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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著名僑鄉廣東臺山的汶村廟會遠近馳名，百年傳承，十年一會，廟會如今已

經成為江門市非物質文化遺產。有父老說汶村廟會起源於清朝，也有父老表

示廟會起源於明末，眾說紛紜。考證歷史，臺山汶村陳姓氏族在明末清初發

生過滅門滅族之慘事，動亂平息後當地村民舉辦祈福活動，藉此祭祀神靈、

祈求保祐、祝福風調雨順，經過歷代演變遂變成當地著名民俗紀念活動。今

天的汶村廟會已經提升到“海內外僑胞，港澳臺同胞和宗親世誼的盛會，汶村

人民的節日”的文化層次，汶村廟會所展示的龐大的舞龍、舞獅、飄色、八音

班等原生態文化樣式，吸引著各級宣傳媒體和各地的攝影愛好者，是臺山民

間習俗文化的一個品牌。

關鍵詞  汶村廟會；陳姓族史；王興；民俗文化；非遺項目

今年3月13日，暮春暖和喜氣洋洋，海內海外

歡聚汶村。上午10點，十年一屆的臺山市汶村第21

屆廟會活動在臺山汶村鎮開幕。據主辦方介紹，汶

村是臺山市最大的村落之一。汶村地處臺山西南沿

海，背山臨海，面積7. 5平方公里，在家人口8200

多人，旅居海外10000多人。汶村廟會是汶村乃至

臺山影響較大的大型民間民俗盛會，汶村第21屆廟

會活動將舉辦燈展、巡遊、粵劇、舞龍、舞獅、

飄色、八音班等各種文化活動，活動將持續5天到

3月17日結束。五天的狂歡，五天的祝福，意義深

遠令人回味。

一  巡遊：萬人空巷金龍降福

汶村廟會開幕式精彩紛呈亮點多多。3月13日

上午10點，在禮花轟鳴中，全新裝飾的吉祥金龍

在點睛之後，搖頭擺尾地從汶村鎮中心作為主會場

的三聖堂前開始了持續半天的大巡遊。至此，活動

組委會宣佈：萬眾矚目的“汶村廟會”正式拉開帷

幕，在接下來的5天時間內，各種民間文藝活動將

陸續上演，整個汶村也進入了“廟會”模式。據

悉，該廟會因為歷史底蘊深厚、民俗文化鮮明，目

前已經入選江門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汶村廟會在臺山遠近馳名，廟會舉辦之日，在

汶村當地萬人空巷，街談巷議，盛況空前，可見汶

村廟會在當地人心裡分量很重。汶村當地百姓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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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汶村廟會起源於當地人拜菩薩求平安的“做

福”儀式。相傳在明朝時，該村發生瘟疫，族人就

將祖輩流傳下來的“指天指地菩薩”擡出來，在村

裡巡遊，以驅邪救災。

村民們口口相傳：自從誠心擡著三聖堂菩薩巡

遊之後，果然效果明顯，菩薩顯靈帶來多年穩定一

方平安，六畜興旺，從此當地百姓更加信奉這一

祭祀儀式，定期舉辦，隨後此舉漸成風俗。在每

年農曆正月，村中長輩都要去三聖堂求籤，確定

巡遊的日子，從西元1787年起，汶村人就規定廟

會活動每年一小巡遊，每十年一大巡遊，至今已

經是第21屆。

二、眾多海外僑胞飛回家鄉捧場

汶村廟會巡遊趣事多多。由於臺山市是中國著

名僑鄉，旅居海外的華僑華人眾多，汶村籍乃至

臺山籍的海外僑胞也特別鍾情家鄉的汶村廟會，

十年相約，風雨不改準時赴會，由此產生了很多

樂事與趣事。

很多海外華僑不論走得多遠，在汶村廟會舉行

之日都會千里迢迢飛回家鄉，與親友團圓，與鄉親

們相聚，期望親眼看一下、親手摸一下吉祥金龍，

能夠親身參加廟會大型巡遊就於願足矣。

由於臺山市汶村鎮也是著名僑鄉，華僑眾多。

廟會舉行前夕，為募集廟會籌辦經費，接受海內外

鄉親的捐款，很多華僑專程從世界各地趕來，及時

為廟會捐贈錢物，這一份心意和力量也蘊含著他們

對家鄉的敬愛和祝福。同時，回鄉的華僑也特地給

汶村三聖堂的菩薩上香禱告，虔誠為海內外的家人

朋友祈福。

據說，為了上香祈福，上一屆汶村廟會曾有

位老華僑坐飛機從美國趕來，向廟會組委會捐贈

了6萬元，在廟會上舞了一下龍頭後，再向菩薩上

香，然後又坐飛機趕回美國上班。從3月13日到3

圖1•金龍巡遊，福降萬家。金龍祈福是臺山汶村廟會最大的民俗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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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7日，五天時間裡，汶村街頭到處是海外華僑的

身影，美國的、英國的、歐洲的、澳洲的，為的是

一睹十年一遇的汶村廟會，為的是一睹十年演變的

家鄉新貌，赤子情懷令人讚歎。

距離臺山比較近的香港、澳門同胞，更是全家

出動扶老攜幼，在汶村廟會開幕式當天一大早就趕

過來，跟家鄉的親人會合後馬不停蹄趕往會場。那

些回到家鄉參加廟會的港澳鄉親興奮地說：“汶村

廟會期間，也是走親訪友的好時機，相約一起去廟

會看燈。”。可見十年一屆的汶村廟會已經成為溝

通海內外、聯繫鄉情友情中華情的橋樑和紐帶。

三、臺山民間藝術大舞臺

3月13日，汶村廟會開幕式上高潮迭起，驚喜

不斷節目豐富，讓我帶你細數其中精彩環節：

開幕式上午巡遊時，前來觀看的當地村民和海

外僑胞把汶村村內的大街小巷圍得水泄不通，人聲

鼎沸熱鬧非凡。一會兒，象徵著菩薩顯靈、潤澤人

間的吉祥金龍蜿蜒而來，村民們喜笑顏開，爭相撫

摸這條吉祥金龍的龍身、龍頭，祈求闔家平安、事

事順利、沾上福氣，而小孩子也在家長引導下追逐

著金龍，跟隨金龍巡遊，爭著拔龍鬚、龍鱗。他們

回家後會把龍鬚、龍鱗做成“符”戴在身上，祈求

平安。舞龍頭的小夥子小陳告訴我們：“根據以往

的經驗，開幕式上午巡遊過後，吉祥金龍的鱗、鬚

往往會被熱情的觀眾拔個精光”。

臺山汶村廟會歷史悠久，廟會數百年的演變歷

程，也是不斷改良、不斷完善、不斷充實的過程。

以今年廟會為例，汶村廟會舉辦期間，臺山音樂成

了表演的臺柱。由臺山飄色、臺山八音班等組成的

巡遊隊伍將巡遊至每一條自然村。

汶村廟會舉辦期間，這個嶺南古村落整個村子

的大小巷子、地上樹上、房屋牌坊、河渠池塘，或

擺放大型花燈，或掛滿彩燈。每晚在汶村的三個標

圖2•金龍巡遊，臺山汶村萬人空巷爭相圍觀的熱鬧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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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性建築前，也會有粵劇上演，到處喜氣洋洋、張

燈結綵。

據瞭解，僑鄉臺山也被譽為廣東音樂發祥地之

一，有著獨特的地方色彩，臺山音樂享譽海內外。

其中臺山廣東音樂已經入選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名錄；臺山浮石飄色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名錄；臺山民歌入選江門市第三批市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如今，十年一屆的汶村廟會

把金龍巡遊、臺山飄色、粵劇等多種多樣的地方民

間文藝以及非遺項目，一一羅列進來，讓這些民間

民俗文化在這大型廟會可以大展身手，讓海內外鄉

親一睹風采，令萬千觀眾大呼過癮，拍爛手掌。所

以有人說：汶村廟會是臺山民間藝人的大舞臺，的

確名副其實。

四、追溯起源神秘歷史

關於汶村廟會的最初起源、歷史沿革，至今

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流傳著多種說法多種版本的

民間傳說。

有人說，汶村廟會起源於明代，大約有500年

歷史。廟會起源於明代的傳說有這樣的說法：村

內的三聖堂（三聖據稱為釋迦牟尼、榕樹大聖和北

帝），村人稱其為“大廟”。據三聖堂碑文考證，

汶村始祖陳愷於南宋乾道九年（1173）在此定居，

汶村至今已有835年歷史。汶村人歷來宣導文明、

重視教育，孕育出一批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材，蘊藏

著深厚的文化遺產。汶村歷史經歷天災人禍，波及

民生。於是，寄託神靈庇護，村民擡起廟中“三

聖”神像在村中巡遊，以驅邪祈福。後來覺得這

樣巡遊太過單調，於明朝正德年間（1507），加

上象徵吉祥的舞龍隊伍跟隨。開始只有一條龍，

鑒於“始祖陳愷葬於雙龍山”，又增加一條龍出

遊。隨著人口增長，村內立了東、南、西、北四個

閘門，從此每個閘門出一條20米長的金龍，使“三

聖”出巡更具氣勢。汶村舞龍活動，至今已有500

多年歷史。

也有人說廟會起源於清朝，時間大約200年。

廟會起源於清朝的傳說有這樣的說法：汶村人多財

厚，於清朝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年，1817）起，為

組織更大規模的廟會（做福）活動，規定每年一小

巡遊，每十年（逢丁年）一大巡遊。除歷史原因停

頓三次大巡遊外，由1867（丁卯）年起，在村中

海內外鄉親的支持下，重新恢復廟會活動，對外則

稱為汶村村文化藝術節。擇日於春節期間舉行的汶

村廟會，全村海內外鄉親雲集，到處張燈結綵，舉

行村民書畫作品展覽，請來專業劇團一連數晚公演

大戲，而最引人入勝的是文藝大巡遊。這一天，遊

行隊伍集中三聖堂前廣場，六枚地炮轟鳴為號，以

圖3•金龍追珠，珠寶在哪裡，金龍就到哪裡，配合默契，微妙微翹。 圖4•當年在滅族屠殺中掩護、保護過臺山汶村陳姓的世交好友蒞臨廟會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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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旗、帥旗、羅傘、水晶牌、彩鳳、花籃隊為

前導，隨後是四個閘門的四支隊伍，各有金龍一

條、飄色四臺、醒獅數頭，“八音隊”押後；海

宴鎮西新村世交兄弟的舞龍隊也來參與助興，遊

遍村內的大街小巷以及鎮府所在地——魚地圩，

歷時大半天。此刻，鼓樂爭鳴，炮竹喧天，隊伍

所到之處，萬人空巷，夾道觀摩，呈現一派太平

盛世景象。汶村廟會所展示龐大的舞龍、舞獅、

飄色、八音班等原生態文化樣式，吸引著各級宣

傳媒體和各地的攝影愛好者，是臺山民間習俗文

化的一個品牌。

那麼，到底汶村廟會起源於何時？為甚麼會有

汶村廟會？汶村廟會背後隱藏著怎樣的歷史煙雲？

汶村廟會寄託著當地百姓甚麼樣的良好祝願？要回

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要回顧汶村明末清初那一段

血與火的歷史。

五、專家解密：汶村廟會求神賜福遠離      

戰亂和劫難

臺山汶村陳姓，其實源出珠璣，其祖宗也是廣

東南雄珠璣巷的南遷移民。根據地方史料記載，南

宋時期，汶村陳姓祖先陳愷舉家南遷，由南雄沙水

村珠璣巷來此立村。從此，陳氏一族在汶村繁衍生

息。陳氏兄弟相約“逢涌則止，近水而居”，便於

以後的相聚。為了紀念陳氏入粵始祖陳文和南雄沙

水村之源，故定村名為“汶村”。

明末清初，汶村在廣東沿海反清復明的政治格

局中獨樹一幟、備受矚目，首先是因為汶村當時經

過幾百年的經營，已經變成人口密集、良田富庶、

交通便利的邊陲小城。清順治二年（1645）至順治

四年（1647），汶村舉人陳王道在汶村修建了城

牆、護城河、城門等，汶村改名為“汶村城”，成

圖5•從朝陽初升到夕陽西下，臺山汶村弦歌不斷，祝福歡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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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當時周圍鄉村商貿活動的主要聚集地。

汶村明末清初發生的那場慘絕人寰的戰亂與滅

族大屠殺，與反清義士、恩平人王興有密切關係。

清光緒十九年的《新寧縣誌》記載：“王興，少為

農，短小精捍，智計過人，群呼為‘繡花針’；

明亡，遂散家財，收納亡命，以計恢復，四方歸

之。”明朝滅亡後，王興豎起義旗，佔據臺山、

陽江、陽春、新會一帶，抵抗清軍，屢敗清軍平

南王尚可喜，被唐王朱聿鐥封為左軍大都督。據

史料記載，1655年6月16日夜間，王興部隊攻克

汶村城，並將汶村城定為明朝南唐王朱聿鐥的首

都，改名為“文安城”，並在汶村城內設立南唐

王行宮和將軍府，並以此為根據地，抗擊清兵。 

1660年春天，清軍平南王尚可喜率領水陸十萬兵力

圍攻“文安城”。那一年，汶村發生饑荒，“文安

城”被困後，糧盡援絕，最終失守。見大勢已去，

朱聿鐥自縊而死。而王興的妻妾16人也先後自縊而

死，最後王興也引火自焚，至死不降。

上面這些抗清光榮史是一般歷史書上所見到的

記載，但是在汶村陳姓家譜、族譜中的記載，卻是

另一種回憶和記述：伴隨著這一時期抗清史的卻是

一段血雨腥風、滅門滅族的慘痛記憶。

汶村現存的族譜等歷史資料，多稱王興為“賊

寇”。原來，當年王興攻打汶村時遭到舉人陳王道

組織的村民抵抗，雙方對峙了較長一段時間。1655

年6月16日夜間，王興部隊乘村民守城困倦的時

候，從南城門下水渠偷偷進入，打開城門，才攻陷

了汶村。次日，一名叫趙陸的謀臣對王興獻計：“陳

姓為本地第一大姓，經營汶村多年，威望極高，為免

養虎為患，將軍你欲取汶村為老營，務須要把陳姓盡

誅。”王興接受了這個惡毒意見，貼出告示，假意

勸導逃出去的汶村人：如果逃亡在外的汶村陳姓男

圖6•臺山汶村族外鄉親萬里迢迢從海外趕來參加廟會並虔誠上香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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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肯回來生產，則保證家人團聚，安居樂業；如有

附近族姓包藏隱匿汶村陳姓者一概殺無赦。當時有

不少人返回汶村，但仍有100多人不相信，冒險逃

離，到附近的村落避難。

1655年6月21日，王興派遣100多人搜至黃寨

坑，挨家逐戶找出汶村人押回去。第二天將抓獲的

汶村男丁，盡押至蓮衝口侖斬頭。斬頭的地方血流

成河，地都染紅了，後人把此地稱為“紅地”。汶

村人都將農曆六月二十二稱為“斬頭忌”。所以直

到今天，當我們來到汶村採訪，當我們問及當地人

對反清義士王興的歷史評價和看法時，汶村父老鄉

親異口同聲說：“王興反清復明的民族氣節值得尊

敬，但是同時他聽信讒言殘暴成性，殺害汶村無辜

村民，應該受到抨擊和譴責，功過是非，千秋有定

論”。可見，是非曲直自在人心。

而不相信王興召喚，始終躲藏外地的少數汶村

陳姓男丁，在南明政權覆滅、王興自焚之後，才

重新回到汶村生活。又經過數百年的休養生息，

汶村陳姓才慢慢恢復了枝繁葉茂、人丁興旺的局

面。所以有人說：汶村廟會和汶村明末清初的這

段慘痛經歷有關，所以汶村村民為求神賜福，遠

離戰亂和劫難，於是確立了拜祭菩薩做福求平安

的民俗活動。

六、古城和廟會：古村落歷史的見證和縮影

有民俗專家表示：汶村廟會起源於汶村村民

民間做福祭祀活動，是出於敬仰天神祈求賜福的

心願。無論這個祭祀活動起源明朝，或者起源清

朝，其實都是汶村村民對歷史上眾多戰亂、動盪、

瘟疫等劫難的控訴和聲討，所以寄希望於萬能的菩

薩顯靈，借助神力保祐村莊安寧、消弭戰亂、五穀

豐登、永享太平。

專家經過考證，重新回顧和審視汶村建村以來

歷史發現，汶村人“做福”歷史悠久。最早祭祀神

靈的活動可能在立村之後就開始流行，但是明末清

初遭遇王興屠城滅族的厄運之後，那些劫後重生、

肩負重建村莊、振興族務的汶村人前所未有地信仰

菩薩、敬拜上天，所以開始訂立了汶村廟會的很多

規矩，規範了各種祭拜天神的禮儀。例如：十年舉

行一次祭拜、以村中三聖堂敬奉菩薩為祭祀對象、

家家戶戶參與等等。

如此又經過清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等歷

朝歷代的不斷完善補充，終於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看

到的每逢十年一大遊、每年一小遊、充滿地方特色

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臺山汶村廟會。

走筆至此，我還告訴讀者一個秘密，如果你來

到臺山市汶村參加汶村廟會，除了可以看到汶村廟

會這個保留了樣式完整、規模龐大的原生態文化盛

會之外，我還建議你可以趁機走一走當年威震一方

的嶺南古村落——汶村古城。

這汶村古城是臺山市第一大自然村落，現汶村

有村民約8000人，轄西康、南薰、北東、北西、東

上、東下、花廳、上坑、沙坦、文華里、太平等10

條自然村。全村7.5平方公里，呈長方形。村設四門，

稱“東陽”、“西康”、“南薰”、“北拱”。這四個

城門的建築物是新修的，但這四個城門的名字卻在明

末清初已經記載於《新寧縣誌》，有400多年的歷史。 

      汶村古城又被稱為“迷宮城”——當你從南薰

門走進汶村古城，仿佛走進了一個迷宮。村內巷道

縱橫交錯、窄小蜿蜒。居民樓房在這“羊腸小徑”

的兩旁似乎顯得密集、擁擠。當地百姓說，曲折的

小巷原來是當地村民依照地形“有意而為之”專門

設計成這樣，用來防備軍事入侵和防盜的。古代的

汶村由於是臺山交通要道、重要的商貿之地，因此

經常被盜賊列為侵犯重點目標，打家劫舍時有發

生。當時的汶村村民為了有利於防守，於是就將小

巷設計為曲徑，既能使盜賊產生迷惑之感，也能使

雙方衝突時方便村民隱身。

我們信步汶村古城，看到汶村古城的村道設計

與防盜措施構想，再想到汶村廟會祈求上天保祐永

離戰亂、消除劫難、永享太平，我們由此可以得出

一個結論：汶村古城和汶村廟會都是汶村人先祖心

血的結晶，也是汶村人建村800多年艱苦開拓、與

命運抗戰、不屈不撓的生動反映和寫照。

汶村古城、汶村廟會，反映汶村800歷史的教

科書，僑鄉臺山的民俗文化瑰寶。值得我們好好

閱讀和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