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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涉县是一块美丽而丰饶的土地，涉县

是全国的文化工作先进县，涉县县城是全

国文明县城，涉县又是女娲文化之乡，这

里五十万年前就有人类栖息生存，人杰地

灵，文化底蕴深厚，尤其是涉县壮美的山

水孕育出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邯郸

乃至河北、全国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据统

计，涉县已经列录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项目包括女娲祭祀文化、涉县赛戏；列录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上刀山等三项；

列录邯郸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包括西

戌道教音乐等十二项。另外，还有众多的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还在加大挖掘

整理力度。

为了进一步向全国推介这些优秀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已经列录国家级名

录的，我们决心利用出版专著这种形式，

组织县内外的专家和作者进行编著，有计

划分步骤地出版发行。本书是一个良好的

开端，也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望社会各界

多提宝贵意见。

          涉县国家级民间口头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推介书籍编辑委员会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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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郑一民

在研究人类创世神话中，世界上有两个传说是专家学者们常谈不衰的话

题：一个是西方的亚当与夏娃，一个是东方的伏羲与女娲。亚当与夏娃被誉为

“生命之源”，伏羲与女娲被誉为华夏始祖。因此，探索这两个传说奥秘与价

值成了世代人的追求，传承这两个传说的地域和人群成了专家学者争相探访的

地方和对象。地处河北涉县中皇山的中国建筑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祭祀

女娲的娲皇宫建筑群，就是这样一处散发着历史光辉的圣地。

涉县人崇拜和祭祀女娲的活动始于何朝何代，至今没有人能说清。明万

历年间在涉县修建的娲皇宫坐落的地方叫凤凰山，而凤凰山在汉代和汉代以前

称为“中皇山”。《太昊纪》载：“女娲起于承筐之山，都于中皇之山，葬于

凤陵则此。”由此可知，河北涉县中皇山为女娲立都和建业之地，崇女娲祭女

娲的活动由来已久，并在漫长传承中形成特色鲜明、系统规范的信仰和礼俗景

观。学术界将这一现象称为“女娲文化”。

研究女娲文化，涵盖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构成

女娲文化的建筑、装饰、祭品、信物、地理等；非物质文化是指祭仪、礼仪、

传说故事、习俗、音乐、舞蹈等。探究这两种文化的关系，物质文化由非物质

文化沉淀凝结升华而成，非物质文化由物质文化的承载而生生不息、弘扬光

大。在涉县众多女娲文化事象中，最能体现其重要价值和地位的当属“女娲祭

典”。在女娲祭典中，承载历史信息最丰富的当属“朝顶仪式”和民间信仰、

习俗。它使我们真切感受到民族血脉和精神之源，体验到创世先贤的伟大和不

朽，而生出前仆后继、奋勇向前的无尽力量和豪情！这就是国家将“女娲祭

典”列入国家首批非遗保护名录的原因。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女娲是创造世间万物之神。人们尊崇她，世代以神

奉祀；人们热爱她，用人世间最虔诚的仪式来表达心中的情感。在年复一年、

世复一世的缅怀和纪念中，锤炼和熏陶出民族繁衍生息的品格和精神，成为实

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石。研究这种文化，不仅是追根溯源，而是要服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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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血脉的传承和当代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人们常在母亲和始祖之前冠于

“伟大”二字，其意义就在这里。

女娲生活的时代，还是天地混沌、文明初开时期，既无翔实文字记载可

考，也无可靠遗物为证，加之历史长河中的天灾人祸破坏，许多史实被湮没或

成了支离破碎的碎片。这给揭开历史之谜带来许多困惑和疑难，也给当代人展

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带来机遇。研究工作既要视野开阔，又要运用多学科知识去

触摸审视；既要善于从历史文化碎片中“窥斑知豹”，也要站在一地洞观全国

全面探索女娲文化的影响和价值。

中共涉县县委、县政府多年致力于女娲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已成为全国瞩

目的“女娲文化研究中心”。王矿清、赵奎吉等同志抱着对家乡和民族文化的

热爱和执著，访老问古，集专家之宏论、发探索之新悟，撰写成《中国涉县女

娲祭祀文化》一书，可嘉可贺！在大作付梓之际，我写了上面的话，愿他们在

女娲文化研究上不断有新突破、新成果问世。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民间文艺

家协会主席）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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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涉县女娲祭祀 
        文化概说

一、涉县女娲祭祀文化渊源

涉县有多处与女娲有关的地方风物和传说，

虽非正史，却透露出涉县一带崇拜和祭祀女娲历

史悠久的信息，并且这里的可贵之处在于“独奉

女娲”。

《楚辞·天问》、《礼记》、《史记》、

《山海经·大荒西经》、《淮南子·览冥训》

等古籍有记载，明万历《重修娲皇庙碑记》也

载：“水旱灾荒，生育人物，祷焉辙应，其德

泽灵爽，善与天无极矣。所以，使人畏敬奉也。

愈远而弥至矣，涉西北唐王山有祠焉。其来无

□……”

尤其是清嘉庆《涉县志》上记载更为明确：

“尝考祭典，有功德于民则祀之。娲皇之功，固

应庙食万世”、“土人仿古郊禖之意。季春之月

相率祈禳于此，各得其所愿欲……享献惟谨，

金鼓欢呼之声震动山谷，迄今千有余年罔或废

替。”

另外，据专家考证，祭祀是人们用礼物向神

灵祈祷或致敬的行为。古人认为，人间的事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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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是由神灵掌管的，要想趋利避害，得到神灵的护佑，就得祭祀。据现有资料

看，中国人从新石器时代即距今8000年前就开始祭祀了。进入阶级社会，有了

国家之后，祭祀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家行为。

《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记·祭统》：“凡治人之道，

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另外，汉字系统中有示部字，《说文解字》收有76个，含重文13个。示部

字从许多方面记载了古代的祭祀文化，包括祭祀对象、活动、种类以及与祭祀

有关的祸福。

而涉县女娲祭祀，最早还可上溯至“帝尧受禅”时期，祭祀地不过是山上

的古洞，到汉代才有“神庙三楹，灶神塑像”，其祭祀也由民间进入官方。

这充分说明以女娲祭祀为代表的涉县女娲文化至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每年的三月初一至三月十八日，四面八方的民众都来这里朝拜女娲。到明清时

期，仍保留公祭。

清邑令王凤九曾写道：“沅湘秦晋之士咸敬共无外，莅涉，溯漳河、诣皇

庙，祀事如齐如鲁，始知皇德汪  。余爰以八荒之享神者，以施以赈，以广神

庥。”

又据清嘉庆《涉县志》载，“如我涉娲皇之祀，自洪武间，以礼官之请增

祀古帝王陵寝，于是始祀于翼城”；“我朝顺治、康熙、雍正间历经修理（娲

皇宫），每年以三月十八为神诞日，有司致祭，自月初一讫二十启庙门，远近

士女坌集，肩摩趾错”。

大清光绪《重修朝元宫各殿碑记》记载：“孰非人情，能不齐明盛服，以

承祭祀哉，噫睹斯庙也，香火盛也，每岁暮春，遐迩坌集，为亲而求寿者；有

为子而求嗣者；入门告虔，故如蜂屯；伏地投诚，又如蚁聚。几有血气，莫不

向是而祈祷焉。”

清末至民国，其形式和内容多有遗失。新中国成立后，民间祭祀和朝拜仍

延续不断。“文革”期间，娲皇宫庙会被当作封建迷信而禁锢，女娲祭祀被迫

取消，女娲祭祀文化的很多形式面临失传的危险。与此同时，娲皇古建和石刻

也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

改革开放以来，娲皇宫修建，娲皇宫庙会恢复，民间祭祀如期举行并且规

模浩大，八方香客云集于此，女娲祭祀文化得以延续。与此同时，涉县政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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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进一步传承弘扬丰厚凝重、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多方论证并征得国家及

省市有关部门批准的基础上恢复了女娲公祭，从2003年9月开始，连续举办女娲

文化节，并且每年都在娲皇宫广场举行大小不同的女娲公祭大典。

涉县女娲祭祀文化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由于交通不便，绵延起伏的大山阻隔了山民们与外界的交往，形成

闭塞的心理。其次，文化落后，科学不发达，面对洪水、火山、地震、雷雨等

自然灾害的频发时，人们的思想需要安定，需要向一个威望很高又很信任的人

汲取力量，需要她的牵挂和呵护，期望一种超自然的神来保护自己，于是就把

女娲当成了内心深处最亲最信任的人，这跟西方国家的单纯信仰宗教是不大一

样的。这是人们生存的寄托，所以自古以来祈求女娲保佑人们的生存、繁衍。

因为作为神话中的人物，女娲正是人们心目中能够支配大自然、战胜困难的尊

神。

涉县人天旱时向女娲求雨；地震时求女娲补天补地；洪水来时求女娲治

水；求婚时向女娲烧香；求子时也向女娲上供。而一些自然现象的逐步泯灭平

息，又使人们认为是完全来自神的力量。这种心理一直往下延续，形成一种女

娲祭祀文化，而作为涉县女娲祭祀文化中重要内容的女娲祭祀、娲皇习俗、传

说故事、娲皇民谣等便伴随着历代民众的艰苦岁月，在信仰女娲的民众重要聚

集地娲皇宫一带传播开来，逐渐渗透到涉县人的心灵深处，每家每户都把女娲

奶奶当作自己的家长，或自己家中的一员，以至于家家户户都供有她老人家的

牌位。

当地还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劳动模范，她每次到外面开会之前都要在女娲老

奶奶面前禀报自己就要出门啦，请老奶奶多加保护，一切顺利。不少时候开重

要的会议，还要专程赶到娲皇宫‘汇报’。会议结束回到家中，也要告诉老奶

奶安全返回，别再牵挂，这叫有始有终。

好多人认为这不能算是迷信，倒是一代一代的涉县人的心灵寄托，女娲在

客观上已成为每个家庭中的至亲长辈，那位每次外出开会都要禀报老奶奶的女

模范与老奶奶的禀报和回话，何尝又不能理解为闺女与老母亲的对话呀！

实际上，许许多多的家庭中的人都会这样做，包括家中的婚姻、丧葬以

至升学、致富、盖房等，都必定向老奶奶作一下汇报，方感心安理得，大利大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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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人类生活中，就是这些女娲祭祀文化伴随着这一方的百姓度过了

无数的艰苦岁月，驱除了他们心灵中的荒芜和烦乱，在他们单调无助的生活中

起到了支撑作用，减轻了心灵的痛苦，特别是减轻了受封建伦理残害的妇女们

的痛苦，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但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产生保守、消极的一

面，这是应该摒弃的。

涉县西戌村93岁的小脚妇女傅向莲的一生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娘家是井店，家是西戌村的小脚妇女傅向莲，幼年时她就随父母到娲皇

宫朝拜女娲，女娲圣母那慈祥可亲的形象就永远刻进了她的脑海里。长大成人

后，女娲的可敬形象又永远跟随着她，她始终在想着这样一个问题，女娲圣母

是谁？她跟自己的一生有什么关系？她是那样的遥远又是那样的亲近，就像是

自己逝去的老祖母，又像是……

她始终把女娲圣母当作自己家中的一个最亲的人看待，不仅在三月庙会时

到娲皇宫朝拜她，还在自己家中设立牌位供奉她，有什么为难的事儿，有什么

难为情的话也愿意对她说说，大到盖房修屋，婚姻嫁娶，小到家长理短，鸡毛

蒜皮，无话不说，无事不谈，不说不快。

渐渐地，傅向莲养成了心宽量大的性格。

邻居一老太太曾与她生气，还舀水故意往她家的土墙上泼，她都当作耳旁

风，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她有三个男孩，三个女孩。19年前，先是丈夫王尚贤去世，紧接着二女婿

被火车轧死，没几天，二女婿的孩子又被干电池桶倒地砸死，一连串的变故让

人难以接受，可傅向莲老人没有在悲痛中倒下去，反而活得更坚强。

如今，老人已迈向93岁的高龄，耳不聋，眼不花，还时常在巷子里绣花

呢。

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文化的普及，人们走出大山与社

会交往的机会增多，女娲文化中信仰的成分有所减弱。比如：结婚多年不育的

夫妇不再虔诚地年年月月去向女娲求子，而是到大医院查查是否有生理疾病。

现在的庙会，虽然仍然人流如河，但仔细观察分析，许多人是来旅游散心的，

观看奇风异俗、名山胜迹的，或是来考察研究女娲文化的，烧香磕头只是图个

吉利，或感受古老信仰礼仪对人的影响，即使虔诚礼拜也多是求学求官求爱情

的，再也见不到过去庙会上为还愿而“跳火池”、磕破头皮的现象了。社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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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今人祭祀女娲目的是弘扬她所承载的民族精神，是感念她为中华民族的

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巨大的贡献。

二、涉县女娲祭祀文化诞生的地理、行政和习俗背景

涉县地处河北省西南部，晋、冀、豫三省交界处，东与河北省武安市、磁

县毗邻，西与山西省黎城县、平顺县相连，南与河南省林州市隔河相望，北与

山西省左权县接壤，总面积1509平方公里。

涉县位于太行山腹地，境内峰峦叠嶂，沟谷纵横，素有“八山半水分半

田”之称。山区矿石资源和林果等生物资源丰富，符山脚下财源滚滚，漳河两

岸稻花飘香，素有冀南“小江南”之称。现属邯郸市管辖。

“通秦晋、达燕赵、扼齐鲁、抵韩魏”的特殊地理位置，境内多山且物产

丰富的特殊自然环境，使涉县自古留下“秦晋之要冲，燕赵之名邑”的美称，

也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涉县历史悠久，早在五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栖居。至今仍保留有较为

完整的新桥文化遗址。进入文明时代后，涉县在历史上的行政隶属多次变更。

夏商周时属冀州，春秋属晋，战国时先魏后赵，秦属邯郸郡。西汉高帝元年

（前206年）始置沙县，后改称涉县，属冀州魏郡；西汉元鼎五年（前112年）

封刘绾为涉侯，东汉初又改涉县为沙侯国，东汉末年再改称涉县。1215年（金

贞祐三年），涉县升为崇州，辖黎城县城。1265年（元至正二年）废州，复置

黎城县，但仍将涉县境内的偏城、宇庄、鹿头、青塔等13村划归黎城县管辖，

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1912年，涉县属河南省豫北道。1932年属河南省第

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0年3月，涉县全境解放。同年8月，涉县、偏城两县

皆属冀太联办漳北办事处。1941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涉县、偏城属

边区政府太行区五专署。1943年10月，偏城县改属六专署，1945年11月，涉县

改属六专署。1946年3月，两县属三专署。同年5月，偏城县并入涉县。1948年

1月，涉县又改属六专署。1948年5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与晋察冀边区政府合

并，涉县属华北行政区太行区六专署。1949年3月，六专署撤销，涉县复属五专

署。同年5月，太行区区划取消序列编号，涉县属安阳专署。8月，太行区及其

所属专署撤销，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涉县划归河北省邯郸专署。

涉县习俗民情因受地理和行政更替影响，复杂多样，有“十里不同俗”

5

第 一 章  涉 县 女 娲 祭 祀 文 化 概 说



之说。但明嘉靖手抄本《涉县志》载：“土俗淳厚，人民朴素。士以忠义立其

节，儒以明经擢科第；无可多泰（侈？）剽切（窃）之靡，有端说沉（诚）实

之行。”

1998年版《涉县志》也载，由于山区特点明显，涉县民俗风情质朴淳厚，

勤劳节俭，待人诚实，不善应酬，父严母慈，兄弟相敬，和睦孝顺，尊师重

教。

涉县的生活习俗尤其体现在饮食上，旧时白面极少，吃粮以小米、玉米、

杂粮和糠面为主，故“糠菜半年粮”由来已久。也有戏称涉县人是“三天不吃

糠，肚里没主张。”

1955年后，随着红薯品种引进和产量增加，吃糠程度降低。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吃糠现象渐不存在，村民生活有

了很大改善。

三、涉县女娲祭祀文化的主要价值

1．根祖文化传承价值。涉县女娲祭祀文化，作为华夏根祖文化的一支，历

数千年传承流变而至今不衰，表现了民间文化顽强的生命力，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

2．巨大的历史、文化、科研价值。作为民俗文化缩影的女娲祭祀文化，

它的丰富内容和基本特征及其传承历史，在我国古文化中实属罕见，对它的抢

救、发掘、传承和保护，将带动和促进国内整个女娲文化的弘扬，对研究北齐

至隋、唐、元、明、清历代社会的民俗、民风、信仰等有着很高的价值。

女娲文化以其悠久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在全国闻名，作为祭祀文化的重要载

体娲皇宫建在涉县的中皇山上，其摩崖刻经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石刻壁经群，其

书法艺术是专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建筑被称为“活楼”、“吊庙”，其民

间祭祀活动被称为我国祭祀文化的杰出代表，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女娲文化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娲皇宫始建于北齐，迄今

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是专为祭祀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女娲而修建的，其抟土造

人，送子继嗣，成就婚姻，炼五色石以补苍天，造笙簧以供人娱乐，人类和万

物才得以繁衍生息，赢得了后世子孙对女娲的无限敬仰。

女娲文化这一集建筑艺术、书画艺术、民间祭祀中的音乐舞蹈艺术等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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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为一体的文化珍品，不仅在国内外文化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研

究我国的社会发展史和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民俗文化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

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资料。

女娲文化是根祖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扬光大女娲文化，可以进一

步丰富充实其内涵，使之自成体系，独具特色，进一步丰富充实中华民族文化

宝库。

3．开拓创新、担当奉献、战天斗地、征服自然、不屈不挠的精神价值。这

是以女娲祭祀为主的涉县女娲文化的一个重大价值。涉县政府充分发掘和弘扬

这一精神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洪水和贫穷，

使涉县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4．助推当地经济发展的引擎价值。近年来，涉县借力娲皇宫古建筑，采取

多种措施大力保护开发和传承女娲祭祀文化，既使之成为晋、冀、鲁、豫、陕

等地群众寻根问祖的场所，又成为代表区域经济特点、区域品牌形象的符号与

招牌，成为地方区域品牌的一面旗帜，体现出助推当地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价

值。

四、涉县女娲祭祀文化的分布历史和影响范围

涉县女娲祭祀文化的各种形式在县境内分布历史极早极广，早已成为历代

涉县人民精神信仰中的一部分。

宋时以县城为起点分为三乡，北起龙山到武安界称龙山乡，沿清漳河地区

称乘云乡，县城以东称玉泉乡。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实行“里社制”。涉县在宋代三乡基础上又增

设“符山”、“仙里”二乡（社），成为5乡（社）18里。

清代基本沿袭明制。顺治十五年（1658年），全县仍为5乡（社）18里

95村。至康熙（1662～1722）后期，县以下行政村改为“乡级制”。据康熙

五十三年（1714年）《涉县志》载，全县村庄由93个增至95个。沿至嘉庆四年

（1799年），增为29个约所，188个村。

1944年5月，全县设6个区，设148个行政村，同年增为7个区，包括属于三

区的上清凉、前池耳、后池耳等19个村。

1946年5月，偏城县并入涉县，偏城县原属武安的3个村，涉县原属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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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磁县的７个村，依旧复归各县。全县调整为9区1镇，共辖208个行政村。

1950年，涉县调整为7区1镇，辖209个行政村，307个自然村。1953年5月，

全县建94乡1镇。1956年撤区并乡，原95个乡（镇）并为42个乡、17镇。1961年

5月，由武安并入的５个公社相继划归原属，原涉县7个公社成为6个工委和一个

直辖公社。1962年4月，河南店工委增设胡峪、偏凉两个人民公社；偏城工委增

设东鹿头人民公社。全县成为28个人民公社。

1964年工委改为行政区，仍辖28个公社。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撤销

区制，28个人民公社领导体制改称公社革命委员会。1981年改称人民公社管理

委员会。1984年建立乡（镇）人民政府，全县建制22个乡8个镇，辖307个行政

村。1986年西达村撤乡建镇，全县建制9个镇21个乡。

1996年，河北省实施小乡并大乡，涉县撤销小乡13个，全县建制9镇8乡，

包括涉城镇、更乐镇、井店镇、西戌镇、河南店镇、索堡镇、偏城镇、固新

镇、西达镇、神头乡、辽城乡、偏店乡、龙虎乡、木井乡、关防乡、合漳乡、

鹿头乡。

至于人口情况，北魏天赐元年（404年），户不满百（并入临水县）。隋唐

时仍不过万。“唯金元之际，以户至万余，升县为州（崇州），号为殷盛。”

由于战乱和瘟疫，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有2504户，14687人；永乐

二十年（1422年）人口降至2308户，10836人。

到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才有2012户，15764人。嘉庆二年增至22705

户，104287人，较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增88523人。

1942年，涉县共有37547户，164498人，其中偏城县4470户，17800人。

1946年，偏城县并入涉县，年底全县总人口187327人。1949年共有51876户，

184875人，其中男101617人，女83258人；非农业人口5261人，占总人口的

2.8%。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为57106户，193741人。1964年63520户，238227

人。1982年86734户，322412人，户均3.7人。1990年10552户，总人口356023

人。到2012年，全县人口已近40万人。

以上区划自古以来无论如何调整，人口如何增减，女娲祭祀文化的传承却

没有中断过，全县307个行政村大都程度不同地建有女娲（奶奶）庙，其次才供

奉真武、玄武、黑龙、白龙、五龙、龙王、河神、财神、山神、禹王、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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