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清明前后，太湖流域的船会奔向王江
泾，浙江省嘉兴市的一个镇子，现在的王江泾
支柱产业是纺织业，在全国都是颇有名气，不
像是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还是络绎不绝的渔
船。

!"#$

年的清明节，王江泾照例地热闹，因
为太湖流域里纷至沓来的渔船，因为刘王庙的
庙会。

在王江泾经常能看到刘王庙庙会的宣传展
示，有画在墙上的，有做成广告背板的，只是
不用刘王庙庙会，而是用“江南网船会”的字
样，“网船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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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被列入第三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网船，是以前江浙一带最常见的打渔船，
形似柳叶，艏艉不足尺宽，向上微微翘起，每
艘船有两把浆，用手划或脚蹬，这种船多是夫
妻船。三百多年前的明朝开始，江浙沪的渔民
便摇着橹到王江泾的莲泗荡水域祭拜刘王，祈
求一年的好生活。

那时刘王庙

昔日刘王庙庙会的盛况，典籍中有些记述。
《苏州府志》记载，刘猛将军庙始建于南宋景

定年间（即公元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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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祭祀驱
蝗有功的刘姓将军。清雍正二年（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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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刘猛将军列入祀典，为一年两祭，正月十三为诞
祭，冬至后第三日为祭；而民间则以正月二十日
为开印日，八月十四日为其诞辰日。

清朝开始，莲泗荡东北侧的刘猛将军庙开
始名声雀起。清光绪《嘉兴府志》记载

,

雍正二
年（

#+!*

年）列入祀典，同治皇帝赠赐“普佑
上天王”匾额。

光绪十二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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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的 《点石斋画报》
载图 《网船会》 并附文：“嘉兴北乡连泗荡，
普佑上天王刘猛将庙，为网船帮香火主亦，犹
泛海者之崇奉天后也，浮家泛宅之流，平日烧

香许愿来往如梭，以故该庙香烟独盛，八月十
三日为刘王诞期，远近赴会者扁舟巨舰，不下
四五千艘，自王江泾长虹桥至庙前十余里内排
泊如鳞，是日奉神登舟挨荡巡行，午后回宫。
俗名为网船会云。”

清宣统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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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刻印的 《闻川志
稿》也有描述：一逢开印日与诞辰日，江浙渔
船咸集荡中，以数万计，演曲献牲，岁以为例。
至二三月之交，船之集尤多，谓之网船会。

民国三十六年刘王庙庙会盛况文字记载：
“十八万三千之多的猪头献上神座”，“高高竖
着桅杆的大船约有八百余艘，轮船二十四艘，
其他汉口船三艘，青岛和香港来的船各一艘，
其余小网船和民船更不知凡几。”

民国三十七年 《嘉善民权报》 也记载有刘
王庙会 “五十万人虔诚顶礼”，敬献给刘王的
纱帽“价值黄金六两”。

而关于刘猛将是谁，其实说法并不一致，
景区也曾经派出队伍到各地寻访，现在的说法
是一位名叫刘承忠的将领。传说元末，江浙一
带蝗虫成灾，当时在江淮任指挥的刘承忠看到
招贤榜便揭了榜奔赴嘉兴，领兵和当地民众一
起扑灭蝗虫，虽然蝗虫灭绝了，但是田地也荒
了，百姓没有吃的东西，他又带领大家到湖里
捕鱼捉虾，由于天气突然刮起大风下着大雨，
人仰船翻，他不会游泳，溺死在莲泗荡里。老
百姓为感念他的恩德就塑了雕像，而刘王的传
说也开始相传。期间，有清咸丰年间的一段传

闻，说嘉兴一带
某富户为躲避战
乱，路经刘王庙，
其中有许、李等
八户人家进庙许
愿：如躲过战乱，
一家大小平安归
来，一定来此酬
谢刘王爷。果然，
天随人愿，乱后
八户人家平安回
到故里，他们便
用纯银铸造了一
顶帽子奉送给刘
王，此后，刘王
灵验的消息不胫

而走，刘王庙的信众也越来越多。

赶庙会去

在祭祀的人群中，大家更习惯叫刘王为
“大老爷”，在级别上是仅次于皇帝的九千岁。

未到刘王庙门口，停车场便停着不少大巴
车，从车牌上来看，主要是江苏、浙江和上海
的车子，香客们在这里下了车，拎着竹篮，进
入景区。路边有个市集，也是庙会的一部分，

有卖竹筐、铝制品的餐具、小朋友的玩具、现
做的芝麻糖，当然也少不了吃饭的铺子，香客
们会过去看商品、问价或者是成交，时常会见
到他们最终购买了做木工的锯子、竹筐或是斗
笠一类的东西。沿着这条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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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市集往
前走，便到了一座大桥，此处望去，便是泊着的驾
船而来的香客，香客们并不是散客，而是有自己
的出处和来历。

清末民初时，随着网船会的发展，江南各
地相继建立了供奉刘王的宗教团体，如上海新
公门、太湖兴隆社、嘉兴南六房、苏州北六
房。南北六房仿照的是宫廷的设置，对网船会
进行组织和管理，南六房管南片社团，北六房
管北片社团。这些社团大多以姓氏家族为一个
部落，少则十几户，多则几十户，甚至上百
户。发展到现在，登记在册的社团组织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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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红、黄、蓝、绿的旗子已经插满了广场，
那是各个社团的旌旗，三角形的，小的三四米
长、大的十五六米的样子，上面有龙的图案，
远远地便能望见。鼎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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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亩的莲
泗荡全是船，首尾相连，人从北岸到南岸，踩
着船就能过去。船上插着三角旗，上面写着
“普佑上天王”，船头上放置猪头、鱼、豆制品、
水果、糕点、酒水等祭品，船驶近刘王庙便燃
放大号“高升”爆竹。靠岸后，渔民们便抬着
装满各家猪头和其他祭品的门板和箩筐祭拜刘
王老爷。之后，几条船还会用大型的松木板以
铁钉钉成排，搭上棚子，供社团祭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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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后的样子，网船会还是渔民们会亲访友最
重要的方式，那个时候船家们大都一年漂泊，
谁家的女儿初长成，谁家的儿子成人，网船会
也是说亲的好机会。
“您从哪儿来的？摇船过来的么？”我问桥

头的一个船家。
“苏州东山，船上有柴油机挂桨，几条船一

起开着过来的，都是一个社团的，开了
(

个小
时。”船家一边应着我，一边往船舱里递东西。

探进舱里，一位老者正在念唱着什么，不
过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个坛场。上面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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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神仙像，正中间的是刘王，还有观音、玉帝、
太爷、太君等，按照规矩，每个人的生平都要
唱一遍，这个唱词俗称“赞神歌”。

各家的技艺

即使都是赞神歌，唱起来也不一样。沈氏

堂门的第
&&

代传承人沈全弟是赞神歌的好手，
能唱三天三夜都不停歇。他的父辈也是做这一
行，这个堂门追溯上去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苏州吴江同里镇当地算得上是望族。以前的
人识字的少，多半是口口相传，沈全弟跟我说：
他自己也并不识字，甚至会唱神歌还有点儿神
异的色彩，但是他会创作，“台湾、东南亚也
去唱过，去那儿唱得也是苏州话。”仪式歌包括
请神、坐神、敬神三部分，庙会结束时送神，
而沈全弟掌握的神歌有《刘王神歌》、《十二亲
伯神歌》、 《太姐神歌》、《卖鱼娘子神歌》 等

十多部，有琵琶、二胡、扬琴、笛子等伴奏，
乐器班子也是沈氏堂门里的。

沈氏堂门的特色是赞神歌，其他社团组织
也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暖桥班，就扎了轿子，
让小朋友扮了童男童女，十分俊俏，引得旁人
挤在轿子旁拍照。

不少社团有自己的舞龙表演，吹哨的，在
前面憋足了气，十几个人组成的舞龙队便跟着
翻滚，还有打花篮、扇子舞、腰鼓等民间曲艺
的形式，多为中老年妇女参与。

江面上的有赛船比赛，百舸竞流，船头的
人还在上面做表演，时而倒立，时而空翻。

嘉兴南六房长生社、先锋提香社等几个社
团还有刘王庙最具特色的祭祀表演———扎肉提
香。

五六个男子将一根根钢针穿进前臂下方的
皮肤，并在钩子下方挂上香炉或大锣，借此来
完成祭神的仪式。

先锋提香社来自嘉善姚庄，由附近渔业村、
里泽等地的渔民组成，至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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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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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人，以渔民为主。

广场上，两人在前面摇着旌旗，一队彪形
大汉紧随其后，个个身穿黄衫，右手横握一根
雕着龙头的木杖，木杖下有的悬挂着一面大铜
锣，有的挂着一鼎香炉，行进间，挂铜锣的还
不时用大木槌敲几下铜锣。那沉重的香炉、铜
锣把表演者的皮肉拉得坠下来。
“扎肉提香”伴随整个祭祀过程，大概要两

三个小时。甚至在先锋提香社初创时，有的还
挂上沉重的铁锚，重的有二三十斤。铁钩深扎
皮肉，居然不见一滴鲜血流出。在“扎肉提香”
的游行队伍里，有一个人拎着水壶来回走动，
不时向那些手臂扎针处喷水，使皮层湿润，避

免皮肤开裂。
一直到下午两三点中，祭祀的香客还是络

绎不绝，祭品上大同小异，猪头是必得有的，
还有公鸡、鱼，这个叫做“小三牲”，有茶有
酒，有水果、菜，念唱的人不时地要休息一下，
旁侧的人敲着锣鼓，船上、陆地上，完全浸在
香客们的祈福里。唱完一段儿，还能看到念唱
的人拿出三个棕色的松子大小的签，把锣翻过
来，掷下去，像是问卜。这是仪式的一部分，
在整个仪式里，念唱的人是可以跟刘王直接对
话的人，而唱神歌唱哪一段，是否可以收船回

家，也都成了问卜的仪式。
沈全弟的赞神歌是在刘王庙里面的诵经间

唱的，堂门里已经不做渔民好多年，这次他们
也是包了大巴车来的，这样的社团现在占了大
多数，赞神也就只能移到陆地上，大家排着队，
在五六个诵经间里轮流唱神歌。赞神歌结束后，
便是堂门的队伍穿堂到庙里祭拜，一行几十人
的队伍，规制上是苏州府府衙出巡的样子，肃
静、回避的牌子，有丫鬟打着幌子，后面是太
太、小姐们的样子。刘王殿、刘承忠纪念馆、
广场，巡游一周，最后送神，这套仪式后，沈
全弟和社团的人便赶着回苏州。

因为交通的发达，一天之内完成这套仪式
已经显得不那么紧张。一些没有租到诵经间的
便在桥头的一家布置起了祠堂，桥头那家的生
意特别红火，接待了好几个社团，客厅和前厅
拿出来做祠堂，楼上是家庭旅馆，院子里还开
了餐馆，只要住进去，就是全方位的服务，这
让香客们也觉得比较方便。以前开船，祭祀品
直接放在船上带过来，现在要乘车，各家的猪
头不可能都带过来，不少香客便委托离刘王庙
最近的民主村村民，带买猪头，做贡菜之类的，
这些年，村民因为这项营生也多得了些收入。

黄昏的时候，一些要走的船便扯了旗子驾
船而去，还在水面上的，便是要在这里过夜的。
船上的男人们做了一天的祭祀仪式，显然是有

些乏累了，拿了酒，倒在碗里，就着做好的菜，
边聊天边大口地吞着酒。女人们在船舱尾部的
厨房里，继续做着菜，煮饭用的已经是液化气，
甲板上能听到炒菜时铲子碰撞锅的声音，船在
水里一漾一漾的，稀疏的灯光，这是船家们的
夜。一位老年妇女裹着头巾，望着湖面，现在
的莲泗荡定不是她年轻时的模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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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仅是多民族国

家、而且也是多宗教国家。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

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

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并

存的局面。中国公民可以自

由地选择、表达自己的信仰

和表明宗教身份。信教群众

和不信教群众和睦相处，共

行善举，一起为早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中共十八

大报告再次强调，全面贯彻

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

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

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

有各种宗教信徒
&

亿多人，

宗教活动场所约
&*

万处，

宗教教职人员约
$(

万人，

宗教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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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宗教

在中国，仍然具有较为广泛

的影响。

此外，拥有悠久历史、

在特定地区曾广泛流传和发

展的民间信仰，在中国政府

充分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

由的良好环境下，正日渐活

跃于乡间坊里，成为文化建

设的重要内容，有些甚至入

选了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比如妈祖

信俗。

为帮助读者全面、系

统、透彻地了解中国的宗教

活动场所，去年，本报开辟

了“探访宗教之旅”专版，

对灵光寺等中国五大宗教的

一些代表性场所，进行了系

列独家深入采访，展示寺观

教堂异彩纷呈的风貌和中国

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现状。

从今日起，本报新开辟

“走进寺观教堂”专版，继

续向读者介绍中国五大宗教

的一些代表性场所以及一些

独具特色的民间信仰的发展

情况，以各大宗教过去和现

在的宗教建筑和宗教活动为

线索，反映各宗教的变迁和

普通信教群众日常宗教生活

的真实面貌，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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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