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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渔民水神信仰与晏公庙探析 

程宇昌 

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渔史较早，渔民以水神信仰为主，村里的晏公庙历六百余年，庙内水神众多，有晏公，有萧公，有金

龙四大王，有定江王，有杨泗将军等，晏公庙是鄱阳湖众水神的集合，晏公庙会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出人、水、鱼

之间的和谐相处，渔民水神信仰与晏公庙会具有禳灾护民、稳定社会秩序、繁荣地方经济等主要社会功能，同时，映射出鄱阳

湖水上社会群体———渔民的内心世界与精神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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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其传统渔业习俗悠久绵长，渔民文化丰富多彩，形成自己独特的渔业文明。古渔村管驿前位

于鄱阳湖畔鄱阳县的鄱阳镇，渔民世代打鱼，村落渔史，远迄于宋代，近可推至清代康熙年间。［1］(P116)村里晏公庙，与村落历史

相当，是村史与渔俗文化的有力见证。当前，学界关于渔民信仰的研究，涉及不多，①尤其鄱阳湖的渔民信仰研究，尤为少见。

因此，笔者在田野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试图探源鄱阳湖渔民信仰，探讨渔俗文化，探究渔民的精神世界与原态生活， 还原鄱阳

湖水上群体———渔民的内心世界与信仰渴求， 抛砖引玉， 求教方家。 

一、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晏公庙 

在古代， 鄱阳湖水上作业的人群主要是船夫、渔户、纤夫、漕运官兵、木排工、船运商及往来水上的商贾等。古时候，气

象科学不发达，人们往往将恶劣环境与雷鸣闪电、暴风雨等归结于超自然神灵的作用，尤其是水神的主宰，因超自然神秘世界

的神灵作用， 求神、拜神成为船家、渔夫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之一。他们信奉的神灵多为水神、湖神，均属水神信仰。如《九江

县志》载： 

明清时期， 濒临鄱阳湖的大姑塘一带渔民，每逢正月十五、九月初九或出湖做业之前，必至天妃宫焚香“许愿”，以祈马

祖娘娘（传为主宰水域女神）慈航普济。如是年平安顺遂， 渔业丰收， 岁末须备三牲祭礼“还愿”。［2］(P715) 

可见，鄱阳湖的大姑塘渔民信神与拜神，将天妃宫的马祖娘娘视为水神，每年的正月十五、九月初九在出湖作业前均得祭

拜，祈祷平安顺利，渔业丰收。 

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渔民们也不例外，他们信奉晏公庙的水神神灵。晏公庙，坐落在管驿前村西南处，庙里供奉的神灵分

别有晏公、定江王、萧公、金龙四大王、杨泗将军等，这五位神灵均属水神，一庙内供奉五位水神神像，几乎将鄱阳湖乃至江

西民间水神悉纳其中， 这在地方神灵体系中是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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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驿前村晏公庙，历史悠久，多次重建，据庙碑记载，庙重建于1987年，占地面积一千余平方米，庙门前一小广场，可容

纳一千余人，庙大门的正前方有一小亭，亭与庙之间有一香炉，信众入门前先点香，然后再进庙拜神。庙宇前后分三进式，正

门宽大，上书“晏公庙”三个大字，并有一副对联， 上联为：“昌江水乐安水水载太平”，下联为“鄱湖风饶河风风生盛世”。

进门的正中间有三位神像，居中黑脸者为定江王，左右为定江王之护法，神像上方书写“定江王神像”五个小字；定江王神像

的右手是土地神像，左手是社公神像，土公、社公是土地和社稷之神，两神分立在定江王的两侧，可见，定江王在管驿前渔民

心中地位之高。 

庙的第二进，是晏公与诸水神神像。神像的正上方，悬挂一牌匾，上书“晏公神位”，然而诸水神位列排序非常让人难以

捉摸， 中间并排摆放三位神像，从左至右，分别是“萧公、金龙四大王、晏公”，晏公神像位不居中，让人百思不解，询问守

庙的老人，老人说：“晏公神仙非常谦虚，他先到此地安居，后因鄱阳湖洪水，在诸位水神合力下将水魔战败，而‘金龙四大

王’名望大，故晏公请金龙四大王居中坐， 自己陪同在右”，传说离奇。老人又言：“自我小时候记事起，就是这样摆放的”。

在萧公、金龙四大王、晏公神像的脚下，并排立有诸多神的小神像，有晏公、有定江王、有金龙四大王、有杨泗将军、有萧公，

其他小神像则无从考。另在“晏公神位”的后左方为“杨泗将军”神像，后右方为“护国周王”神像。 

晏公庙第二进与第三进之间，有个小院，院内两株古树。据庙古树碑载，树名为“刺榨”，约在明代（1488年）年间种植，

两株古树均有530多年历史， 古树曾开花结果， 生长出一种红色果子，蔚为奇观，渔民也大为惊叹，将树奉为“树神”。人们

在树下顶礼膜拜，在树上结上许愿红带，祈求“树神”的降福。历经百年风云，古树几将枯萎，但仍活存，古树成为庙史的活

化石，也成为管驿前村史的明证， 标示着晏公庙的兴衰与历史变迁。 

庙第三进是观音阁。据村里老人介绍，观音崇拜在民间较为广泛，而管驿前村信奉“滴水观音”，因“滴水观音菩萨”掌

管民间之水，村里老人们合议，在晏公庙后加修“观音阁”，塑“滴水观音菩萨”神像，从此，观音阁亦香火不断，求者也络

绎不绝。 

二、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晏公庙之渔民水神信仰 

古渔村管驿前村晏公庙历史悠久， 庙宇为县文物保护单位，庙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庙宇香火旺盛，信众广泛，然晏

公何许人？笔者梳理文献，结合田野调查，追源溯流。 

（一）晏公信仰 

关于晏公其人，同治版《鄱阳县志》有载： 

晏公庙在城西柳林津， 祀元文锦局堂长晏戌仔，洪武间建，官民舟楫出泊必祷，国朝同知刘愈奇修，乾隆五十四年重修，

棠阴、立德乡、安吉社俱有庙。［3］(P319) 

康熙版《鄱阳县志》亦载： 

晏公庙在城西柳林津，祀元文锦局堂长晏戌仔，洪武间建，官民舟楫出泊必祷。［4］(P319) 

两文本记载基本相同， 晏公庙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庙在县城鄱阳的城西柳林津，柳林津，即管驿前村。［1］(P114)村里有庙，

庙宇多次重建，晏公庙是祀元代文锦局堂长晏戌仔。关于晏戌仔，《清江县志》载： 

晏公庙，在清江镇濒江，明洪武间建，郡人聂铉记《一统志》云：晏公，名戌仔，本镇人，元初为文锦局堂长，因病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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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舟尸解，人以为神，立庙祀之，有灵江湖间；永乐中，封平浪侯，今俗讹为晏公庙。［5］(P338-339) 

文本知，晏公是江西清江人，即今樟树镇人，为元初文锦局的堂长，名戌仔，后变迁为神，在江湖水浪中有灵异，民间建

庙祭祀，晏公是本土化神灵，其水神形象跃于纸上。 

《南昌县志》又载： 

晏公庙神，名戌仔，临江樟树镇人，能治水，湖居及舟人皆祀之。一在二都朱姑桥北，一在十八都，一在十九都老樟树下，

都御史新建胡家玉书额， 一在四十一都武溪市。［6］(P256) 

《浙江通志》亦载: 

晏公庙，在武林门北夹城巷内，祀元晏戌仔。戌仔，江西清江镇人。元初，输文锦于上都，因而尸解，人以为神立祠之，

后显灵江湖间。洪武初，封平浪侯，二十三年，浙江都指挥储僳以督漕获庇，捐建今祠。［7］(P619) 

综上文本，同治与康熙版《鄱阳县志》、《清江县志》、《南昌县志》、《浙江通志》所载晏公， 名戌仔，江西樟树镇人，

五文本相互佐证，晏公的水神属性及本土性应确而无疑。 

对于晏公的民间水神身份， 赵世瑜认为：“宋元时代产生的、属于江西地方性水神的萧公和晏公， 因为被朱元璋视为在

关键性的鄱阳湖之战中保佑了他的胜利， 分别被封为水府侯和平浪侯，成为几乎遍布全国的大神。”［8］(P15)邱国珍撰《消失与

变异一一管驿前村渔业习俗调查》一文，［9］(P48)对晏公信仰是水神信仰也有论述；唐庆红、张玉莲的《明清江西萧公、晏公信仰

入黔考》［10］(P254-258)一文，他们认为，晏公信仰即水神信仰。可见，晏公是水神，是江西地方性水神，甚至是全国性水神，学界

已广为认同。 

晏公是水神， 其历史原型是什么人物？对此，宗力、刘群认为：“晏公来历，其说纷纷，或称元时晏戌仔，或称宋时晏敦

复，复又有称系孙吴赤乌以前人，孰是孰非，莫衷一是。但今人于晏公作谁，尚未深究，遽尔敬奉之，不亦异哉！”［11］(P356)可

见，此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元代的晏戌仔；一种认为是宋代的晏敦复；一种认为是孙吴时代的赤乌以前人，难以深究。笔

者根据江西地方志的文本记载和鄱阳管驿前村的田野调查，管驿前晏公庙应是元代的晏戌仔，因其死而尸身化解，神秘而又传

奇，后人以为神，其水神形象流布民间。 

对于晏公的传说，《三教流搜大全》卷七有载： 

公姓晏，名戌仔，江西临江府清江镇人也，浓眉虬髯，面如黑漆，平生嫉恶如探汤，人少有不善，必曰：“晏公得无知”？

其为人敬惮如此。大元初，以人材应选入官，为文锦局堂长。因病归，登舟即奄然而逝，从人敛具一如礼。未抵家，里人先见

其扬驺，导于旷野之间，衣冠如故，咸重称之，月余以死至，且骇且愕，语见之日，即其死之日也，启棺视之，一无所有，盖

尸解云。父老知其为神，立庙祀之。有灵显于江河湖海，凡遇风波汹涛，商贾叩投即见，水途安妥，舟航稳载，绳缆坚牢，风

浪静，所谋顺遂也。皇明洪武初封显应平浪侯。［11］(P353) 

文本知，晏公长相凶猛，浓眉虬髯，面如黑漆，性格疾恶如仇，人所忌惮，因人才而选为官，为文锦堂堂长，后病亡而归，

下人将其装殓入棺。其时，晏公尸身还未到家，却乡村百姓有人言见晏公扬鞭策马于荒郊，并自称月底将死。闻者无不惊骇愕

然，因乡人言看到晏公之时，正是晏公死之当日，开棺验尸，尸体皆无，乡人以为神，故建庙祭祀。后有灵异显于江湖。明洪

武初年，晏公封为平浪侯。总之，晏公神迹有三：一晏公身死，却能穿越时空语告乡人己之死期； 二尸身踪迹皆无；三祭拜晏

公，能水路畅通，风浪平息，舟行安稳。晏公的神迹与灵验已然可见，管驿前渔民深信不疑，晏公信仰流传至今，信众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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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江王信仰 

晏公庙的三进式中首进即供奉定江王神像，可见地位殊甚。定江王又称元将军，定江王不仅是水神， 更是鄱阳湖的主神之

一。［12］(P112)相传，元末明初，陈友谅与朱元璋在鄱阳湖大战，有一次，朱元璋身陷危境，有一大鼋化身老者驾舟相救，护送朱

元璋到湖岸，在朱元璋答谢老者救命之时，老人踪迹皆无，只见一“鼋”。朱元璋认为“老人”即“鼋”神所变，为感恩“鼋

神”相救，朱元璋称帝后敕封其为元将军。元将军信仰在鄱阳湖区广为盛行，元将军庙宇亦为众多，如南昌县 1所，都昌县庙 1

所，余干县 1 所，鄱阳县 1 所，星子县 3 所。［13］(P37) 

关于定江王的传说，在鄱阳湖区流传很广，而鄱阳县的晏公庙何以祭拜定江王神像， 许多外来祭拜的人都很疑惑。笔者在

田野社会调查时，据村里老人说：“有一次，鄱阳湖洪水滔天，水漫管驿前村，渔民们苦难深重，祈求晏公神灵的帮助，晏公

显灵说，他一人之力难降水魔，需焚香祭拜他的朋友，寻求帮助，即定江王、萧公、金龙四大王、杨泗将军四位水神，在这四

位水神的帮助下，鄱阳湖的水魔战败，洪水退去，管驿前渔民转危为安”。传说虽不足信，但四位水神的神像均供奉在晏公庙

内是一不争之事实，管驿前渔民集体膜拜几位水神， 远近地方甚是少见。 

定江王信仰不仅在管驿前村盛行， 在鄱阳湖区也较为广见，如都昌县左蠡山头一庙宇，当地人称之为老爷庙，即定江王庙，

亦元将军庙，然何以老爷庙相称？ 据当地的乡民们说，“当官的，将军或王爷，我们都叫他官老爷或老爷，故叫老爷庙”，老

爷庙叫法或由此而来。都昌县老爷庙地势险要，湖水湍急，来往船只，多有倾覆，渔夫船家常有丢弃性命者， 故人们往往途经

此地，胆战心惊，明代方文曾作《左蠡行》一诗： 

小艇迎风发星渚，绕到扬澜日过午，榜人贪涉不肯停，黄昏欲抵都昌浦，俄倾狂飙自西来，水声腾沸山崩摧，沉兼雷雨助

其势，同舟面色□如灰， 急拽半帆回左蠡，□黑仍驰二十里，依稀见岸不得近，沙浅会无盈尺水，终霄漂泊芦苇边，风波震荡

谁敢眠？世间平地皆好住，何事江湖年复年。［14］(P538) 

文本描写左蠡山下湖水的凶险，水声滔天，雷鸣电闪，船家、渔夫、差客无不面色如灰，心惊胆跳。对左蠡老爷庙，清代

狄尚絅曾撰写元将军碑文：“湖神元将军庙正临其鷺，两岸礓砾无际，而堆埼逼束，水行峻急，注成深潭，章水南来，会之势

益湍捍，通省漕艘，必经此险，商民往来，日不可殚记，猝遇风涛，长年莫措其手，一祷于神，即安然得泊。”［15］(P1325) 狄尚絅

碑文中称元将军为“湖神”。可见， 定江王信仰在鄱阳湖区大行其道，并得到官府的祭拜与倡导。 

除都昌县老爷庙专祭元将军外， 在星子县也建有定江王庙，即元将军庙，《南康府志》载： 

河神庙，在南门外，旧元将军庙侧。道光十九年，知府王登墀建，后被水冲塌，今废。 

元将军庙，旧在南门东石闸上，嘉庆二十三年，知府狄尚絅建。道光年间，屡被水淹；二六年，知府邱建猷饬、都昌副贡

戴国华捐资，迁建于南门外附城十余步闸上。［14］(P149) 

文本中两所元将军庙，其为同一，两相佐证，表明元将军庙的地理方位，得到官府祭拜与倡导。 

学者梁洪生认为， 元将军是江西民间水神的主神之一。［16］(P248)许怀林提出，元将军信仰是鄱阳湖水神信仰体系中的主神。
［17］(P442)管驿前渔民在晏公庙内供奉定江王， 村里渔民集体信奉与祭拜定江王， 此与它是鄱阳湖水神之主神地位或亦密不可分。 

（三）金龙四大王信仰 

金龙四大王信仰在鄱阳湖地区也较为普遍。金龙四大王，初极易误为龙神，其实不然。据《九江府志》载：“湖口县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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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王庙，姓谢，讳绪，为赵宋诸生，闻崖山下之败，恫宋祀已斩，遂于金龙山下赴水而死。明太祖起兵决战淮扬，梦有诸生， 

谢绪许返黄河水助战， 后果遂逆流得捷，遂敕封为王，因列行四，死于金龙山下，故称金龙四大王，至今，淮扬一带祀之。”
［18］(P54)可见，金龙四大王为宋代书生， 因明太祖朱元璋梦里得谢姓书生的暗示，在淮扬一战制胜，因谢姓书生排位老四，故敕

封为金龙四大王。 

在鄱阳湖地区，金龙四大王庙宇不少，如九江府的德化县， 金龙四大王庙有二， 一在大孤塘，一在八里江；康熙四年建。
［19］(P140)此管驿前村的晏公庙里也祭祀金龙四大王，可见，金龙四大王的水神形象深入民间， 诚如管驿前村里老人言，金龙四大

王仗义相助晏公，帮助渔民打退水魔，洪峰退去，管驿前渔民感恩而祭祀，从而，在管驿前晏公庙里供奉神像，永久祭拜。 

（四）萧公信仰 

关于萧公的记载，《鄱阳县志》没有相关文案， 但萧公神像在管驿前晏公庙供奉是确凿无疑的，除村里老人的传说故事外，

实难解说晏公庙萧公信仰之原委。关于萧公其人，明代兵部尚书郭子章（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人） 所辑录的《大洋洲萧侯庙志》

有载。②笔者查阅《新干县志》，查阅到《新干萧侯庙碑记》一文： 

临江新淦大洋洲萧氏，其先世居开封。宋绍定中，有曰允康，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子兰芳，登咸淳进士，

为吉州刺史，卒于官。子伯轩，遂择新淦山水之胜，而家于大洋洲，不事家人生业。惟以济人泽物为务。晚有神识，事皆前知。

其殁，竟为水府之神，立庙于家。元至大间，封五湖显应真人。子祥叔，复生而神异，往往能拥护舟楫于江湖风浪之间，至正

五年，封永灵神化普济显德舍人。我朝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营建京都，尝遣官以牲醴谕祭。其次子天任，亦生有灵异，人

有所叩，无不前知。永乐乙酉冬， 忽绝粒端坐越旬， 令庙祝杨文，取一白石啖之，即坐而瞑目。后乡人商游者，往往于川、

蜀、江淮间见之。凡水旱疾疫，有求皆应。今江湖行舟者，莫不仰戴之。即所谓英佑侯是也。［20］(P71-72) 

文本知， 萧公一门两代三人均为水神———萧伯轩、萧祥叔、萧天任，萧氏一门三人获国家封赐，变迁为民间水神神灵。

即萧伯轩为水府之神，元至大间，封为五湖显应真人；萧祥叔，封为永灵神化普济显德舍人；萧天任，封为英佑侯。萧公神灵

共有三位， 而鄱阳管驿前村晏公庙的萧公，究竟是萧氏三水神中的何人，此难考，而管驿前渔民信奉萧公水神是一不争之事实。 

《清江县志》载：“萧公，旧时，樟树镇镇商和临清木排帮， 非常敬奉英佑侯萧天任， 为之立庙，香火不断。”又“萧

公，明永乐年间，新淦三湖人。”［21］(P507)《清江县志》所载的萧公即英佑侯萧天任，文中记录了萧公在鄱阳湖的灵异传说，并

言及鄱阳湖之“鞋山”，当时，萧公与仙女小姑斗法，将仙女小姑的鞋子打落入鄱阳湖中，从而，鄱阳湖中一“鞋山”凸起，

传说神奇。总之，在鄱阳湖区，英佑侯萧天任的传说较多且较翔实，或鄱阳县管驿前村晏公庙内的萧公即为英佑侯萧天任，当

然，此尚不足考，但萧公水神信仰在鄱阳湖区广为流传， 萧公水神信仰流转古渔村管驿前。 

三、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晏公庙会 

明清时期，晏公庙在鄱阳湖地区较多，晏公信仰在湖区盛行。在管驿前村，每年的正月与庙会日子，管驿前村最为热闹，

晏公庙香客如云，鞭炮不断，人们祭拜晏公，四里八村，祭者络绎不绝，求财、求平安、求福禄等，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人

们或因晏公庙的灵异，或信众膜拜，或民间习俗使然等，不一而足，晏公庙会成为管驿前村甚至是鄱阳县治鄱阳镇的一张文化

名片。 

管驿前的晏公庙会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的阴历十月初一，是晏公庙会的日子，是管驿前村的头等大事，也是全

村的重大喜事。庙会的这几天，全村老老少少，集体出动，十里八村，看热闹的，祭拜的，走亲戚的，人山人海，整个古渔村

沸腾了。据村里老人占长林介绍，庙会庆祝很有讲究，一般“三年两头庆”的惯例。“两头庆”指在一、三、五、七、九的奇

数年份举办，整个庙会时间共六天。在活动期间，管驿前村的老少信众和外地的信徒千余人参加祭拜，祭拜的人络绎不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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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三场，祭拜仪式非常隆重。六天的庙会活动，内容丰富（见表1），庙会最后一天是游神，异常热闹（见表2）。 

在庙会期间，除了祭拜外，就是村里请戏班子做大戏，戏是鄱阳赣剧，十里八村的百姓，看大戏，摆小摊，卖水饺的，卖

混沌的，卖油条的，卖油炸的，卖烤肉的„„，各不相同，热闹非凡，渔民们穿戴一新， 如同过大年一样喜庆， 逛庙会，看

戏剧，拜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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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庙会前一天，设法场。全村老少沐浴戒斋，并在村子东南西北五处树立桅杆，桅杆上悬挂白云图，还有纸扎

的白鹤、草帽、灯笼等，同时，在晏公庙内设法场。 

十月初一，庙会的第一天，渔民集体买水。村里的法师带领渔民集体去河里“买水”，也叫“请水”。在法师的带领下，

敲锣打鼓，全村老老少少，集体出动，到村庄前饶河管驿前渡口的码头买水。买水时，村庄领头人，腰系红色腰带（主为辟邪），

手拎水壶，并呈上祭祀的鸡鸭鱼等，焚香祷告，法师念经作法，全村老少跪拜祈祷，领头人到饶河装两壶水，祭祀结束。最后，

在法师的带领下，回到庙中，将水供上神案。 

十月初二，庙会第二天，法师作法，书写文告，邀请各路神仙参加庙会。 

十月初三，庙会第三天，祭拜晏公。法师作法并宣读全村老少的生辰八字，祷告晏公，祈求福禄，然后全村老少排队集体

跪拜晏公。给晏公祝寿，除本村人外，方圆十里八村，县城内外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祭拜，人山人海，仪式隆重。祭拜时，

每人手里拿根点燃了的香，祷告跪拜，插香于香炉中。 

十月初四，庙会第四天，送章递文。法师作法念经，庙会工作人员扎好关隘，在法师的指引下，村里十五岁以下的少年儿

童穿关隘，辟邪求福。如孩子不在家，也可以用孩童平时的衣物替代，由大人手拿衣物穿过关隘，意为求福、祛难、免灾。 

十月初五，庙会第五天，安龙奠土。在法师的带领下，携带各种纸扎的道具，抬纸扎的神像等，如纸扎的小龙船、土地公、

仙鹤等，从村上到村下的，并挨家挨户地进行法典活动，在法典活动时，家家放鞭炮迎神，好不热闹。 

十月初六，庙会最后一天，巡街游神活动。这一天是庙会的高潮，全村老少，十里八村的人们，一起赶来送神和祈祷，庙

会的负责人先期分工，然后抬神游行，庙里有专门便于抬行的晏公神像和定江王神像，各由二名青壮年抬神。走在队伍最前面，

与法师一起引导游行队伍。 

在巡街游神时， 在队伍的前面有两名群众手举打的横幅，横幅上书“热烈庆祝晏公庙第几届庙会开幕”，其次是举“回避”

牌和“帐锣伞”的群众，再次是抬纸糊的龙船、凤船、亭台、神像、凉伞等， 中间是庙里便于抬行的晏公神像和定江王神像，

后面跟着踩高跷的化妆了的群众，随行的还有锣鼓队，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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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游时，“买水” 的老者须手拎水壶走在龙船前，俗信是：“有水有船，无水无船”；在队伍休整时， 渔民们会检查纸

扎的神龙船和凤船破损情况，一有破损则立即修补，马虎不得，据村里的老人说，“龙船、凤船不修，会坏大事”，修“船”

的一般是老渔民。凡神像游经之处，沿途各家各户的渔民设立香案，摆放果品香炉，焚香祷告，鞭炮迎神，全村百姓，集体出

动，看热闹的，围观的，喜庆洋洋。 

晏公神像游行的路线也颇有讲究， 从村里沿河路巡游到张王庙南， 再从沿河路返回晏公庙，再到庙南饶河的草洲上，法

师作法，焚烧所有纸扎物品。之后全村老少回到晏公庙，享用百桌席千人宴，宴会后，庙会圆满结束。 

庙会活动不仅热闹喜庆， 更重要的是庙会文化、庙会经济、庙会习俗和渔业习俗等交织在一起，人们敬水，敬神，凸显人、

水、神之间和谐相处。通过求神拜神的仪式活动，表现人们对水的禁忌，对神的敬畏，显现人、水、神之间的和谐文化，是水

生态、渔生态与鱼生态的高度统一，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敬天、爱水、畏神的朴实的渔业文化思想。 

四、古渔村管驿前渔民水神信仰与晏公庙会的主要社会功能 

古渔村管驿前渔民水神信仰与晏公庙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如下主要社会功能。 

1.禳灾护民。水神信仰是渔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朴实生态的渔民文化。在古代科学不发达的年代，人们一有灾祸，

往往将希望和愿望寄托于超自然力的神灵， 希望神灵能够显示它的灵异功能，帮助他们脱离苦海和灾难，基于现实世界的无奈

民间百姓自然在精神世界里充满对神灵的渴求。［12］(P115)同样，古渔村管驿前渔民信仰水神，主为趋利避害，晏公庙是水神信仰

的集合体，内有鄱阳湖的诸多主要水神。人们祭拜晏公庙， 就是希冀得到晏公庙内诸多水神的庇护，禳灾避祸，能渔业丰富，

能出行平安，能福寿双修等， 这些都是渔民们在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禳灾求福，共同寻求庇护的集体回响。 

2.稳定社会秩序。在古代，神灵祭拜有正祀与淫祀， 正祀指祭拜的神灵得到官府的敕封与确认，并官府带头春秋祭祀，稳

定民心，维护其底层社会公共秩序。淫祀指未列入官府祭拜的其他民间神灵，即亦未得到国家的敕封，在民间小有信众，毫无

疑问，古渔村管驿前的晏公庙诸多水神，定江王、晏公、萧公、金龙四大王、杨泗将军等，无一不得到国家的敕封与倡导，定

江王敕封为元将军， 晏公封为平浪侯， 萧公为英佑侯，金龙四大王本身就是封号。这些水神神灵，在官府的倡导下，百姓春

秋祭拜，在一定程度上为巩固地方社会统治， 稳定民众情绪与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水神崇拜仅是明清国家连

接民间百姓的一个文化因子， 明清国家都通过控制这个文化因子来达到保持鄱阳湖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22］(P15) 

3.繁荣地方经济。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晏公庙会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晏公庙会不仅是管驿前村的盛会， 更是远近

周庄的一件大事，六天的庙会活动，将晏公庙的水神信仰活动演绎得淋漓尽致， 渔民们不仅拜祭晏公庙的诸多水神，而且请戏

班做大戏，全村老少集体出动到河边“买水”、扎各种游行的龙船凤船，抬晏公神像游行，无不表现出民间俗信的丰富与历史，

尤其是，晏公庙会的热闹，各种买卖，农渔副产品及日用生活用品，充斥庙会市场，繁荣庙会经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乡

村物资不甚发达的年代，古渔村管驿前庙会无疑刺激地方经济，拉动地方消费，繁荣地方社会经济，同时，又映射出广大信众

与百姓对丰富的精神世界渴求。 

五、结语 

在管驿前村，家家拜神，户户祭晏公，村里西南处的晏公庙香火非常兴盛，晏公庙内，供奉着晏公、定江王、萧公、金龙

四大王等诸位神像，形成以晏公为中心的鄱阳湖渔民信仰体系，晏公庙成为渔民信仰的集合体， 祭拜晏公庙神像成为渔民日常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晏公庙是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历史信物与名片， 也是管驿前村渔民文化的重头戏。 

定江王信仰、萧公信仰、金龙四大王信仰、晏公信仰等是古渔村管驿前渔民信仰， 并呈现出水神化特点， 这些水神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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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管驿前渔民信仰的水神神灵，也是鄱阳湖水神之主神，晏公庙成为远近信众的祭祀重地， 这些水神信仰也具有禳灾护民、稳

定社会秩序、繁荣地方经济等主要社会功能。 

古渔村管驿前晏公庙会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晏公庙会文化与古渔村渔民文化，两者相互依托与渗透，表现了人、

水、渔、神的和谐统一。传承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习俗，打造传统渔业民俗旅游， 形成非物质文化保护的生态链， 是古渔

村管驿前对历史与现实的共同写照。 

注释： 

①关于渔民信仰的研究，在中国知网上搜索，仅有15条信息，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沿海渔民的信仰研究，主要有，

叶涛著：《海神、海神信仰与祭祀仪式———山东沿海渔民的海神信仰与祭祀仪式调查》，载于《民俗研究》，2002年第3期； 

二是太湖与苏南地区渔民信仰研究，主要有， 陈俊才著：《太湖渔民信仰夏禹民俗事象的浅析》，载于《古今农业》，2002年

第1期。 

②郭子章（1542-1618）字相奎，号青螺，江西泰和人。隆庆五年进士。任贵州巡抚十余年，以平播功加爵太子少保、兵部

尚书。详情参见：《唐庆红、张玉莲、郭子章传略》，载于《江西文史》，2012年第1期（总第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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