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公信仰是怎样形成的关公信仰是怎样形成的？？
□林颐

《三国演义》是经典名著，“桃园结
义”精彩纷呈，刘备、关羽、张飞都广受
后人的爱戴。不过，有个问题，为什么
关羽死后的地位超过了刘备和张飞，
如此崇高，成为神明呢？荷兰汉学家田
海，现为德国汉堡大学汉学教授，有部
著作《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
层层剖析了“关公信仰”的形成过程。

田海认为，关公信仰自10世纪晚
期11世纪初期就开始在北方流行，远
在三国故事成为主流的叙事传统之
前。我们现在都以为，是《三国演义》
让关羽形象深入人心，但是，《三国演
义》里关羽的描写实际上受到了早期
关公信仰的很多影响。关羽勇武过
人，忠肝义胆，最后却死于非命。关公
信仰的早期流行，与佛教的报应观有
关，关羽被当作玉泉寺的伽蓝神。关
羽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他的出生
地。山西解州是盐商汇聚之处，这些
商人行脚各地，安危难保，而关羽的胆
识、武力和忠勇受人钦佩。相同籍贯
是天然的凝聚力，于是盐商们就把关
羽当作了保护神，北方的关公信仰以
玉泉寺和解州为中心，逐渐形成蔓延
之势。后来，我们的本土宗教道教也
尊奉关羽，关公信仰进一步呈扩散趋
势。

田海认为，关公崇拜兴于民间，所
以，他的研究重心是口述传统，以及从
口头文化转化为文本资料的大量证据。
田海说：“本书不仅是对关公信仰本身
的研究，同时也是对口头文化在一个文
字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世界中如何保持
其巨大影响力的研究。”该书资料翔实，
涉及大量的华人口述、戏剧表演和宗教
经文，以及一些个体化的奇闻逸事，在
这些戏剧化的故事中，关公崇拜都发挥
了重要作用。“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
是去恢复这些故事，以便进一步理解在
共同历史背景中被建构的地方认同。”
田海如是说。

就田海认定的研究主旨，这项写
作完成的任务挺好。田海阐述了关羽
如何成为戏剧行业神、雨神、财神等神
灵，继续描写了关羽庇护子民的各种
神迹，以及关公信仰从北方向南方传
播，最后成为真正的国民信仰的过
程。梳理的轨迹清晰有条理，材料也
很充分。田海强调，与关公信仰传播
相伴随的商贸活动，是其中的关键因
素。另外，田海注意到了，在关公信仰

流播过程中南方士人的推动作用。这
些知识分子的叙事文本，让武人关羽
成为了熟读《春秋》的儒将，进一步缔
造了关羽的神话。

田海抓住的这两个重点精准明
确，揭示了关公信仰深植于我们的国
民性之中。关羽的品格、气质和道德
观念符合传统，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因
此关公崇拜的扩散在民间容易推广。
但是，该书也有疏漏之处。比如，没有
谈及关公崇拜在海外华人圈的盛行，
也就是说，田海对于关公崇拜所意味
着的价值观的内核与凝聚力认识仍然
不够，他更多注意的是信仰观念的形
成过程本身。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
关公崇拜起初兴起在民间，但是，它之
所以能如此大规模，与朝廷的态度是
大有干系的，这一点完全不提，是不应
该的。

早期关公信仰在民间，仍是星星
点点，真正的兴盛是在南宋时期。为
什么在这时候呢？

南宋一朝，偏安一隅，与蜀汉心有
戚然。元明以降，汉室危摇，君主渴求
忠义的属臣。关羽是被选中的“天命
之子”。事关“汉室正统”之辩。陈寿
以曹魏为正统，东晋习凿齿在《汉晋春
秋》中以蜀为正统；北宋司马光在《资
治通鉴》里以魏为正统，而南宋朱熹等
人又极力主张蜀汉正统。毛宗岗本

《三国志演义》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进
一步强化了“拥刘反曹”的观念，从情

节的设置、史料的运用、人物的塑造乃
至个别词句都作了人为修改，格外青
睐关羽，就是要突出“忠义”。罗贯中
说三国，旗帜鲜明，拥刘反曹，流行至
今。

关羽的形象为统治者青睐。明朝
时，多次举行国家祭祀，万历帝赐予关
羽“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
帝君”，这个称号的道教色彩鲜明。满
清入关据说因熟读《三国志演义》而得
用兵之道。有清一代，极重礼义。乾
隆帝为宣扬关羽的“忠义”而下旨修改
史书。关羽谥号本为“壮缪侯”，“缪”
非雅称，实则批关羽失荆州之过，《四
库全书》将《三国志·关羽传》的记载改
成了“忠义侯”。国家教化，上行下效，
推动力很强大。

在民间，由于明清时期晋商的崛
起，关羽“财神”的符号象征更加鲜
明。当晋商把关羽塑像请进了自己的
店堂，接受的不仅是关帝爷的护佑，更
是向公众展示自己秉承的是这位山西
老乡忠义诚信的精神。《清朝续文献通
考》卷十八称：“山右巨商，所立票号，
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晋商
渐衰微，倡导的“义利观”继续流播。
凡华商足迹所到之处，就可以编织一
张“义”的关系网，海外华人会馆敬设
关爷香火，其意义更在于推进增强人
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在现代环境
下，关公信仰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南方都市报》）

▲关羽 （资料图）

□王来华

传统糕饼印模是古时制作糕饼的厨房
用具，在从前，中国百姓曾经大量地使用它
们。尽管这些老旧印模在身份上只是作为
制作糕饼的工具，可它们身上刻着各式各样
的“纹饰”或“图案”，不但十分好看，而且带
有很多祝福的内涵。吉祥内涵与民俗艺术
形式相互结合，让印模身价倍增，使其不仅
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也生成了记载历史变
迁和民俗生活传统的文化价值。以广西传
统糕饼印模为例，当地传统糕饼印模上的纹
饰，涉及很多生物和社会物象，如花卉、瑞
鸟、鸡、蝴蝶、蝙蝠、龙凤、水禽、青蛙、麒麟、
狮子、鹿、马、果蔬、人物、百子图（表示多生
贵子的纹饰）、八仙法器等，可谓花样繁多，
丰富多彩。

如果进一步深究会发现，一个小印模上
的吉祥祝福与审美表现形式的融合，是有其
明确“路数”的：

首先，其要旨是实现审美表达对于吉祥
祝福表达的服务，并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同时
满足使用者们的审美需求。举例来说，曾在
广东和福建流行的“状元还乡”印模纹饰，刻
制了一位骑马的状元、两位举旗或伞盖的随
从。

其次，印模上纹饰所包含的吉祥祝福，
与中国历史上儒、道、释文化的影响直接相
关，不少纹饰反映了这些文化中与安定、和
谐和富足的生活期盼直接相关的内容。如
八仙过海的印模纹饰，就是道教文化中八仙
形象对传统糕饼印模制作产生影响的例
证。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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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糕饼的印模

□黄逸

1969年8月，甘肃武威新鲜人民公社新
鲜大队第13生产队在雷祖台南壁漫道东北
结合部开挖防空洞。9月10日上午，意外发
现古墓，村民涌入，将墓中尸骨踢出地道，并
哄抢古钱、铜器、陶器等。9月15日，队干部
组织村民再度进入，将墓中铺地的 20 厘米
厚铜钱用架子车运出，倒在附近，任由儿童
捡拾，有的被卖到废品站。

大队领导得知后，通知县文化馆监控现
场、追查遗失文物，并将存放在生产队的铜
车、铜马等集中到武威文庙大殿。1970年8
月，部分文物被送到省博物馆。

据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回忆，1971年，
郭沫若陪西哈努克访问甘肃等地，公务繁
忙，郭老坚持去参观甘肃省博物馆，在一大
堆青铜器文物中，他一眼就看见“铜奔马”，
连声说：“太好了，太美了，真有气魄。”

郭老解释说：“我到过很多国家，看到过
很多马的雕像和骑士骑在马上的雕像，那些
雕像最古的也只有几百年，从未见过超过一
千年的。而我们的祖先，却在将近两千年前
就制造出这样生动绝妙的铜像，无论从艺术
构思的巧妙、工艺技术水平的高超，还是从
结构力学角度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
平，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回京后，郭老联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
秋，并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调“铜奔马”来京
展览。此时“铜奔马”头尾的几绺鬃毛已脱
落，颈部有数个约1平方厘米大小的洞。

经故宫博物院青铜器修复专家赵振茂
先生修复，1973年4月，“铜奔马”到国外巡
展，吸引了超400万名观众。“铜奔马”遂轰
动世界。 （《北京晚报》）

郭沫若慧眼识“铜奔马”

□吴亚兰 邢占山

天高云淡，和风暖阳。走进三
义宫，此情此景，仿佛穿越了千年。
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患难与共，
开创霸业，苦也相随，难也相随，生
也相随，死也相随，忠义之气感天动
地。

三义宫，位于刘备故里大树楼
桑西北方向数里，其所在地为涿州
市楼桑庙村。传说当初原想建在刘
备故里大树楼桑村，但运送砖瓦的
马车走到此处怎么也走不动了，人

们认为这里是风水宝地，就把庙宇
建在了这里。

三义宫始建于隋代，唐、辽、元、
明、清各代均有修葺，距今已有
1400 多年的历史。三义宫原名蜀
先主庙，元代改名为汉昭烈帝庙。
明正德三年（公元 1508 年）武宗皇
帝朱厚燳亲赐玺书“敕建三义宫”。

三义宫被毁于上世纪 60 年代
末期，1996年涿州市对其进行了修
复。重建后的三义宫，其建筑形式
采用了中国古代建筑对称式的特
点，整座庙宇由三进院落组成，以主

体建筑为中轴线，由外向里依次为
山门、马神殿、关羽殿、张飞殿、正
殿、少三义殿、退宫殿等八部分组
成。

千百年来，桃园结义的故事世
代相传，妇孺皆知。

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纷纷
来此寻访古迹，觅忠义之魂，在此留
下了众多咏史怀古的不朽诗篇，如

《紫阳先生题汉昭烈庙诗》刻石、《元
好问摸鱼子词》刻石、《风雨竹》诗碑
等。

（《保定日报》）

忠义千秋三义宫忠义千秋三义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