到水势趋缓

陶笛吐出最后一个音符
丰腴的平原为春天呈现圣洁的裸裎

相约美好
○倪为荣

许多美好
就如眼前这

含苞的油菜花蕾
那么羞涩宁静
那么干净纯粹
一盏一盏嫩黄
凫在万湾碧水

小蜜蜂是油菜花的
青梅还是竹马
背一捆捆阳光
如约而至

小唢呐言甜语蜜
油菜花的心就糖化
身子骨柔软起来

恋花彩蝶从宋词起飞
穿越时空

为春天起伏的胸襟
别上双双蝴蝶结

而那位
年年来此拍照的老人

蹲着俯着仰着
花影鸟鸣摄入镜头

柳色揣怀
生成美篇

把春天快递远方
将枯萎往事从底片删除

心中的油菜花盛
忘却了晚之将至
夕阳走过西栈桥

铺路、架桥
○平友健

张开皲裂的手掌
抬起黎黑的脸庞
拉着粗壮的纤绳
拖着沉重的车辆
踩着乌黑的土地
迎着金色的太阳

你们：
铺路、架桥

身穿沾着泥污的迷彩服
头戴落满尘埃的安全帽

行走在荒郊野外
穿梭在崇山峻岭

你们：
铺路、架桥

春天，迎着肆虐的风沙
夏天，扛着炎炎的烈日
秋天，冒着绵绵的细雨
冬天，顶着凛冽的寒风

你们：
铺路、架桥

看到劳作的你们
我望见了列宾的纤夫、罗立中的父亲

沉默、坚韧而又顽强

双手攒出了孩子大学的费用
双肩托起了家庭的幸福和希望
把血肉之躯架成钢筋铁桥

天堑变通途
用汗珠和苦水铺就金光大道

公路通四方
你们，民族的担当、国家的脊梁
你们，比大地深沉、比太阳光芒

三月简史
○王才干

三月
是烟是雨是云是霞
是梦是幻是诗是画

三月
是西湖的断桥水袖是周庄的灯笼呢喃

是秦淮河的桨声依旧是龙门石窟的匍匐
宛在

三月
是史记的惊回首泪潸潸
是诗经的唧唧复唧唧

三月
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三月
是庭前的樱花馥郁

是杯中明前茶的或沉或浮

我们谈论梨花开
○吉荣华

暖阳肆溢 春光弥漫
蜜蜂和蝴蝶兴奋地翻飞、欢呼、雀跃

绿浪涌起 香味起舞
我们开始说起春风、春雨
我们赞美惊蛰、清明和谷雨

我们怀念远方的朋友
我们讨论梨花的盛开和凋谢

忆及桃花的粉红面庞
想起柳枝的一路问候

灿烂、绚丽、色彩占满心间
正如温暖总是一瞬

难忘与美好总会成为回忆

此时，暮色四起
我们继续谈论梨花盛开时
或踏青 或观光旅游

我们相约
站在梨花前

定格成生命中最美的图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