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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湛江雷州市人，湛江市博物馆

原馆长、副研究馆员。 1971年参加工作，

从事文化博物工作40多年 。 注重田野调

研， 足迹遍及湛江市五区五县市，并撰写

论文论着，挖掘整合湛江、 雷州历史文化

遗产。 己出版《雷州石狗)) ((雷剧)) ((雷

州文化)) ((雷剧艺术)) ((陈文玉)) ((湛江

建筑文化)) ((湛江健舞文化》等著作。 任《湛

江市文物志》副主编(并执行编写)以及

《雷州半岛石拘国录)) ((雷州石狗文化研

究文集》执行编辑，参与审编 (0每康县志》

《湛江市艺术志)) ((湛江政协六十年》等

文史资料。 在各地报刊发表了数十篇有关

雷州历史文化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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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湛江市麻章区，古为雷州府遂溪县地，今属湛江

市辖区 。 麻幸区的历史文化既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又有其区域特色。 挖掘、整理和研究麻幸区的历史

文化，可以充实、丰富本土文化的内涵，让广大普

通读者增加对本土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推动文

化强区的建设。 因此，出版"麻章区历史文化丛书"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丛书将以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形式，比较

全面地介绍麻章的历史、名贤、民俗、宗教、建筑、

自然景观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 丛书题材

广泛，内容丰富，既有可读性，又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希望能受到专家学者的肯定和普通读者的欢迎。

本丛书是在麻章区委区政府的指导下，由麻章

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与麻章区文化馆、麻章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策划、编辑，本丛书编委会

推进落实的 O

"麻幸区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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悻舞是戴着面具进入居民宅室驱逐邪疫的古老

民俗，自汉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现在仍在全

国各地传承，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受

到保护。 它承载着民族的根魂，有永久的生命力 。

悻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但表现形式不尽相同 。

雷州锥舞以雷公与五雷公将为主体，是雷少1-1 半岛多雷

的自然环境影响下而形成的锥俗之舞。 同时，因民

间氏族迁居来自不同的地域，带来不同地域的民俗，

悻舞的形态亦有殊异。 麻章区内既有以雷公与五雷

公将为主体的悻舞，又有反映历史上有功德于国家

社程和人民的英雄神将为主体的锥舞。 旧县村"考

兵"是以北宋抗辽元，帅康保裔的部下车伦、麦必烈、

李将军、刘庆、文IJ 洪五员将为主体，而且这种悻舞

形式仅在湖光镇彭姓氏族群体中传承。 吴川市的"舞

二真"只有康保裔的部下车伦、麦必烈两将，其

民俗内涵特征又与众不同 。 廉江市石角锥戏则大别

于悻舞，是戴着锥面具以戏曲的形式进行的 。 如此



丰富多样的悻舞，彰显着湛江民俗文化的厚重和多

样性。

陈志坚先生撰写的《湛江悻舞文化》一书，拮

取麻章锥舞、雷少1-1 锥舞、吴川悻舞与廉江悻戏的典型，

以一斑而窥全豹，诠释湛江体舞内容的丰富性和形

态仪式的多样性。 陈志坚先生从事博物工作四十多

年，深入田野调研，钩沉尘封史料，不遗余力 。 对

于一些乡村悻舞，他反复进行多次的考察调研，才

最终确定其锥舞的性质内涵。 他以翔实的依据说明

湛江伴舞独特的地方性和兼容性。 他难能可贵的工

作，为我们整合撰成一份珍贵的民俗文化遗产资料。

他诚请我为 《 湛江悻舞文化 》 一书写序言，我何乐

而不为呢!是为序。

筒、拼
2017 年 2 月 15 日

(序言作者系湛江市麻幸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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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湛江旧称"广州湾据考证是因为南三岛有

广州湾村而得名 O 此名称形成于明清时期。 1899 年

11 月 16 日，清廷同法国政府签订《中法互订广州湾

租界条约》后，广州湾成为法国租界辖地。 1943年 3 月，

侵华日军占领并统治广州湾，直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同年 8 月 18 日，国民政府与

法国政府在重庆签订《中法交收广州湾租地专约》 。

9 月 21 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书，国民政

府在湛江赤坎收复广州湾。 10 月 19 日，国民政府与

法国政府在赤坎举行中法交收广州湾租界典礼，广

州湾从此回到祖国怀抱。 广州湾收归后，国民政府

代表因此地古有"梅)11" 县名( "梅川"内含"水

木清华"之意) ，改"棍"为"湛改")11" 为"江"

将广州湾更名为湛江，并在湛江设粤西行政专署，

管辖粤西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设置南路专员

概述



公署 、 高雷专员公署 、 粤西行

政公署、湛江专员公署、湛江

专区与湛江地区。 1983 年，

撤销地区，设立湛江市，管辖

廉江、吴川、遂溪 、 海康、徐

闻五县以及赤坎、霞山、坡头、

麻章四区。 湛江成为五县四区
雷公的馀面具

的行政地名总称，继承了五县四区的历史文化。

湛江地处祖国大陆最南端，炎海滨析，春、夏、

秋三季多有暴风骤雨，电闪雷鸣。 霹雳之声似乎在檐

际间迂回震荡，使人心惊胆战。 因故，雷州半岛先

民先是畏惧自然的雷，进而迷信有天雷之神的主宰，

开始崇拜雷神。 他们以各种仪式祭祀雷神，表示对

雷神的敬诚，祈求雷神保佑风调雨顺，百姓平安居息，

繁衍拓展。 雷公是对自然雷神的称呼，雷首公则是

从自然雷神发展到社会人神权的尊称，显示了雷州

半岛民俗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渊源与植根社会的民

众色彩。

宋代祝穆撰《方舆胜览·雷州 lì己载: "~ 国史补头

‘雷州春夏多雷，元日无之，秋日则伏地中 。 其状如蔬，

或取而食之。 ， ~投荒录~:‘以其雷声近在第宇之上，

2 湛江锥舞文化



与他郡不同，故名雷阳。 "雷州于宋时亦称雷阳，

有清嘉庆二十四年 《府书院记》 碑文解释"历以

郡名其额曰‘雷尝考夫东方之气主雷，故《易经》

曰‘震为雷阳者向明之象，所谓太白在东方乘

明而出阳是也。 "这是雷州称雷阳的缘故。

雷州半岛多雷，隆隆的雷声惊天动地，震撼山川，

振奋万物。 先民们认为雷是自然界的主宰者，雷声

是万物的福音。宋代丁谓《重建威德王庙碑》记述"易

曰:震为雷。 又曰:震为长男，于天地所以为长子

者，以其首出万物与其出人也。 故曰:雷出万物出，

雷人万物人。 人然除弊，出然其利。 其上帝之威令，

群动之生源乎，夫如是则神至大矣。 "雷是生命之源，

雷成为生殖崇拜的图腾。 先民对自然雷神产生的畏

惧意念，后来随着对自然界与社会发展的逐步认识，

演绎为对自然雷神的敬诚。 至此，先民完善了对雷

图腾崇拜的理念。 先民崇雷的原始理念，古老民俗

传统的内生驱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空，不断吸

纳社会历史人文的因素，最终形成了雷州半岛底蕴

厚重的传统民俗。

传统民俗是民族的根和魂。 上古时期的雷州半

岛属南交趾，是古越族聚居之地。 《雷州府志》记

概述 3 



载雷州"禹贡属扬州1 ，为南徽荒服。 "古越族的

但僚人崇拜雷神，他们认为自己是黄帝的亲族、嫖

祖的裔系、雷公的后代。 司马迁《史记》记载"黄

帝居轩辗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嫖祖。 "黄帝

居轩辗时，娶西陵方雷氏之女螺祖为正妃，生二子，

一为玄嚣，二为昌意。 昌意生顿项。 由贸硕为帝时，

统辖的地域已南至交趾。 何光岳《南蛮源流史》论述:

"但人属羌人的一支，与黄帝族是亲族。 他们由西

向东迁至黄河中下游，夏商时族类繁多，后遭商朝

征讨， 一部分但人逐渐南迁至长江以南，与百越族

系混合。 " "岭南的但人还有一部分定居于雷州半岛 。 "

但人迁徙至雷州半岛与土著越人混居成为雷州半岛

的先民，他们最敬重雷神。《铁围山丛谈》记述"独

五岭以南但俗犹存也。 今南人喜祀雷神者，谓之天

神。 "他们对雷神的虔诚崇拜，源、自于多雷的自然

环境与对祖先的纪念。

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神语·雷神》记载:

"岁之二月，雷将大声，太守至庙为雷司开印。 八月，

雷将闭藏，太守至庙为雷司封印。 六月 二十四日，

雷州人必供雷鼓以酬雷神。 "这里记载了雷州半岛

人们"二月开雷"、 "六月酬雷"、 "八月封雷"

4 湛江饨舞文化



的一年内三次敬祭雷神的祀典活动。雷州半岛先民

经过采集渔猎的原始生活后，进人稻作的农业时代，

稻作丰收是他们的迫切愿望。 雷是群动之生源，二

月春雷鼓动大地复苏，此时雷州半岛先民举行开雷

祭祀，祈祷雷神赐予一年风调雨顺，保障农作物丰产。

六月 二十四日是雷公的诞辰，也是夏收的季节，雷

州半岛先民"必供雷鼓"来庆祝丰产，敬酬"雷神" 。

八月谷物归仓冬藏，一年辛勤劳作已有所获，雷也

回归大自然。 此时雷州半岛先民举行封雷祭祀典礼，

答谢雷神，慰藉自我。

雷州半岛先民最早是在山岗的石头前设石炉敬

奉雷神，后来逐渐建立雷神庙宇。 例如，雷州市松

竹镇北山仔的辛天庙敬奉雷霆判府铁笔辛汉臣天君、

雷霆江赫中大将、霹雳秀文京大仙三位雷神。 敬奉

的古迹原是唐家山里的一块石炉，后来才把石炉迁

至今北山仔村前坡地并建庙供奉。 松竹镇西排村三

府庙也保存有一个石炉，庙里供奉的是万天雷首邓

辛张天君，至今仍留传一套完整的储舞。 七庄山尾

村的三宝堂保存了一个石炉，供奉雷首公和三宝佛。

原先供奉的是雷神，三宝佛是后来加上去的。 白沙

镇大要村的邓巡宫，原址位于村后的山坡上，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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