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远古至今，商丘的火神祭祀
延续了几千年，波及了华夏许多地
方，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探讨商丘火神祭祀的义蕴，对
理解和继承优秀历史文化有着不可
替代的积极意义。

商丘火神源于上古时期。据
《左传·昭公元年》载：“昔帝喾高
辛氏有二子，长曰阏伯”“迁阏伯于
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
星。”宋·章如愚 《祀大火》 载：

“太常礼院言：阏伯为高辛火正”。
元代脱脱（元中书右丞相）等编著
的《宋史》载：“礼官议：‘阏伯为
高辛火正’”。

《汉书·五行志上》曰：“古之
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
政。”《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陶
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
火纪时焉。”

商丘人世代相传，五帝之一的
帝喾高辛氏之子阏伯被帝喾封在商
丘为“火正”，管理火的事务，阏伯
终日为火事操劳，引来火种置放在
高丘上，上面搭一个遮雨的篷子，
天上下雨不能把火浇灭，河水泛滥
也不能把火浸灭。阏伯又带领人们
四处寻找柴草使火能够持续。在阏
伯管理下，火给百姓带来了幸福，
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大大改善。阏伯
按照火星运行的规律以纪时，指导
当时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让
人民得到了利益。因此，人们感激
阏伯，都说他是天上的神仙下凡给
百姓造福来了。阏伯死后，人们怀
念他的功德，都怀着崇敬的心情，
以当时最厚的葬礼把他葬在他生前
保存火种和主星辰之祀的高丘上，
从此开始了对阏伯的祭祀。《商丘县
志·阏伯祠记略》云：“陶唐氏以为
火正，曰伯者，所以有功而食其
墟。……伯，火官，掌祭火星，行
火政，后世以为火祖。”

唐·孔颖达解释说：“传言‘以
为政’者，以为救火之政耳。”阏伯
掌祭火星，行火政，就是一掌祭火
星，二管理人间之火事。唐朝初年
经学家、训诂学家、历史学家颜师
古说：“祈，求福也。禳，除祸
也。”对阏伯的祭祀，主要是祈祷以
求福除灾。

先秦时期，“火正”已是常设之
职，定期发布行火、禁火、改火命
令，在民神杂糅的文化环境下，火
官也兼有祭祀的身份，负责“敬天
授时”。《文献通考·卷八十·郊社
考十三》说，到汉朝时期，“宣帝立
岁星、辰星、太白、荧惑 （指火
星）、南斗祠于长安城旁。”“平帝
时，王莽奏：‘分群神以类相从，为
五部：兆镇星从黄帝，岁星从青
帝，荧惑从炎帝，太白从白帝，辰
星从黑帝。’”汉朝祭祀火神仍是大
事。

至唐代，由于经济的繁荣，由
原来的单一的祭祀逐渐转向了祭
祀、娱乐、贸易、交流等多元化形
态。

宋 朝 王 明 清 《挥 麈 录 （后
录）》记载：“太祖皇帝（赵匡胤）
草昧日，客游睢阳，醉于阏伯庙，
梦中觉有异，既醒，焚香殿上，取
木王丕珓以卜平生，自裨将至大帅
皆不应，遂以九五占之，珓盘旋空
中。已而大契，太祖益以自负。”晏
元献曾以诗题庙中：“炎宋肇英祖，
初九方潜鳞。尝用蓍 （shī） 草占，
来决天地屯。唐契大横兆，謦咳如
有闻。”说明五代时阏伯庙便是人们
占卜、祭祀、祈禳的地方。

因为赵匡胤在后周时曾任归德
军节度使，做了皇帝后以归德古名

“宋”为国号，名为宋州的商丘后来
被升为南京应天府。《宋史·朝日夕
月九宫贵神高禖大火寿星灵星风伯

雨师司寒蜡七祀马祖酺神》记载：
“大火之祀。康定初，南京鸿庆宫
灾，集贤校理胡宿请修其祀，而以
阏伯配焉。礼官议：‘阏伯为高辛火
正，实居商丘，主祀大火。后世因
之，祀为贵神，配火侑食，如周弃
配稷、后士配社之比，下历千载，
遂为重祀。祖宗以来，郊祀上帝，
而大辰已在从祀，阏伯之庙，每因
赦文及春秋，委京司长吏致奠，咸
秩之典，未始云阙。然国家有天下
之号实本于宋，五运之次，又感火
德，宜因兴王之地，商丘之旧，为
坛兆祀大火，以阏伯配。建辰、建
戌出内之月，内降祝版，留司长吏
奉祭行事。’乃上坛制：高五尺，广
二丈，四陛，陛广五尺，一壝，四
面距坛各二十五步。位牌以黑漆朱
书曰大火位，配位曰阏伯位。牲用
羊、豕一，器准中祠。岁以三月、
九月择日，令南京长吏以下分三
献，州、县官摄太祝、奉礼。庆
历，献官有祭服。”

仁 宗 庆 历 （1041—1048） 年
间，宋廷专门为祭祀官员设计了特
殊的祭服，还命“商丘火祠坛庙有
颓毁处加完葺之”。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
新法。张谔检正尚书五房事、判司
农寺，认为天下祠堂庙宇每年都有
香客烧香，利益丰厚，不如将它们
由官方买断，改建在河流渡口和交
易市场旁边，可以有更高的收益。
王安石采纳了张谔的意见，并不上
奏皇帝，直接由自己领导的衙门中
书省下达指令，命令全国各地遵照
实行。阏伯庙和微子庙都成了商贾
交易之所。阏伯庙、微子庙已系百
姓承买，阏伯庙纳钱 46 贯 5 百文，
微子庙 12贯文，并系三年为一界。
时任应天府职的张方平以为大不
妥，上奏论云：“阏伯远自唐尧迁此
商丘之土，主祀大火，而火为国家
盛德所乘而王，本朝历世尊为大
祀。微子宋之始封君，开国于此，
亦为本朝受命建号所因，载于典
礼，垂之著令，所当虔洁，以奉时
事。”请求不出卖阏伯庙和微子庙，

“以称国家严恭典祀”之意。神宗览
奏，对卖庙一事龙颜大怒，以为：

“辱国黩神，此为甚者。”此事说
明，在神宗朝，宋廷仍是把火神阏
伯当做国运的庇佑神看待的。

《宋史》又载：“建中靖国（宋
徽宗赵佶年号）元年又建阳德观以
祀荧惑……有司请以阏伯从祀离明
殿，又请增阏伯位。按《春秋传》
曰：五行之官封为上公，祀为贵
神。祝融，高辛氏之火正也；阏
伯，陶唐氏之火正也。祝融既为上
公，则阏伯亦当服上公衮冕九章之
服。既又建荧惑坛于南郊赤帝坛壝
外，令有司以时致祭，增用圭璧，
火德、荧惑以阏伯配，俱南向。五
方火精、神等为从祀。”

徽宗朝时，火神阏伯地位更加
显隆，政和年间（1111—1117），宋
廷制定了《五礼新仪》，将应天府祀
大火星增列为“大祀”。这是北宋时
期最隆重的一种祭祀，一般由天子
亲自主持。

南 宋 时 ， 宋 高 宗 绍 兴 七 年
（1137） 三月，宋廷封阏伯为宣明
王。此后，祭祀时特制乐章。绍兴
十八年（1148）五月，又在皇室宫
观内另建一殿，专门供奉火德，以
阏伯配祀。嘉泰四年（1204） 六月
三十日，宁宗诏令临安府（今浙江
绍兴）在开元宫火德真君殿右侧建
阏伯商丘宣明王殿，每年立夏日，
派遣官员到开元宫主持祭祀，礼仪
使用最为尊隆的太一宫体例。嘉定
（1208—1224） 间，南宋皇室拨赐
433亩田产为开元宫永业，“特免纳
租赋，其余寺观不得援例”，这是奉

祀火神阏伯的开元宫的特权。
《宋史》 记载，南宋“绍兴三

年，诏祀大火。太常寺言：‘应天府
（今商丘）祀大火，今道路未通，宜
于行在春秋设位。’乾道五年，太常
少卿林栗等言：‘本寺已择九月十四
日，依旨设位，望祭应天府大火，
以商丘宣明王配。二十一日内火，
祀大辰，以阏伯配。大辰即大火
星，阏伯即商丘宣明王也。缘国朝
以宋建号，以火纪德，推原发祥之
所自，崇建商丘之祠，府曰应天，
庙曰光德，加封王爵，锡谥宣明，
所以追严者备矣。今有司旬日之间
举行二祭，一称其号，一斥其名，
义所未安。乞自今祀荧惑、大辰，
其配位称阏伯，祝文、位板并依应
天府大火礼例，改称宣明王，以称
国家崇奉火正之意。’”

从《宋史》记载看，自北宋到
南宋，国家对阏伯祭祀从来都没有
忽略过。当时的人们相信，宋朝国
运之根本源于宋地，且得到了火神
的庇佑，对火神阏伯的祭祀不断升
级。

明代，火神阏伯仍为正祀。明
初规定，民间神灵，凡为正祀，神
像 均 用 木 主 。 明 万 历 三 十 八 年
（1610）六月乙未，明王朝曾“祭火
德之神”。明·杨尔曾《海内奇观》
卷四《吴山图说》载：“蜀人牟子才
等请建火德庙，宋以火德王故。建
设于此，以奉荧惑之神。今郡人禳
火，皆就庙中，盖遗俗也。”吴山火
德庙的由来，清梁诗正等撰《西湖
志纂》卷九《吴山胜迹》说得更清
楚：“火德庙，在金地山城隍庙南。
《西湖游览志》 曰：‘宋以火德王
故，南渡后建庙于此。明洪武、永
乐间相继重修。’今居民禳火者，皆
就庙中，盖遗俗也。”吴山是西湖南
山延伸进入杭州城区的尾部，可
见，当时敬祭火神阏伯的不仅是商
丘及其周边地区，外省亦然。虽然
有学者说万历年间明王朝败亡之兆
已显，“祭火德之神”明显属“临时
抱佛脚”，但所抱的却不是别的，而
是“祭火德之神”，由此可见当时火
神阏伯在明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崇高
地位。当时，明朝的首都北京也建
有祭祀火神阏伯的火神庙。

清代，国家礼制规定：孟夏即
春四月上旬丁日祀火神阏伯。民间
祭祀一般不受这一规定的限制，举
行频繁。清朝时，在阏伯台，人们
崇祀火神阏伯之盛，曾经达到正月
初七日数万人同时朝觐的规模，世
所罕见。康熙年间祭祀火神阏伯不
但规模很大，而且人们以为火神历
代呵护万民，香客的来源地域也很
广，“江之南河之朔，千途万径”而
来，“抑以邃古之封实有不可亵越”
之故。崇祀之热烈与虔诚也令人惊
叹。清·乾隆四十四年 《商丘县
志·风俗·节庙附》记载当时商丘

风俗说：“正月元日，早起，祝内外
神，拜家庆毕，遍谒亲友，谓之拜
节。”“三日展墓。”“七日，俗传阏
伯火正生辰，男女群集于阏伯台及
火星庙进香，车马阗咽，喧豗累
日。”

光绪年间，正月初七日，前来
“朝台”进香的人数不下数万，可谓
盛况空前。《归德府商丘县西南五市
里勒马集东北五里许孔家楼会完满
碑》称：“吾邑旧有阏伯台，俗名火
星台，其来尚矣。庙貌威严，香火
特盛。每当正月之七日……四方男
妇奔走崇祀者，不下数万人。”亦是

“寓居郡东僻壤孟陬之朔门外”。说
明那时奉祀火神已成为当时豫鲁苏
皖地区盛大的公共祀典。

清朝时期，不但商丘和河南省
其他地区有火神阏伯庙而且有盛大
的庙会，外省也建有火神庙，以祭
祀火神阏伯。如山东曹县安才楼
镇，既有火神台，也有火神庙，此
处的火神阏伯祭祀便是从商丘播迁
过去的。台下的一通清道光九年
（1829） 的古碑碑文记载：“粤稽
（查考,考证之意）火正之官始建于
陶唐阏伯，迄今上自王侯，下迄编
氓，无智愚之贤否，未有不须火以
生活者。传曰：有功德于民者，则
祀之。若火神之为功斯世也……曹
邑东南三十余里有金凤台，上有火
神庙宇，每逢正月初七日四方云集
进香者数千人，历年久远。”另一通
是 2010 年重修火神庙时立下的会
碑，碑文说：清康熙间，“改金凤台
为火星台”，道光九年重建时“又改
火神台”。鲁西南地区以正月初七为
祭祀火神之日，民间有组织“火神
会”的风俗，除去火神庙朝拜外，
全体会员还要聚餐两次。

民国时期，《绥靖旬刊》 载：
“有阏伯台一座，本地人叫它做‘火
神台’，上面是一片庙院，建筑相当
壮丽；每年农历正月间，远远近近
的善男信女们，都跑来朝台进香。”

正月火神台庙会期间，苏、
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的民众、
商家和民间艺人纷至沓来，易物购
物，听戏赏曲，每天到会人数达数
十万。“朝台”本来从正月初四开
始，但路途较远的外省和本省的香
客为表达对火神阏伯的虔诚奉祀，
从头年的腊月便往这儿赶，春节未
到，火神台附近方圆几里已住满了
外地的香客。庙会设有总会，各地
设有分会，朝台时由分会会首到总
会先行报到，然后由总会安排朝拜
时间，按次序进行朝拜。大家对朝
台都十分认真和虔诚，各团队敲锣
打鼓，焚香拜祭，既热闹非凡，又
肃然有序。有的分会朝拜时，仅随
朝台进香队伍奏乐的以及绝活表演
者就有百余人。各地的香客朝台各
有程式，精彩纷呈。

河南、山东的很多民俗、乐舞
和戏曲，都或多或少地同阏伯台庙
会有关。比如，山东曹县安才楼镇
火神台祭祀火神阏伯直接渊源于商
丘阏伯台；平顶山宝丰县“中国十
大民俗”之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马街书会的产生和发展，也与
火神阏伯祭祀有密切联系。马街村
东北侧伫立着一座庙，庙里供奉着
火神、观音菩萨、关公三尊塑像。
据宝丰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介
绍，马街火神庙是沙河、汝河流域
众多火神庙的总庙，这里的火神便
是阏伯。在马街书会的起源传说
中，祭祀“阏伯火神”一说最为流
行。凡到马街书会“亮书”的艺
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这里烧
香朝拜，然后为火神说唱一段，希
望得到保佑，能尽快把书“写出
去”。讲唱人面朝火神庙唱经，信众
一边听经，一边随声附和，一边许
愿、还愿。

河南三门峡临汝县，盛行“偷
火神”之俗，即将在赛会日要请的
火神塑像从庙中提前悄悄“偷”
去，放置在本村预先搭制好的小庙
内。至赛会日，各路神社到“偷火
神”的村庄请神。“偷火神”村庄的
人，只需烟茶招待，便可在自家门
口一览“迎神赛社”的盛况。

河南新乡市的“小冀背妆”，是
豫北新乡县小冀村民众在吸取戏
剧、曲艺及舞蹈等多种艺术成分的
基础上，创造出的一种民间造型艺
术，最初便是因祭祀火神阏伯而
起。当地一通民国十三年的碑文记
载：“镇西南隅坤太街旧有火帝真君
圣会，每年新春初七日（阏伯的生
日）为帝君寿诞之辰，十六例会扮
背妆庆贺。神庥相传此会起自咸丰
年间……”清道光年间已成规模，
后于咸丰年间加入火神会组织，于
每年正月初七火神生日和元宵节期
间形成演出例会。另外，北站区东
张门村普遍祭祀火神爷阏伯，于农
历正月初七与十五两天分别举行社
火演出活动。以此为基础，形成了
新乡地区有名的锣鼓乐“小咚鼓”。

登封县负黍镇（大金店）有火
帝真君（道教神灵。包括“火祖隧
人帝君，火祖炎帝帝君，火正阏伯
真官，火神祝融神君，火神回禄神
君，火炁郁攸神君，丙丁位司火大
神，已午位司火大帝，南方赤精帝
君，南方赤灵帝君。”（《灵宝领教
济度金书》卷二五五），火帝真君庙
坐北朝南，庙院内设有大殿、东西
配殿和厢房，每年正月初七火神庙
会在此举行。大金店东街火神社就
是按照阏伯的诞辰日起会纪念火神
阏伯的，称火神阏伯是人们心目中
敬仰的神灵。可见，当地民俗也把
火神阏伯称为“火帝真君”，每年逢
庙会，人们都有祭文呈上，祭祀火
神的日期和风俗细节都与商丘相近。

火神阏伯祭祀起源于商丘，在
历史沿革中波及大江南北，影响深
远，上至王侯，下至庶民，都尊阏
伯为庇护神，原因就是因为阏伯

“掌祭火星，行火政”，不但使人们
有了生活中的长久用火，而且在阏
伯的精心管理下大大减少了火灾，
又“祀大火而火纪时”，使农业生产
有了时之指导。正像山东曹县古碑
碑文所说的：“迄今上自王侯，下迄
编氓，无智愚之贤否，未有不须火
以生活者。传曰：有功德于民者，
则祀之。若火神之为功斯世也”。六
经之一的《礼经》曰：“凡有功德于
民者，则祀之”，“能为民御灾捍患
者则祀之。”阏伯就是这样为民造福
的官。火神阏伯祭祀传承了中华民
族祖先以为民造福为己任、人民不
忘圣贤功德薪火相传的优秀文化。

商丘火神祭祀及其影响
□ 刘秀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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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讯

火神台 资料图片

本报讯（通讯员 张增峰 柳小
池）年味渐浓，送书传情。1月 21日，
民权县文联联合商丘市作协、民权县
作协，给该县北关镇抗日小学的孩子
们送来了“文化大礼包”。

据该县文联负责人介绍，考虑到
一些农村学校地理相对偏僻，且农村
学校学生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很难
有机会走进书店阅览图书，便联系市、
县作协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活动，首批在抗日小学捐赠爱心
图书500余册。

据悉，当日开展的爱心捐赠活动
中，市县作协会员纷纷捐出自己的作
品和藏书，有的还给留守儿童捐赠善
款，受到师生一致赞许。

商丘市作协、民
权县文联、民权
县作协联合开展
送 “ 文 化 大 礼
包”活动

有一则笑话说，十多年前，上面
派一个计划生育检查组到商丘检查
工作，汇报者用“夹生普通话”汇报，
说着说着，就变声到当地方言上了：

“生一个管，生两个不管。”检查组成
员是外地人，不懂此地方言，厉声
问：“都这样吗？”“都这样。”“怪不得
有人举报，你们对二胎都不管哪！”
汇报者一听这还了得，忙认真解释
一番，才化解了误会。

原来，在当地方言中，“管”和
“中”是同义，都是“行”“可以”的意
思。可在这语境中用此方言却产生
了歧义，并且很严重。

事后，很多“公家人”都认真学
起 普 通 话 来 ，以 应 对“ 上 面 的 检
查”。可他们的普通话怎么也脱不
了“豫东味”，以致又闹出了很多笑
话，成为茶余饭后和酒桌上的谈资。

豫东方言最大的特点一个是
“言简意赅”，一个就是“声高腔亮”，
唱戏打鼓似的。据学者研究，这与
地域和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豫东
大平原南面淮河，北依黄河，东望泰
山，西邻郑洛，物产丰饶，虽无山川
之险，却有通达之便，是中原文明的
发祥地之一，产生了像庄子、老子这

样的圣贤，还有孔子这位世界级大
思想家，他的祖籍就在夏邑。他们
的论述可以说是“惜字如金”，连标
点符号都省略了，让后人好生读句
释文。有人猜想，他们的初稿，可能
都用了方言，只是后来的学者为方
便天下文人墨客阅读，将其“规范”
了。

不仅是他们，世世代代居住于
此的乡民们，声声相传，音音相袭，
练就了简练，能用一个字表达意思
的懒得再用第二字，这好像也是为
了节省体能。话说一老农夜里出门
看见一个人影，问：“谁？”对方答：

“我！”又问：“咋？”答曰：“尿！”
聊聊四句话四个字便构成了一

个完整的情节，也成了豫东方言或
者说是河南话的一个“经典”。外省
人要重复这经典很难，不但语气语
调都得拿捏准，还需将音量提到“高

八度”，不然是“音亏声欠”，搞不好
还落个嗓子充血，说话嘶哑。

须知，这“大嗓门”是这土地、这
环境赋予他们的——先前，人们下
地干活，家里人做好了饭，都是到庄
前屋后亮起嗓子吆唤一阵儿，劳作
者就知道该收工就餐了。那时，他
们的饭食大都以豆米秫薯和野菜为
主，常年累月地食用，嗓子（食道）自
然而然地就得到了扩张，肺活量也
大为提高。还有那些卖香油的、小
货郎担以及补锅、打绳的乡间艺人
等，离村庄老远就敲梆子或吆喝，生
怕人们听不见。其实，磨炼了那么
长时间，豫东男人的嗓音还是没有
女性的中听。男人的话音老像是从
老旧破损的坛子里发出的，虽厚重
生猛，但沙哑疏离，五音和不到一块
似的，且有一种蛮横的意味在里面，
大概这是用嗓过度所致。女性的声

音就不同了，特别是发育成熟的女
性，那声音如山涧泉流，似古琴拨
弦，高扬而不失优雅，清畅而富含磁
性，黏到耳膜上便铸就一种幻美，让
你忍不住看她一眼——当然，泼妇
另当别论。在乡下，如遇到丧事，那
妇女一个比一个哭得响亮，有的还
未进庄就放声大嚎，好让事主知道
吊唁者来了。那种“哭丧”犹如一场

“方言大戏”，声悲情切，带有极好的
韵味，极富感染力，将周围不敢放声
的也带动起来，烘托出那悲戚的气
氛。

说句笑话，豫剧可能就发源于河
南女人的说唱中，因为她们的嗓音远
比男人动听。所以，豫剧中的名角女
性远多于男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是在新疆长大，二十三岁算
真正回到河南老家。在此之前，父
母曾将我送回豫东农村祖父母处

“接受耕读教育”，才接触到当地方
言，但学了三年还未学完。比如，被
子褥子叫“盖体铺体”，麻雀叫“小小
虫”，晚饭称“喝汤”，女人喜欢男人
不像电影中说“你真坏”，而是说“你
真孬，孬得烫手！”

河南方言尽管各地用词不同，
发音有异，但都是老百姓的“常用
语”和俗语，形象生动，带有鲜明的
地方色彩和区域个性，并且随着人
口的大量流动，在天南海北“扎根发
音”。举个例子，2016年9月我去新
疆故地重游，在石河子战友处小
住。早上起来到就近的菜市场转
转，用普通话与商贩和小吃摊摊主
交流，一搭腔竟然大多是河南人。
更令人诧异的是，还有那少数民族
朋友也操着地道的“河南方言”叫卖
羊肉串！

回到住处对战友一说，战友笑
笑：“这有啥奇怪的——新疆石河子
河南人最多，河南话就是这里的‘普
通话’……”

战 友 也 是 河 南 人 ，老 家 驻 马
店。虽说他早已习惯了新疆的生
活，可口音未变。

河南话，你也忒厉害了吧？

戏说老家“河南话”
□ 司玉笙

文化论坛

1月22日，在商丘博睿蓝天幼儿园，孩
子们跳起来唱起来，欢快迎新春。不久前，
该园师生代表分别赴北京、香港参加文艺汇
演，受到好评。 本报记者 吴 涛 摄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春节越
来越近，喜讯接踵而至。近日，2019
第五届中国诗歌春晚十大新闻事件及
奖项揭晓，评选出 2018年度多项新
诗奖项和事件。其中，商丘宁陵县文
联主办的《葛天诗刊》，被评为 2018
年度十佳诗刊。

近年来，宁陵县文艺工作繁荣发
展，特别是葛天诗社的发展壮大，为
文艺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促进了
全县文艺工作大发展、大繁荣。

据悉，《葛天诗刊》创刊于 2017
年春季，由中共宁陵县委宣传部主
管、县文联主办。该刊已出刊六期，
不薄名家，力推新星，探索诗学艺
术，展示当代诗歌风貌，受到省内外
作者、读者的肯定和欢迎。

《葛天诗刊》 被
“中国诗歌春晚组
委会”评为 2018
年度十佳诗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