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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的创造与社 区的变迁
①

一一关于龙岩适中兰盆胜会的考察

刘永华

适中镇位于福建省龙岩市南部
,

处于龙岩市
、

漳平市
、

南靖县与永定县 的交界处
。

自宋

元以来
,

随着山区的渐次开发
,

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迁入这 二带定居
,
逐渐形成了一批新的

聚落
。

适中就是经过几个世纪 的发展形成的市镇
。

明代中叶以来
,

适中住 民逐步创造了精致

的文化活动一一兰盆胜会
,
在这一文化活动 中

,

花费了大量 人力与财力
,

极尽弦耀夸富之能

事
。

兰盆胜会 自明代创造以来
,
几经沧桑

, 于今不替
, 1 9 9 4 一 1 9 9 6 年将连续三年举

行兰盆胜会
。

可以说
,

兰盆胜会 己成为当地文化传统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
。

笔者于 1 9 9 3 年夏天在适中进行社会历史调查
。

在调查过程中
, 当地人频频同我谈起

兰盆胜会 的传统
。

给我印象最深 的
,

不是他们所弦耀的富足
,

而是这种隆重热烈的仪式所包

含的复杂 内涵
。

在这篇论文 中
,

笔者试图根据田野调查资料
,
结合历史文献 中的记载

,

透过

对兰盆胜会的考察
,
分析文化传统的创造与社区格局变迁的 关系

。

适中位于龙岩南部
。

东与漳平交界
,

南与南靖
、

西与永定毗邻
,

北与龙岩曹溪镇相连
,

西北与东 肖镇接壤
。

适中四面环山
,

中部 地势平坦
,
形成一个小盆地

。

平均海拔 6 连 O米
。

适中有大小山峰

2 0 余座
,

东有龙伞畴
、

笔架山
、

白石岐
,
北有石宾岐

, 西北界有岩 山头与东 肖为界
,

西连

清凉山
,

中有元宝山
、

上方山
、

龙华 山诸大山
,

坂寮崛起南部如屏障
。

适中境内河流分成三

个系统
:

适中溪发源于兰田
、

盂头
,

向南贯流适中盆地注入南靖县境
,
该溪成为适中最为重

要的河流
,
象山溪发 源于南坑

,

向东 南流经象山
、

溪柄而入南靖县
;
小溪发源于竹仔坂

,

向

南流经新祠
、

折而向西北至合溪
,

然后流入曹溪马坑
,

为龙川上游 的支流之一②
。

①本文是笔者硕士论文 《 明清时期闽西的民间文化与社会经济变迁 》 的一部分
。

②民国九

年 《 龙岩县志 》 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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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中占称上坪
,

嘉靖 簇龙岩县志 》 卷一 《 封域志 》 “ 乡社
”
条载上坪有三社

,

即上坪上

社
、

上坪中社与上坪下社
。

明嘉靖年间在 此置骚站
,

因地处龙岩城与漳州城之 间
,

故名之为

适中骚①
。

此后适中变成上坪 的代称
,

而上坪三社亦 为适 中社所取代
。

适中的开发至迟在宋代就 已开始
。

据说适
`
户最早的开发者是筱姓

,

至今适中柳溪 尚有筱

溪坝
、

筱河仔 等地名
,

龙埔有筱太监城
,

当地 尚存有筱氏祠堂
,

枣坑 口则有筱太监遗址
。

宋

元 以来
,

陈
、

林
、

板
、

谢四姓渐次移夕
、 ,

对当地进行开发
,

四姓孙裔成为适中历史上的主要

开发者
,

至今仍占了适中人 口 的极大多数
。

陈氏
,

宋高宗 即位之初
,

陈元光后裔陈七七率弟

八 / \
、

九九等
,

由河南光州固始迁入龙岩
,

定居于龙坪岭头
。

陈七七之孙陈小十
,

讳 古峰
,

开基适中
,

为适中陈氏一世祖
。

目前 陈氏分布于上亲
、

敦古
、

东 甲
、

洋东
、

土屿等 村 落
,

1 9 8 6 年有人 口 1 2 4 7 人
,

占适中总人 口的 4
.

3 %
。

林氏
,

宋 末林文德自河南入闽
,

第九子林九郎迁龙岩
,

宋亡后再迁象山
。

林九郎长子三十五郎为仁和缘岭林姓开基始祖
;
次

子四十二郎为龙埔林氏始祖
; 四十二郎长孙分支王浅

,

成为王垅林氏始祖
。

目前林氏分居于

东甲
、

象山
、

永溪
、

龙埔等村
。

1 9 8 6 年林氏共有 5 8 6 4 人
,

占全乡人 口的 2 0
.

4 %
。

赖氏
,

宋末上杭古 田赖五郎后裔兄弟三人先后迁居适中开基
,
现分居于上亲

,

上赖
、

敦古
、

东甲
、

长塔等地
。

1 9 8 6 年赖 氏共有 1 3 1 6 人
少
古全 乡人 口的 4

。
6 %

。

谢 氏
,

元至元

间 ( 1 2 6 4 一 1 2 9 4 )
,
上杭古田谢澄源第十二代裔孙万十二郎携子小五郎迁居适中鸟

笼坑
,

为适中谢氏开基祖
。

现谢氏分居于 中心
、

洋东
、 ;

苔溪
、

中溪
、

营坑
、

保丰
、

温屿
、

坂

溪
、

蓝田等村
。

1 9 8 6 年谢氏共有 1 6 6 3 4 人
,
占全乡人 口的 5 8

.

8 %
。

这四大姓的

人 口 1 9 8 6 年占全乡的 8 8
.

1 %
。

四姓以外
,
适中还有郑

、

卢
、

黄
、

杨
、

潘
、

吴
、

马等

牲
,
多是明清两代迁入 的②

。

适中的兰盆胜会是在适中骚站附近的 白云堂举行的
。

白云堂是适中最大的寺院
,
陈氏的

祭文称之建于唐代③
,

<龙岩县志 ) 则称之乃
“
始自宋时

” ④
。

据现存于白云堂的碑文 《 甲

申班公 田记 》 称
“
稽 白云堂肇 白大宋

” ⑤
, 《 白云堂公田记 》 更清楚地指出 “

龙坪 白云堂翔

自有宋嘉定间
” ⑥

,

说明 白云堂是在 南宋建的
。

现存的 白云堂包括大云宝殿
、

东宫与西宫 ( 又

称天宫 ) 三部分
。

堂中奉祀之神很多
,

奉于大云宝殿者有三宝佛
、

玉皇上帝
、

陈真祖师
、

定

光古佛
、

目莲
、

地藏 王
、

弥勒佛
、

神农
、

观音
、

龙王及圣 王公等 ; 奉于东宫者有十殿 阎罗
、

花公花婆
、

马夫
、

文 昌帝君等
;
奉于西宫者有十八罗汉等

。

其中三宝佛是本堂主神
。

但三宝

佛的地位 自明后期以来正逐渐为更具保护神功能的圣王公所取代
。

堂中佛道诸神与地方性神

抵 ( 如陈真祖师 ) 混杂合祀的情况力是明清时期福建民间宗教 的普遍现象
。

①民国夕̀年 《 龙岩县志 》 卷六
,

建置志
,

马羊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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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赖氏迁入时间
,

谢文作宋末至明代
,

兹 据
《 长塔赖氏家谱 》 《 隆富公像 》 有

“

明朝洪武邑大宾长塔开基始 (祖 ) ”
云云

,

则赖氏当在宋末或元代迁

入
、
谢氏迁入时间据 《 谢氏族谱 》 第二卷当作至元

。

③一尼
: 《 十月半的孟兰盆胜会 》

,

《 适

中文史通讯 》 第三期第 2 6 页
。

①民国九年 《 龙岩县志 》 卷二十三
,

祠祀志
。

⑤该

碑立于康熙十年 ( 1 6 7 1 年 )
。

⑥该碑立于万历四十六年 ( 1 6 1 8 年 )
。



宋元时期迁入适 中的汉人移民
,

在 明代早期落籍定居
,

至明中叶子姓 已繁
,

收族 的任务

也就提上 了日程
。

_

正德初
,

适中谢 氏之子孙业 己传十来代
, “

衣冠济楚
” ,

成为
“ 吾岩 巨族

” ,

在这种情况下
,
谢殷

“
读 书尚义

” , “
爱托始于本源而 推及于流派

,
辑 为一族之谱

” ,

使得
“ 派系有源

,

世代相继
,

宗支详 明
,

昭穆有序
,
尊卑分定

,

族谱一览可知其属矣
” ①

。

嘉靖

四十二年 ( 1 5 6 3 )
,

林氏双涧公亦创修族谱②
。

至万历二十四年 ( 1 5 9 6 )
,

万历四

十年 ( 1 6 1 2 )
,

谢氏阳高 户 和阳明户亦先后创修本户族谱③
。

比适中的收族实践稍早
,

谢氏阳周公 ( 1 4 2 4 一 1 4 9 8 ) 曾组织当地人重建 白 云

堂
,

东宫可能就是在那时建立的④
。

.

’

明代嘉靖末 以后
,
建中的开发 已达到一定水 平

,

经济和文化都 已发展到一定程度
,
适中

历史上的第一位举人谢兆甲亦于天启七年 ( 1 6 么 6 ) 中举
,

他成为适中科举 出身的第一位

县知事⑤
。

上坪作为一个市镇也在嘉靖 《 龙岩县志 ) 中出现⑧
。

正是在这时
,

适中创造了兰

盆胜会
。

笔者用
“ 创造

” 一词 ,
并非指兰盆会 的起源而言

夕
而是指适 中今 日富有地方特色的兰盆

会是在明代中叶以来创造的
。

实际上
,

就源流而言
,
适中的兰盆胜会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中沽

时代的盂兰盆会
。

盂兰盆又作乌蓝婆擎
,

为梵文 音译
,
是救倒悬的意思

。

人们一般于每年七

月十五 日奉施佛僧之功德
,

为救先亡倒悬之苦
,
故称孟兰盆会

。

根据北齐推之推嘴颜 氏 象

训 > 与南朝梁人宗凛 《 荆楚岁时记 》 的记载 ,
盂兰盆会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很流行

。

但是
,
适

中的兰盆 胜会与一般的孟兰盆会不 同
:

从时间上说
,
一般的盂兰盆会是在每年七月十五举行

的
,

而适中的兰盆胜会则是逢甲
、

乙
、

丙年才举行
,
也就是十年三次

。

其月份不是在七月
,

而在十月
, 甲

、

乙两年举行具体时间是从十月初一到十五
,
丙年则从十月初一至十九

,

加起

来共是四十九天
;
从目的上说

,
一般的盂兰盆会是为了救祖先倒悬之苦

,

而适中的兰盆胜会

则是
“ 以祈年熟

,

报亲恩也
” ⑦ ,

实际上融入 了祈报丰收的农业崇拜 的观点
;
从组织上说

,

一般的盂兰盆会是由佛教寺院的僧侣 主持 的
,

而适中的兰盆会是由当地的乡族组织
“ 四姓七

团” 组织 的
。

前人不 明此点
,

遂将适 中十年三建的兰盆胜会 的吐间
_

L溯到宋代
。

比如 道 光

《 龙岩州志 》 云
: “ 自云堂

:

在适中择后
,
建庵奉佛

,
始 自宋时

。

旧俗逢甲
、

乙
、

丙阳月
,

乡人祈年报赛于此
。

历今千余年
,
相沿不改

” ⑧
。

民国九年 《 龙岩县志 》 亦承此说⑨
。

但此

说不知所自
。

现存最早的 《 龙革
l

县志 》 系嘉靖志
,
但该志 白云堂条L仅云其在上坪中社

,

连

建置年代都未提及
。

康熙 《 龙岩县志 》 与乾隆 《 龙岩州志 > 则连 白云堂都未载入
。

民国三十

卿年 <龙岩县志 》 存白云堂之名@
,

却未作任何注解
。

这可能是 因为该志编者郑丰稳据前志

对道光志和民国九年志的修订
。

从兰盆胜会 的组织与 民间传闻看
,

兰盆胜会开始举行 的时间

① 《 蓝田附氏族谱 》
,

序
。

② 《 长林世谱 》
,

本族大事记
。

③ 《 岩坪谢氏迁主

族谱 》
,

岩坪谢氏阳高户族谱原序
,

岩坪谢氏阳 明户族谱原序
。 ,

④ 《 谢氏史略 》
。 ~

⑥乾隆 《 龙岩州志 》 卷之十
,

人物志上
,

举人条有谢兆甲
,

系天启七年戴震雷榜
,

任绩溪知县
。

⑨嘉靖 《 龙岩 县志 》 民物志卷二
,

市镇
。

⑦见立于乾隆二十三年 (1 7 5 8 年 )的白云堂碑文
。

卜

国见该志卷十四
,

古迹志
。

⑨见该志卷二十三
,

祠祀志
,

附庙寺
。

L见该志卷七
,

外志
,

宫庙
。

、

⑧见该志卷五
,

礼俗一
,

典礼
。



亦不会早于明代
,
一

卜叶
。

延续至今的
“ 四姓七团

” 的组织形式是在成化十八年 以后才有可能出

现
,

因为 “
一

七团 ” 之一的阳明户是谢 氏广生公于该年才买得 的① ; 民间传 闻谢氏原与 白云堂

无缘
,

后通过修建
,
谢 阳周计充正梁而谋得一份

,

自此举行兰盆胜会②
。

阳周公之孙裔所写

《 阳周公赞语 》 说 阳周公
“
精于地理

,

巧 以经营
, 白云堂殿四姓 奉祀

” 。

按阳周公生于永乐

廿二年 ( 1 4 2 4 )
,

卒于宏治十 一年 ( 1 4 9 8 ) ③
,

其盛年亦 当在明中叶天顺
、

成化年

间 ( 1 4 5 7 一 1 4 8 7 )
。

因此
,

兰盆胜会在 明中叶以后创造出来是很有可能 的
。

嘉靖末年 以后
,
适中兰盆胜会渐次进入制度化时期

。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缘首的设

置与选定
,

一是公 田 的添置
。

根据白云堂所存木版 《 缘首班录 》 ④ ,
兰盆胜会最早的缘首是嘉靖甲子班 ( 嘉靖四十三

年
, 1 5 6 4 年 ) 的都首 ( 即都缘首 ) 谢裕与林华炜

。

此后每班都换届推举
。

这表明兰盆会

在组织上 已制度化
。

《 缘首班录 》 载有 明嘉靖甲子班至清康熙甲子班 ( 康熙 二 十 三 年
,

1 6 8 4 年 ) 共十三班缘首
。

每班设有都首二人
,
唯独康熙 甲子班除载都首二人外

,

又记录

有劝缘首十八人
,

说 明在都首之下设有劝缘首以夹辅都首
。

兰盆会 十年三建
,
而都首和劝缘

首当是十年一班
, 十年一选

。

推举都首当与其财产与地位有相当大的关系
。

如明万历 甲寅班

都缘首为谢菜磷⑥和林魁际
,

前者曾 “乐施庙田数亩
,

铜钟壹对
” 。

该班又有众首 ( 当即劝
”

缘首 ) 林魁陆
、

陈文备
、

赖君福等人
,
他们也曾

“
各施银两

” ,
资助兰盆会⑥

。

林魁陆可能

是林氏柏芳户户长
, 《 长林世谱 》 说他 “

躬行孝友
, 总理户务

,
凡大父母坟墓

,
皆公置筑

。

县主施进士⑦报授冠带
,

举为乡正
,
约束里间

,
时人方之马 氏之白眉 云

” ⑧
。

_

明嘉
、

万年间适中兰盆会走向制度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公 田 的设置
。

据白云堂的乾隆二十

三年碑刻
,
白云堂最早设置公 田是在万历三十二年 ( 1 6 0 4 ) ,

该年干支为甲辰
,

,’ I 日历

甲辰班上元乐充石地嫩膺前橄脚田
,
税壹石贰斗伍升邵⑨ ” 。

该 年还进行募捐活动
, 以所募

银钱放贷
。

《 白云堂公 田记 》 记云
: “

龙坪白云堂胭自有宋嘉定间
,

递甲岁有庸建兰盆会
,

三 载会之
。

缘首非 即心是佛
, 口口口可口莫与口至口也

。

万历 甲辰
,

金惟谢菜漩
、

陈大浩综

其事
,

口口林万桂诸人口之 , 询得人已
。

以故不假木毯
,

檀越乐香纸
,

为迫望妆土木端役长

有微口
夕

不令乌有也
。

仍万桂诸人权子母而殖之
,

会计系毫不爽
。

阅年十二
,

积金四十有奇
。

因白众立庄
夕

为定光住持计
,

众可之
。 ” 万历四十二年 ( 1 6 1 4 ) 都缘首谢菜磷又

“ 乐施

庙田数亩
” 。

崇祯二年 ( 1 6 2 9 ) 将建会所余银两放贷生殖所得
“ 白众立庄

,
实葺庙戏花

计也
” , 又置买 了许多公产L

。

天启四年 ( 1 6 2 4 ) 白云堂举行保苗仪式
,

又有许 多人捐

充田亩
。

顺治元年 ( 1 6 4 4 ) 值甲 申班庆祝佛诞 ( 四月初八 )
,
将乐捐银两置 田@

。

经过

① 《 谢氏族谱 》
。

②一尼
: 《 十月半的孟兰盆胜会 》

。

③ 《 谢氏史略 》
。

④原板巳夫
,

现据适中老人谢茂源笔记抄出
。

《 缘首班录 》 后题
“

清嘉庆甲戌班缘首重修
” 。

⑤ 《 缘首班录 》 作谢磷
,

此据白云堂旧碑改
。

⑥ 《 白云堂万历甲寅班旧碑记 》
,

该碑重立于乾

隆四十五年 ( 1 7 8 0 年 )
。

⑦乾隆 《 龙岩州志 》 卷之五 《 秩宫志 》 载龙岩明知县施台臣系池州

人
,

进士
,

万历四十八年 ( 1 6 2 0 )任
。

⑧ 《 长林世谱 》
,

入岩谱系
,

八世祖
。

⑨
“

马尸 为适中本地字
,

意为半斗
。

L@参见崇祯二年 ( 1 6 2 9 )碑刻与乾隆二于三年

( 1 7 6 8 )碑刻
。



这几次大规模 的乐充买置
,

至明末清初白云堂的庙产 已达到一定规模
,

为兰盆会 的举行提供

了稳定 的经济来源
。

明清之际的社会动乱基本上没有对兰盆会的举行产生影响
。

《 缘首班录 》 所载历班缘首

俱全
,

正说明了兰盆会从未间断的事实
。

甚至在明王朝灭亡的崇祯甲申十七年 ( 1 6 4 4 )
,

兰盆会亦照常举行
。

当年
“ ( 公 ) 推谢憋道

、

林谨请综其事
,

摺谢中彦诸人为副
,

即心是伏

( 佛 ) ,
善乃敢 ( 职 ) 矣

。

适当风鹤之际
,
未得报竣

,

幸有继志起而共襄 ( ? ) 厥事
,

口粒

十余载
,
稍期仰答谢 ( ? ) 佛务

,

较铺金施园
,
良可恍 已矣

” ①
。

此后社会重归于稳定
, 兰

盆会就更无间断之理了
。

有清一代
,

适中商人盛极一时
,
在闽西富有特色的龙岩商人中

,

适中商人乃是其主体
。

适中商人多经 营烟业
,
在清代适中人在全国各地设立的烟店

、

烟行达 5 3 家
,

他们还经营棉

布业
、

布庄染房
、

制香业
、

神釉业
、

京果业等
。

适中商人的足迹
,

遍及赣
、

粤
、

冀
、

豫
、

沪
、

黔
、

台
、

甘
、

鄂
、

湘及省内汀
、

漳
、

码
、

厦等地
,

他们在当地设厂精制水早烟丝
,
盈 利 极

厚②
。

他们将经商所获
,
投资于地方社会与民间文化建设

,

在适中造就 了壮观的方 形 土 楼

群③
。

也使兰盆会 日趋精致
,
规模日益宏大

。

当时白云堂公 田 已趋稳定
,
数量不多

,
收入不

足以供给兰盆会支出
,

因为兰盆会历时较长
,
且极事铺张

,
每建一会

,

所费不 货
。

据说每建

一全
,
就得花费几万至几十万光洋

。

即使在经过八年抗战洗劫后的民国三十五年 ( 1 9 4 6 ) ,

适中举行兰盆会 的费用仍高达九百余万
,
适中四大姓每丁敛六百元④

。

即便是兰盆会的举办
权

,

亦可 以卖到好价钱
。

据说上赖赖 氏在经济衰退的影响下无力再在当地举办兰盆会巡游的

工作
,

就将在当地巡游的举办权卖给谢氏阳明户
,

其价高达一千光洋
。

适中兰盆会 的 大 台

戏
,
规模宏丽

,
装饰奢豪

,

所费更为不 货
。

为解决兰盆会的经费来源
, 当地采取了向各姓户

开派收敛的制度
。

< 长林世谱 》 云 : “ 我乡兰盆胜会每逢 甲
、

乙
、

丙三年
,
费用浩繁

, ’

所有

应开银项 向来应幸修添丁尝付用
” ⑤

。

嘉庆以前
,

这项制度就 已实行
,

至嘉庆十一年 ( 1 8 0 6 )

对各户应开分数作了调 整
。

该 年六月适中社中甲八户订 立的 《 乡规保约 > 保存了各户应开派

的分数⑥
。

我们在适中调查时没有发 现乾隆二十三年 以后 白云堂置买公 田 的材料
, 这并不是

议此后白云堂的公 田 已足够举办兰盆会之用
,

而 勿宁说 自明后期至清前期 以公田 为主体举办

兰盆会的方式 已渐渐 由此后 向各姓户开派收敛为主体举办兰盆会的方式取代 了
。

这种开裤制

度使兰盆会基本解决 了经费问题
,

它一直维持到民国时期
。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
,
适中的兰盆会 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
具有独特的魅力

。

① 《 甲申班公田记 》 (立于康熙十年
,

1 6 1 7 年 )
。

②林宪曾
: 《 适中人在省内外市场之

商业概况 》
,

《 适中文史通讯 》 第六期第 2
「

1 一 2 5 页
。

③参见杨国祯
、

陈支平
: 《 明清时代福

建的土堡 》
,

台北
:

国学文献馆
,

1 9 9 3 年
。

④岂闻
: 《 适中大事记 ( 1 9 0 8 一 1 9 4 9 ) 》

,

《 适中文史通讯 》 第二期第 4 0 页
。

⑤⑥ 《 长林世谱 》
.

本族大事记
。



兰盆会举行的时间
,

是 干支 甲
、

乙
、

丙三年的农历十月初一至十九
。

逢 甲
、

乙两年举行

十五天 ( 从初一至十五 )
,

丙年举行十九天 ( 初一至十九 )
。

对于这种时间安排
,

适中人多

联系到圣王公
。

圣王公就是正顺圣王
,

适中人认为他就是谢安
。

在整个兰盆会活动 中
,

圣王

公起着核心的作用
。

向当地人问及兰盆会独特的时间安排的原 因时
,

适中父老认为
:

只有王

侯才有资格建蘸
,

谢 氏祖先谢安身为宰相
,
功 比王侯

,
有半驾盔舆的威风

,

故请他为 主 祀

( 蘸主 ) ,
但仍然不敢在一年之 中举行 四十九夭大酿

,

而是分成三年来举行
。

而兰盆会在下

元举行的原 因是谢安是在九月份死去 的
, 同时十月份进入农闲时 间

, 空闲时间较多
。

但是
,

仔细分析起来
,

上述解释穿凿之处很多
。

首先
,

史书上对子谢安死于何月何日并

无记 载
, 《 谢 氏族谱 》 也是如此

。

其次
,
适中圣王公的塑像与谢安之身份颇不相符

,
谢安为

戮晋名士
,

当颇具士人风度
,

而 白云堂中圣王公 的塑像却面部漆黑
,

双眼圆睁
,

满脸凶象 ,

且端坐于虎皮凳上
,

活像是一员 凶猛的武将
。

大概是由于圣王公 的形象和谢安的种种传说颇

为荒诞离谱吧
,

连适中当地都有人发 出疑间
: “

正顺圣王
,
究系谢安吗 ? 敬请各位加 以考证

和修改
” ①

。

其实
, 正顺圣王确实不是谢安

,
而是一个叫谢枯的神

,

《 续文献通考 》 记云
:

“ ( 宋度宗咸淳七年 ) 封尤溪正顺庙神为广惠将军
。

神谢佑
,
尤溪人

,
从剑浦黄裳学

,

素慕

张巡忠烈
。

及卒
,

数著异迹
。

嘉定二年 ( 1 忿 。 仑 ) 立庙以祀
。

绍定二年 ( 1 2 2 9 ) 封灵

惠将军
。
至是加广惠

。
” ② <永安县志 》 的记载稍有不同 ,

该志云
: “

正顺庙
:

在贡川
。

康

熙五十九年 ( 1 7 2 0 ) 重建
。

祀神谢佑
。

拍沙县尾历水西人
。

宋元丰五年 ( 1 0 8 之 ) 至

建宁
,
遇异人于水晶洞

,
遂体骨不凡

夕
精道术

。

元佑二年 ( 1 0 8 7 ) 化去
。

屡著灵迹
,

乡

人立祠祀之
。

绍兴九年 ( 1 1 3 9 ) 救封
,
赐庙额 日

`
正顺

, 。

明正统间 ( 1 4 36 一 1 4 4 9 ) ,

有

捍御寇兵之异
,

都督范雄
、

尚书金镰尝诣庙
,
祀以少牢

。 ” ③有关谢枯的记载与白云堂中圣

王公 的形象十分格符
。

而对于圣王公与谢安的关系
,
笔者认为

,

圣王公原来是适 中的地方保

护神
,
元代谢氏迁入以后在宗族势力扩张的环境下慢慢地将其祖先谢安附会到圣王公之上

,

这点可视为谢氏宗族拓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

圣王公作为地方保护神的功能
,

我们在谢安附会

其上之后仍可找到一麟半爪的线索
。

比如兰盆会申歌童所唱的 《 宋朝行孝歌 》 开篇 即 云 ,

“ 正顺圣王
夕

显赫灵通
。 · · `

… 护国庇民
,

亲身下降
,

救度群生
,

邪不干犯
,

鬼不 留停
” ,

而

《 行孝歌 乡咏唱
“
敬祷诸同鉴格④

,

四时呵护我坪乡
。

民安物阜淳风播
,
富贵荣华姓字扬

。

岁岁 门庭 驱百祟
,

家家男妇纳千祥
”
等句

,
正道出了圣王公保护神的功能

。

圣王公 的形象
夕

经常是和地方保 护神联系在一起的
。

圣王公 的巡游
,
亦带有清除地方野鬼邪神

,
维持地方安

靖的 目的
。

适中人就指出
:

十月半 ( 兰盆会 ) 就是求熟与下元普度的结合
。

这种说法使我们

注意到圣王公 的另一面
,
这就是农业丰收神的一面

。

《宋朝行孝歌 》中有
“ 合乡男女全 ( 同 )

祈祷
,

乞求五谷大丰登
。

岁岁 田 禾都大熟
,

行行业业尽隆兴
” 之语

。

《 行孝歌 》 亦唱道
: “ 王

政足 民推首重
,

五风十雨 以为常
。

田畴高下都丰捻
,
咸咏千仓与万箱

。

供奉不曾亏俯仰
,

太

和门内乐无疆
。

诚心弟子更朝拜
,

手把金钱献圣王
” ⑥ 。

而且兰盆会是在十月农闲时节举行

①谢茂源
: 《 谢安石传略 》 第 3 2 页

,

适中油印本
,

无年代
。

② 《 续文献通考 》 卷七十九
。

③雍正十年修
、

道光重刊本 《 永安县志 》 卷之六
,

祠祀
。

④
“

诸
”
字与

“

同
”
字间疑

-

一
书

神
”

字
。

⑤ 《 谢安石传略 》 第 2 9 一 8 0 页
。



的
,

其 目的是
“
祈岁熟

、

报亲 恩也
” ①

,

供奉圣王公具有祈年报赛的性质
。

因此
,

似乎可坟

说
, 在圣王公崇拜 和兰盆会仪式 中还 融入 了对农业神的崇拜

。

谢氏迁入之后
,
随着族众增加

,

势力扩大
,
遂创造出 谢安的种种传说

,

并将之附会于圣
-

王公身上
。

在谢 氏的祖先谱系中
,

周朝 申伯算是第一代
,

谢安系第三十八代
。

适中谢氏族人

在为谢安所作 ( 祭安石公 祝文 》 云
: “

恭维尊神
,

赫声 灌灵
,

恩敷赤子
,

泽被苍生
。

力战符②
-

坚
,

自昔功高肥水
;
官居太傅

,

于今惠及岩坪
。

合四姓 以祈年
,

历宋元明
J

洛遵旧典 , 萃七 团

而报赛
,

逢 甲乙丙庆缕 (赞 )下元
。

幸圣驾之遥 旧
,
车随甘雨

,
喜王灵之鉴降

,

道载福星
。 ”

、

咏
适 中又将谢安的交游 比之 以适中兰盆会 的出巡

, “
在东晋时谢安为④

,

礼贤纳士
, 和团结各

姓族
,

曾以王
、

桓
、

庚
、

谢四姓 为主
,
邀集 中外子侄和敦请其他小姓

,

如陆
、

车等姓
,

随同

歌妓
,

到各姓户登 门拜访
” ,

而
“
本圣王公出巡时亦同样以陈

、

林
、

赖
、

谢等 四姓为主
,

联

系 了潘姓
、

萧
、

张等小姓
,

随同歌童歌唱孝歌而到上赖赖姓
, 到水尾

、

新安的谢姓
,
再到石

`

桥仔林姓
,

及到黄 田岭头陈
、

赖等地登 门拜访
” ⑤

。

他们甚至认为
“
谢安在浙江会稽东山之

中建有 白云堂
” ,

因此 “
适中东 山之麓亦有白云堂的建筑 ” ⑥

。

这些附会传说若联系到明中

叶以后 谢氏宗族不 断拓展 的事实
夕

就变得容易理解了
。

在陈
、

林
、

赖
、

谢四大姓 中
,

谢氏迁入的时间最迟
。

适中谢 氏开基祖万十二郎公 约于元

至正年间 ( 1 2 6 4 一 1 2 9 4 ) 同妻吴 氏携子小五 郎由上杭迁入适中鸟笼坑
。

从二世到五

世
,

谢氏四代单传
。

第六
、 一

七代是适 中谢氏家族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
。

第六代有兄弟二人
,

第七代有九人
,

至第十代人丁繁至一百四十二人
,
第十一代就出现了适中第一位举人和知县

谢兆甲
。

因之
,

第六
、

七代是 谢氏家族开始起飞的时期
。

第六代的广宁公于
“ 景 泰 四 年

( 1 4 5 3 ) 癸酉
,

年方 四十九岁
,

与弟广生公 同油坪从堂叔文进公 开户
,

应当龙门里三 图

二甲里长
夕

自立门户
” 。

其弟广生公于
“ 七十五岁时

,

其子 兄弟四人于成化十八年 ( 1 4 8 2 )

买得吴德高里 长
,

与阳周公兄弟更册一户
,

应当龙 门里五图六 甲里长
,

即阳明户是也
” ⑦

。

第七代谢 氏有兄弟九人
,

时称
“
九阳

” 。

九阳之中的阳周公曾捐资建东宫
,

并在大云宝殿屋

梁上订上
“ 上 祝黄帝万安信士 谢阳周充

”
木匾

,

此匾至今尚存于白云堂
。

这说明谢氏家族的

势力在明中叶以后逐渐强大起来
,

谢安附会于圣王公 的传说也当是在这段时期创造出来的
。

兰盆会是 由所谓 的
“ 四姓 七团

” 组织的
。 “ 四姓

”
是指陈

、

林
、

赖
、

谢 四大姓
, “ 七团 ”

是指这四大家族的七个分支
夕

这七个分支 以其在图甲制中所立户籍命名为谢 氏阳高户
、

阳明

户
,

林氏芳高户
,

赖氏朝恩户
、

阳高户
、

万 良户
,

陈氏家隆户
。

兰盆会 的所有活动实际上是

在户这个层面上运作的
。

组织兰盆会 的缘首是从 四姓选出的
,

根据 《 缘首班录 》 ,
从嘉靖甲

子班至康熙甲子班十三班都首中
夕

四姓共选出二十六名都首
,
每班两名

,
其中谢氏占 十 三

人
,
每班必有一名

;
赖氏占五人

,

林氏
、

陈氏各 四人
,

实际上是一班一姓
, 三班分别有三姓

组织 , 三班一周
。

兰盆会的经费
一

也是 向各姓户抽取开派的
。

根据嘉庆十一年的乡规保约
, 兰

盆会共需经费三十二分二
,

谢 氏阳高户派十分零壹厘
,

阳明户十分零壹厘
,

林氏柏芳户出三

①白云堂乾隆二十三年碑刻
。

④
“

为
”
字后当逸一

“

相
”

字
。

二卷
。

②
“

符
”
当作

“

符
” 。

⑤⑧ 《 谢安石传略 》 第 2 6 页
。

③ 《 谢氏族谱 》 第二卷
。

⑦ 《 谢氏族谱 》 第



分
,

永高户出二分七厘
,
陈 氏家隆户出三分三厘

,
赖 氏朝恩户出三分①

。

甲
、

乙两年的兰盆会从十月初一开始
,

该 日和尚开始在 白云堂内诵经
,

歌童开始在堂 中

念 《 行孝歌 》 ,
如此一直持续到初九上午

。

此 日还需挑公鸭入庵供奉圣王公
,

这是给圣王公

开的
“
小灶

” ,

因为传说他的死与公鸡有很大关系
,

所 以不用公鸡
。

歌童亦称香童
夕 总共二

百人
,
他们也是从四姓选 出

,

谢氏选一百人 ( 阳高户五十人
,

阳明户五十人 )
,

林氏选五十

人 ( 柏芳户二十五人
,

永高户二十五人 )
,

陈姓二十五人
,

赖姓亦选二十五人 ( 朝恩 户 九

人
,
万 良户和明高 户各八人 )

。

这各姓香童歌唱的地点亦有规定
,

白云堂的三 个部分分别由

四姓管理
,
大云宝殿 由陈氏和林氏管理

,
西宫由赖氏管理

,

东宫由谢 氏管理
,

四姓歌童亦在

本姓管理范 围内唱歌
。

初二
, 兰盆会理事人员 ( 缘首 ) 开始吃斋

。

初六
,
适中一般老百姓开

冶吃斋
,

而圣王公则正式
“ 过案

” 。

在平时
,

圣王公神像不是供奉在 大云宝殿的正完上的
,

它放在大殿的前左侧
夕
据说这个位置是 白云堂风水最好的地方

。

十月初六这 天
,
人们将圣王

公供到大云宝殿的中间
, 这个仪式叫

“ 过案
” , “ 过案

”
就是办公的意思

,

圣 王公过案即是

说此日起至王公开始办公
,

有所祈求者可向圣王公请教了
。

当天要做连台戏
,

一天到晚都不

能停顿
。

过案仪式似可视为堂中三宝佛地位下降而圣王公地位上升的一个表现
。

从初十开始的巡游
,

是兰盆会 的高潮
,

而圣王公则是高潮中的主角
。

巡游声势甚 为 浩

大
, 队伍极其壮观

,

适 中老人一尼记其盛况云
:

仪 队起动了
,

三声响炮
,

仪 队启行了
,

又是三声响炮
;
是擎着三响镜的连路鸣炮开

道
。

四面金字大黄口挂着大锣
,

眶档呕哨 跟着喝道
。

两对高高支起的大勾灯摇晃 在 锣

后 ,
一对冲天竖式长条大红彩旗

,

是四姓 七团的总旗在此领 队
。

一面
“

肃静
” , 一面 “ 回

避
” ,

四扇
“
案拜圣王

” 的牌匾
,

跟上龙头巴掌三付木奕驾
。

来了一座四抬的香亭
,

檀

香流溢
。

道士跟班
,
穿红着皂

, 口念巫咒
,
脚踏是步

, 园拔锵锵
,
翘笛呵呵

。

接来四姓

七团行列
,

一对黄口锣
, 一付

“
虎滴嘟

”
( 长管大吹叭 )

,

一双
“

肃静 回避
” ,

两对
“
蛮

拜圣王
” 匾 ,

两杆直条大红彩旗
,

腊腊②迎风
,

一批琐呐手
,
吹吹打打

。

一排木变架
,

随上香童祈歌班
。

款款手把金钱献圣王
,
翩翩黄钱漫天飞

。

一姓一彩旗
, 一旗一 队列

,

七 团七排 班
,

七班吹打
,

七班歌童
,

歌声 嚎亮
,

乐声悠扬
,

快乐在人间
。

由此引来四支

长幢蟠
,

出现神驾 口莲和地藏
。

随后十八对的半副变驾
,
金爪银链

,

拳头 巴掌
,

斧锁矛

戟
,

金光银闪
。

黄背甲
,
大红

“ 勇 ” ,

古王朝卫戍一班
。

驾前八名
“
曹吏

” ,
头戴无答

高 筒笠
,

手持五尺长戒尺
,

七团授权
,

丐者显身
,

啥咯喝喝
,

维护风纪 ( 故称丐者有三

年红运 )
。

吏后有斯文
,

四对 长袍马挂 ( 褂 )
,

温温雅雅的捧炉擎灯
,

四盘炉香
,

四盏

宫灯
,
金炉铿亮

,

红灯流苏
。

神驾 “
圣王公

”
椅拥虎皮

,

八面威风 ,
黄龙伞百叶遮阳

,

老香童一派持香
。

随来队队管乐
,

一路结歌
,

满途雅曲
。

阵尾
,

长列五彩缤纷的大旗小

旗
,
擎天大黄龙巨幅三角绸旗镇后

。

浩浩 荡荡
夕

何止千人 薯 ③

当年巡游之时
,
适中还做大台戏

,

即建造一块高台
, “

背耸险峰
,

衬以灵芝 白鹤
,

瑞 鹿 样

云
,

三星拱照
夕

降福祯祥
夕

松龄龟寿
,

月
一

凤朝 阳
,

着红挂绿
,

飘灯垂帘
,

置八名妓童
,
饰为

① 《 长林世谱 》
,

木族大事记
。

半的孟兰盆胜会 》 第 2 8 页
。

②
“

腊猎
”
似当作

“

猎猎
” 。

③一尼 : 《 十月



将相佳人
” ①

。

大台戏耗费极多
。

甲年大台戏台高约三丈余
,

由谢姓负责
; 乙年台高降为二

丈八
,
由林氏负责一台

,
陈 氏与赖 氏共同负责一 台 , 丙年仅饰 四童

,

台高仅几尺
,
称为

“
桌

仔戏
” ,

二台
,
由四姓共 同负责②

。

从初十开始的圣王公巡游
,

从巡游路线
、

带路送客的姓户到停留吃饭的地点
,
都有严格

规定
,

具体做法见下 图
:

一门
据说圣 王公巡游路线是八卦走法

,

通过这种巡游来克制适中恶劣的风水
。

这种巡游路线据说

是朱熹教的
。

适中的兰盆会
,

自细密的组织至仪式表演
,

自圣 王公巡游至大台戏的建造
,

处处表明它已

成为一种精致的文化传统
。

我们应该如何解 释这种文化传统呢 ? 笔者想从
“ 四姓七团

”
内部

关系
、 “ 四姓七团 ”

与适中社 区的小姓小族 的关系
、

适中社区与龙岩社区的关系这 三个角度

来分析兰盆会
。

适中是龙岩县开发较迟的地 区
夕

龙岩城 及其附近坊社早在晋代就开始有汉人拓殖③ , 至

唐
、

宋时期其开发 已达到一定水平
,

而适中则 自宋代始有汉人拓殖
夕

经 济一度比较落后
。

明

代中叶 以来
,

随着宋元移 民的迁入
一

与落籍
, 土地的拓垦 ,

人 口的繁殖
,

经济情况逐渐好转
。

①② 《 谢安石传略 》 第 2 8 页
。

③按
:

龙岩古曰新安
,

晋太康间隶晋安郡
。

唐开元二十四

年 ( 7 3 6 )
,

开福
、

抚二州 ! lJ 山同
,

置汀州
,

新罗隶焉
。

龙岩本新罗之苦草滇
。

故龙岩城及其近郊之开发早

在晋代即已开始
。



也是在此时
,

谢氏
、

林 氏等家族开始进行最初的收族实践
,

而兰盆会亦被创造出来并走向制

度化
。

尽管适中的收族实践和兰盆会的创造孰先孰后 目前没有明确的资料
夕
但是

,

明中叶的

资料
,
如 《 缘首班录 》

,

表现适中的大族一开始就与兰盆会有密切的关系
。

在兰盆会的组织和仪式中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 七团 ” 。

七团就是七户
,

七个家 族 分

支
。

在兰盆会 中
, 不是家族 ( 即四姓 )

,
而是家族的分支 ( 即七团 )

,

成为了举办的主体
。

七团通过举办兰盆会
,

从仪式上肯定 了其独立性
。

我们还发现适中七团中的谢 氏阳明户和阳

高户在文化上制造差别
,

以划清界 限①
。

兰盆会 中反映出的这种家族的分化可能与明中叶 以

来的社会变迁与适 中的边缘地位有关
。

明中叶以后
,

政府逐渐退 出地方事务
,

这使地方社会

有了发展 的机会
,
而适中的边缘地位更加增加了这一发展 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因此 , 我们可

以视此时的收族实践与兰盆会的创造为地方社会发展的重要环 节
,

而兰盆会中反映出的家族

分化
,

则表 明官府逐渐退 出地方事务之时地方 社会处理 的事务渐次增 多而要求更多的地方社

团来组织和处理 的事实
。

兰盆会的组织者
“ 七团 ”

也就是七个户不仅负有交纳赋税 的职责
,

而且有处理地方纠纷和组 织地方活动一一比如诸如兰盆会
、

求雨等地方宗教活动的任务
。

例

如在官方控制极端薄弱的顺治五年 ( 1 6 4 8 ) 的一桩案子的调解即说明了这点
。

该 年 七

月
,

林 氏永高户叔侄在柏芳户五世祖姚贞慎妈坟前强架锡庆堂祖宇
,

引起了一场官司
。

柏芳

户上告到龙岩县
,

龙岩县知县判定
: “

祠基既系柏芳户五世祖批坟地
,

永高户胆敢持强 占为

公地兴建始祖祠堂
,

既成不毁
,
凭公立五世祖云溪公专主一座于始祖专主前第贰级配享

,

永

息争端
。 ”

在一般情况下
,

这桩官司本是族内之事
,

原不需他姓插手
,
但是我们发现

:

这桩

官司最后
“
仰乡长谢笑竹

、

谢先登协七团乡长等同为劝息
” ,

才算告一段落②
。

这一事件表

明了两点
:

一是适 中家族 的分支一一户有很高的独立性
,
家族整合程度不 高

, 二是以各户乡

长为主的地方社会的头面人物在处理地方事务中有很高的权威
, 甚至有官方达不到 的权威

。

这种权威 当是在明代 中叶以来渐渐形成的
。

在兰盆会中体现出的四姓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

在兰盆会组织上
, 四姓的作用

是不 同的 g 谢氏在组织
_

L无疑起着主导的作用
,
他们在都首与香童 的选定

、

巡游路线的走法

以至开派的分数上都是其他三姓所无法 比拟的
。

透过兰盆会的仪式
,

特别是圣王公在 兰盆会

中扮演的角色
,

我们着到的是谢氏在另一个层面上表达的宗族霸权
。

谢氏通过创造传说
,
改

造 了圣王公的实质
,

也改变了圣 王公 在兰盆会 中的地位
。

圣王公被反复创造的过程
,

实际
_

L

也就是谢 氏势力不断发展的过程
,

两者是互为表里 的
。

四姓七团虽然有矛盾
,

有竞争
,
但是他们反映在兰盆会 中的基调是相互合作

,

特 别是对

于小姓小族而言
。

四姓七团是适中社 区的主体
,

在他们 的聚落 的周围
,

有一些小姓小族的聚

落
。

这些小姓小族诸如潘 氏与卢氏大多是在明代特别是 明中叶以后迁入的
。

③他 们 是
“ 黑

户 ” ,

大都没有自己的户 口 ( 也就等于没有合法 的身份 )
,

而是依附于四大姓之下
。

当然
,

这种依附不仅是户籍 卜的
,

而且是社会经济上的全 而的依附
。

我们在 《 龙岩 卜坪潘 氏福志公

世谱 》 上看到一段 资料
,

可 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小姓的潘 氏对于谢氏阳明户的依据关系
。

根据

①谢茂源
: 《 谢姓的高明户之分 》

,

《 适中文史通讯 》 第六期第 4 1 页 ( 1 9 8 7 年 3 月 )
。

② 《 长林世谱 》
,

本族大事记
。

③谢茂源
: 《 适中姓族探源 》

。



笔者在适中的调查
,

潘 氏在户籍上是依据到阳明户上的
,

直到 民国时期情况都没有改变
。

从

上述族谱 中
,
潘 氏将其祖先追溯到明中叶的潘佛胜公

:

潘佛胜公在苏州府口门内穿珠巷
。

胜公本身武魁
,

随常熟县翁道台同往扶驾
,

做巡

部来漳州府赴任
,

因正统十二年丁卯十二月砂 ( 沙 )
、

尤二县流贼强劫 乡村
,
翁道台委

胜公领兵三百
,
前去永定县丰 田里吴福 云湖雷石坑 民楼中安营驻宿

。

因半夜时候贼匪抄

营
, 胜公彼 ( 被 ) 贼捉本处鸭母潭浸死

,
身尸无踪

。

女比游一娘因夫被贼伤亡
,

今 ( 经 )

二 ( 当作一 ) 载
,

正统十三年戊 辰 ( 1 4 4 8 )
,

姚生下一男潘福志
,

又家丁十余人
,

同往到湖雷鸭母潭收魂
。

因又彼 ( 被 ) 匪冲散
,

家丁不知何处生死
。

批无奈
,

生下一男

福志 幼四岁
,
随身一路走到坪路 尾

,

遇逢谢广生公
,

承来家中潜安
。

至二年
,

并无家人

查寻
,

又无人探问
,

未能回梓苏州
,

女比年三十二 岁
,

下堂与谢广生公为继配
。

生下一男

潘福 志随母来年 四岁
,

谢广生公抱养成人
。

以后谢
、

潘结婚
,

游妈遗下两姓不可结婚
,

合为一本根源
。

潘家 以后如有读 书拷 ( 考 ) 到
,

要写阳明户 护户
。

①

历史上
,

潘 氏族人基本上充当道士
,
成为名副其实的道士世族

。

有一个传说认为
,

潘 氏道士

师承于谢氏广生公
,

谢氏以前也是道士世族
,
但是自广生公之后便无人从事道士行当了②

。

此外
,

潘 氏祭祖方式颇为独特
,

他们专门在夜间悄悄举行
,

当地人士将之解释为谢氏 的 控

制③
。

这种大姓控制小姓
,

小姓依附大姓的现象
,

到清代前期还很明显④
。

透过大姓对小姓

的控制关系来分析兰盆会的意义
,

我们看到
,
小姓小族没有权利也没有财力人力来举办兰盆

会
, 四大姓借助兰盆会来炫耀人力与财力

,

同时把 自己的社会圈子与小姓小族的社会圈子区

别开来
, 因而具有社会控制 的意义

。

当然
,

小姓也参加兰盆会
,

也参加兰盆会的仪式表演
,

萧姓的师傅参加制作精美宏丽的大台戏
,

而潘姓则在会中充当仪式的组织者
,

他们 以各自不

同的方式为地方文化 的创造作出贡献
。

适中兰盆会 自圣王公的巡游到大台戏的建造
,

自始至终都弥漫着炫耀财富和表现势力的

气氛
。

适中举 办这种夸富宴式的兰盆会
,

是与适中社 区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

在明代 中 叶 以

前
,
适中的社会经济水平与文化水平都是比较落后的

。

适中的经济是明代中叶 以后有 所 好

转
,
但是

,
实际上适中经济的起飞是在明末烟草传入 中国之后才 开始的

。

有清一代
,

适中赴

外经商盛极一时
,
适中商人在高利润的烟业生 意中大发其财

夕
成为富甲一方的商帮

,

其商业

在盛清达到高潮
。

适中人在科举考试中一度十分不利
,
适中的第一位举人出现于明末天启年

间
。

但是在清代这里成为科举十分发达的地方
,
文化教育非常普及

,
龙岩历史上唯一的翰林

即是适中人
,

因此适中科举在清代得到很高的评价⑤
。

由适中与龙岩的关系
,
笔者联想到 了

至今流传于适 中的
“
适中人认为自己不是龙岩人

” 的文化观念
。

这个文化观念涉及的不是适

中与龙岩官府 的关系
,
而是适中社区与龙岩县 ( 州 ) 属其他坊社特别是龙岩城周 围坊社之间

的关系
。

这种文化观念的产生可能与清代适中在经济
、

文化上取得的巨大成功
、

适中在地理

① 《 龙岩上坪潘氏福志公世谱 》
,

手抄本
。

②谢茂源 : 《 称道士为
“

狮公
”
的来由 》

,

《 适中文史通讯 》 第六期第 4 2 页
。

③郑羽
、

张清璋
:

《 夜间祭祖一一适中潘氏风情录 》 ,

《 闽西报 》 1 9 9 0 年 8月 2 1 日
。

①乾隆 《 龙岩州志 》 卷之七
,

赋税志
。

⑤陈铁

城
: 《 科场戟事与人物传闻 》 ,

《 龙岩文史资料 》 第十四辑第 9 6 页
。



位置上的边缘性 以及至今 尚存的适中人与龙岩人之间的矛盾与误解有关
。

从这个文化观念
,

我们认为兰盆会是这种观念形态影响下的重要一环
。

兰盆会的规模
,

正如清代适 中经济和科

举一样
,
是龙岩城坊地 区很难以比拟的

。

因此
,

适中通过举办夸 富宴式的兰盆会
,
实际上是

在向龙岩的地方权力结构的一种反叛与挑战
。

四

在举办兰盆会的过程 中
,

适中通过长达五天以上的圣王公浩浩荡荡的巡游
,

通过规模宏

大
、

耗费 巨资建成的大台戏
,
通过四姓七团精细的合作和紧密 的组织

,

向适 中周 围的小姓
、

小族
,

向龙岩其他坊社
,
特别是向龙岩城区及周边坊社

,

显示了 自己的财势
。

尽管兰盆会作

为一种喜庆活动
,

一切似乎都是循规蹈距的
,

但实际上却是地方豪强对原来的地方权力结构

的一种反叛行为
。

适 中兰盆会通过夸富宴式的仪式表演
, 孕育

、

表达并强化 了适中人不是龙

岩人这种 自我区别意识
,

从文化上划定了适中人这一社会圈子与龙岩其他坊社的差别
。

非惟如此
,

兰盆会对于适 中社区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

经济发展使适中四大姓族成为有钱

有势的地方势力
,

在兰盆会 中
, 四大姓族 中的超级宗族通过兰盆会的组织和仪式表达了其地

方霸权
, 同时又通过联合其他大姓族一同参加兰盆会和组织和仪式表演

,

组织了 自己的社会

圈子
。

因此
,

兰盆会 的组织与仪式既体 现了超级宗族 的地方霸权
, 又反映了超级宗族联合其

他大姓族
,

在大族与小族
、

大姓与小姓之间划定分界线的文化现象
。

随着宗族势力的强大与

宗族地位 的提高
,

大宗族内部的分支也 日益明显
。

但这种分支并不是一个随着房支公产增多

而节节分化的过程
,
而是在一定层面上 ( 户 ) 更为深刻的分化

。

这种分化不仅表现在宗族的

分支在处理各种社会事务上 日益独立
,
而且反映在他们还有意无意地 以各种文化手段来巩固

这种分化性与独立性
。

兰盆会的举办
,
实际上都是以默认这种族内宗支分化的社会现实为基

础的
。

笔者将这种现象理解成地方社会发展过程 中的一个特殊 的插曲
。

因此
,

透过兰盆会的

组织和仪式
,

我们看到了适中社区层层分化类似于水波涟漪的现象
。

这种地方社会构成中层

层分化的现象是在社区发展中形成的
夕

也是随社区的发展而改变的
。

透过适中的兰盆会
, 我们看到 了与施坚雅所刻画的不尽相 同的地域社会

。

施坚雅用市场

网络结构来解 释中国乡村文化的异 同
,

视市场交换关系为 区域体系形成 中起主导作用 的 因

素①
。

适中社区层层分化的现象
,

勿宁说是与萧凤霞在珠江三角洲提出的区域体系分层的概

念颇为相符
。

她通过对中山小榄镇的研究
,

认为珠江三角洲地 区
, 边缘村落演变为财富和文

化的
“
超级中心

”
是同宗族的剧 烈分化和履组相联系的

。

她认为虽然 当地也存在一个市场网

络
,
但它在区域的动态变迁中并不是 首要 的决定 因素

, 而是受宗族的分化与共同体形成的过

程制约的
。

②这也与适 中的情形 比较相似
。

不 同的是
,

适中社区的分层不是象小榄镇那样
夕

① G
.

W i l l i a m s k i n n e r , “

M a r k e t i n g a n d s
o e i a l s t r 。 。 t o r e

i n R u r a l C h i n a ,, ,
p a r t l

,

J o u r 红a l o f A s i a n s t u d i
e s ,

2魂
.

1
.

3一4 4 ( 1 9 6 4 )
.

②H e l e n F
.

s i u , “
R e e y e l i n g

T r a d i t i o n : C u l t u r e ,

H i s t o r y a n d P o l i t i e a l E e o n o m y i n T h e C h r y s a n t h e n u m F e s t i v a l s o f

X i a o l a n ,, ,

C o m p a r a t 三v e s t u d i e s
i n s o e

i t e y a n d H i s t o r y 3 2
.

4
,

7 6 5一 。 4
. 《 文化活动与区域社会

经济的发展
:

关于中山小榄菊花会的考察 》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 9 9 0 年第 d 期第 5 1 一 5 6 页
。



以 “ 里面 ” 、 “
外面

”
这样的用语来把镇内大宗族与乡村中的农民区别开来

。

由于适中的大

宗族是散居于当地各盆地一山地乡村的散居宗族
,

他们并不是聚居于市镇之 中
,
因此

,

他们

与小姓的区别主要在于姓氏方面 ( “ 四姓
”
与其他姓氏的区别 )

。

从适中的兰盆会
,
我们还注意到文化传统的创造与社区格局变迁的关系

。

中国文明的演

进
,

不仅包含着一个地方文化在遂渐与帝斟高层文化姑合豹同封形成自己特色的过程
,

而且

有个中华传统文化与地方文化结合而形成自己的地方文化传统的过程
。

传统创造的方式
,
不

是以传统的相互取代为标志
,
而是以传统的层层重叠为特征

。

适中的兰盆会就包含了至少四

种文化因子
:
孟兰盆会的传统 , 正顿圣王内传统 , 农业神的传统与谢安的传统

。

这种亥化传

统是受地域社会格局的变迁所影响而逐渐创造 出来的
。

家族势力的膨胀与篓缩佘地域社会的

控制与反叛
,
都可能引发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变化

。

其中家族势力变动引发的地域社会橇局的

变迁
,

在文化创造中表现出很大的能动性
,
对文化传统的创造具有重要 的推动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