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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襄（1898—1975 年），别名息响、式湘，出
生于福州市南门外浦下村（今盖山乡浦下村），排
行第三，儿时聪明伶俐，十分好学，中学毕业后，
家人全力支持其一人上大学。他曾赴英国伦敦经
济政治学院旁听经济史三年，博闻强识，涉猎广
泛，也曾参与重庆筹备中国民俗学会事宜，是我
国民俗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也
是近代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民主爱国人士。

1921 年，他毕业于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哲学专
业；1924 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研究生毕业；
1924 年—1927 年间任教于私立福建协和大学；
1927 年，离开福建协和大学到国民革命策源地广
州中山大学任教并从事民俗研究，而后任浙江大
学文学院国文讲师、副教授；1975 年 10 月 18 日去
世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

陈锡襄发起并参与民俗学运动主要在北京、
广州、福建，同庄泽宜、黄仲琴诸先生一样，都是
因个人兴趣或与其所学略有关系而热心于民俗
学。1921 年—1924 年，陈锡襄在北京大学就读研
究生期间，经历并参与了歌谣的研究。1920 年 12
月 19 日，鲁迅、钱玄同等人在北大成立“北京大学
歌谣研究会”，并得到蔡元培等人的大力支持，定
期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关于“歌谣”的文章。
1923 年 5 月 24 日，第二次筹备会召开，正式宣布

“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成立。其间，陈锡襄与顾
颉刚、容肇祖、董作宾等人在国立北京大学从事
歌谣、方言和风俗习惯的研究。

1927 年，陈锡襄赴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同顾
颉刚、容肇祖、钟敬文等人，成立“国立中山大学
民俗学会”。1927 年 11 月 1 日，创立《国立中山大
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此后刊载不少民俗
学方面的文章，如陈锡襄的《调查现代欧化风俗
提议》《一部民俗学著作的介绍》《猺民访问记》
等。1928 年 4 月 10 日，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就整理
旧书问题召开会议，议决：地方志由陈锡襄负责；
哲学、宗教由容肇祖负责；杂书由顾颉刚和杨振
声负责。

1928 年 4 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
所民俗学会与教育研究所联合开办民俗学传习
班。首期招生 22 人，修业期限为 3 个月，分别由陈
锡襄讲搜集风俗材料的方法，顾颉刚讲整理传说
的方法，容肇祖讲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经
过，余永梁讲殷周时代风俗片段，钟敬文讲歌谣
概论，杨成志讲民俗学问题格等课程。其招生章
程规定，“功课授完后，即分别给予题目，俾使着
手做各种调查整理研究工作”。1929 年 5 月 8 日，
陈锡襄在国立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 57—
59 期合刊）上发表了《风俗学试探》一文，探讨了
建立风俗学的理论体系，引发很大反响。

陈锡襄在文章中主要探讨民俗学、风俗学是
“相类”的两门学问问题，他认为“风俗之被人学
术地注意，社会学很有相当的功劳，然而民俗学
或民俗学运动实使这注意加增，渐成为普遍化与
系统化的”。又从语源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
等需要，阐述了风俗学独立存在的原因，并兼论
其范围、目的、方法和基础。关于中国式的民俗学
分类方式，陈锡襄给出了七种方式：以事实分、以
材料分、以对象分、以表现分、以问题分、以地方
分、以时代分。根据这种分类标准，他主张把民俗
分为七大类：宗教、人事、生活、制度、生业与职
业、社会、艺术。其中每一类都包含有若干项目，
而每一种项目之下又分出数十种细目，这为民俗
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20 世 纪 二 三 十 年 代 ，受“ 新 史 学 ”、民 俗 学
运动的影响，包括陈锡襄、魏应麒、江鼎伊等为
代表的闽籍学者开始致力于区域史的研究，最
为典型的是陈锡襄组织成立“闽学会”、魏应麒
与江鼎伊创立“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福州分
会”以及由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创办“福建文化研
究会”，研究主要包括福建地方历史文化、民俗
风俗等。1925 年 4 月，陈锡襄、董作宾等人把北
大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考古
学会的计划融合在一起，组织一个研究福建文
化的“闽学会”，该学会是为研究福建地方史的
第 一 个 学 术 团 体 ，参 加 者 50 余 人 。1925 年 5 月
30 日 ，“五 卅 惨 案 ”一 爆 发 ，陈 锡 襄 与 私 立 福 建
协和大学其他同事参与反北洋军阀、反帝斗争，
无 暇 顾 及“ 闽 学 会 ”及 其 活 动 ，原 所 有 计 划 流
产。尽管如此，仍为福建民俗学运动奠定思想与
理论基础。

1927 年 1 月，顾颉刚、容肇祖、潘洵等来到福
州并参观“闽学会”旧址，感到此会停止甚为可
惜，于是与陈锡襄合作，共同恢复“闽学会”。双方
并以国立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与私立福建协和
大学的名义展开合作。不久，因国立厦门大学国
学研究院取消，福州于 1927 年 3 月 24 日发起反文
化侵略收回教育权运动，致使“闽学会”再次停
办。当时留下的成果有董作宾《说畲》《唐哺和诸
娘》《高湖的一夜》《福建畲民考略》，刘松青《福州
疍户调查记》，江鼎伊《我与童谣的过去和将来》、
与克立鹄合著的《畲民》以及未刊的《闽中方言》

《闽中谚语》《闽中风俗》《闽中歌谣》等，陈锡襄
《闽中倭患考略》《客家与畲民》《从福建通志的列
传和经籍所见到本省各时代各区域的文化状况》
以及未刊的《闽中宗教考略》等。

江鼎伊评价：“‘闽学会’是与民俗学极有关
系的组织，尤其他的成绩都是关于福建‘道地’
的文化，居然是不可磨灭而必次叙述的。”魏应
麒与江鼎伊在福建《民国日报》副刊上创办福州

《民 俗 周 刊》，陈 锡 襄 曾 在 该 刊 发 表《调 查 现 代
欧化风俗提议》。民俗学运动开创了民国时期民
俗学运动的福建时代，为以后福建民俗学研究
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国文献研究者提供了
丰富的材料。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陈锡襄
与民俗学运动
□杨文军

关帝信仰自中原传入闽越地区，至今已
有千年历史，早已成为闽南区域民众心中重
要的地方神，并被赋予了保护神、武财神等功
能而存在，其庙宇数量在闽南也位于前列。据

《泉州市区寺庙录》统计，在鲤城区、丰泽区和
洛江区域中现存或重建的关庙就有 22 座，而
原有的关庙 32 座，约占泉州市区道教与民间
神庙数量的百分之四。这在祭祀着 240 余位尊
神的泉州区域，可谓是名列前茅，也可以看出
关帝文化在泉州错综复杂的宗教文化中占有
极为重要的地位。

入闽的隋唐“军神论”

关于泉州关帝庙宇的建庙缘起时间节点
一直众说纷纭，其中有三种说法传播最为广
泛，首先便是“军神论”，有闻关羽最早是在唐
朝时期作为“军神”，随着军队的征战而从中
原地区传播而来。

据《闽 书》卷 四 十 记 载 ：“（陈）政 以 从 征
功，拜玉钤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总章二
年（669 年），泉潮间蛮獠啸乱，居民苦之，佥乞
镇 帅 ，以 靖 边 方 。高 宗 敕 政 统 岭 南 行 军 总 管
事，出镇绥安故地。”其中，陈政将军率领将士
平定“蛮獠啸乱”，维护了唐朝漳州地区和平，
因此有学者认为此时的关羽有可能是作为将
士们心中象征着武勇、忠义精神的“军神”被
从中原地区带来的。

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在隋唐时期的关羽
的形象和地位并未确立。据《蜀先主庙记》记
载：“（先主）崇于故里，甘皇后配飨于神座之
中，诸妃嫔图形与旒扆之后，孔明孝直股肱，
皆列于东厢，关羽、张飞爪牙，悉标于西庑。”
可知这一时期的关羽仅仅作为功臣配祀于蜀
先主祠，并且在唐朝所建立的武成王庙中仅
仅是作为六十四从将中的一员。甚至据《五代
会要》中描述，此时关羽的祭祀供奉还是蔡同
文奏请“武成王庙壁诸英贤画像面前，请各设
一豆、一爵祀享”后才享有，可以看出其地位
在当时相当不突出。

结合这一时期民间传说记载，关羽的形
象尚未祛除“鬼魅”之影，其中唐宋时期较为
出 名 的“ 关 羽 厉 鬼 说 ”便 是 宋 代 时 期 孙 光 宪

《北梦所言》中提到的“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
传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虽文中记
载为讹传，但是不难看出，在隋唐时期的关羽

并未成为人们心中的神将，因此祭祀供奉更
无从谈起。

结合唐朝时期的关羽形象的史料记载可
知，这一时期的唐朝廷与民间对于关羽的关
注度远不如蜀先主，关羽仅仅作为祭祀当中
的从属而被立于庙堂之中，甚至在民间传说
的 形 象 尚 有 惊 悚 恐 惧 之 意 ，那 唐 代 就 以“ 军
神”一职而闯入闽地这一说法应当被打上一
个巨大的问号。

或许关羽起先确实是作为“军神”随军由
中原而传入闽地，但是在唐时期就已经成为

“军神”并被将士带入闽地建龛祭祀这一说法
无疑是值得质疑的。

宋泉郡关羽文化发端

关于关公庙宇在泉地建造时间节点还有
第二种说法，即应当起源于宋朝。

其一，由宋史得知，宋哲宗时期赐额“显
烈”，宋徽宗时期赐封关羽为“忠惠公”，进而
封为武安王，这一时期的关羽在官方中的地
位已经实现了由鬼及王的跃迁，并且在许多
文献资料都记载有北宋大中祥符初年关羽战
蚩尤的传说，如元朝成书的《关王事迹》中记
载的“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 年），解州奏盐池
水减，亏失常课。……于是召天师赴阙，上与
之论蚩尤事，对曰：此必无可忧，自古忠烈之
士，没而为神，蜀将军关某，忠而勇。陛下祷而
召之，以讨蚩尤，必有阴功。……移时，一美髯
人擐甲佩剑，浮空而下，拜于殿庭。……仍命
有司修葺祠宇，岁时奉祀”。

宋 时 盐 政 收 入 份 额 一 度 占 据 了 朝 廷 的
一 半 ，解 州 盐 减 势 必 影 响 了 当 时 整 个 国 家
与 社 会 的 运 转 ，因 此 当 地 百 姓 躁 动 不 安 ，道
教 借 此 杜 撰 关 羽 战 蚩 尤 的 故 事 ，而 崇 尚 道
教 的 宋 真 宗 顺 势 建 祠 宇 祭 祀 关 羽 ，虽 然 这
一 传 闻 充 满 了 怪 力 乱 神 之 味 ，但 是 佐 证 了
中 原 的 关 羽 祭 祀 在 宋 代 就 初 现 雏 形 。此 外 ，
南 宋 时 期 ，帝 王 又 两 次 加 封 关 羽 ，在《天 府
广 志》明 确 记 载 了 宋 孝 宗 对 于 关 羽 的 褒 奖 ：

“ 生 立 大 节 ，与 天 地 以 并 传 ；没 为 神 明 ，亘 古
今 而 不 朽 。”所 以 ，在 帝 王 的 加 持 和 当 时 社
会 主 流 文 化 的 推 动 下 ，关 羽 的 寺 庙 在 各 地
兴起也在常理之中。

此外，宋朝时关羽文化是否已经被传入
泉州这一问题，或许结合宋朝时期的社会迁

徙 和 泉 州 境 内 的 一 些 碑 刻 遗 迹 便 能 厘 清 一
二 。据 清 乾 隆《泉 州 府 志》“ 坛 庙 寺 观 ”记 录 ：

“忠义庙，在府治东凤山麓。宋绍兴间（1131—
1162 年）宗室赵汝锡建。旧祀汉关公羽，唐张
公巡、许公远。后复增祀宋岳公飞、文公天祥、
陆公秀夫、张公世杰、苏公缄、赵公昂发。”

而根据《宋史》卷一六四记载，北宋末年
宗室为躲避战乱南迁，负责管理外宗室的西、
南外宗正司经过屡次迁徙，最终定居福建，其
中西外宗正司迁于福州、南外宗正司安置于
泉州，而文中提及的赵汝锡可能就是镇王赵
元偓七世孙，在靖康之乱后便同南外宗正司
移居至泉州。

此外，笔者经实地调研后发现，现存于泉
州境内的关帝庙中，至少有两座可以寻到宋
代的历史构建，一为位于南安市的南邑关帝
庙正殿中的覆盆式梭柱，另一为石狮蚶江忠
仁庙侧的宋代石经幢。根据蚶江忠仁庙《重修
忠 仁 庙 碑 记》记 载 ，庙 始 建 于 南 宋 祥 兴 元 年

（1278 年），晚于东凤山麓的忠义庙。同时，高
宗 建 炎 三 年（1129 年）和 孝 宗 淳 熙 十 四 年

（1187 年）两次加封关羽，将其地位提至王位。
因此，基于南宋帝王的大力扶持和社会

主流文化的倡导，泉州于宋代开始建造关帝
庙、祭祀关羽也变得十分合理。

泉州关公庙“明兴论”

最后一种说法是“明兴论”，即部分学者
认为在泉地关公庙宇最早建立应当起于明朝
初期。原因其一为福建省内记载明代以前的
关公庙的历史资料寥寥无几。

其中，《八闽通志》所提及的关羽庙仅两
间，一元一明无宋建，而民国年间成书的《福
建通志》记录了福建省内 89 所官方祭祀的关
帝庙，仅有两座关帝庙明确建造于宋代但皆
非泉州境内。因此，有学者提出在宋时泉州可
能不存在关帝庙。

但是，《八闽通志》中仅仅记录了两座关
帝庙，而明确建造于明弘治以前的泉州境内
关帝庙，如通淮关帝庙、东园龙溪庙和崇武关
帝庙也无提及；《福建通志》中记录的 89 所关
帝庙中，虽然仅有两座宋代的关帝庙，但是其
中 38 所未知建造年代的庙宇未尝不存在宋代
或元代的关帝庙的可能。因此，一刀切地认为
没有明确年份记载的关庙就非宋代及元代的

关庙明显是不合理的。同时，明清时期历经倭
寇侵袭及迁界，无数庙宇毁于一旦，而《福建
通志》成书于民国时期，因此若以此为据，证
明宋代泉州境内无关庙尚失妥当。

其二认为泉州的关帝庙宇可能始于明初
的卫城建立。明初倭患愈演愈烈，因而明太祖
派遣江夏侯周德兴入闽整顿海防，在泉州、厦
门永宁等地修建起了 16 座卫城。根据《东山县
志》记 载“ 国 朝 洪 武 之 十 二 年（1379 年）城 铜
山 ，以 防 倭 乱 ，刻 像 祀 之 ，以 护 官 兵 ，官 兵 赖
之”，可以看出卫城的建立对于福建区域的关
帝庙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
作为镇守重地的泉州城此时建起关帝庙也十
分 合 理 。同 时 ，根 据 崇 武《重 修 武 庙 碑 记》记
载“神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自王畿郡邑
以 逮 山 陬 海 ，无 不 崇 奉 ，武 城 关 帝 庙 建 于 明
初，越今几数百载”可知，明朝初年，泉州境内
就已经有了关帝庙的建立。

不得不承认的是，至今为止能够证明泉
州境内有明初以前的关庙的文献暂时没有，
仅 有 的 只 是 某 一 庙 宇 中 明 朝 之 前 的 历 史 构
建。由于资料的缺失和遗迹的损坏，目前暂且
只能够确定关帝文化兴起的时间节点在明嘉
靖前后，正如《晋江县志》中记载李光缙描述
明代时的关帝崇拜的盛况：“上自监司守令居
是邦者，迨郡荐绅学士，红女婴孺，无不人人
奔走，祷靡不应，应靡不神，先是某从父相国
云泉公为记庑壁，光缙获弓褐之祷于侯。”而
这与漳州的石马镇上马、下马关庙及漳州府
绿鳌屿的关羽祭赛迎神会兴起的时间节点重
合。因此，关于关帝庙建造的初始时间只能限
于两宋交会之际至明朝初年期间，或许随着
后续的调研和考古发现，能够将其缘起时间
辨得更加确切具体。

总而言之，探讨关羽文化入闽的开端，实
则是在探讨中华传统文化传播途径和历史演
变。关羽崇拜能够在中国宗教体系中占有一
席之地，甚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
的代言人，这是许多历史人物望尘莫及的，而
其中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入世理念是中国
神仙崇拜的共同之处，在千年的时间里，一直
向国人和海外传播着中国自古以来的果敢、
忠义的灵魂内核。因此，研究关羽文化不仅仅
是研究民间信俗，更多的是研究背后所蕴含
的时代因素和文化符号。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

泉郡关帝文化肇始考
□靳凤华 罗辉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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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福建传统漆器色泽光亮、轻巧坚固，
在中国古代漆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
这一时期，福建工匠们巧妙地将龙的形象融
入漆器制作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装饰效
果，其中主要包括云龙纹、龙戏珠纹、龙凤纹、
螭龙纹等。

云龙纹是一种融合龙与云元素的中国传

统吉祥图案。《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云龙被视
为东海之神的化身，属于四大海龙之一。该纹
样作为清末漆器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装饰，应用
范围几乎涵盖整个日常用品，包括瓶、盒、盘、
茶具、碗具、梳妆盒和文具等。此纹样起源于唐
宋五代时期，最初出现在瓷器上，以龙为主导、
云彩作为衬托。在唐代，它已是皇家贵族象征
的重要装饰。

福建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清乾隆年间的清
雕漆云龙纹盒，该盒高 12厘米，直径 34厘米，木
胎所制，为国家二级保护文物。这件盒子分为
两部分，且形状上下对称，外表采用剔红技法
雕刻而成，盒顶与内部涂有黑漆，盖顶和侧面
用云龙纹样装饰。其中龙身扭曲多变，以尖锐
的双角和五爪突出，肘部毛发分三叉，尾部呈
羽扇状排列。数条龙在如意形状的云朵中自由
游走，营造出一种腾云驾雾的效果。根据《论
衡·卷十六·乱龙篇》中所言：“董仲舒申《春秋》
之雩，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这表
明云龙与“呼风唤雨”的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也逐渐演化为象征飞黄腾达和步步高升的美
好愿望。

龙戏珠的图案多见于壁画、刺绣、雕铸、瓷
器、漆器等传统工艺品上。福建沈绍安漆艺博物
馆所收藏的龙纹印锦赏盘，直径 23.2厘米，边厚
2.8 厘米。这件作品出自“兰记”厂家品牌之手，
是通过将传统脱胎漆器工艺与雕刻技术相结合
的“印锦”技法制作而成的。盘面上饰以金漆，色
泽流光溢彩。盘中三条龙以 C 形的曲线在云层

中穿行，巧妙地分隔出盘面的三个区域，底部以
交错排列的钱币图案为背景，营造出“游龙戏
球”的生动场景。每条龙都头昂尾举，胡须锋利
向下，双眼突出。其中，一条龙口中喷出水浪，象
征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吉祥寓意。

在福建传统漆器上，龙戏珠纹经常与云
纹、凤纹、海水纹等纹饰相结合，用于强调龙与
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福建博物院收藏的一
件清末民初脱胎青退描金云龙花瓶，高 34.5 厘
米，底径 10 厘米，质地为脱胎，为国家三级保护
文物。瓶身以青黑色漆为底，覆以金漆，采用回
形纹分隔图案。瓶身上的两条龙，造型生动，体
态自然弯曲，眼神锐利，嘴巴大张，爪子锋利有
力，鳞片细腻丰富，加上腾云装饰，显得十分威
严。在双龙的中央饰以带有火焰纹样的宝球，
其上方绘有落在云彩的太阳图案，象征光明。
下部的龙吐水造型则更加活泼有趣，龙的表情
与人类五官相似，额头上的肿块突出，毛发飘
逸，四肢和爪子夸张，吐出的水如花朵般向外
扩展。

以龙凤呈祥为题材的纹样在福建传统漆
器中也不少见。福建沈绍安漆艺博物馆收藏的
描金龙凤捧盒，胎体为木胎，直径为 30 厘米，高
度 15 厘米，外部以髹黑漆为底，再使用描金、螺
钿工艺装饰技法，呈现出色彩鲜明的视觉效
果。盒面精细绘制了龙凤纹：龙形威严生猛，小
眼却神采奕奕，旁边绘有牡丹，象征富贵；凤形
优雅端庄，颈长眼细，翅羽和尾羽细节丰富，尾
部三叉。盒中心绘制“火珠”，周边云纹环绕，侧

面则以锦纹、祥云纹加以点缀，底部有“大清康
熙年制”字样。这种龙凤纹被寄予对新婚夫妇
和谐美满、子孙满堂的美好祝愿。

清末福建传统漆器中，螭龙纹是最具有特
点、稀有的装饰纹样。《后汉书·张衡传》中记
载：“伏灵龟以负坻兮，亘螭龙之飞梁。”这说明
其体长可与桥梁相媲美，显示其纤细瘦长且体
型庞大的特点。福建沈绍安漆艺博物馆中珍藏
的青金螭龙镇纸，木胎所制，长 23.5厘米，宽 2.8
厘米，高 3.5厘米，为沈绍安“兰记”作品，运用雕
刻和脱胎技术，覆盖金漆，使螭龙造型金光闪
闪。作品中，螭龙盘旋于镇纸之上，龙头置于中
央，尾巴延伸至两端，眼睛为橄榄形，整个龙身
被抽象化和简化。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福建
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设计创新研究
中心）

清末福建传统漆器的龙纹装饰
□张小燕 肖致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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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纹样

龙凤呈祥主题纹样

螭龙在荷主题纹样

龙凤共舞主题纹样

双龙戏水主题纹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