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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谯二郎庙会南谯二郎庙会：：

历史底蕴与乡间烟火的辉映历史底蕴与乡间烟火的辉映

庙会之源庙会之源 良田重现良田重现

二郎庙会大致成于民国初期，是民间自发而成的民俗

文化活动。庙会与二郎神有何关系？为何把时间定在二

月初四？南谯区腰铺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南谯区非

遗项目民间故事传承人、《腰铺记忆》执行主编贲明广在文

献查询和民间口述的基础上，为我们整理出了一个栩栩如

生的故事传说。

很久以前，腰铺境内有条白洋河，两岸都是肥沃的良

田，每到雨水季节，白洋河水经常泛滥，淹没大片良田和房

屋，百姓受灾苦不堪言。人们为避免灾难，曾担土抬石填

入白洋泉，但因泉水太猛，多次尝试都失败了，一些人只好

举家迁移，放弃耕种白洋河旁肥沃的良田。

一次，东海龙王为扩建水晶宫，于是玉皇大帝命二郎

神杨戬每日从东海担山送到昆仑山。农历二月二龙抬头

是海龙王庙会，当二郎神担着两座山走到白洋河上空时，

见到许多人在齐力推移一块大石头，百思不得其解。

二月初三，二郎神把两座山送到昆仑山后，在回来的

路上又见许多人在移石头。于是，他扮成村民，来到人群

中，去问个究竟。二郎神问村民：“为什么不到龙王庙烧

香，保佑风调雨顺，四季平安。”百姓气愤地说：“往年庙会，

我们都去烧香跪拜，但每年河水还是泛滥，我们不相信

了。”听了老百姓的话，二郎神心想，我何不造福人类，把大

山丢在这泉水上。于是他对百姓们说：“我是二郎神，明天

二月初四我用一座山压住这泉水。”说完就不见了，人们将

信将疑地离开了。

待到二月初四午后，风雨大作，天昏地暗。天明后，人

们惊奇地发现腰铺境内多了两座山，其中一座山压在白洋

泉上。不久，白洋河无源而枯，成为一条长水沟。夏季即

使山洪暴发，白洋水沟成为泄洪道，洪水不能漫溢。后来

白洋河两岸大片河滩变为良田，人们重返家园。

人们为了感谢二郎神的恩德，就在二郎神丢下的另一

座山上建了二郎神庙，每逢二月初四，二郎神丢山的那天，

老百姓都不约而同地到二郎庙敬香，这就成了二郎庙会。

庙会之忆庙会之忆 乡愁凝结乡愁凝结

庙会的形式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善男信女

到二郎庙烧香拜佛，祈祷消灾延寿。如今，十里八乡的人

们奔赴腰铺赶庙会，烧香拜佛的少了，农副产品贸易等活

动反而成为重头戏。对于腰铺人而言，逛二月初四庙会是

一件大盛事。

在人群中，记者看到一位年近花甲的女士带着小孙子

边看边逛，她在一个甘蔗摊位前兴高采烈地跟老板讨价还

价，记者上前访问了她的庙会故事。

这位女士姓雍，娘家是腰铺镇朱岗村，是个地地道道

的腰铺人。她从出生起，就年年逛庙会，对于二月初四的

期待就跟过年一样，庙会前要激动好几天。

当记者问起她们小时候逛庙会的情况，雍女士侃侃而

谈。她说，四五十年前，庙会摆摊的区域南北向是滁州到

全椒的一段500米左右的公路，东西向则是镇政府往西经

过机械厂再到腰铺医院的一段路，大概有200米，两条路呈

“丁”字型，总共700米的庙会，却要用四五个小时才能逛

完，而从家到庙会的4000米，半小时多点就走到了。

“我小时候觉得庙会特别大，想买的东西有好多，可是

那时候家里穷，没有钱，所以我每年只买一根甘蔗。”雍女

士给小孙子买了一个玩具，接着说，“以前哪有这些玩具

哦！水果只有荸荠、甘蔗、羊角蜜，更多的是一些农具和手

工艺品。”因为二月初四正是春耕时节，家里耕作的农具，

像镰刀、锄头、扫把等，一般都在庙会买，一天买齐一年用

的。“记得有一年，我妈给我爸几十块钱，让他去庙会买农

具。可是我爸在来的路上把钱弄丢了，也不敢跟我妈重新

要，就硬着头皮空手回家。结果，我们家将就着用了一年

的旧农具。”雍女士回忆道。

记者好奇地问她为什么对甘蔗情有独钟，几十年过去

了，现在庙会的东西有那么多，怎么还买甘蔗？“我20岁那

年，喜欢上了一个当兵的小伙子，可是爸妈不同意我们交

往。二月初四前一天，小伙子家里需要人力下田备耕，就

从部队请年假回来了，我妈怕我俩见面，叫二妹看紧我。

庙会那天，我趁着拥挤，买完甘蔗就坐上腰铺站的客车去

了他家，我们一边啃甘蔗一边聊天，这个小伙子就成了现

在的老伴。”雍女士说道。

如今，滁州开了好多大商场，雍女士还是年年赶庙会，

她有些伤感地说：“前几年，我娘家拆迁了，我妈也走了，这

等于是腰铺的家没了。我们这一辈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总

忘不了乡野的快乐和幼时的美好。逛商场哪有这好玩！”

她还说，“我带着孙子逛庙会，多认识几种农具，亲眼看看

锄头长啥样。”

这是雍女士的庙会故事，也是许许多多老一辈人的乡

愁记忆，更是滁州广袤乡村的时代之歌。

庙会之况庙会之况 服务服务““三农三农””

阔别三年，今年的庙会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惊喜？记

者去现场体验后，发现与往年有些不同。

做好“三农”服务是二郎庙会的重点，丰富备耕元素的

层次是亮点。在南谯-浦口一体化发展商品展销区，菊花、

麻油、茶叶、葛根粉等滁州市本级的农特产品闪亮登场。

据腰铺镇党委书记沈长银介绍：“这是今年新增的一个项

目，展销区里还有浦口永宁街道带来的农特产品。这次是

‘引进来’，下次等到浦口举办乡村振兴旅游节的时候，我

们也会‘走出去’，带着自己的农特产品去浦口展销。这样

做的目的是想刺激面对面的消费，加快农产品的流通，促

进农业市场的繁荣，积极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

“等了三年，今年终于能逛了，我们很多人二月初二

晚上就来看亮灯了，这大街二月初三就堵了。”家住腰铺

大街附近的居民孙先生兴奋地说道。今年的庙会融入了

夜间的集镇亮化元素，从进入腰铺镇的南屏路公园开始，

在南屏路、育才路、白洋路等几个主要街道都悬挂了彩

灯，而且对八角亭、二郎亭也进行彩灯亮化，美化了乡镇

环境，增加了节日氛围。对此，老百姓交口称赞。沈长银

说：“夜间亮灯是老百姓之前提出的要求，这是我们给出

的回应，看到村民们纷纷将亮灯视频发到抖音和微信朋

友圈，我们也非常开心。日后，小公园和亭子的灯就一直

亮着。”

在文化活动方面，为了增加群众的趣味性和参与性，

腰铺镇今年制作了几百条灯谜悬挂在街道上，每个灯谜上

有二维码，扫码打开后随机出现5题，猜中后的奖励是小额

红包。记者了解到，灯谜大都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科技、

卫生、文化，以及有关腰铺镇的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让群

众既学到知识，又享受到逛庙会的乐趣。

庙会之思庙会之思 适时之路适时之路

绵延百年的文化基因随时间流淌，已经成为了滁州人

和八方商贩独有的默契。在赶集体验以外，人们更加难以

忘怀的，是庙会已经存在了百年的事实。一群接受着新时

代、新思想洗礼的现代人，为何始终无法忘却一个无法证

实的传说、无法抛却一座人去楼空的寺庙，每年去赶一场

拥挤的集会？究其根本，还是岁月变迁抵不过人心中那份

信仰、拗不过乡土间代代传承的守望。对于庙会，人们谈

之开怀、传之坚定，以至于百年过去，这个民俗不仅从未消

亡，而且越办越大，用约定俗成的方式，去赴一场岁月久远

的传承之约。

如何赋予浸润着传统文化的二郎庙会新的时代意义，

我们不妨从以下三点进行观照。

盘活农耕资源，助力乡村振兴。二郎庙会发展到现

在，大家所看到、所体验到的形式大致相同，但在几十年

前，活动内容还是有明显差别的。记者询问了几位滁州老

人，据他们回忆，在20世纪80年代，去琅琊山庙会主要是

烧香拜佛，祈祷消灾延寿风调雨顺，而去二郎庙会，主要是

购置春耕大生产前的农资产品。因此，腰铺镇可以发挥传

统习俗，利用当地的农耕文化遗产，依托自然景观和田园

风光，将农耕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资源，建立农耕博物馆，

增加庙会打卡景点；建设农家小院，让庙会带动农产品促

销；开发生态农场，增加二月初四的农耕体验。以此达到

让“耕读”“耕食”“耕作”三大文化要素相互融合渗透、助力

乡村振兴的效果。

丰富二郎文化，突出地域特色。二郎神杨戬是中国古

代神话人物，关于他的文学艺术作品层出不穷，传统名著

有《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现代影视有《杨戬》《宝莲灯》

等，可以说，二郎神的形象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中从未断

绝。对于这个形象，老少皆知，家喻户晓。腰铺镇拥有源

远流长的关于二郎神的传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间自

发的庙会，因此，腰铺镇可以充分利用这份难能可贵的文

化资源，丰富二郎神文化。近年来，腰铺镇已经做了不少

这方面工作，如建设了二郎广场、塑了一尊二郎神像等。

日后，可以建设二郎文化公园，融合文学、影视作品，围绕

庙会时代化、体验场景化的需求，打造庙会文化与赶集体

验融合的沉浸式体验空间。

发挥非遗特色，打造庙会名片。2017年，二郎庙会被

列入安徽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这虽是身份的“进阶”，但也意味着二郎庙会面临着保护与

抢救、传承与发展的问题。在目前的基础上，可以创新非

遗内容，借二郎庙会，引导传统非遗传承人和民间艺术家，

探索商品生产模式，打造集传承、体验、教育和创新为一体

的“非遗生态圈”；丰富非遗主体，针对目前逛庙会的年轻

人占比少的现象，可以突破兰花灯、赶毛驴、大头娃娃等传

统节目，加入年轻人的元素，让庙会在传统与创新的碰撞

中催发新的烟火。

贲明广认为：“腰铺镇要充分利用好其他乡镇所没有

的这个省级非遗项目，适时打造千年古镇、百年庙会这张

名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走好庙会的融合发展之路。”

百年弹指一瞬，恍惚间，好像有一缕如光的烟火从腰

铺的乡野间飘出，它抚过二月的春风，游过农具码放的摊

位，看过村民从垂髫到黄发的岁月，浸过一方乡土阅历时

代的记忆，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腰铺的街头，始终

会为庙会留着位置；人们的心中，终将为庙会保存美好的

期许。

时隔三年，庙会重启。癸卯兔年二月初四的腰铺大街上，锣鼓喧天，人头攒
动，“共享二郎庙会 传承非遗之美”“徽动消费 乐享南谯”……庙会的宣传标语
将老街装扮得喜庆祥和。几条“分界线”将腰铺的街道分成了动静两半，“线”的外
面是密密麻麻的车，里面是熙熙攘攘的人。在这样的动静之间，演绎着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二郎庙会。

二郎庙会也称为“备耕节”，人们逛完庙会，买齐农具，就开始了一年辛劳的耕
作。在这盛大的游会中，我们抬头时回望一段遥远的美丽神话，俯首间走进一个春回
大地的繁忙景象。在这文化底蕴和乡间烟火的相融中，我们触摸到了民俗活动里静
静流淌着的百年历史，感受到了热血沸腾的生命焰火，看到了蓄势待发的春耕力量。

村民在挑选农具

大头娃娃、兰花灯等民俗表演

几千年白洋河受到泥沙的不断冲刷淤积，现在已经成
为一段段河坝。 贲明广摄于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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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陈姝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