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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从过年开始


福建人的游神活动


就在城乡各处登场


热闹而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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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五，福州古街区民俗巡游闹新春，吸引大批游客和市民参观。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


不一样的民俗风情


却是


一样的虔诚祈愿


一样的美好向往


从年头到年尾


福建人过不完的节庆


游不完的神灵


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中


游神“出圈”又“出海”


还催热了文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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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五，福州古街区民俗巡游闹新春，吸引大批游客和市民参观。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


福建有哪些游神活动呢？


最火最热的还属


长乐游神


在福州市长乐区


几乎“村村有游神”


每个村子游神的时间各不相同


从正月初一延续到整个正月


这样浓厚的传统民俗文化氛围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长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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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游神民俗活动中的巡游队伍。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长乐游神，以潭头镇厚福村为甚


每年正月初十及正月二十六


万人空巷，热闹非凡


以至于网友戏称


“福州游神看长乐，长乐游神看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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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上午，一场传统游神民俗活动在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潭头镇厚福村举行。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作为著名侨乡


长乐的游神文化


也被乡亲带到了纽约


在美国纽约法拉盛，一场游神活动上


信众簇拥着“武将军”向前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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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上午，一场传统游神民俗活动在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潭头镇厚福村举行，来自海内外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和相机拍照留影。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半岛


始于明朝的“游海神”


是当地独具特色的传统元宵节俗


高逾8尺、宽逾5尺的海神头像灯


还有八仙灯、一百零八将灯


二十四孝花篮灯等各式花灯


从天后宫抬出巡游


自入夜始，一直欢腾到次日凌晨


上百米长的“游海神”队伍


形似“灯河”


穿梭在大街小巷


烟花腾空爆竹声声里


蕴藏着丰富的海洋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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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晚，福建省连城县璧洲古村落举行“点亮宋灯，醉美璧洲”璧洲八百年南宋灯笼文化庙会。据了解，璧洲古村的“游灯笼”活动历史悠久，是从南宋户部尚书“吴十六郎公”南迁到璧洲开基后，一直传承下来的风俗活动，至今已有800余年历史。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在“妈祖故乡”莆田


游神又怎能少了“海上和平女神”妈祖


无论“天下妈祖回娘家”


还是“湄洲妈祖巡天下”


均常年举行，还游过海峡


游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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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0日，妈祖金身从湄洲岛妈祖祖庙起驾巡安菲律宾。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2023年，两岸同胞护驾


湄洲妈祖金身巡安莆田


十天九夜，行程约400公里


近百家台湾宫庙、58个海外社团参与


与台湾“三月疯妈祖”一样


传承弘扬妈祖文化


祈盼平安、热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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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祭大典结束后，湄洲妈祖祖庙妈祖神尊回銮。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天下妈祖，祖在湄洲


湄洲妈祖金身


正月初七，回上林故居省亲布福


正月十四，自东蔡上英宫回銮祖庙


护驾队伍浩浩荡荡


民俗阵头争奇斗艳


欢庆元宵，妈祖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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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岩市连城县培田村举行春耕节活动，吸引民众前来体验。图为游客在客家古村落体验扶犁翻地。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在漳州市长泰区岩溪镇珪塘村


每年正月十七


“三公下水操”举行


纪念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宋代三杰”


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


傍晚6时


唢呐锣鼓声一响


三公陆秀夫神像


便被村民请出，置入辇轿


六名叶氏族人抬起神轿


在众人呐喊声中


纵身跃入春池


模拟三公陆秀夫负帝赵昺


抵御外敌、投海殉国的壮烈情景


将“忠义勇”的精神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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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举行传统游神民俗活动欢度元宵佳节。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在“客家首府”龙岩市长汀县


和“客家祖地”三明市宁化县


每年的正月里


“闹春田”传承不衰


迎春耕、祈丰年


长汀的村民们


把关公的塑像抬到泥田里


奔跑打转


宁化县石壁镇陈塘村的村民


却抬着“五谷神”


跟随乐队和舞龙队在村庄及周边巡游


游完村庄又“游田”


和着鼓点在烂泥田里狂奔


你追我赶，嬉闹不停


同是“闹春田”


不同的神灵


都是为了祈求新的一年里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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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春田，是长汀县童坊镇客家人传承上百年的特有习俗。每年正月里，村民们抬着上百斤重的关公像在泥田里奔跑打转，迎接春耕的到来，祈求新的一年里五谷丰登，也借此增进村民间的感情。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在“半城烟火半城仙”的泉州


春节元宵期间


迎神赛会活动更是异彩纷呈


有民俗踩街“大赛神像，一国若狂”


有安溪清水祖师迎春巡境祈福佑民


有永春炸佛“八闽第一奇”


还有泉州台商投资区的海神巡境、


王爷出巡、妈祖出巡等


人来神往闹新春


千年文脉贯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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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泉州霞洲妈祖宫火鼎公婆民俗演出妙趣横生。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如此的人“神”同乐


福建还有


龙岩的天下第一神会“入公太”


南平的一年三过“白粿节”


宁德的朝天正境游神


……


诸如此类的游神活动


在福建非常多


有被震撼到吗？


福建何以游神盛行？


人类的祈福活动


历史久远，代代相沿


每每中国传统节日里


多姿多彩的祈福活动便集中上演


地域不同，习俗相异


主题却都是敬天福地、祭祀先祖


驱邪避灾、迎祥纳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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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正在进行春耕祭祀。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培田古村，积淀了深厚的客家耕读文化底蕴，当地农民每年都要举办独具特色的春耕仪式。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据《福建传统的福文化》一书记载


福建的福神信仰习气特别浓烈


传统基因强大


各地宫庙林立，神灵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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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五，是春节传统民俗迎财神的日子，福州三坊七巷天后宫举行“迎财神”民俗巡游活动，吸引许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福建何以有这么多的神仙呢？


一方面，衣冠南渡


让很多避难的中原士族南下避难


西晋末年始，中原人南下入闽


带来先进生产力


也带来多种文化信仰


当然包含了自己供奉的神明


另一方面，福建


“八山一水一分田”


山多地少，山高林密


自然条件恶劣


为生存，就要与自然环境抗争


为求一个心理慰藉，就希望神明的庇护


是故，福建


城有城隍村有境


每个村都有各自的神明庇佑


保境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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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叶村举行“抬轿冲海”祈福仪式。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


妈祖、保生大帝、开漳圣王


“妇女儿童保护神”陈靖姑


“客家人保护神”定光佛


……


福建人信奉的神明


很多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或为百姓做出贡献


或代表了忠孝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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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3日，“甲辰年天下娘奶回娘家”活动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陈靖姑故居举行。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是故，福建人


世代供奉


游神传承


除了表达对神明的虔诚，


也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游神，游的只是神吗？


福建人游神


乐此不疲


游的不只是各种神灵


更是传统民俗文化蕴藏的


历史内涵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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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抬着神农像沿着村道巡游。有着800多年历史的连城培田古村，积淀了深厚的客家耕读文化底蕴，当地农民每年都要举办独具特色的春耕仪式。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作为福建的传统民俗活动之一


游神，满满的仪式感


营造出浓浓年味


持续引发情感共鸣


也印证了优秀传统文化


生生不息的内在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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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上演民间绝活打铁花闹新春。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


作为一种古老的祈福活动


福建人的游神


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祝福期待


也蕴含着对文化传统的传承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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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十三，福建泉州霞洲妈祖宫与台湾澎湖天后宫携手举办“米龟·水果龙”开光点睛祈福仪式。“乞龟”是闽南地区的元宵民俗活动，主要流行于泉州和澎湖一带。民众将一袋袋大米堆成“米龟”，通过从头到尾摸遍“米龟”各个部位，祈求新的一年国泰民安、家庭幸福。图为嘉宾为“米龟”点睛。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作为一种“活的传统”


游神，是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


都很关注的田野研究课题


它，不仅是地方民众祈请神佑的重要仪式


也是维系宗族共同体凝聚的情感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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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24日，素有“山村狂欢节”美称的走古事，在“客家祖地”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罗坊乡连续两天激情上演，吸引数以万计海内外宾朋相聚连城。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林国平：


　　每一场民俗活动都有丰富的寓意，是民众凝聚力的表现，也是乡愁的体现；民俗活动的背后，还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一个美好的愿望及忠孝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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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晚，来自永安市洪田镇忠洛村“烛桥灯”亮相民俗踩街活动现场。忠洛烛桥灯是民间艺人以竹为骨、纸为皮、烛光为血肉制作成形态各异的各种神兽，板板相连，连接成一座“灯桥”。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


　　当代福建村庙游神巡境仪式具有一种狂欢精神，更具有神圣性、娱乐性、全民性与组织性的社会特征。


　　福州乡村游神活动，从宗教意义上讲，意在驱除境内的妖魔鬼怪，保护本境内居民一年富贵平安，村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娱神，感谢境主神一年来的庇护；从民俗角度来说，游神活动更多的是民间文化娱乐活动，娱神更是娱己，是中国特色的乡村“狂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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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五，福州古街区民俗巡游闹新春，吸引大批游客和市民参观。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


引人关注的是


越来越多年轻人乐于参与


在创新与传统碰撞中


接力民俗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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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举行传统游神民俗活动欢度元宵佳节。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长乐游神“小太子”


3岁多的“莆仙十音八乐”演奏员蔡昱程


游神队伍中，挺神将的人大多为“00后”


……


在福建


一群又一群的年轻人参与其中


传承和弘扬传统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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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31日，一场传统游神民俗活动在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潭头镇厚福村上演，“00后”小伙子林赵诣挑梁挺神将。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莆田民俗专家张元昌：


　　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追逐民俗活动的热情，原因有四：一是回归传统，寻找归属感；二是体验生活，丰富人生经历；三是挑战自我，挖掘潜力；四是享受快乐，放松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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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在体验提线木偶。福建省连城县66岁的知名客家木偶戏艺人李明卿来到当地一个幼儿园为孩子们表演提线木偶拉京胡和写字的绝活。李明卿借鉴了其他木偶戏的艺术精华，并融合了连城当地的木偶戏艺术特色，自创了提线木偶书法和提线木偶拉京胡等技法。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传统文化“破圈”


如何守住底线呢？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林国平：


　　传统民俗活动千百年流传下来，已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随着时代的变迁，会做出一些适当调整，就是所谓的创新，但创新的目的是和当下时代相适应、契合年轻人的审美，不是一下变成了不认识的东西。总而言之，创新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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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甲辰年天下娘奶回娘家”活动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陈靖姑故居举行。活动上，一座坐在机车上的“朱仙童”格外引人注意，大家纷纷用手机拍照留影。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喜欢传统民俗文化的游客


都来福建看看游神吧


看他们如何


跟随着老一辈的步伐


将传统民俗文化传承下去


　　作者：叶秋云 张斌 吕明 王东明


　　来源：中新社微信公众号
 【编辑: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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