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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神抵第一章

泉州自古有崇尚鬼神之风，道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 ， 地方神抵纷纷出现，代有兴衰。宫观庙宇

大体有三种类型: 一是供奉道教尊神，教徒修持和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如元妙观、东岳庙等; 二是

供奉道教俗神，官方祭祀和信众礼敬的场所，如关岳庙、天后宫、城惶庙等: 三是以供奉地方神抵或

兼祀道教尊神、俗神以及佛、道合祀为主。三种类型构成一个多层次、多神崇拜网络。 各宫庙的祭祀

活动虽各有特色，但大体都遵循道教仪规。 所以，泉州道教与民间信仰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泉

州道教奉祀的尊神有: 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玉皇大帝、紫微中天北极大帝、

天地水三官大帝、玄天上帝、南斗星君、北斗星君、水德星君、东岳大帝、太乙救苦天尊、雷声普化天尊，

等等:奉祀的俗神有: 关圣帝君、 文昌帝君、四海龙王、八仙、张天师、阎罗王、城惶、土地、灶神、

财神、 二郎神、哪吨、门神户尉， 等等。

第一节尊神

道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自完善的神抵体系:尊神即为道教信奉的主要神抵。 东汉

道教初，奉老子为教主，以天、地、水三官为尊神: 南朝梁陶弘景撰《真灵位业图)) ，以元始天尊为

最高尊神: 六朝至唐宋，渐以"三清"为最高尊神。 唐代老子(姓李)被尊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宋代

时又在"三清"之下尊奉"四御"及真武帝君。此外，道教尊神还有日月五星、四方之神等。

三清(玉清 、 上清 、 太清)

道教用语。总称谓是"虚无自然大罗三清三境三宝天尊"位

于玉几下三宝景阳宫，指道教所尊的玉清、 上清、太清三清境: 也

指居于三清仙境的三位尊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

清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 。三清为道家哲学"三一"学说的象征。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韩"道生一， 一生二 ， 二生三 ， 三生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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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由无名大道化生泪沌元气，由元气化生阴阳工气，阴阳之相和，生

天下万物。第十四章又说"视之不见名曰夷，昕之不闻名日希，持之不得名日微((云直七篝》

和《道法会元》等道书记载道天尊居之" ((集说诠真》寻 I ((读书纪数略》载"根据《道法会元》

卷一 《清微道法枢纽》关于清微神位的记载:太玄辅之，正一盟威之道通贯三洞，传道德派和正一派。"

玉皇大帝

全称"吴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又称"吴天通

明宫玉皇大帝"、 "玄穹高上玉皇大帝"居住在玉清宫。道教认为玉皇为

众神之王，在道教神阶中修为境界不是最高，但是神权最大。玉皇大帝除统

领天、地、人三界神灵之外，还管理宇宙万物的兴隆衰败、吉凶祸福，其诞

辰为夏历正月初九日。明代王遥《蠢海集》记载"神明降诞，以义起者也。

玉帝生于正月初九日者，阳数始于一，而极于九，原始要终也。"意思是"一"

是阳数之首，九是阳数之极，故被认为是玉皇大帝之生日。明代黄道周的《月

令明义)) "正月初一日，天神地抵朝三清玉帝:初九日，玉皇大帝圣诞。"

清代黄黄的《月令注解》也有类似记载。

泉州民间认为"天公" (玉皇大帝)是主宰天地万物、至高至尊的神明。泉州信众会在正月初九

日子时(夜间十一点)举行祭祀活动。解放前在泉州市区的元妙观奉有玉皇大帝神位;而民间大多设

"天公灯"悬于厅前。泉俗对祈年拜天公极其隆重，敬祀者除夕斋戒沐浴，搭天坛于厅前，供品有五

果(五样鲜果或五样干果)、六斋(六样干素菜)、三牲(雄鸡、大鱼、猪腿或猪头)、澜盒、米饭(上

放红枣)、酒醋、糖品、蜜饿、鲜瓶花。子时正，即焚香点烛， 三跪九叩礼拜"天公祈求上苍来

年赐福降祥。正月初一，再携带供品往元妙观"烧天金"。泉俗正月初九日为"天诞"民间大多在

这天行敬拜之礼，称"做天公生"。叩谢"天恩"并不止限于以上节日，民间还常于结婚、出生、寿

辰等喜庆日子举行拜天、谢天仪式。规模大的酬天庆典，还请道士设道坛做"天香清瞧"。旧时，丰

年谢天赐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灾年则祈天消灾解厄、保佑平安。社会公众以全铺境或全城举办"天

香请瞧"俗称"做天香"或"谢天"。近年提倡环保以及佛教影响下，有主张玉皇大帝乃上界高真，

素食不辈， 一般仅准备鲜花絮果，可用新年应景之糖果、水果、桂圆、茶等敬奉，以香、蜡烛、烧天

公金、寿金等敬请保佑国家平安，也有人到庙堂以鲜花、水果祭拜。水果忌释迦(此水果貌似释迦佛头，

对佛不敬)、番茄、番石榴(古说番茄、番石榴两者因常随人类如厕后而遍生，视为不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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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微中天北极大帝

道教四御之一 (也有六御说法) ，全称为"中天紫微北极太皇大帝" 紫

微又叫紫微垣、紫宫、紫微星，位处三垣之中的中垣，是星座上属帝王之所居，

皇宫又叫紫禁城即是这一来历。道教认为北极星是永远不动的星，位于上天的

最中间，位置最高，最为尊贵，是"众星之主因此对他极为尊崇。紫微大

帝的职能是:执掌天经地纬，以率日月星辰和山川诸神及四时节气等自然现象，

能呼风唤雨，役使雷电鬼神。((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集注》卷上载:

"北极紫微大帝掌握五雷也。"紫微大帝的神诞日为四月十八日。

天地水三官大帝

三官大帝是早期道教尊奉的三位天神，指天官、地官和水宫。中国上古就有祭天、祭地和祭水的

礼仪。((仪礼》的《颤礼》篇称"祭天孀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撞"。不过，上古祭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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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水是皇帝的权利，庶民百姓只能祭祖。 东汉时，

21 . 张陵创立"五斗米道就以祭祀天、地、水三

: 官，上三官手书作为道教徒请祷治病的方法。 "其

一上之天， 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

谓之三官手书

上、中、下三元神合二为一。 泉州三官庙在旧时

府城进贤境，信众以为"天官赐福、地官赦罪、

水官解厄"都与人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 每年

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为三官大帝神诞之日，众多信徒不避进贤三官庙在府城北隅，

路远偏僻难行，早早来庙烧纸钱敬祀，尤其是虔诚的老太太也同样不辞劳苦来到三官庙进香。 三官大

帝，有下列几种说法 一)五行说， 三官源于金、水、土三气，而后天、地、水三气 。 ( 二 ) 三官

为周幽王谏臣，即唐宏、葛雍、周武，死后为神。(三) 三官由元始天尊取始阳九气、清虚七气、晨

浩五气，总吸入口中，九九之期结为灵胎圣体，从口中吐出三子，郎尧、舜、禹"皆天地莫大之功，

为万世君师之法" 。 后封为三宫大帝。 (囚) 三官为三兄弟，为美男子陈子椿与龙女所生。 老大生于

正月十五日，元始天尊封为上元一品九气天官赐福紫微大帝:老二生于七月十五日，被封为中元二品

七气地官赦罪清虚大帝;老三生于十月十五日，封为下元三品五气水官解厄洞阴大帝，故三官大帝又

称三元大帝。 道教初创， 三官信仰己被传播，历代帝王亦推崇。

... ..... ....1 
，也，. '. -3、..,‘ -. 
‘ . . 

、，;:, 
'咱，.... ... ... . 事.. . . . 

久
地
华
主
啻

也 e
~舍

海
都
文
化
系
列
藏
书

7
E
R
t
z后
丈
忡
忡
.
代

即真武帝，或真武、北极真君，是武当道教信奉的主神 。 真武即北方之神玄武，宋时避讳改玄为

真，称真武帝，宋朝道教的北方上帝，明朝天子的保护神，其信仰源于中国古代星辰崇拜与动物崇拜。

古时将上天二十八宿分成四组: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斗、牛、女、虚、危、

室、壁七宿) ，是镇护北方之神，主司风雨。<<后汉书》 载"玄帝，北方之神，龟蛇合体。 "同时，

龟蛇又都是穴居的水生动物，玄武又以龟蛇合体的形状出现，也意味着古代把它看作是雌雄交配，生

殖繁衍的标志。 隋唐时，已有四圣真君之号:天蓬元帅、天献副元帅、真武将军 、 黑煞将军。 唐贞观

二年 (628 年)封玄武为"佑圣玄武灵应真君" 。 兴盛于宋代，宋真宗因避圣祖赵玄朗之讳，而改称"真

武灵应真君"。宋徽宗又加号"佑圣"尊号。至元代又被晋升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 。 明成祖时地

位更加显赫，到了明永乐 (1403-1424 年)间，朱楝自称是真武大帝转业，大力推崇且有很大发展。

在民间的影响很大，于是供奉大帝的庙宇便遍布各地。 元始天尊说法于玉清，下见恶风弥塞，乃命周

武伐纣以治阳，玄帝收魔以治阴 。 因此玄天上帝又为主持兵事的剑仙之主，地位仅次于剑仙之祖广成

剑仙 。 有关真武的掌故中，又皆称龟蛇乃六天魔王以坎、离二气所化，然被真武神力摄于足下，成为

其部将，后世称之为龟蛇二将。 玄天上帝每每斩妖锄魔都御剑出行，武当山为玄天上帝的圣地。

道教在唐宋以后吸收汉代讳书中的"北方黑方，体为玄武"之说，尊玄武为法主，崇奉为大神，

是职掌北方天界的重要神抵。元代武当山道士所写的《率天上帝启圣录》载:

玄元八十一化为老君，第八十二化为玄武，托胎为净乐国王子，放弃王位，入

武当修炼，经四十三年功成，自日飞升， 玉帝封为玄天大帝。 斩妖伏魔，济世

渡人，威镇北方，其神像也发展为披发眈足，身著甲胃，足踏龟蛇，手执宝剑，

侍者执黑旗。 道教将玄武尊为北方大神后， 一些有关的祭礼仪式和析求的符

录、神咒等也随之出现。 玄天上帝的侍从除龟蛇二将、金童玉女外，还有三十六

将、五百灵官等。 玄天上帝的信仰者把它作为海神、水神、地方守护神来膜拜，

玄天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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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它能治病、救灭火灾、早能降雨，且能保佑舟椅平安等。泉州玄天上帝信徒广泛，影响深远。宋代

泉州海外交通发达，海外贸易兴盛，玄天上帝被作为"海神"膜拜。为析求船舶顺风平安，统治者既

到九日山通远王庙析求)1顶风，又到法石真武庙望祭"海神后来转为析求妈祖保佑。法石真武庙

"为郡守望祭海神之所"玄天上帝信仰对泉州的经济、文化、民俗等方面都有影响。在日常生活中，

有受玄天上帝影响，闽南谚语中有"上帝公(玄天上帝)折折(断)轿杠，扛勿得入境"比喻人受

折，无颜见人。在气象观测中有， 三月初三日，玄天暴，是日无风也有雨; 三月十五日，真人咫: 三

月二十三日，妈祖咫。真人咫多风，妈祖咫多雨。在人们心目中，风暴除由风神掌管，并把一年中定

期发生的某些风暴冠以神灵的名字，以示敬畏。泉州道教在举行斋酷仪式或迎神赛会中往往运用雅俗

相兼的音乐、舞蹈、说唱等形式来渲染增强宗教气氛。泉州的道教音乐中受玄天上帝的影响，如《孔

雀经》 中有《北方玄天大天王》、 《启请北方四十位天王》。随着泉州人移居台湾和南洋等地，玄天

上帝信仰也传播到台湾和南洋，是大陆联结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纽带。

南斗星君

南斗星君，道教神名 。 南斗即二十八宿中的斗宿，也就是北方玄武七宿

的第一宿，因与北斗相对，故名南斗。从古代开始已经流行南斗信仰。《星经》

云"南斗六星，主天子寿命，也主宰相爵禄之位。 "后民间流行"南斗主生，

北斗主死"的说法，道教吸收后将南斗六星神格化，成为司命主寿的六位星君。

《上清经》云: 南斗六星，第一天府宫，为司命星君;第二天相宫，为司禄星君;

第三天梁宫，为延寿星君;第四天同宫，为益算星君:第五天枢宫，为度厄星君;

第六天机宫，为上生星君，总称六司星君。专门奉祀南斗星君的庙宇称南斗

星君庙。因南斗专掌生存，故民间又称为"延寿司" 。

水德星君

即指水神， ((太上洞真五星秘授经》 则径直以木、金、火、水、土称五星君，并对水德星君的服

饰、职掌作了如下描述北方水德真君，通利万物，含真振灵，如世人运气逢遇，多有种劫掠之苦。

直弘善以迎之。"在中国古文化的神话系统中，水神是传承最广影响最大的神袱。

东岳大帝

又称泰山神，其身世众说纷纭，有金虹氏说、太吴说、盘古说、天孙说、

黄飞虎说等。泰山神作为泰山的化身，是上天与人间沟通的神圣使者，是历代

帝王受命于天、治理天下的保护神。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大帝的诞辰。

东岳大帝是主管世间一切生物(植物、动物和人)出生大权的神，纪念他的目

的是祈求他在人死后早放灵魂，投生转世。自宋朝始，每年此时立泰山庙会，

以祭东岳大帝，地点在东岳庙即岱庙。除祭析活动外，增加了经济活动，服务

于八方朝拜者。 游行时除抬东岳大帝塑像外，还用人装扮成各种鬼神的形象，

组成宗教游行队伍，到大街小巷游行。 善男信女向游行队伍烧纸钱、点香烛、

叩头，以祈求大帝保佑冥间亲属免受折磨。泰山以外，以北京东岳庙最为著名，

是元、明、清朝廷举行祭岱仪式的场所。 明代田汝成《熙朝乐事》载"三月二十八日，俗传为东岳

齐天圣帝生辰，杭州行宫凡五处，而在吴山上者最盛。 士女答赛拈香，或奠献花果，或诵经上寿，或

棚锁伏罪。 钟鼓法音，嘈振竟日 。 "明代沈榜《宛署杂记》卷 17 载" ()I顶天府宛平县)城东有古庙，

祀东岳神，规模宏广，神像华丽。 国朝岁时教修，编有庙户守之。三月二十八日，俗呼为(神〉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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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之辰，设有国瞧，费几百金。民间每年各随其地预集近邻为香会，月敛钱若干，掌之会头。至是盛设
?'I'lí '. -
足 |海 鼓乐幡幢，头戴方寸纸，名甲马，群迎以往，妇女会亦如之。是日行者塞路，呼佛声振地。甚有一步

国 I~ 一拜者，曰拜香庙。"清代顾铁卿《清嘉录》卷 3 载" (三月) 二十八日，为东岳天齐仁圣帝诞辰。"
Tê l 在
活 |系 东极青华大帝
丈 |列
:辛E刮|陪雪 又称太乙救苦天尊，有"寻声救苦天尊
吨 l川节 帝二侍者之一，配合玉帝统御万类。道教说他由青玄上帝神化而来，誓愿救度一切众生，所以黑化救

苦天尊以度世。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

雷部的最高天神，掌管复杂的雷神组织，总部为神雷玉府，下设"三十六内院中司、东西华台、

玄馆妙阁、四府六院及诸各司，各分曹局"。九天雷公将军、八方云雷将军、五方蛮雷使者、雷部总

兵使者都是九尊手下，诸司中有 36 名雷公，代天打雷，均照九尊命令。

第二节俗神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民间俗神信仰中，可以属道教信仰范畴，但严格意义上又不是宗教，而帝君、

王爷、娘娘、佛公信仰属民间信仰范畴，是民间信仰重要的组成部分。泉州民间俗神信仰没有教义、

教规和组织形式，不构成一个社会实体， 信众之间互不统属，来时同是香客， 散去即为路人。俗神信

仰敬拜英雄、清官、祖先等，以传统历史文化为背景，也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覆盖面很广，历史久远，

成为泉州传统文化习俗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植根于闽南地区汉民族民间的一种长期的历史文化现象。

泉州的宫观庙宇既供奉道教俗神，又是官方祭祀和信众礼敬的场所，如关岳庙、天后宫、城惶庙等，

形成一个多层次、多神崇拜网络。各宫庙的祭祀活动各有特色，大体都遵循道教仪规。

关圣帝君

关羽( 160-219 年) 字云长，东汉时河东解县(今山西省运城市解州

镇常平村)人，中国三国时期著名人物、军事家、著名将领。他年轻时练就

一身好武艺， 好打不平，见义勇为。东汉末，社会动乱，群雄并起，关羽因

亡命逃奔河北添郡，与张飞往投正在乡里招兵买马的刘备，三人并结义为兄弟，

誓共生死，这就是被后世传为佳话的"挑园三结义"。官渡之战前，曹操分

兵东征，大败刘备，关羽被俘，受封为偏将军、汉寿亭侯。之后，他封金挂印，

仍然投奔刘备，被派镇守湖北荆州。刘备入川为汉中王，拜他为前将军，假节锚，

率众攻打曹军。他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后来，东吴孙权

派吕蒙偷袭荆州，他因骄傲轻敌，兵败麦城，在当阳玉泉山被杀，时年 60 岁。

他死后，被迫谧为"壮缪侯当地人就在其死处立祠奉祀。然而，自魏至唐，

他在民间的影响并不大: 从宋朝以后在全国普遍建起关羽庙，且累受皇帝的封号。宋哲宗封他为"显

烈王"宋徽宗封他为"义勇武安王"南宋高宗加封他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宋孝宗加封他为"壮

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文宗加封他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尤其是元末著名长篇历史小说《三

国演义》的诞生，将其描绘为勇武和忠义的化身 ， 使得他的名声大振，跃居于历代名将之上，成为"古

今第一将"从而在民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到了明朝万历年间，明神宗又先后加封他为"协天

552 第一章民|司神抵



护国忠义帝"、 "三界伏脱大帝神戚边镇天尊关圣帝君"请代)1阴治皇帝更是加封他为"忠义神武只

佑仁勇戚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湖赞宣德关圣大帝封号竟长达 26 字。封建帝王们的大力推崇，使

关羽的地位无比肢赫，成为民间供奉的神明，成为罔家祭祀的高级神袱，充当了史家的保护神:同时，

佛、道二教也争相把关羽拉进自己的教门，以壮声势，关羽成了儒、氓、释王敬共同尊崇的"超级"

偶像，这在中国民间神袱中是独一无工的。

关帝倍仰在泉州的发展 始于明初，到明末万历年间已经规模甚大，清代达到高峰，儒、释、道三家，

都希冀将在民间有广泛信仰的关帝纳入自己的体系。关羽被士人尊为"五文曰"之一，被佛教列为"伽

蓝护法神"。在推动关帝信仰兴盛中最有成效的要数道家，从唐代始，泉州有的道观、佛王子就供奉关帘。

宋代居住泉州的士大夫都很主重视对道教诸神的崇泰，借对i道教神仙的祀泰米宣传儒家思想，成为发展

海外贸易服务。但直至宋、元，关于旨在道教中的地位并不高，道教雷法中仅把关帝列为雷部将帅之…，

称"郎页上将"。泉州的道教…直盛行，明初在玄妙观设泉州"道纪司"管现道教事务。明朝中期，

封建统治思想支柱是儒家理学，为强调"神道设教"以助教化，使用理学思想改边远教。随着泉州理

学的第二次高潮，大批理学家如陈用宾、卒光铺等，同时成为著名的道教学者。关帘的地位得到明、

清统治阶级的认可，予以加封。关帝成为"忠义"的象征，又是荡魔伏魔的灵神，在世俗化过程中起

了三大作用:一是教化，明请问出现假托关公占L坛飞驾、降笔著述的大量所谓"圣侄"、"对签"、"训Ii

戒文"成为劝善的社会通俗读本，如《关帝觉世真经》、 《关帝明圣经》、 《戒士子文》哮。二是

民众崇拜关于旨，边远超出统泊阶级以关帝作为忠义化身和道教以关帝作为护法天神的范罔，而是将关

帝视作武神、财神和正义之神:凡是命禄科举、桂灾除疾、驱邪辟忠、诛罚讨逆、巡察冥司、庇护商贾、

通畅财源、决断疑难等等，无不祈求关帝。泉州的关帝庙多达 100 余座， 的有七城门内各 l

南、北教场各 l 庙，而最著名的是通淮门内关帝庙(今通淮关岳庙)。通淮关帝庙位于通淮门与清真

寺的中点，民间流传着，通推门城楼圆形为鼓，清真寺矗立如钟，钟鼓相应，最为只异。一

的民间础密会党组织，更是以关帝之"忠义"作为结党的精神纽带。在明代泉州倭忠频乃，以及明、

请问"禁问:"、 "迁界"的数百年间，泉州沿海民众要合力守土榈侮，要对抗官共的强大压力破禁下

海交通贸易，必须以关帘的"忠勇尚义"精神纽结在…起。明末消初，泉州又是郑成功抗洁的草地和

，其转移台湾以及施琅统一台湾后，泉州一带反洁的秘密帮会始终没有停止活动，他们始终以

关帝的"忠义"为号召，入帮会、结弟兄、起盟誓，均在关帝神像前焚香顶礼，献血为证。官府推崇

关帝之"忠"而会党对抗统时誓:以关帝之"义"南特北辙，各取所需，这是始料未及的。

关帝巡扮 关羽既封为帝，其出训即称巡狗。巡狞…般都是在严重的天灾人祸降临时举行的。仪

民众之虔诚，比帝王驾临有过之无不及。关帝最近的一次巡狗，是在民国二十二年 0943

) ，时泉州鼠疫大发，油及郊区邻县，尸体川流，泉人恐慌，乡绅发动关帝巡狞以避灾。傅金星、

曾焕智《泉州通j住关岛庙志》描述，其仪制是为:关帝巡持前一个月出"香条" (通告) ，贴七城门，

遍告城内外民众知晓斋戒:全市大扫除，清淤沟，洗厕所，折鸡剧，除障碍。出训前三日，全市禁屠:

其次出路关有刻版，刷拓张贴，并广泛卖给民众。由于关帝巡柑连续三日，其路关格式为"泉有ßj现

淮庙关圣夫子 4汉寿亭侠'圣驾出游路关 xx 日 xx 时由本庙起驾从 xx 经过 xx 至 xx 圣驾

凹!自 xx 日 xx 时由本庙起驾从 xx 经过 xx 至 xx 圣驾回庙 xx 日 xx 时由本庙起驾从

xx 经过 xx 至 xx 圣驾回庙。 xx 年 xx 月 xx 日，泉郡通淮关岳庙董事会。"出巡前，须

先往亢妙观向天公进表。进农前二三天，捕绅董事与参与感典的文武官员，即斋戒沐浴。进表日夜子时，

圣驾出庙，沿途洒扫，奉表熠绅在前"香担"、 "球炉"、 "灯仪"跟随，然后是关帝二驾、龙宫

城院、关帝大驾，依此前进，庄严肃穆，悄然无声:到元妙观"'是驾依此排列， 可仪唱仪:

礼毕，圣驾回庙。傍晚开始第一天巡狗，千家万户摆设香案，供五果、六商、清茶、鲜花，点燃柱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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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还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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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对烛，黑烧贡末、梅香，全城鞭炮轰鸣，功地震天，硝烟弥漫:执帝、举叉、拉布幌之倍士信女，先

红!可行开路。通淮街上排好队列，路关前导，四面直径 1 米多的大锣，每而两人抬，鸣锣开道，执棒举牌
荷叶 之士分成两行"肃静"、 "回避"牌黄成金字。叫个彪形大汉高擎大菇，蘸杆插在竹筒中，竹筒挂
注|再 在大汉琐颈上，藤高数丈，靠尖系四条彩绳，四个大汉分四角拉牵，蘸上大书"忠义神武灵佑仁勇
安 |5 戚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湖赞宜德关圣大帝"接着是旗灯。旗灯以灯为旗，扎 32 圈，每固挂…红灯，
tlT 单行坚举，约 20 余对。再次是长吹队、犀蝶队:接着便是各铺分、行庄、乡盟敬献的礼仪。礼仪大
叫 107 都是《山海经》图中的兽类，有眼麟、狮子、拥~、虎豹、骏马、四不象等，不下千百只，多是用棉

纸和纱绢糊成，底鹿力口水轮，推拉前进，每件礼仪有乐队伴j恙。乐队成五帝、成十音、

队伍填街塞巷，灯火成河，管弦喧天。待到关帝起驾"香炮"连晌 12 发，箴耳欲聋。鞭炮大H晌向，

呼声腾起，人群拥着"大帘

会铺，因此起驾出庙是龙会铺人的专利，圣驾出庙后，使人人都有权争"买一肩"即商量让抬几步。

能"买一府"的，感到无比荣幸，认为就"福禄来11备祸不债"了。圣驾开始巡行，…路上前呼后拥，

有障碍即除，有脏淤即淌，有厕所即拉布拦服掩。天戚驾Ii句，沿垃跪拜，叩头如捣蒜，响声如描鼓，

祷告如诵诗，虔诚之情无以复加。谁敢亵读神明，冒犯众怒，立即化为商粉。

祭祀 关圣夫子的祀典，是随关羽封号的升高而升高的，其祭祀的降茧盛大，始于明代后期，当

时关习3 日封为帝君，但其祀典仍没曾以祀帝的规制。即使孔子，明初也只用六份，成化中才升为八份，

嘉靖九年升为大合乐。"仰"是…种舞蹈行列，天子的乐舞用八怕，即纵横均是 8 人排列，共 64 人:

诸侯只能用六伯，即纵横均是 6 人排列，共 36 人:大夫用四{命，即纵横均是 4 人排列，共 16 人:士

人二怕，即纵横均是 2 人排列，共 4 人。关羽于明万历间进爵为帝，庙称武庙，与孔子之文庙并称，

因此其祀典不断升格，最终与祭孔等问。清乾隆四十二三年 (1778 年) "黑修泉郡涌淮街关帝庙碑"载:

"国家沿前典，述文庙祟祀先师孔子，复去军建武庙以崇祀关帝。庙用帝制，自京师暨各省、郡、州、县，

岁2祭，其仪略降于先师，在社瑕工神之上……祀先师著令外，凡书院、义学、释莫，弗禁蔚:祀关

帝若令外，凡遇都目慎，以及遐垠荒区，所立庙祈祷拔攘，亦弗禁焉。又所以广爱广敬而大畅乎薄梅

内外，士与女欢欣瞻仰之私1m由。"清道光《晋江县志》卷 16 祠庙志载" (武庙)在尊辉铺提署之左，

前系提督东教场。康熙二十七年 (1688 年) ，提帅张放翼珑，称武庙，朔望行番，在秋致祭，而秩祀

之典尚在涂门庙(关帝庙) 0 至嘉庆问 (1796…1820 年) ，提帅颇守英始移秩祀之祭于此庙。后中殿坏，

嘉庆十八年 0813 年) ，伯爵军门许文读捐修，住持僧然中慧其役。"关于关于旨祭祀的仪制，清道光

《普江县志》卷 15 祀典志载"每岁颁行祭费恨二十四两正，于春秋二仲月古日及五月十王日致祭。

白色。在1资爵王、登…、删二、篮二、篮工、短十、豆十、牛…、羊一、东一、酒搏…，

跪九日日礼。" " (祭关帝)祝文:维帝浩气设霄，丹心贯日，扶正挠而彰信义，戚箴九州，完大节以

笃忠贞，名高王国。神明如在，遍祠宇于环区:只应;;E昭，荐馨香于历代。屡微异迹，佑群尘。恭

进行祀典。链陈结盟，几奠牲自葬。尚乡食。"大合乐则有:靡一、祝→、敢一、

钟罄各十六、坦二、箴二、肃四、风萧四、笙六、筒四。搏捐:鼓二，应鼓如之。乐生 38 人，工歌 6 人，

，理如之。舞生 38 人。品物:祝文、乐章、仪沽，~如制。乐、舞生以市区儿主运充任，

专人教授。坝、箴、萧、筒、搏拍、应鼓，由道士充任。

致祭之日，迎春门不许挑腥荤、便尿出入，关岳庙歪礼乐亭搭天棚相迹，参与祭祀人员，商戒三天，

。是日，礼乐亭钟鼓和屿，祭祀开始。可仪唱仪，乐生、舞生依此走入正殿，按方位立定。

奏乐，舞拜，官绅、董事列队礼拜。主祭由德高望重者充任，敬诵祝文。

文目帝君

文吕本思名，亦称文曲星，或文屋，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古时认为是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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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运功名的星宿。其成为民间和道教所信奉的文昌帝君，与梓渲神张亚子有关。东

晋宁康二年 (374 年) ，蜀人张育自称蜀王，起义抗击前秦持坚，英勇战死，人们

在梓渲郡七曲山为之建张育祠，并尊奉他为雷泽龙神。其时七曲山另有梓渲神亚子

祠，因两祠相邻，后人将两祠神名合称张亚子，并称张亚子仕晋战毁，实为《晋书》

所载张育之事。元明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规模化和制度化，对于文昌帝君的奉祀

也逐渐普遍，各地都建有文昌宫、文昌阁或文昌祠，其中以四川梓撞县七曲山的文

昌宫规模最大。一些乡间书院和私塾也都供奉文昌神像或神位，其间时有兴废，但

文章司命，贵贱所系，所以一直奉祀不衰。 旧时每年二月初三日为文昌帝君神诞之日，

官府和当地文人学士都要到供奉文昌帝君的庙宇奉祀，或吟诗作文，举行文昌会。奉祀方法:以香火

作为沟通天界神仙的媒介，并诚心诵读文昌经书《文昌帝君阴鸳文》或道经经书《太上文昌宝忏)) ; 

祈福仕途高升的人也可在每年二月初三日到文昌庙，供奉鲜花、水果、茶食、点心等供品。儿童如果

调皮捣蛋，成绩不理想亦可供奉文昌帝君，在供奉之时，可选用供品"葱" (象征聪明)、"芹菜" (代

表勤奋好学)、 "肉棕" (代表高中状元如果选用以上两种方法，必须虔诚并坚持，效果可能要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才能显现，若从个人八字文昌星入手，根据自身日元针对性增旺，则效果会比较

明显，比如著名的摆件"文昌八将"就是按此原理设计而成的 。

四海龙王

龙王是中国古典神话中水族的统领，奉玉帝之命管理海洋的

四个神仙，掌管兴风布雨。弟兄四个中"东海龙王"敖广为大，

其次是"南海龙王"敖钦、 "北海龙王"敖)1院、 "西海龙王"敖

闰 。 四海龙王的职责是管理海洋中的生灵，在人间司风管雨，统

帅无数虾兵蟹将。唐僧西天取经，四海龙王曾多次帮忙，或去兴

风作雨，或率兵助阵，自己的外甥小琶龙触犯圣僧，他们也不伺

私情，逮捕归案 。 龙王信仰在封建社会十分兴盛，不少地区建有龙王庙，但因其地位不断被新的"海神"

等取代，地位渐不如前。龙宫庙，在九一街龙宫菜市场附近，原祀龙王，现神像无存。

八仙

民间广为流传的道教八位神仙。 八仙之名，明代以前众说不一。 有汉代八仙、唐代八仙、宋元八仙，

所列神仙各不相同。至明吴元泰《八千山出处东游记)) (即《东游记)) )始定为:李铁拐(李玄或李洪水〉、

汉钟离(钟离权)、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何晓云)、吕洞宾(吕岩)、韩湘子、曹国舅(曹景休) 。

张天师

张道陵 (34-156 年) ，道教创始人，第一代天师。 本名张陵，东汉沛国丰邑(今江苏丰县)

人。道书载:为汉留侯张良八世孙。 当地文史资料载，张道陵于东汉建武十年 (34 年)生

于丰县阿房村(今江苏丰县宋楼镇费楼村)。他 7 岁埋头书房，苦读《道德经》、 《河图》、

《洛书)) ，领其奥。 19 岁设帐讲学，后任江川|令。 24 岁与孙氏成婚。 因当时社会的种种原因，

张道陵无意官场，决计修道拯救百姓。 张道陵在蜀汉之境设 24 泊，为布化行道的机构，先后

在青城山、龙虎山、巴蜀地区传道，创立了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一一道教。凡入道者交五斗

米为信，后人因称其教为"五斗米道" 。

阎罗王

简称阎王，又叫"阎摩罗王"、 "阎魔王"等，汉译为"缚"、捆绑、捉拿有罪过之人。他能判

第二节俗神 555



是运
2飞 决人和前之罪，加以赏罚。阎罗王的职责是统领阴间的诸神，审判人生前的行为并给予相应的惩罚。

?'Jí ι ::.' I 海 在佛教中，阎王信仰有很多各自不同但互相联系的说法，如"平等王"、 "双王"等等。明清以来，

豆豆 I~ 十殿阎王之说盛行，以致有替代道教原有的东岳大帝主宰生死之势;但是民间少有专门奉祀十殿阎王
主 陆 的庙观(除了重庆部都) ，一般均在当地城惶庙内设阎王殿，奉祀十殿阎王。各王诞辰之日，虽然也
l'õl I 桑

丈 |元 有香火，但主要奉祀十殿阎王，当是在为亡魂举行超度科仪之时，以析求各殿阎王开释亡魂，使其早

E T 日受度升天。
、'.... I 丁3

城惶

又称城惶爷，他是冥界的地方官，职权相当于阳界的市长。城惶跟城市相关、随城市的发展而发

展，产生于古代祭祀而经道教演衍的地方守护神。城惶本指护城河，班固《两都赋序)): "京师修宫室，

泼城惶。"祭祀城惶神的例规形成于南北朝时，唐宋时城惶神信仰滋盛，宋代列为国家祀典，元代封

之为佑圣王，明初大封天下城惶神，爵位分为王、公、侯、伯四等，岁时祭祀，分别由国王及府州县

守令主之。明太祖此举之意"以鉴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傅幽明举不得幸免"。

观音佛祖

原是印度婆罗门教的一位善神，名叫双马童，又叫马头观音。此名很特别，声音在别

人是"昕他却是"观"意思是凡遇难者只要念他的名字，他就"观"其声音前往拯救，

足见其法力是很大的。当他远涉重洋，从印度来到中国时，开始是男性形象，但到了唐代

却变为女性了。菩萨本无性别之分，男女均可，但大约慈母之爱，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更易

被认可，更能拥有众多虔诚信徒。泉州及所属的各县均普遍奉祀观音佛祖，有许多宫庙、

寺宇、尼庵(俗称"菜堂" )均有其塑像，有主祀的和配祀的。尼庵都住着"菜姑" (早

期吃菜修行之妇女) ，她们时常出来向本境的人家化缘，一角钱、半斤米都可以，要求

不高，并分赠一张神符或一个"泥孩儿"给施主。在泉州观音佛祖与土地公、关帝爷是

家家户户都奉祀的，最为普遍。民间中老年妇女笃信观音佛祖为数最多(佛教的其他

菩萨，概称佛祖) ，她们在佛祖面前许下较大的祈愿是每天早餐素食(食早斋) ，或

于全年某些固定的日子全天素食(食斋期) ，较多的是每月的初一、十五日抑或初二、

十六日，更有长年全素食(食长斋)的。她们的信誓皆长期恪守，坚定不移，有的坚

持每天早晨及晚间念佛 (ep "南无观世音菩萨"或"南无阿弥陀佛" ) ，甚至会念简短的《观音十句经》

或《心经》等，但这些佛教信徒(信女)并不出家。

福德正神

俗称土地公，本名张福德，自小聪颖至孝 36 岁时，官至朝廷总税官，为官

清廉正直，体恤百姓之疾苦，做了许许多多善事。 102 岁辞世，死后三天其容貌

仍不变，有一贫户以四大石围成石屋奉祀，过了不久，即由贫转富，百姓都相信

是神恩保佑，于是合资建庙并塑金身膜拜，因此生意人常祭祀之。亦有说在他死后，

接任的税官上下交征，无所不欲，民不堪命。人民想到张福德为政的好处，念念不忘，

于是建庙祭祀，取其名而尊为"福德正神"。在民间，土地公也被视为财神与福神，

因为民间相信"有土斯有财"因此土地公就被商家奉为守护神。因他还能使五

谷丰收，很多人就把土地公迎进家里祭拜。

泉俗称土地神为"土地公"(福德正神) ，是民间普遍供奉的神抵之一。旧时，城乡各铺境都有土地庙，

家家户户及商店都设土地盒，祀奉土地公。自二月起，每逢初二、十六日，店铺、作坊和民家都敬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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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公，称"做牙"以祈人安、财旺、年丰，而以土月初工日(头牙)和十二月十六日(周牙)最

为隆重。泉俗死者安葬时，要在墓左侧立"后二七"石雨，举行祭礼，上香祈求庇佑，俗称"祀后土"

"即=1:::地神;以后每年清明扫慕，都要兼祀土地公。

住宅:凡汉式大府或近代楼房的正吁，都于厅屏前置长案奉"福德正神" (由此厅屏亦称"福屏")。

有的设盒、有的没设鑫:有的最塑像，有的未置塑像，只以红娘器书神位代之。南安一带侨乡亦有在

长案下地面筑…小盘祀之，同样陈列有铜、锡……各类雕花或平面的香炉烛台、果盒座。长案以八仙

剧有红缎金缕绣成吉祥图案的桌裙:厅事附侧各摆"太师椅"、茶几等古色古香的家具，檐

前悬有红锻绣着金字的彩额。红彩、桌裙与红漆家具或砌大红砖的墙壁交相辉映构成一派富丽堂皇的

氛围，使人如入"桶寿风宁"之境:用以日常顶礼膜拜。侨胞出洋前亦提带上家乡的一撮泥土并向"土

地公"的香火袋…起包好，祝福…路平安，以示不忘故土。 i草包黯土还可防治异地水土不服之虞!

商店、厂房:在墙上支一骑架，上置"福德正神"或牌位，并置香炉烛台敬果等。近年来随着

改革开放，这一倍仰也涌进了"三资"企业。他(她)们在神位的设置上讲究摆设，设有彩绘神盘和

电器长明香、龙柱和红烛炬。

旧时的通衡、大街小巷、铺境街坊，尤其在泉州概有专祀"土地公"的庙宇:大小不一，一般设

在当街出入口成村口处，大者如铺面，且位有专职庙祀以事管理和奉供，小者以壁盘置之，偶像香案

俱全:设有灵签以供问卡，但香火盛衰不…。时至今日，尚可见到一定数目的这类新旧庙址，其中已

有相当部份由信仰的热心人士，包括"三胞"自动捐资予以意修成维修。此外，还有一部分流动性的"土

地公"摊位由宙人捧着小鑫、签简沿街措村沿替呼喝为人问卡，代抽代困"土地公签诗"。

搭梁、赞梁、安二i二(现代民厨多建多层楼房，房顶部为主1'-板建筑米用脊梁，故能将"八卦阁"

持在中堂正上方折中为之)及谢土，足专为新建筑落成，或旧电舍"作彩"而举办答说f"土地"的庆典，

以祈大捕。

大商出入栏，都得祷告"福德正神" (俗称"既栏公" ) ，以求民腮快，出栏迅速。倘若遇有1智商战瘾，

在侨乡则常谓"土地公"的神像出来攘灾降桶，跳神烧饭，花钱过用就马、牛、羊、 1鸟、犬、东六窗来说，

要算对狗的世俗观念;最突出。农村中每有进狗崽时，主人就要向"土地公"焚香，旋即握着狗恩的前

蹄抱拳向神位再次作扣，说是这样做可令狗崽不随地、尤其不在屋里拉撤，不敢追鸡吓鸭……

添置偶像:民居添置"土地公"的过程都极简单。只要携…小篮或其他容器在上街抑或赶集办事

的同时，顺便到雕栩店或杂货铺购置一尊即可;因市肆常各有现成货，大小规格、质地随顾客当面挑

选议价，请出后置诸容器即可回家。到家后取…叠金纸陌垫在集内、案上成骑架上再置上偶像，摆上

果盘、焚位香、烧金主氏;至礼者再燃上一小串鞭炮就算"神"来了。有异其他神抵之既要开光又要点眼，

热闹哄哄!大千世界凡有土地处就有"土地公"民谣云"土地翁白目眉，无人请自己来"。

石狮伍能土地庙 供奉土地神(福德正神)为航海保护神，是清代以来流传在样芝伍堡澳(今届

石狮市鸿山慎伍埋村)的…种独特风俗。伍堡土地庙位于长任山麓，依山临海，坐北朝南，始建于明

代，清代多次主意{房，香火逐渐兴旺，被来往海商、船民视为伍堡澳航海保护神。现存建筑面积 130

方米，单开问重檐歇山顶，进探二间，另有护厨，附葬"世合春"戏神墓，庙宇所奉土地神被称为"闽

南第一土地神"。与其他土地庙相比，伍能土地神不但建筑规模完备，结构精巧，而且庙中土地神还

配祀文、武判官，显示出…种威严的气氛。 1998 年土地庙、戏神基在伍堡村船商和移居香港、台湾的

乡亲，以及侨周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的侨亲共同支持下，再次重修，保留清代建筑规制，蔚为泉南胜

迹。 2001 年 6 月经石狮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批准竖立"文物保护标志"碑。伍健上接样芝，下按东埔、

东店，紫为晋南外港要口，其海上交通活动兴起于元代0 元代五堡澳建有一席高达 8 米的石塔，名叫

墙"又称"镇海塔"以作为海上船舶往远的导航标志，伍堡…带的向城亦冈此命名为"塔子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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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明代的伍堡土地庙位于塔子湾畔，其东侧 300 米处建有妈祖庙，船舶进出港均派人来此朝拜。

清乾隆年间某年的正月十六日，伍堡"土地神"生日，村民延请"世合春"戏班到土地庙前演戏酬神。

前来"割香"的台湾香客见戏班技艺超群，遂邀"世合春" )1顶途到台湾演出。戏班应约乘帆船出海，

不料在台湾海峡突遇暴风，舟覆人亡。噩耗传来，伍堡村民纷纷到土地庙为戏班亡灵析祷:事后，溺

水者的尸体竞漂回伍堡澳，村民为其敛葬在土地庙东侧，并用红砖刻上"世合春之墓"以祭奠之。消

息传到台湾，众人痛心不己，遂捐资打造一艘"石船"运到伍堡土地庙，供奉在世合春墓旁。他们说，

让戏班乘挚"石船"到台湾演戏，就不再害怕狂风恶浪了( "石船"现仍保存完好，其形体系模仿泉

州帆船打造而成)。从此以后，凡有戏班到土地庙演戏，都要先到世合春墓前唱段折子戏。世合春墓

因此被称为"戏神墓"成为闽台文化交流的象征之一。 伍堡土地神香火也开始在台湾传衍，彰化、

淡水、台中等地均建有分灵庙宇。

财神

主管财源的神明分为两大类: 一是道教赐封， 二是民间信仰。道教赐封为

"天官上神民间信仰为"天官天仙"。道教赐封并不称为财神，而是在所

任官职上加封神明。财神是中国民间普遍供奉的一种主管财富的神明，佛

也有财神:北方多闻天王和善财童子。现代，为了迎合大家的心理，还推出

了网络财神和电子财神等。目前，国内民众供奉的财神主要有七位，分别是:

端木赐(子贡:儒商之祖)、范蠢(浙商)、管仲(徽商)、自圭(晋商)、

关公(关帝阁)、比干(文财神、冀商之祖)、赵公明(赵玄坛)。泉州尊奉

财神以关帝为主，但浮桥龙济宫以主祀赵公明而闻名。

赵公明远古神袱，尊称赵天君。 上古时代，天上有十个太阳，被后界射下

九个，都在青城山(今四川省内)变成鬼，只有一个变成人，这就是赵公明。他能驱雷役电、呼风唤雨、

除瘟剪虐、桂病消灾，战力强大而被姜子牙封神，其能"主持公道"令人"求财得如意"而成为"武

财神"。唐朝皇帝嘉奖他神勇， i.益赠元帅封号，此后人们称他赵公元帅，也称赵天君 。 民间又称他是

五路财神之一，认为他是玉皇御封的财神，纳福降祥，买卖求财是他的专司之职。宋元时期泉州为东

方贸易大港，商贾云集，能否发家致富，神明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赵公元帅神通广大，信众对他顶

礼膜拜。解放初期，泉州奉祀赵公元帅的宫观不下 10座。每年九月十五日赵公诞辰日，里人准备好仪仗，

锣鼓吹，用八抬大轿把他请出来巡持境铺，善男信女各自在家门口设诞桌，迎神出庙，析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恤幽幽

门神

旧时农历新年贴于门上的一种画类。门神是道教和民间共同信仰的守卫门户的神灵，旧时人们都

将其神像贴于门上，用以驱邪辟鬼，卫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等，是民间最受人们欢迎的保

护神之一。道教因袭这种信仰，将门神纳入神系，加以祀奉。 新春伊始，第一件事便是贴门神、对联。

每当大年三十日(或二十九日) ，家家户户都纷纷上街购买春联，有雅兴者自己也铺纸泼墨挥春，将

宅子里里外外的门户装点一新。

女士神

也称灶王、灶君、灶王爷、灶公灶母、东厨司命、灶司爷爷(浙江衙州称)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

中的司饮食之神 ; 晋以后则列为督察人间善恶的司命之神。 自人类脱离茹毛饮血，发明火食以后，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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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灶就逐渐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崇拜灶神也就成为诸多拜神活动的一项

重要内容。((礼记》祭法"王为群姓立七祀即有一祀为"灶而庶士、庶人立一

祀"或立户，或立灶

《玉烛宝典》引《灶书》称灶神，姓苏， 名吉利，妇名搏颊" 。 冀中地区供张

奎、高兰英。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灶君上天述职，正月初四日回来，家家

户户于该日迎灶君，复之如送只礼，意求灶君保平安添福寿，故亦称"接神" 。 旧俗

送神均在下午举行，接神则在初四日清早即要举行， ~p "晏送神，早接神"其意在

于要把神早早接田，让冲佑护的时间尽量多延长。接神的礼品与送神时略同，也是三牲

果合、金香烛炮，先焚香迎接神社氏下降，斟酒祭献之后，再鸣炮烧金，以示欢迎;析

求诸神佑护合家大小， 一年平安如意。

二郎神

灌口二郎是修建都江堪的蜀郡太守李冰的二儿子，因辅助李冰治水有功

而被人们感念，被尊为"二郎神"。杨戳也被人们称为"二郎神"中国神

话传说中一个重要人物。人神混血，力大无穷，法术无边，撒豆成兵，通晓

八九玄功，因有七十三般变化，阙庭有神眼(不知是激光发射器还是与照妖

镜一个功能) ，手持三尖两刃刀，此兵刃为女娟补天的五彩石炼成，座下有

神兽哮天犬。 泉州古有庙宇"二郎庙" (始建未详) ，祀奉水神二郎神(清

源妙道真君) ，位于府城东街二郎巷东畔，为胜果铺二郎境境庙 。 此地古临

东湖，是在四川为宫的乡人特意请来帮助镇水消灾的。"文革"期间一度沦

为工厂仓库。二十世纪 90 年代重建一新，庙南向，面积 100 平方米。

哪吨

神话人物，活跃于明代古典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 (俗称《封神榜)) )。哪吨

又作那吨，源于元代《三教搜神大全)) ，也有说哪吨是源自于古波斯。闽台民间称为太

子爷，奉为玉皇殿前五营神之中营元神。

第三节地方神明

泉州民间信仰地方神明，大都是历代的英雄人物和忠烈之士，或是曾经为泉州做过好事的地方官

宦、学道之士，以及有灵异事迹的人物。供奉地方神抵或兼祀道教尊神、俗神以及佛、道合祀。 泉州|

人称瘟神为"王爷为唐时死难的 360 位进士，实际上大多是历代忠烈之士和神话传说的人物，有

些则为此童扶莺编出的。目前泉州民间供奉的"王爷"有百余姓，常见的有萧、朱、邢、李、池、吴、范、

周、王、张、许、雷、赵、康、温、马、姚、金、吉、郭、薛、伍、罗、白、包、纪、陈、潘、谭、卢、

田、徐、杨、刘、黄、高、林、郑、章、耿、余、蔡、封、何、沐、殷、侯、苏、狄、韩、谢、常等。

此外，尚有闽南四大圣王(广惠尊王谢安、开漳圣王陈元光、广泽尊王郭忠福、惠泽尊王叶森〉、张'阳、

何氏九仙、谭峭(俗称谭仙公〉、吴卒(即保生大帝)、蔡如金(俗称蔡仙公)、裴道人(俗称裴仙公)、

董伯华(俗称董仙公〉、李鼎(俗称李仙公)以及无诸、姜公辅、留从效、陈洪进、韩琦、蔡襄、岳飞、

文天样、王十朋、真德秀、黄道周、俞大献等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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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回

可马悔、九
四、何求￡
言rI\;A帽伊-

来 秦大道
川仁
iX. 1: 俗称大道公，乾隆《泉州府志》方夕|、载，秦时有…个名叫大道的人，他曾经替人服役，做过筑长
阴 i叫
?言:城的工役。从中阳泉州，修肝清源山左峰芭蕉洞。后人因此在芭蕉涧供奉大道，称其地为叹道岩"。

安 |2 仙公
T巳 |蓝蓝

元|毛 泉州北郊马甲月1臀tlJ九仙祖(何氏九仙，俗称"大仙公" )、清源涧装进人(俗称裴仙公)、

源山狮岩的李鼎(俗称李仙公)、清源山紫泽洞的董伯华(俗称董仙公)、启城祖师公、铁炉庙吕仙公、

安溪清水祖师、永春帖山;这公祖师、德化永安岩史公视师、德化香林寺郑公祖师等。

九仙祖 何氏九仙为江西九江人，生于汉武帝时，因知其父参与淮南五阴谋叛乱，故潜逃入间，

先启福州等地采药炼丹，济世利民，后在仙游九蝉湖飞升。<<三三教源流搜神大企》、 《列山金传》等

书载:何氏九仙为兴化府仙游县{可通判之子，母林氏。九人生而皆瞥，惟老大一目不营。其父欲害之，

即失n觉，命人引九子逃往东北山中修炼，居湖畔炼丹。丹成，各骑赤鲤升天，故山名"九仙"湖日"九

鲤"。泉州城郊马甲双警山有专庙奉祀，天后宫奉祀"仙炎司"。

柴仙公 又称装j援人，怔东人(今浙怔一带)。南宋绍兴中 013卜1162 年)来泉州!云游，头戴迎草花，

行歌于市曰"好酒吃三杯，好花插一枝，思最古今事，安乐是便宜。"人与之钱，则买酒径醉，真

知所址宿，后数载，坐化于清源山七涧(纯阳涧)石嵌中。郡人泥身区以祀，号"蜕岩"。因裴道人能

以虎为坐骑，驱除跻妖为民除窑，泉州市区西街裴巷、风;也登仙侨等处，即以其事迹取名 o

半仙公 名鼎，明代江右人(今江回) ，客居泉州，能导引辟谷，入清源山修炼，吸子狮岩。郡

人在狮岩以其遗骨塑像祀之，称为李仙公。

萤仙公 名伯华，明代晋江人。性茧芋，曾师泉州玄妙观纪道士，又从紫帽山吴百靖学道法。民

间传其善占验、雷法。儿童与钱一文，画雷掌中，拳而伸之，其声霹雳，日得钱自给外，其余施之穷人。

董伯华赠其好友郭姓者风、、雷、雨i者踊及可以磨水治病之窗右。今其耐尚碎，消源山紫泽洞为其

修炼旧址。

祖师公泉州民间供奉杨家将中的杨郎为"祖师公"、"大样师" 山为僧(民

问私i益杨六郎为"昭国公"、 "北郡王"尊杨七郎为"杨侠" ) ，曾助杨六郎大破天门阵，后人为

此建宫庙尊奉他。祖师公寓位于泉州市区后城巷泊位八卦沟边，有碑文记载宫!由王若于南宋，奉祀的"祖

师公"是北宋名门杨家将中的杨五郎。宫庙不大，神盒里放有三尊木雕神像，中间高 40 厘米的是祖师公，

附侧各有一尊 20 多厘米高的护卫神像，较为精致，日有 40 年历史。祖师公臼以中秋"听香"习俗闻

名遐边;其时，香客手持炉香一柱，走到庙外道旁，潜心倾闻以路人的某句话为准，向神明卡卦，如

同"测芋"非常准确。 日是祖师公诞辰 Bo

吕仙公 原名目岩(又作"吕岩" ) ，又有说本名曰:腔，号纯阳，闽南人俗称其为"日仙公"。

庸德宗附于年即贞元十工年 (796 年)生于永乐县招贤旦(今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 ，在仙人洞得道升仙。

泉州建有目仙祖庙位于市区西街象峰巷内。

清水棚师( 1047-1101 年) 宋代僧人，民间俗名"陈店"、 "陈昭"等，朋寂后逐渐演变成为

闽南地区有影响的佛教俗神，至今仍在福建、台湾及东南亚一些地区拥有数以千计的分炉和众多的信

仰者。又称"麻章上人"闽南、台湾地区民问尊称为"祖师公"因其脸色不同又可分为"金回

祖师"、 "红面祖师"、 "乌面祖师"。因清水祖师有多个分身，又分别称为蓬莱祖师、落鼻祖师、

昭应祖师、辉应祖师等"路鼻祖师" 4普通天灾人捕变故时，他的鼻子会掉落，暗示灾梢的前兆，故

得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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