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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穿
越历史长河，随着远行的游子一步步走
向世界，至今仍受到全国乃至全球华人
的敬仰。他被人们尊称为“关公”“关帝”

“武圣”，以“忠义仁勇”为核心的关公精
神也早已化入中华民族精神谱系，融入
寻常百姓的生活中。

金秋十月，应福建漳州武庙等宫庙
的盛情邀请，解州关帝祖庙馆藏明代关
帝圣像（以下简称为关帝圣像）远赴漳
州。10月17日至31日，圣像依次前往漳
州武庙、打锡巷文衡殿、新桥头正德宫、
浦头崇福宫、赤岭关帝庙、天宝寨关帝
庙、江东麒麟宫、内社关帝庙、南靖山城
武庙、平和福星宫等宫庙进行巡游，并进
行文化交流。

热闹非凡的巡游

初到漳州，便被深秋的南方气候“热
情”到了。满街的高大榕树、绵延的巡游
队伍、热闹的民俗表演……当巡游一方
的关帝圣像遇见漳州，文化与信仰的力
量在此刻具象化。

“那就是从山西运城远道而来的关
帝圣像吗？”

“是的，来自运城解州关帝祖庙，距
今已经有400多年了。”

……
在巡游过程中，每每听到这样的询

问，记者总是很自豪地回答每一个好奇
的人。尽管说着不同的方言，过着不同的
生活，坚持着不同的民俗习惯，但在这一
刻，我们因共同的文化传承和文化信仰
聚在一起，迎接关帝圣像的祈福巡境。

每日清晨，巡游队伍沐浴着晨光，走
进漳州的各大宫庙，巡至漳州的大小街
区。在一阵锣鼓声、鞭炮声中，关帝圣像
巡游活动拉开序幕。

前有鸣锣引领，后有“龙虎旗”跟随，
以当地白虎帝、土地公、土地婆为先锋，
青龙刀、社旗、龙虎旗、关字旗、帅旗、娘
伞、舞龙队、仪仗队、銮驾队等队伍指引，
关帝圣像在关平、周仓将军、三太子、伽
蓝王、三帝君等神将“护送”下，从各大关
庙出发，在漳州进行巡境祈福。这一场大
放异彩的闽南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了沿
路众多民众和游客驻足礼拜。

关公巡游不仅是福建当地的民俗活
动，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交流。在巡游
过程中，人们会讲述关公的故事，传唱关
公的赞歌，甚至表演关公的戏剧，使关公
形象深入人心。这些故事与赞歌，不仅弘
扬了忠义仁勇的传统美德，也激发了人
们对正义与勇气的追求。

俗话说：“天下关庙一家亲。”这次福
建巡游是继 2009 年、2013 年、2014 年、
2018 年、2023 年之后，关帝圣像第六次
出巡福建。多年来，解州关帝祖庙关公文
化交流基地充分发挥祖庙的引领作用，
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
为激发晋闽两地关公信俗活力、促进关
公文化交流、坚定民族文化自信作出新
的贡献。

行走在漳州的大街小巷，在喧闹的
锣鼓声中，记者听到了关于闽南关公文
化的前世今生。这座从唐代绵延至今的
古城，留住了宋时的文庙和武庙、明清的
街区、民国的骑楼，还有那传承百年的民
俗，都在静候每一位热爱关公文化的有
缘人。

传承百年的民俗

在关帝圣像赴闽巡游过程中，游神、
舞狮、舞龙、官将首、大鼓凉伞等丰富多
彩的民俗活动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也让

来到漳州的人们在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
中进一步了解了关公文化的深厚底蕴。

漳州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文化底
蕴深厚，民俗风姿多彩。直到今日，漳州
一带仍保留着许多与关公有关的民间习
俗。以东山关帝信俗为代表的民俗活动，
寄托了当地人们对关公的敬仰，丰富了
大家的日常生活。“在漳州，几乎家家户
户都在自家厅堂正中供奉着关帝神像，
每年关公诞辰，漳州各大宫庙都会举办
各种活动。”住在漳州祖庙附近的中学生
吴伯乾说，逢年过节，人们还会用游神等
各种非遗技艺展演来纪念关公。

据了解，“游神”又被称为“迎神”“神
像出巡”，是闽南人在年节等喜庆日子，将
神像请进神轿，抬出庙宇，或由“挺神将”
架着塔骨扮演神像，在一定地域内巡游、
走街祈福的一种贺岁仪式活动。它不仅寄

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更是对“神
明”所象征的美好品德的崇敬和追求。

高大威武的神将在众人簇拥中走街
串巷，队伍里鼓乐、舞龙、舞狮等民俗表
演一同上阵，热闹非凡，可谓是民间艺术
集中展示的“嘉年华”。这项别具特色的
祈福民俗文化现已入选非遗项目，有人
称之为“行走的民俗博物馆”。

从古到今，游神都是庙宇周边居民
自发参与的活动。从扛轿辇的壮年，到手
捧香炉的长者，到提灯执扇的女性，再到

“挺神将”的年轻人，人们积极参与其中。
即使什么都不做，也要跟着队伍沿街巡
游，一起为圣像“保驾护航”。

“每一批年轻人的加入都是一种传
承。小时候跟着父母走在巡游队伍中，现
在长大成人，我也希望通过参与这些活
动，来表达自己对关帝的敬仰，也为家乡

民俗文化的传承尽一份力。”“90后”郑梅
英今年担任扛旗手，在两个多小时的巡
游中，她高举“传承关公忠义文化”的锦
旗，带领笃厚社凉伞队为圣像巡护。

对于游神民俗活动，年轻人也有自
己独到的见解：“我们不迷信，也不拘泥
于陈旧的形式，‘游神’是一种文化载体，
也是全民皆可参与的民俗文化。”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扛起游
神民俗活动的大梁，担任起了銮驾手、鼓
手等角色。他们正用新一代的审美情趣
和对家乡的无限热爱，从父辈手中接过
文化传承的“接力棒”，将这项延续数百
年的民俗文化推陈出新。

今天，当我们走进漳州，依然可以看
到许多家庭中都摆放着关公的神像，也
可以感受到关公信仰带给人们的安宁与
力量。关公游神这一古老的活动，虽然历
经岁月的洗礼，但其所承载的精神内核
与文化价值，依然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
的生活。

跨越时空的交流

集“忠义仁勇”于一身的关羽是无数
民众心中的英雄，千百年来的传承与发
展，更加深了民间对关帝的信仰崇拜之
情。唐总章三年（公元 670 年），陈政、陈
元光父子率领众将士到闽南开疆扩土，
为安抚和凝聚军心，从中原河南带来了
关公的香火。

据了解，全市境内关帝庙宇多达190
多座，当地关公文化的传播较为广泛。漳
州武庙、浦头崇福宫、赤岭关帝庙、南靖
山城武庙……一座座历史悠久、底蕴深
厚的庙宇静静伫立在漳州这片土地上。

走进庙宇，抬眼望去，庙宇里、屋脊
上，石雕、木雕、剪瓷雕等传统非遗技艺
琳琅满目，建造精巧。经过百年岁月的积
淀，一件件生动传神的雕塑、一场场精彩
绝伦的民俗表演，都在向我们诉说着漳
州的悠久历史和厚重文化。

跨越山水，星夜兼程，只为再一次的
遇见。2024年金秋时节，关帝圣像与“关
帝南巡”晋闽文化交流团首次走进福建
漳州，参加当地的巡游活动。“在这里，既
有与解州关帝祖庙已建立30年深厚情谊
的‘老朋友’，也有刚刚建立友谊的‘新朋
友’。我们因关公信仰而遇见，未来也将
建立更多交流桥梁，一起携手讲好关公
故事，促进关公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交
流团成员梁莎莉说。

巡游活动结束，解州关帝庙文保所
副所长郭波代表解州关帝祖庙向漳州部
分宫庙授祖庙分镇牌与祖庙令旗，并赠
送“天下关庙一家亲”字画、《解州关帝庙
志》书籍等礼物，漳州的关庙也向大家回
赠关公形象的布袋戏布偶等礼物。

缘起关公文化，联结两地深情。在多
年的互动交流中，解州关帝祖庙与漳州
各大宫庙早已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段
因关公而启的情谊也正从过去走向未
来。有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关公“忠义仁
勇”的精神影响着如今的中华儿女，关公
文化、关公精神亦在时代发展、世代传承
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古城不只留住过去，也传递着生活
的意义。在巡游活动中，我们和漳州的民
众走在一起、吃在一起，听他们讲着那些
与关公有关的传说、和闽南相关的故事。
那些故事里的人和物，一半留在这里，一
半随远行的人流传海外，将关公文化带
到更远的地方。

在长达15天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我
们一次又一次被漳州群众的热情深深打
动，关公文化、关公精神在漳州传承、在
漳州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
大家都希望今后两地能加强交流合作，
互鉴互通、并肩携手把关公文化传承好、
关公精神弘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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