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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田家窑、霍庄田氏家族芦芽山佛祖庙取水习俗 

 
偶尔遇到我的二妹夫田大年，谈及我最近调查民间祈雨时，他告诉我，他们田家窑

村，在旧时有到芦芽山取水的习俗。几次想去，均因事务亢繁，没有去成。2000 年 3
月 18 日（农历 2 月 13 日  星期六  4—5 级西北风）这天一大早，我就收拾好行李，

骑自行车到了单位。等到上午 9 点钟，天气渐渐地暖和起来，我又骑着自行车，到街上

的电话厅买了 4 盒以礼河香烟，每盒 3 元，共花款 12 元，向田家窑行走。上午 10 点到

达田家窑村，首先到田大年家，找到他的父亲田连。上午，在田连家中，由田连谈田家

窑、霍庄两村的基本情况以及到芦芽山取水的简单情况。在闲谈中，田连谈及王大（王

泽）当过善雨，上过芦芽山，知道的详细，表示下午领我找王泽去。中午在田连家吃午

饭，饭食为山药烩菜、蒸馒头。下午，田连领我到村北找王泽。我俩去王泽家时，王泽

不在，听说是碰和（即玩纸牌，“和”读 hu）去了。田连又领我到了田录良家。当我俩

进了田录良家西间屋，家里一家人，王泽正和几位老婆婆碰和，地下站着一群小孩。当

田连向他说明来意，他说：“我没上过芦芽山，没个说上的。”说完，继续出牌去了。田

连又问：“上芦芽山一共几个人？”“8 个”。我从兜里掏出笔和笔记本，赶紧坐到后炕

边上，记录起来。田连又说：“这还得记笔记哩，要不回你家吧！”“我家侄儿媳妇在哩，

我不回去。”在众人的劝说下，他才勉强放下纸牌下了地，到了田录良的东间屋，谈入

正题。调查进行了一下午，王泽谈了到芦芽山取水的经过，对霍庄周武庙的情况，他记

不太清楚，他说：“霍庄的田六，今年 83—84 岁，当过善雨，上过芦芽山，当过善雨的

人，现在就他一个人活着，找他去吧！”我心想，还得到霍庄田六家跑一趟。田连因回

家喂驴，中途走了。直到下午 5 点多钟，调查结束，我给王泽留了 2 盒以礼河香烟，和

王泽、田录良道别，王泽又去西间屋碰和去了，田录良把我送出街上，我到田连家打了

个招呼，尽管他家人再三挽留，我还是骑着自行车，离开田家窑，回到朔州。从田家窑

回来后，我把调查来的资料进行梳理、规整、写定，拉出初稿，又于 4 月 8 日（农历 3
月初 3  星期六  6—7 级西北风  有沙尘暴）进行了核实。4 月 7 日傍晚，我到了我二

妹妹家（朔城区南城警所街 13 号），田大年有辆三轮摩托客车，再加上他和霍庄村人熟，

我想乘坐他的车，让他帮我找霍庄田六。当我和他说明意图，他满口答应，约下第二天

早晨 8 点在家中等我。第二天早晨，我骑自行车，准时到了他家。田大年因跑出租，还

没回家吃早饭，我把自行车寄到我父母家，在父母家等他。直到上午 10 点多，他才回

家，草草地吃了些饭，就来找我。一会儿，我坐上他的三轮客车，我们一起出发了。10
点半到达田家窑，在田连家喝了口开水，抽了支香烟，又约田连，我们一起乘三轮客车，

10 几分钟就到了霍庄，在街上下了车，由田连打听田六的住处。经人指点，我们才知

道田六住在村北挨路的 3 间正瓦房里。听人说，田六到儿子家，田连又去了田六儿子家

找，我和田大年进了田六家。田六的老伴 77 岁，精神矍铄，她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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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婆婆信仰耶稣，家里墙壁上挂着耶稣画像和日历等。据她说，霍庄村有 40 多个

信仰耶稣的人，其中男的 2 个。每到星期日，年轻的会骑自行车的，都骑自行车进城，

到耶稣堂做礼拜，有 20 多位年纪大的老妇，因不会骑自行车，都到她家里做礼拜。我

们正谈之间，田连领着田六回来了，我和田大年起身，把他迎回家中，他随后上了炕。

田六有点耳聋，再加上年事已高，说话有点乱，我提出的问题，要经过田连和他老伴大

声作“翻译”，才多少明白些。在闲谈中，我们才知道，田六是他的乳名，叫田应江。

就这样，很艰难地调查了一上午。中午 12 点时，田应江老两口要到外甥女家去吃饭，

我们 3 人只好离开田应江家，乘车回到田家窑，在田连家吃午饭。吃饭时，田大年说：

“下午叫俺大叔给说吧，他虽然没参加过取水，但平时喜欢和老年人闲谈，很留心，记

忆的东西不少。”我同意他的提议。吃完午饭，田大年就把他大叔叫来了。他大叔叫田

斌，老头子很热情，一上炕就和我聊起取水之事。这样，又调查询问了一下午，直到 6
点多，我和田斌、田连老两口道别，和田大年回到朔州。这次专题调查，进行了 2 次，

调查对象共 4 人，他们分别是： 
田连，男，79 岁，小学 4 年级毕业，26 岁时因生活所迫，在内蒙呼和浩特居住 2

年，先做买卖，后当兵（旧军人），28 岁回村后，一直务农，现有二子三女，老两口仍

在本村居住，他在 17—18 岁时，田氏家族组织过两次取水，看过善雨、童儿在周武殿

跪香； 
王泽，男，86 岁，不识字，一生务农，现为五保户。一生未娶妻，年轻时在本村、

赵什八庄当过 40 年长工，后在小村一家粉坊当帮工，现还种着 2 亩地。取水时当过童

儿，左臂上有 40—50 个燃香烧下的疤痕； 
田应江，男，84 岁，不识字，一生务农，二子二女，老两口现居本村，小时候当

过小善雨，上过芦芽山； 
田斌，男，66 岁，一年级毕业，1960 年因家穷，到过内蒙一年，回村后务农，10

岁时在村里看过取水仪式，一子三女，现居本村，喜欢看戏、听古话。其爷爷当过会首。 
根据 4 位老人回忆讲述，经过反复梳理、规整、写定，现报告如下： 

第一节 基本情况 

田家窑、霍庄是朔州市朔城区下团堡乡辖区的两个行政村，分别设党支部、村民委

员会。据朔州市朔城区 1998 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记载： 
田家窑，135 户，515 口人。耕地面积 2270 亩，粮田面积 1600 亩。总产量 360 吨，

亩产 450 斤；油料播种面积 140 亩，总产量 8 吨；甜菜播种面积 10 亩，总产量 13 吨；

年末大牲畜 360 头，年末存栏猪 1120 头，年末存栏羊 1050 只；农村经济总收入 550
万元，各项费用合计 382 万元，农民所得总额 146 万元，每个农民平均所得收入 2535
元。 

霍庄，170 户，556 口人。耕地面积 1900 亩，粮田面积 1200 亩。总产量 280 吨，

亩产 466 斤；油料播种面积 130 亩，总产量 8 吨；年末大牲畜 370 头，年末存栏猪 560
头，年末存栏羊 920 只；农村经济总收入 550 万元，各项费用合计 386 万元，每个农民

平均所得收入 2806 元。 
田家窑、霍庄两村相隔 2 里，位于朔州市西，离市区 8 里，离下团堡乡政府 2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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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临北邢家河、大运路，交通比较方便。这里土地平坦，水源丰富，有旱地、河湾地，

适宜种植玉米、谷子、高梁、糜黍、黑豆、小豆等粮食作物和豆类，无霜期在 110—120
天左右。两村的水源，是由上团堡附近的泉水发源，流经田家窑村南，村民称之为前河

湾，前河湾南岸，也称南崖，有个泉子，附近有许多泉眼，形成一个泉组，长年流水不

断；另一条水源是平鲁县党家沟村的季节河，也经白坡、前河湾，每年雨季，流下来的

洪水，由这里经过七里河，流入太平窑水库，归桑干河。在清朝时期，前河湾除河水占

一部分外，其余是一片荒滩。田连的爷爷是秀才，当着医生；他父亲当过甲长，他们父

子在村里是有钱人家，就出钱或出粮，雇人开挖河滩，修渠引水。当时，一克（旧时容

量单位,即小斗）小米挖 4—5 亩地。使前河湾的土地得到开发，并有了水渠，能使用清、

洪水灌溉。到现在，西河湾、前河湾仍有 120 多亩土地，都能使用清、洪水灌溉。解放

后，两村共打机井 10 眼，使原来的旱地也能灌溉，水浇地面积达到 2000 多亩。田家窑、

霍庄两村的 1000 多口人中，除个别王姓外，其余全部姓田。据田连老人讲，田家的祖

先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来的，刚迁来时，居住在现在的神头镇马邑村。田氏家族的

立主人叫田祥，是他从马邑搬迁到田家窑的。初搬迁来时，田家窑还没有形成村寨，田

祥在现在的村南南崖的崖头打了 3 间土打窑，就居住下来。过路的行人走到这里，说这

是田家的窑，而故名田家窑村。马邑村姓霍、田是大户，曾出过霍巡按、田翰林两位大

人物，特别是霍姓人家，是有钱之家，在现在霍庄一带买下很多土地，是霍家的庄子，

而故名霍庄。田祥住在南崖的土窑里，饮水就从泉眼上担，做饭没火用，还得到霍庄借

火。他养了 5 个儿子，田家窑留下 3 个，分东院、西院、当中院 3 大户，霍庄的人是东

院的人搬迁去的；四儿子少亡了，五儿子搬迁到内蒙古清水河县城附近的胶泥沟，这个

村现在大约也有 500 多口人。 
福善庄乡黄水河村，贾庄乡北曹村的田姓人家，都是从马邑搬迁去的，和田家窑、

霍庄田姓都是一家。田连 17—18 岁时，见过田家的云（云锦），文革中群众破四旧烧毁。

田家窑、霍庄两村，在旧时，大多数住土打窑、网墼（即土坯）窑，最近几年，大部分

住上了新瓦房，田家窑村的 50 多户人家，在前河湾南的红卜梁建起新瓦房。两村人除

信仰周武爷、佛祖爷、龙王、子孙娘娘、火神、伯雨、大仙爷外，还有 50 多人信仰耶

稣，其中有男性信徒 3 人。接收信息的手段是黑白、彩色电视机，能接收中央电视台 1、
2 台、山西电视台、黄河电视台、朔州电视台 1、2 台的节目。 

第二节 庙宇概况 

田家窑、霍庄最大的庙宇是霍庄的周武殿，在霍庄村中，坐北朝南，周武殿有正殿

3 间，隔墙西面是龙王殿 3 间，隔墙后面是奶奶殿 3 间，东面是东禅房 3 间，火神庙 2
间，门前是钟楼。周武殿对面是戏台，戏台东北角上有棵榆树，长得枝叶茂盛，梢部向

东爬着，一进东山门，就像城门洞一样，戏台西侧还有西山门。周武殿的正殿里，神台

上供着周武爷坐像，像高约 7—8 尺，坐得很高，伸出的胳膊和正殿的正门平了。周武

爷像的脸是黄色的，穿蓝色长袍。手里举着个类似剑一类的东西，谁也说不清是个啥东

西。周武爷何许人也？他的职责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据田斌讲：周武爷在天上修行了

17 年，下凡赠靴帽来了，正赶上明朝末年，下凡后就转身为崇祯皇帝，坐了天下。后

来闯王李自成起义，到了北京，崇祯被李闯王逼上梅山，在树上上吊自残。他从宫里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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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没顾得穿靴、戴帽，留下周武爷赤脚。周武爷殿下站殿的是周公和桃花女，一进殿

门左右，有哼、哈二将。约莫在 1948、1949 年，村里人把庙拆毁。 
田家窑、霍庄田氏家族除信仰周武爷外，要数信仰佛祖爷。据田应江讲：佛祖庙是

铜顶铁柱，约有 1 丈多高，5 尺见方，神台上佛祖爷像的眼睛是红的，一眨眼就变了，

谁到跟前也不敢看，见不上佛祖爷的面容。庙的附近有一坑水，清凌凌的，担 20 担也

不少，一担不担也不多，清石上留有佛祖爷站下的两个脚印（一说跪下的膝盖印）。通

向佛祖庙的路上，有九桄梯、束身崖、转身崖，九光梯有 10 几丈，宽 5 尺，缝宽 2 尺，

能过一个人，另外还有 10 几丈高的大树。信仰佛祖爷也是有来历的。据传说，佛祖爷

是田氏家族的外甥。在早年间，佛祖爷就居住在田家窑、霍庄。每年，到了麦收季节，

佛祖爷出了街上，这家主人说：“和俺家拔麦子吧。”他就答应了。又遇到那家主人，那

家主人说：“和俺家拔麦子吧。”他也答应了。就这样，见了谁，答应给谁家拔麦子。到

了拔麦子这天，家家户户地里有个小和尚在拔麦子。人们问：“你拔了几亩？”“3 亩”。

又到那家问：“你拔了几亩？”“3 亩。”家家户户都是 3 亩，都拔完了。人们觉得奇怪，

想问个明白，一到他跟前，他就赤着脚跑了。他在前面跑，一伙人随后追。追着追着，

追到芦芽山上，他扭头一看，后面的人追上来了。就抽出宝剑，向身后一划，划下一道

万丈深渊，把人们隔在对面，佛祖爷说“多会儿天旱无雨，多会儿寻我来吧。”划下的

这道深渊，就是芦芽山佛祖庙前的舍身崖，上边担一根木头，亦称独木桥，因自然起火，

把木头烧毁，后来又担上粗木，使人能行走。从此以后，留下田氏家族上芦芽山取水的

习俗。 
田氏家族敬奉佛祖爷，相信到芦芽山拜佛祖爷取水很灵验，而且要诚心诚意，不能

轻意惹下神灵，因此在家族内部流传着这类传说。田照老汉，在旧时田氏家族上芦芽山

取水时，当着大善雨，对取水后下不下雨，掌握很准。有一回取水回来，有个吴世有，

就说田照掌握不准，和他赌头击掌。吴世有说：“明天没雨。”田照说：“多至起晌，先

刮大风，刮完风就是雨，没雨把我的头割掉。”第二天起晌（即下午 3 点），黑驼山上果

然有一团黑云，不大会儿下得平地起水，水漫上人的膝盖，眼看要遭水灾，田照说：“非

得吴世有上庙跪上 3 炷香，这雨才能停哩。”吴世有没办法，到周武殿烧上香，再进纸、

磕拜，说：“老儿家暂且不用下了，等歇马时再下吧。”（老儿家：对神的敬称）跪了 3
炷香，果然不下雨了。有一年善雨们从芦芽山取回水来，在周武殿跪香，老天怎么也不

下雨，田照说：“到城里寻县长去吧，他不来跪香，下不下雨。”人们到县政府一通报，

夏县长来周武殿跪了 3 炷香，下起铺盖雨。夏县长相信佛祖爷很灵验，后来积了 12 囤

粮食，专门派人到芦芽山维修佛祖庙。田家窑田三旺他爹当善雨时，上芦芽山佛祖庙上

跪香，他心不诚，跪完香过独木桥时，刮起一股大风，把他从 8 丈高的崖头上刮下来，

跌到 4 丈高的地方，胸脯上擦了铜钱大的一块肉皮。田照问：“你在庙里看啥来？”他

说：“我看老儿家眉脸来。”“噢，你心不诚。”这个善雨才觉得惹了佛祖爷，又返回佛祖

庙上，跪了 3 炷香，神台上放着油，佛祖爷用 200 斤油，把他那铜钱大的一块肉皮补上。

除此以外，霍庄村还建有伯雨庙、五道庙；田家窑村建有五道庙和大仙爷庙，其它庙宇

都已毁，具体情况无法讲清，仅存大仙爷庙一座。大仙爷庙坐北朝南，在一堵大墙下，

有一石头台阶，上边碹一间砖窑洞，窑洞高约 5 尺，宽 3 尺，深 2 尺，洞里放着香炉钵，

洞门上挂着红子（即红布），庙的对面有个土台，上面长着一棵大神树，树身上也挂着

红子。这座庙，直到现在，村下有人生病，都到这里摆供、上香、挂红子，祈求病人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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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康复。 

第三节 取水仪式 

田家窑、霍庄田氏家族到芦芽山拜佛祖爷取水，是固定的日期。旧时，每年过了芒

种节，天旱不雨，村里人就议论纷纷，要求到芦芽山取水。会首就到县里，找县长报告，

征得县长同意后，会首就回村到庙上撞钟，招集游牌、管事到周武殿，商量取水事宜。

夏至前 4 天，善雨必须出发，夏至那天，必须到达芦芽山佛祖庙。会首是由田姓家族中

的人担任。产生会首的办法是，由老者们口头议论，说：“谁谁谁给当会首哇。”据说一

议论取水的事，天上就有了云彩。议论下谁，谁就当会首。也有时是自我推荐，说：“今

年我给当会首哇。”村民也同意。当会首的人，家庭比较富裕，在村民中有威信，办事

利索。担任会首后，取水过程中所用香纸钱、粮食，都由会首主持，管事上户提（即催

要的意思）。如果时间敞促，没提回来，就得会首垫（预支，支垫）。等取水结束后再上

户提。一般情况下，会首摊下多少，村民户给多少，也有个别户不给，会首就自己贴（亏、

赔的意思）了。选善雨的标准是：懂得取水的规矩，能吃苦，忠实地相信佛祖爷，年龄

在 20—30 岁之间，田照老人 50—60 岁还当着善雨。用谁不用谁当善雨，会首、游牌、

管事在商议取水事宜时决定。童儿一般是 15—16 岁的男孩，跑山的也是年轻力壮的后

生，主要是在取水过程中，为善雨服务。一般选 4 个善雨，其中 1 个大善雨，3 个小善

雨。4 个童儿，2 个（一说 4 个）跑山的。具体取水过程，有以下几项程序。 
一、上山 
取水走的这天，4 个善雨，2 个跑山的，吃过早饭后，来到周武殿，4 个善雨都穿

着黑色或蓝色棉袄、棉裤，头戴蓝布褡包。跑山的把 1 克谷米，连克放在神台上，大善

雨把事先准备好的水瓶，稳在克里的米里，左右一头一个。水瓶是黑瓷的，高 3 寸，直

径 2 寸，上面敞口，脖细大肚。然后，再用两根黄香，裹黄表纸，搓成捻子，1 个瓶里

插 1 根。这时，大善雨在前，3 个小善雨、跑山的在后，一起跪在殿堂，由大善雨上 3
炷香、进纸，众人磕头、作揖。上香磕拜完，大善雨穿件褡肩，类似坎肩，是红布缝制

的，在胸前有两个兜，把水瓶一头 1 个，装在兜里。取水走时，人员的排列顺序是：游

牌、大善雨、3 个小善雨、跑山的。游牌在前，游牌的牌面长 1.6 尺，宽 1.5 尺，绑直

径 1 寸粗，6 尺高的杆子，牌的上方插着鸡毛，表示十万火急，路上的行人没人敢阻拦，

是由 2 个跑山的轮流扛。善雨们啥也不拿，后边 1 个跑山的背着克、4 升米、1 升红枣、

干馍馍。就这样，一行 6 人徒步从周武殿出发了。霍庄周武殿离芦芽山 340 华里，取水

一行人，穿着鞋走路，共走 4 天 3 夜。一路上，经过朔县、油房头、阳方口、宁武、榆

庄、分水岭、东寨、大庙、马隆等县城和村庄。早、午、晚 3 顿饭，走到哪个村，就在

哪个村找家人家，做着吃顿谷米捞饭。吃完饭，继续赶路，夜里也不能停歇。一般情况

下，第一天从霍庄周武殿起身，中午在油房头吃午饭，晚到阳方口，吃晚饭；第 2 天早

在宁武吃早饭，中午在榆庄吃午饭，晚到分水岭，吃晚饭；第 3 天早在东寨吃早饭，中

午在大庙吃午饭，晚到马隆，吃晚饭。吃完饭，4 个善雨把衣服脱光，跳进马隆水池里

洗澡。夏至将至，芦芽山附近的气温还很低，水很凉，如果不洗澡，就说对佛祖爷心不

诚，洗了澡就说心诚了。洗完澡，把衣服穿好，继续赶路上山。马隆在草垛山脚下，草

垛山离芦芽山佛祖庙还有 30 华里，直到第 4 天才能上山，上了山的这天，正好是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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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二、跪香 
跪香也叫拜水。取水一行 6 人，上了芦芽山，来到佛祖庙，开始跪香。跪香也称拜

香。跪香前，在佛祖庙后有 3 个石坑，石坑里是水，一个坑里洗手，一个坑里漱口，还

有一个坑，是把拿去的水瓶放在坑沿上。然后，跑山的把布袋里背来的 4 升谷米，倒在

克里，把克放在神台上，大善雨把 2 个水瓶掏出来，用纸擦净，又左右一面一个放进谷

米里，然后就象在周武殿一样，依次跪下，大善雨上上 3 炷香、进纸，众人磕头作揖。

磕拜完，由大善雨开始，轮流跪香。跪香时，善雨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嘴里不住地念

叨：“弥陀佛、弥陀佛……。”等到大善雨这 3 炷香着完，第二个善雨主动来接替，也上

3 炷香，接着跪。4 个善雨，以次类推，轮流往返，轮流跪香。轮到的跪香，没轮到的

就到了佛祖庙一边的一间小房里，白天黑夜不脱衣裳，随便躺、睡。到了吃饭时，跑山

的就在小庙外边的山坡避风的地方，临时用石头垒个地灶，坐个小铫子，然后再搂些柴，

烧水焖谷米捞饭，所用的米就从神台上克里挖。在佛祖庙跪香 3 天，在下山前要把一克

米吃完。在跪香中，每换一个善雨，上一次香，大善雨就检查一次黄表捻子，看给了油

（习惯说法，指黄表纸捻子湿了没有，不专指油）没有。如果黄表纸捻子湿了，就说给

了油，也就是佛祖爷给了雨。给 1 分雨，取回水来后，就会下 1 尺雨，给 2 分，下 2
尺。一般给 1 分。在跪香过程中，佛祖爷不给雨，或者说拜不起水来，善雨们就在佛祖

爷面前许愿，说在行雨时要扛刀枷，或是拉草绳。许下啥，到时候干啥。佛祖爷给了雨，

也就是拜下水来了，就要燃香。燃香前 4 个善雨跪在神台前，由大善雨上香、进纸、众

人磕拜。进一回纸，燃一回香，燃香时，由跑山的把香点着，不要叫着完，把火熄灭，

留下黑圪栽（烧下的灰烬截）再点着，把香头按到臂上烫，有的烫一条臂，有的烫两条

臂，一次烫一个疤痕。而大善雨除燃香外，还在臂上扎 5—6 把香粗的小刀刀。黄表捻

子上给了油，头一天不敢走，怕童儿耍水哩。佛祖爷殿下有两个童儿，露了空，耍了水，

黄表捻子就不湿没雨了，就白上芦芽山一趟，直到第 3 天，才能起身。返回时，大善雨

把两个水瓶从克里拿出来，装进褡肩的口袋里，跑山的把克、干馍馍、红枣背上，仍由

游牌、大善雨在前，3 个小善雨、2 个跑山的在后，从原路返回。回来的路上，取水的

一行人，都赤着脚，鞋也由跑山的背着。善雨们不吃饭，早、午、晚 3 顿饭，3 个 5 个

吃些红枣，跑山的吃些干馍馍，昼夜不停，不能歇息，赤脚慢慢往回赶。 
三、接水 
取水一行 6 人，从芦芽山佛祖庙一起身，游牌事先就走了。所经过的村庄，知道善

雨取水要路经该村，村里的村长派上人，早早把街道打扫干净，然后再垫上黄土，洒上

清水。村里的男人们，都赤着脚，头戴柳圈帽，跪在道路两旁，善雨们过来时，给磕一

头。村里还准备着水、糖、香纸等，为善雨们饮或使用。如果到了万佛洞、东寨、分水

岭等有庙的村寨，要到庙殿里上香、进纸、磕拜，磕拜完就出来了。到了宁武、朔县等

县城，县官也要组织县衙、商行、买卖铺的人出街面上迎接。迎接时的人是赤着脚，头

戴柳圈帽。不管到了哪个村寨，哪个村寨的村民们，都想让善雨们多呆会儿，为得是让

他们给往下丢雨，村民们也叫接雨或接水。 
这样，一直走到朔县的油房头，到龙王庙庙殿里，上香、进纸、磕拜，还做着吃饭，

歇一会儿再走，一般情况下，到油房头是第 4 天中午多一些。 
善雨们取水一行人走后，田家窑、霍庄的会首，才在两村寻人，按排谁当童儿。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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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4 个童儿后，约莫第 4 天上午，4 个童儿身穿黑单衣，头戴蓝布褡包，上了周武殿，

在庙殿里排两行跪下，由一人上香、进纸，众人磕拜。磕拜完，另外有 4 个人，抬着水

轿。所谓水轿，就是用长 5 尺、直径 2 寸的两根杆子，中间绑一个克，克里盛 4 升谷米，

水轿在前，4 个童儿在后，由周武殿起身，往油房头方向走。走着走着，善雨和童儿碰

了头。据说，他们碰了头，天空就飘起些云彩，响个雷声，下几点雨。一碰头，就接住

了，大善雨把两个水瓶从褡肩掏出来，再一头一个，放进水轿的克里。然后，游牌、善

雨、跑山的、水轿、童儿，排成两行往回走。在走的过程中，两个童儿一对，往前走十

几步，返回来磕一头，走回原位，另两个童儿又一对，又走十几步，返回来磕一头，走

回原位，轮流往返，返来复去地走着，嘴里不住地念叨：“弥陀佛、弥陀佛……。”走到

朔县城北关龙王庙，再烧香、进纸、磕拜。磕拜完一直走回周武殿。 
四、歇马 
接回水来，善雨们在周武殿歇息，叫歇马，歇马 3 天。童儿在神台前跪拜，也叫跪

香。接水一行人回到周武殿，轿夫把克解下来，放在神台上，全体人员分两排，跪在殿

下，大善雨上上香、进纸，众人磕拜。磕拜完，善雨们都到供桌底下休息，童儿每人 3
炷香，轮流跪香。跪香期间，就在周武殿厨房做饭，食用的饭菜是谷米捞饭、山药粉片

子。这几天，人们不吃荤，饭里不和盐、油，一天 3 顿饭，顿顿一样。善雨们晚上睡觉

叫宿坛。都在供桌底。后来，霍庄没庙了，每到睡时，经首们抓阄儿，到朔县城北关老

龙王庙上睡觉。在跪香时，嫌 3 炷香着的时间短，轮的多遍麻烦，把香到素油里一拉，

一炉香能着 4 个小时，一般着 2 个小时。每次上香、进纸时，大善雨就到神台上，把黄

表纸捻子拿出来，看捻子上湿不湿。在佛祖爷庙上，是看给了油了没有，给了油，回周

武殿是看给了水了没有，看 3 天后，给了水，就要下雨，一下雨就行雨。下了雨，善雨

们就能抽烟。 

第四节 行雨仪式 

行雨，也叫出马。就是田氏家族拜佛祖爷取了水，在周武殿歇马 3 天，或称跪香 3
天。拜起水来，下了雨，组织人马到附近的村寨游行、夸耀，也是要把下雨面扩大到这

些村寨。田氏家族行雨的规模不大。行雨时，向朔县城里玉皇庙借着半副銮驾，仪仗队

的人员一般不超过 30 人，行程 30 余里路，其队形是： 
1.游牌 1 个    （1 人） 
2.红旗 2 面    （2 人） 
3.锣 2 面    （2 人） 
4.水轿 1 乘    （4 人） 
5.銮驾半副     （6 人） 
6.善雨        （4 人） 
7.童儿        （4 人） 
8.跑山的    （2—4 人） 
9.会首        （2—4 人） 
行雨仪仗最前面是游牌。扛游牌的人，除了扛游牌外，还提着 1 面锣，就走就敲，

也就是开路锣；红旗是用红绸子做成，套在竹杆上，旗面上没有别的颜色；锣 2 面，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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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走就敲；水轿，仍是接水时的水轿；銮驾，有 6 个人，一对一对，扛着金瓜、钺斧、

朝天蹬；善雨们在佛祖庙上跪香时，许下戴刀枷的，戴刀枷，许下拉绳的，拉绳。一般

情况下，大善雨戴刀枷，3 个小善雨拉绳，有时也有 3 个善雨戴刀枷，1 个拉绳。善雨

戴刀枷时，跑山的给把 3 口铡刀釰子朝里，交叉搭成三角架，再用红布包住，绑牢，套

在善雨脖子上；拉草绳的，要用银钩，在腰上穿孔，再把银钩钩上去，把草绳拴在银钩

上，拉在身后。善雨、童儿一边走，一边嘴里念着“弥陀佛、弥陀佛……”；跑山的、

会首，善雨在行雨中有什么需要的，他们解决。凡仪仗队的人员，都赤着脚。 
行雨所经过的村庄是：第 1 天，霍庄、上团堡、马营堡、下团堡；第 2 天，赵什八

庄、李家河、北邢家河；第 3 天，下庄头、上庄头、田家窑、霍庄。在这 10 个村中，

北邢家河、上庄头、赵什八庄、上团堡有龙王庙，下团堡村有龙王庙和奶奶庙，马营堡

有龙王庙和老爷（关公）庙。 
行雨的这天，仪仗队的人员，吃过早饭，在周武殿前院里，分两路纵队分站两边，

大善雨在殿堂上香、进纸，众人跪下磕头、作揖。磕拜完，跑山的把克连同水瓶端出来，

和轿夫一起，把克绑在轿杆上，然后游牌领头，后面的队形随后跟上，由周武殿起身，

从上团堡的路上走，开始行雨。行雨的 3 天中，仪仗队哪天到哪个村，哪个村都知道。

听说行雨仪仗队要来，由村里的会首派人，把当街打扫干净，溅上清水，村里的男人们

都赤脚，戴柳圈帽，站在街面两边迎接。水轿过来要磕头。一般情况下，没有庙的村子，

仪仗队从街上敲锣走过，又到了另一个村子。如果有庙，比如上团堡、马营堡、下团堡、

赵什八庄、上庄头，仪仗队要进庙烧香。烧香时，是大善雨上香、进纸，众人跪下磕头、

作揖。水轿就在院里。磕拜完，大善雨燃香。燃完香，会首们给提着水壶，看见燃香烧

的臂疼，就给把壶里的水倒上湿一湿，就不太疼了。燃完香，游牌领头，进一回纸，烧

一次香。依次出来，再到另一个村子。行雨没有固定的路线，周围的村庄最近的 2—3
里，最远的 7—8 里。行雨时，跑山的给带着谷米，中午走到哪个村，就在哪个村借锅

灶做谷米捞饭、山药粉片子，吃饭什么调料也不和。到了晚上，都回到霍庄周武殿，第

2 天再出来。所到村庄，由村里自愿捐献谷米，少则 3—5 斤，多则 10 几斤不等，用于

善雨、童儿一应人的吃用。 

第五节 唱谢雨戏 

田家窑、霍庄每年唱 3 台戏，农历 3 月初 3、7 月初 1 是死日期的戏。3 月初 3 是

给观音娘娘唱的，7 月初 1 是给龙王爷唱的。拜芦芽山佛祖爷取水，行完雨唱的一台戏

叫谢雨戏。谢雨戏唱 3 天，第 1 天称起唱；第 2 天称正唱；第 3 天称末唱。共唱 6 场，

即 3 天中的每天下午、晚上。1 场戏大约唱 2 个小时，即下午 3—5 时，晚 8—10 时。 
一、戏班和剧目 
在旧时，到霍庄唱谢雨戏的戏班有：朔县下团堡赫满有班秧歌（朔县大秧歌剧团的

前身）、朔县筷子坪张喜厚班秧歌、山阴县三娃蛋（耍孩剧团名艺人）耍孩、应县银来

旦班道情。演唱的剧目，秧歌有：《三贤》、《三复生》、《九件衣》、《杀楼》、《金歌报喜》、

《老少换妻》、《白郎卖画》、《安安送米》、《六郎斩子》、《明公断》等；耍孩有《金木鱼》、

《过街楼》、《杨胡进宝》、《七人贤》、《哭佛堂》等；晋剧有《金水桥》、《游龟山》、《王

宝钏》、《血手印》、《访白袍》等；道情有《雷横搁枷》、《操场》、《三娘教子》、《双驴头》、



 9

《王小二赶脚》、《花亭》等。在写戏、点戏、唱戏的过程中，虽然没有明显的禁忌，但

一般在谢雨时不唱《大劈棺》、《大上吊》、《打金堂》之类带有恐怖以及下流的剧目。 
二、写戏和点戏 
写戏时，戏班设有写头（即戏班中负责外出约戏的人），写头专门打听哪里有庙会、

祈雨的村寨，就主动找上门来，找会首商议唱戏事宜，决定唱不唱，1 台戏的价钱，演

员的吃饭、住宿。一般情况下，演员自带铺盖，晚上睡在庙上，吃饭是戏班自带厨师，

自己管理。在旧时，唱 1 台戏 10 块银元，现在唱一台戏 2000—3000 元。写好戏后，需

要确定哪一天、哪一场唱什么剧目，叫做点戏。点戏时，写头带有戏单，会首请教书先

生，裁上纸条，再从戏单上挑选合适的剧目，写在纸条上，玩成纸阄儿，搅和起，由善

雨们抓阄儿，大善雨抓住的两个纸阄儿，是正唱的剧目，第 2 个善雨抓住的两个纸阄儿

是起唱的剧目，依次类推，抓够 3 天的就再不抓了。抓住哪天唱什么剧目，就唱什么剧

目。 
三、上供、送牌 
行雨 3 天结束后，到第四天开始唱戏。唱戏 3 天中的上午，戏班没事。行雨中的

10 个村寨，每个村寨都蒸有大供，每个村 1 份。由会首用木桶担着，送到周武殿。送

来时，每个会首都要把大供摆到神台上，然后由善雨、童儿接待，上香、进纸、磕拜。

供完的馍馍由善雨、童儿、跑山的食用。会首供完，下午看戏，晚上就回了村。 
四、送牌 
唱完谢雨戏，整个取水活动结束。会首请识字人或先生，在游牌上写上：上芦芽山

跪香、歇马、行雨、唱戏的时间、天数。写好后，再由 2 个跑山的抓阄儿，谁抓住，谁

步行，上芦芽山佛祖庙送牌。据说拜佛祖爷取水，下的是铺盖雨，送牌的走到南张家河，

就下起了蒙生生雨。送牌的人在路上不能停歇，不能把牌乱扔。传说，把游牌扔到哪里，

哪里就会遭水灾。跑山的上了芦芽山，要把游牌送到佛祖庙里，立在神台一侧。回时，

要在庙附近的山坡上拔一把鬼见愁草，拿回霍庄，就表示送到了。没拿回这把草，就是

没送到。一般情况下，没有人捣鬼，以老为实地送到了，拿回的鬼见愁草是避邪的，谁

拿回来，就放到谁家门背后以示避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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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南西河底村童子祈雨习俗 

 

第一节 基本情况 

2005 年 3 月 27 日，同事赵甫仁同志找我有事。办完事后，我就利用闲暇时间，通

过他了解他的老家南西河底村童子祈雨的习俗。调查进行了一上午，我问他答，并把他

讲述的情况作了笔录。分别之后，我根据调查来的材料，列出题纲，分别于 2005 年 4
月 12 日和 11 月 21 日，进行了补充和核实，才得以撰成此文。 

南西河底村是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滋润乡辖区的一个行政村，设党支部、村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下设 6 个村民小组。该村与神头镇新文村、肖西河底村、陈西河底村、

东榆林（以上 4 村原属大夫庄乡，现归神头镇），和本镇的里磨町、罗町、罗町铺村为

邻。距朔州市区 60 华里，山阴县城（岱岳）40 华里。桑干河、北同蒲铁路线从村北经

过。据朔城区 1998 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提供的数据：全村共有 273 户，920 口人，耕

地面积 3500 亩，粮田面积 2500 亩，亩产量 450 公斤，总产量达到 1125 吨；油料播种

面积 100 亩，总产量 4 吨；甜菜播种面积 300 亩，总产量 300 吨；年末大牲畜 289 头，

年末存栏猪 329 头，年末存栏羊 420 只；农村经济总收入 586.1 万元，各项费用合计 366.8
万元，农民所得总额 215.8 万元，每个农民平均所得收入 2346 元。 

南西河底村，原名赵西河底，因在桑干河以南，全村以赵姓为主故名。现存《赵氏

家谱》、《赵氏云锦》两部。其余还有王、刘、杜等姓的小姓小户。在清朝至民国年间，

南西河底村是（大）同宁（武）大道必经之地，村内大道两边建有天庆、天和、天顺、

三盛、四盛、永和 6 座车马大店。最大的店铺，每座东西长 33 丈，南北宽 9 丈，占地

面积 297 平方丈。每座店里有店掌柜、大师傅、打杂等从业人员 5—7 人。留宿宁武至

大同间，木材与糜黍、谷子、高梁互市的花轱辘车 50 多辆。 
南西河底村的土地一半是盐碱下湿地，种植的作物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前，主

要是莜麦、糜黍、小麦、豆类、谷子、高梁、玉米。自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生

产结构大幅度的调整。粮食作物主要以玉米为主，兼种胡麻、向日葵、甜菜、蓖麻、小

茴香等大量的经济作物。1970 年，雁北地区在南西河底村修建桑干河水库（现归朔州

市桑干河水利管理局管辖），把村子移到旧村以西 2 里许。水库下游山阴县一半、应县

全部土地自流灌溉。据《朔州日报》“桑干河灌区春浇的调查”提供的数据：桑干河水

利管理局按照国家规定，实行斗口测水、按需计征的办法，计每立方水 0.16 元，浇 1
亩地需要 200 方水，按水管局计征，是 32 元，再加上 5—10 元的管理费，共计费 37—
42 元。按玉米亩产 500 公斤算，收入 500 元钱。成本需浇两次水费 80 元，地膜费 33
元，机播旋耕费 40 元，碳铵 75 公斤 41 元，磷肥 50 公斤 25 元，钾肥、锌肥 6 公斤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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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籽种 25 公斤 30 元，农药 10 元，共计成本 279 元，每亩收入 221 元。而水库所在

的南西河底村却不受益，成了死角。 
在解放前，全村村民大多数居住网墼窑，解放以后是土木结构的房。至实行责任制

以来，村民有 95%的住上砖木结构的瓦房。有 5%的村民仍住网墼窑。接收信息的手段，

20 世纪 60—70 年代是喇叭。80 年代以后是电视机，有少量彩电，现在黑白电视机约占

三分之一。能够接收中央 1 台、山西电视台、朔州电视台、朔州教育电视台的节目。近

年来，村里个别四、五十岁以上的妇女信仰天主教，附近的陈西河底、肖西河底、东榆

林村都有天主堂，其中东榆林村的天主堂规模较大，信仰天主教的人比其它两村人多。

肖西河底村还有龙王、奶奶、马王爷庙，红壕头村建有关老爷和龙王庙。 

第二节 庙貌概况 

南西河底村的龙王庙，建在村西北边上，共有 5 间起脊大瓦房，砌有脊花、兽头。

其中龙王庙 3 间，奶奶庙 2 间。龙王庙 3 间长 2.6 丈，宽 2 丈，高 1.5 丈。奶奶庙 2 间

长 1.8 丈，宽、高和龙王庙同。这 5 间连在一起，筑有出檐、明走廊，长 2.6 丈，宽 5
尺，3 间有两根露明柱。前面都安着节扇，分别有“互交眼”、“九宫格”窗棂。庙西一

壁建有孤魂爷庙，高 4 尺，是砖碹 的小窑洞。村下人有人家里亡故老人，第 3 天晚上，

孝子们、鼓匠班到孤魂爷庙上叫魂。在龙王庙里，正殿神台上陈放 3 尊木雕塑像，统称

为龙王爷爷，都是紫红色，中间一位戴相纱，两边两个都戴二龙纱。每个龙王爷爷的手

虎口都夹有施雨棒。奶奶庙的奶奶塑像是泥塑，曲腿盘坐，绘有彩色、金脸。后墙壁绘

有龙母娘娘出行图，宫娥、侍女相陪，举着龙凤撵等。两侧墙壁绘有兴云布雨图，东是

出宫，西是入宫。赵甫仁同志说，因年久日深，记忆模糊，无法详细说明。龙王庙对面

是戏台，瓦房 3 间，长 2.7 丈，宽 2 丈，高 1.5 丈，中间是空的，有 4 根露明大柱，每

根高 7 尺，直径 6 寸。龙王庙、奶奶庙、戏台，在 1958—1960 年之间，被桑干河水冲

毁。与此同时，在解放前，龙王庙有看庙老道 1 人。这个人一般由村中无依无靠的人担

任，负责打钟、上香和清扫庙殿的卫生，生活费由村民资助。除了节日、祈雨等庆祝活

动外，平时老道每天晚上 10 点钟定更时打一次钟，每次打钟的次数是紧五慢六，即快

五声慢六声。除此之外，在村西还有河神庙，正殿神台上供奉河神，墙壁上有壁画。村

中十字路口还有 2 座五道庙和 1 座土地庙，有的人家里还供敬大仙爷。 

第三节 请峪沟高龙王 

南西河底村的祈雨，一般是农历 5 月 18 日和 6 月 6 日。这两次是本村人在龙王庙

上廪牲祈雨，廪牲祈雨后，下雨不下雨不唱戏。如果天旱不雨，到峪沟请了高龙王，规

模就比较大，除了举行廪牲祈雨仪式外，下了雨还得唱谢雨戏。南西河底村最后一次祈

雨是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凡是要请高龙王祈雨，首先要经过三道程序。 
一、峪沟高龙王庙简况 
峪沟，是一个行政村，现属神头镇（原属大夫庄乡）管辖，距离南西河底村 10 里。

全村有 201 户，917 口人。高龙王庙在峪沟沟口的东侧，离村 1 里。庙殿是石碹 的两

间半石窑，坐北朝南，当地人称牛槽窑或躺不郎窑，就是八海窑。窑前面开一扇节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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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8—9 尺，宽 3 尺。门的两侧都安有小窗，是“九宫格”窗眼。正殿供桌用石头垒砌，

长 3 尺，高 2 .5 尺，用白灰和麦糠泥抹光，再用墨汁画着黑边子。神台上供奉高龙王

木雕塑像，高 2—2.5 尺，半蹲，双手在胸前举笏板，板长 8—9 寸，宽 1.5 寸，厚 3—4
分，粉绿色。高龙王身穿团花蟒袍，头戴文仕盔。 

二、组织形式和事前准备 
1.推选会首   每到天旱不雨时，村长和老者们众人在街上议论说 ，天旱的不行啦，

祈雨吧！大家同意后，就选会首。会首是祈雨时临时选出的，负责祈雨的组织者。一般

情况下，谁当过会首，就由谁来当。如果有年老去世或出门的，再另外选。推选的方法

仍是议论，说谁谁谁当吧。这个人必须是有组织领导才能，说话办事利索，并且能得到

全村村民的认可。有了会首，再由会首挑选帮忙的人，共由 5—7 人组成，开始筹备事

宜，购置香纸炮，购买羯羊、征集粮食和钱财。 
2.选祈雨童子   凡是村里要祈雨，就要选祈雨童子。这时候，会首传出话来，说

祈雨要选童子。村民们听了很高兴，不讲任何代价，主动领着自己的孩子，送到庙上，

住到禅房里。童子的年龄一般在 7—10 岁，都是男孩，共选 7 个，选够为止。 
3.鼓乐队   一般是本村的鼓乐班子，有锣、鼓、镲 3 件，两杆唢呐，小锣、小镲

和一杆大号，每件乐器 1 个人，共需 8 个人。 
4.绑轿   事先从村里借 1 把太师椅，两根长杆，每根长 6 尺，直径 2.5 寸。把太师

椅放到两根轿杆中心，用麻绳绑牢，椅子上再绑一把雨伞。 
三、请高龙王 
确定了祈雨的时间，前一天就到峪沟请高龙王。请高龙王时，人员排列的顺序是：

会首、响炮的人、童子 1—2 人，轿（由 4 个轿夫抬着）、鼓乐队。所有参加的人都戴柳

树枝帽。太师椅坐上要铺柳树枝，上面再铺被子，两童子戴着由家长给编的柳树枝帽。

请高龙王时的轿是空的，谁也不能坐。有的童子走得嫌乏想坐，从家里走时，他妈安顿

不让坐，怕坐上不吉利。一切事宜安排好后，在龙王庙殿，按顺序排列，除鼓匠班以外，

其余都跪在殿堂内，会首烧香、进纸，众人磕拜。磕拜完，响炮人响 3 声麻炮，由村长、

会首领着，敲锣打鼓、吹奏、放号，从龙王庙出发，开始走。在路途中，要经过陈西河

底、地上（村名）两村，每到一个村，一进村口就响一声麻炮，敲锣打鼓，鼓乐吹奏，

继续走。一直到了峪沟村外，一进村口又响炮，吹奏着到了高龙王庙上。仍除鼓匠班以

外，其余所有人都分两行跪到庙殿供桌前，会首上香、进纸，众人磕拜。磕拜完，会首

说：“请老儿家上轿，到南西河底施雨救旱。”说完，由 2 名会首，每人伸两只手搬住底

子，把高龙王塑像从神台上抬下来，抬出殿外，放到轿上，把 3 尺红子披到塑像头上，

接着响炮人响 3 声麻炮，再由会首、童子领头，轿夫抬轿，鼓匠鼓乐吹奏，返回。在请

高龙王的途中，如果偶然遇到平鲁山上下了大雨，桑干河发大水，轿夫就得踩立水（游

泳的一种方式）。这时，轿夫在水里走着，水淹至人的肩膀，轿夫的臂肘上下摆动拍水，

两条腿轮换着走。轿夫在左边的两人，右臂肘拍水，左手护轿杆，一直到过河，敲锣打

鼓，唢呐吹奏回到村里。除了轿夫以外的其它人，可以绕到水浅的地方过河，抬高龙王

的轿是原路返回，不能随便走。 
请高龙王的人员回到南西河底龙王庙上，全体人员（除鼓匠）跪到庙殿，由会首上

香、进纸，众人磕拜。然后又由会首 2 人出殿外，把高龙王塑像夺住底子，抬到正殿神

台上，把庙殿神台的首席龙王塑像往西移，把高龙王塑像摆在正中，把红子撩到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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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庙的 3 个龙王爷塑像，也由会首在肩膀上分别披 3 块红子。一切安顿好后，会首再次

上香、进纸，众人磕拜。轿夫把轿抬到庙院的墙角。不管请高龙王、廪牲、祈雨，严禁

妇女到场，凡是男性群众，男孩都可以围观。 

第四节 祈雨仪式 

第一天请回高龙王，第二天上午祈雨。具体程序是： 
一、供品 
供桌上两头摆两个香筒，香筒里插 1—2 罗黄香。两个香筒里侧又摆两盏灯台，灯

台里使用的是胡麻油或菜籽油,搓着棉花捻子,浸在油里点着,中间摆放着锡、铝合金制的

香炉。其供品有：①白面供卷卷。是专门为廪牲蒸的供品。长 4 寸，S 形状。是会首找

村里会蒸的妇女捏、蒸。蒸供卷卷的白面是由会首征集提供，捏、蒸的妇女不要工钱，

白尽义务。供卷卷每份 3 个，放在一个碟子里。5 份 15 个，放在 5 个碟里。②馓子。

也叫一窝蜂。把白面和起，擀成薄片，切成面条，折团起来，再用刀横切几刀，细条相

连，扭成花样，放到油锅里炸熟，一个瓷盘放 3 个，共放 5 盘 15 个。③油麻花。油炸

食品，和一般麻花同，一个碟放 3 个，5 碟 15 个。④千层百眼（油旋旋）。和起的白面

发酵后擀薄，卷住压扁穿孔，放到油锅里炸熟。一碟 3 个，5 碟 15 个。⑤碗子。共有 5
碗。分别盛豆腐块、粉条、切成长条的红豆角，浮头披黄花和切成细条的海带。每个碗

子上边浇麻油（用麻子榨的油）汤。以上 5 种食品，都是素食，不能带有荤气。这几种

食品，除供卷卷、碗子以外，其余都是会首派人到朔县城面食铺掏钱定做。一切供品做

便宜后，由帮忙的人拿到庙上，老道帮助摆到供桌上。 
二、仪式 
开始这天上午 8 点许，龙王庙上的看庙老道，打钟 72 响，标志祈雨仪式开始。这

里，会首、村长等 5—7 人，7 个裸体童子把衣服脱掉，跪在正殿供桌前。会首划火柴

点灯，从香筒里抽 3 炷香，在灯火上点着，作揖，插到香炉里，再跪下磕一头，进黄表

纸。待黄表纸燃过后，老道打 3 声钟。钟声响过后，全体跪拜人员磕 3 头。 
三、廪牲 
会首将羯羊一只，头东尾西地站在供桌前，用手把羊从头开始，经颈、脊梁至尾巴

的毛分开，用酒壶把烧酒淋上。淋完，把一盆水浇在羊身上，羊要打颤发抖，就说廪了。

全体人员跪拜欢笑说：“谢谢龙王爷保佑黎民！”如果羊不打颤发抖，就是祈雨者心不诚，

再重新把羊洗净，再淋酒淋水，直到羊打颤发抖廪了为止。廪了牲后，羊倌夫把羊提住

一条腿，拉到正殿以外庙西南杀。杀羊时，事先备下杀羊刀、盆或盔、梃杖和桌子，把

羊杀掉，剥皮后再劐开肚子，把五脏六肺掏掉，用清水先干净，把整羊的肉头东尾西，

供在供桌上，意曰：供敬了龙王爷。会首上一炉香，待香火燃尽后，取下整羊的肉剔骨。

剔骨后的肉和骨头分开，分给每个村民户。村民分到肉后，拿回家去，中午吃了烩羊肉

或羊肉包饺子。 
四、童子祈雨 
廪完牲，童子祈雨开始。祈雨前，会首派人到桑干河畔拔湿蒲草，拧成直径 1 尺，

厚 1.2 寸的草垫子，放在庙殿供桌前。会首指点，一个童子留下，其余 6 个回到禅房。

这个童子脱了衣服，头戴柳树梢帽，双膝跪在湿蒲草垫上，从香筒抽香，点着后作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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