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正月十三马街火神庙会上，“写

书”是每道火神社的要务。或社首亲

自出面，再找两个懂“书”的老“戏筋”

且谈价钱有经验的人，或由社首委托

常办“写书”事宜的精明人出场。每道

火神社的写书人来到正月十三马街会

上，先到马街火神庙上香、跪拜，再到

会场上找到中介人（经纪人、说合人）

了解当年上会说书人的棚数、种类及

行情，然后一一对会上“亮书”说书人

的展演品磨一番，若相中了哪一棚或

哪几棚，就找中介人说合（说啥本头

戏、说几天几场、茶饭支应标准等），至

于价钱一般由中介人同卖方和买方在

袖筒里摸“码子”确定。谈定后，说书

人就停止亮书，跟随写书人来到村上

安排住下。

火神社说书一般是三天。十三日

晚上就开始说，说个垫场，或叫“暖

场”，算是开个头。十四日，社里在能

坐下火神社所有成员的大房子，或背

风朝阳场院，搭好神棚，安放好火神牌

位，神棚前供案上摆上事先炸好的供

果。这是正式的说书场子，此后三天

就要在这里说书了。供果由社里安排

善做供果的家庭主妇，用磨好的精白

麦面，兑上食糖、蜂蜜炸甜的；兑上食

盐、五香作料炸咸的，用香油炸制。供

果以十二为套，少的做二十四种或三

十六种，多的能做到四十八种、六十种

不重样。十五日上午社首领着社员举

行祭祀火神仪式，鸣放鞭炮，说书人参

与奏乐，社首祷告火神爷保佑全社各

家各户一年平安，接着是说书的高

潮。中午社里设宴让全体社员与说书

人一起吃一顿酒席。十六日再说一

天。这三天一般连说一本大书，上午

开始得晚点，日头上来开场；下午说得

时间长点，晚上更是要说到半夜。若

是在场院说，晚上要在场子中间拢上

一堆篝火取暖。如果说得好，大家要

求续说三天，社首算计积蓄尚可，就挽

留说书人续说三天。续说三天还不尽

兴，就同说书人预定明年上会不要写

给别的火神社，还给我们说。几天说

下来，社首要专门宴请说书艺人一顿，

付清银钱，送走艺人。

据老人讲，有一年我们村西头火

神社写了一棚关中张先生的书，因大

家认为说得好，听得稳，又续了两次共

说了九天，还不过瘾，第二年又请张先

生说了九天，连续三年不换，直到把一

本大部头书说完。马街书会及滍汝流

域成百上千个村落的百姓称说书艺人

为“先生”，与受人尊敬的私塾、书院教

书先生，开药铺坐堂诊病的中医先生

使用一样的称谓，对说书人是相当尊

重的。这是因为说书先生说的书是教

化人的，彰显着“忠孝节义”“仁义礼智

信”等社会核心价值，关系着社会的安

定，百姓的安康。过去没有旅馆、酒

店，马街的家家户户自觉承担起接待

上会说书艺人的义务。每位经常赶马

街书会的说书艺人，到马街都会有一家

到两家定点落脚的地方，受到热情接

待，吃住不愁。艺人也往往会提前两天

到来，住到熟悉的户家，晚上无代价说

上一出，作为答谢。这是数百年形成的

传统。

在滍汝流域成百上千个村庄的火

神社在社日有广泛的说书需求，形成

说书人的卖方市场，所以数百年间越

来越多的说书艺人来马街赶会亮书，

不愁“写”不出去。据老人们相传，清

朝康乾年间（公元 1662 年—1795 年），

每年来书会的说书人可达上千棚，吸

引河南周边十数省三五千说书人来马

街书会亮书献艺。每棚少则一人，自

拉自说；多则四五人，有专门拉弦的、

敲梆的，说书者两三人，可以替换着

说；一般是两三人，琴师手拉弦、脚打

梆，一人说书，或外带一个徒弟习说。

说书人的道具很简单，右手执简板，左

手比划或敲击案子上的铰子（半扇铜

手镲）或摔惊堂木，主要凭一张嘴说和

唱。到散会时这么多棚说书，基本都

有下家，被写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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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人或刚或柔，虽是天然，却与自己的属相有一定关

系。拿我来说吧，属龙的，爱争赛游走；妻呢，属虎，更显强势，发起

威来，吓死人。旧历消融，虎君登临，我笑着劝她：“今年是你本命

年，眨眨眼，你都花甲了，是只真虎，也老了，你这虎脾气也该敛敛

了。”妻脸一横，说：“我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不在你面前发威在谁

面前发？！要我变成老绵羊，休想！”

家中养只虎，踢踢咬咬一辈子。我无可奈何，心叹：龙虎相斗，

虎厉害啊！斗不过那就不斗，爱吧。卧榻之伴，伴的是虎，又非皇

帝，何可惧哉。

十二生肖中，配称君的，也就虎吧，所谓“百兽之长、山兽之君

也”。

我一直搞不明白，虎怎么会是猫科动物？猫体小，捕鼠为食，

叫声纤细，而老虎，百兽之王，吼啸如雷。看外貌，二者颇似，然归

类到一块儿，颇具幽默感。自然界里，讲究丛林法则，强者为王，败

者为寇。这吊睛大虫，额上刻着王字，身健力壮，锯牙钩爪，舌大如

掌，谁不恐惧得匍匐脚下？狐狸不怕，狐狸耍小聪明，搞的是假借，

若非老虎厚诚，狐狸难以脱险。而每看视频，目睹老虎面对猎物，

悄没声地，迅猛出击，只一扑一掀一剪，就把猎物降伏，叹其果然威

猛。

古人写虎的诗，何止百首，所写虎迹，虽多未点明踪在何处，想

来首在中原。这些诗人，大都遍游河洛山川。虎之聚居，概几大山

系，咱鹰城地界儿，亦该是虎之乐园，豫西鲁山，当在要冲。鲁山居

于伏牛山东麓，峦高嶂大，沟深壑险，动植物横行竖生，正宜虎豹存

身。鲁境至今带虎字的地名比比：虎狼沟、虎蹄沟、虎盘河、虎跳

峡、老虎笼、穷虎岭、白虎涧……几乎乡乡都有。打着虎的烙印，岂

曰与虎无关？《新唐书》曾记载唐代鲁山令元德

秀的一件卓行：“有盗系狱，会虎为暴，盗请格虎

自赎，许之……明日，盗尸虎还。举县嗟叹。”是

谓释盗伏虎。宋诗开山祖人梅尧臣，任襄城县令

时游历鲁山，作《鲁山山行》曰：“适与野情惬，千山

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

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诗人

乃写实主义者，其所见当时豫西鲁境有熊有鹿，

想来岂无虎哉？只是诗人游历时心情好，未见虎

罢了。他还有诗曰：“人烟将近郭，松竹不知秋。

夜虎林间啸，溪泉舍下流。”不排除写的还是鲁山。

炎黄子孙们观虎窥虎，时日久了，处处拿虎

作标杆，连词语也固化了：虎背熊腰、虎视眈眈、

虎目豕喙、虎头燕颔……关乎虎的词语俚语歇

后语，亦何止百千。最初，先祖们崇龙，龙呼风

唤雨，来去无踪，心血来潮时，拿龙与虎比：虎啸

龙吟、虎踞龙盘、虎斗龙争、虎卧龙跳……怎么

比，却也比不出效果。实际上，龙行在天，虎奔

在地，让它俩比试，那是关公战秦琼，没法比

的。然而，这么一并列，倒是让人类明白，虎与

人更亲更近。只是老虎不解人意，征服山林，本

性食肉，饿了就去伤人，弄得武二郎们恨在心

头，逞起英雄，饮几碗酒，壮起虎胆，提根梢棒开

打，以为打死了，食其肉，寝其皮，虎鞭虎骨拿来泡药酒。殊不知，

人一开猎，就禁不住了，到了后来，不是虎弄得路断人稀，倒是人弄

得虎无法存身。眼看虎要绝迹，人才明白，生态需平衡，虎得保护，

再逮了就不杀，豢养起来，要它繁育。不料，这巨兽性情偏执，喜自

由，爱单栖，你要搞“拉郎配”，给它找个对象，不对眼儿的，它还不

往一块儿亲热，急煞人也。

应该说，人们对虎，感情复杂，既爱且恨，爱恨交织，爱比恨

大。爱其尊容，喜其威猛，尊之为山神，崇之为圣兽，赋之以吉祥。

以为虎代表着权势，拥有着威严。生前想让虎陪伴并不现实，那么

归天后就千方百计要想让虎侍在身边。料想崇虎文化就是这么来

的。看古代的石器陶器玉器乃至墓室岩画，大都有虎的造型和纹

饰。商代青铜器“后母戊鼎”，鼎耳上还雕对虎纹。虎兼具御凶、祥

瑞二任，这在兽物象征里，恐怕绝无仅有。两汉四百春秋，举凡盖

房垒屋造墓，差不多有身份的人家，都在砖石上刻画老虎，把它作

镇宅之神、避邪之物。我见过南阳出土的诸多汉画像砖石，上面很

多都雕画有虎，工匠们并非简单描摹，而是抓了虎的形态，所雕之

虎，生动传神，咋看咋美，美到了骨子里。有一砖一虎的，有一砖两

虎的，有一砖多虎的；有狂奔的，有腾空的，有倒立的，有斜冲的，有

扑食的，有怒吼的……惊心动魄，淋漓尽致。

虎与福、富谐音。数千年，中原民间虎俗，既崇且宠；随着老虎

数量的减少，又由崇转宠，且拜且爱：得一张虎皮，必铺在椅上以显

尊贵；画一张虎符，需贴在墙上方驱鬼魅；门搭门鼻饰成虎头形的，

贼来一看心中害怕，该窃也不窃了。官员们在办公室里，喜挂上山

虎，忌挂下山虎，上山虎寓意步步高升，下山虎担忧牢狱之灾。民

间丧葬、盖房动土，讲究左青龙右白虎，行事吉利。妻子生个儿子，

当父亲的抱起来一看，憨态可掬，心下高兴，干脆就虎儿虎儿地叫，

让伢仔戴虎头帽，穿虎头鞋。俗谚：“姑的鞋，姨的袜，外婆送个虎

娃娃。”亲戚们庆生送礼，甭论什么生肖年，送就送与虎关联的衣

物。将门无犬子，生的儿子为虎子，生的女儿乃虎女，长大了做官

谓虎臣，报效祖国为虎将。虎虎生威。

进入虎年，我突发奇想，查一查带“虎”字的药草，什么虎刺虎杖

虎头蕉虎尾兰虎皮草虎耳草，还真不少，鲁山的山里差不多都产。

中药里还有白虎汤五虎汤独虎散虎力散等。这些中药草皆为医治

疑难杂症之良药。想它们虽非取自虎身，倚重的也是虎之英名。

如今，国人恋虎情结深厚，难见真虎就看假虎。做手工布老虎

的针凿女人升格，给一个名分，叫非遗传承人。我每每到非遗会上

观瞻，驻足时间最长的就是看布艺，布艺中又细看布老虎。各色花

样，大小不一，千姿百态，令我惊叹老太太们的想象力。怪不得国家

会把它列为非遗项目，一针一线中，透着拙美，凝着智慧。它包含

着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对老虎这一动物既爱且崇（宠）的心情啊！

虎年前夕，看网上布老虎畅销。获悉鲁山有一布老虎传承人

叫张秋月，就择一周日，专程前往探访。好家伙，令我大开眼界。

她家二楼三间展室，架上摆的，墙上悬的，桌上放的，全是布老虎。

小如拳头，大比真虎。花色繁杂，蓝的黄的紫的，红色居多。个个

夸张变形。我发现，数千年虎文化，雕画之虎写实的多，布做之虎

神似的多。秋月大姐介绍，做一只布老虎，前后工序得 60来道，面

部得 30来道。她以锦缎棉麻为底料，毛毡彩线做装饰，工艺上融

剪纸刺绣为一体。秋月说，布做虎求神似，虎腰粗细、虎尾长短无

关紧要，关键是虎脸虎面，要滑稽可爱；口鼻胡须，眉眼色泽，各不

相同；五官造型，得有寓意。她的虎，虎鼻缀亚腰葫芦，寓意福禄；

虎眼缝做莲花，寓连年和谐；有双鱼的，寓年年有余；有桃花的，寓

交桃花运；嘴巴则多剪裁成蝙蝠与古铜币，寓福在眼前、前（钱）程

远大。虎身上还多饰牡丹蝴蝶等吉祥图案。有时又缀以多只小老

虎，谓之母子虎。虎腹下设拉链，腹内充填丝绵以及多种中药材，

置于室内，芳香缕缕，四季里室内充满幽香。秋月大姐说，做成一

只虎，差不多得两三天，有时得一周，费工夫得很。未进虎年，她的

布老虎就供不应求了，上海某家博物馆，竟让她做了一个近 3米长

的大虎，没办法组装，她只好携带布料等，坐高铁亲自去了一趟，受

到人家的热情接待。作为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秋月大姐着实荣

耀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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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街书会探源
◇潘民中

马街晨曦 路冠中 摄

在近代以前的社会，马街书会本

质上来说是马街火神庙庙会。马街火

神庙庙会是以交易供正月十五火神社

社日娱神娱人“说书”为主的，所以简

称谓“书会”。交易的买方是滍水（今

称沙河）汝水（今称汝河）流域成百上

千个村庄的火神社，卖方是从方圆十

数省赶来的说书艺人。

滍汝流域是豫西山地东麓一处完

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也是一处完整的

人文地理单元。说其是一个完整的

自然地理单元，是因为这里地形为三

山夹两川。三山者伏牛山余脉、外方

山余脉巴山山脉、嵩箕山脉者是也；

两川者发源于伏牛山脉东段主峰尧

山东麓的滍水，今称沙河、发源于尧

山西麓的汝水今称汝河者是也，两川

流至巴山东端首山以东合二为一。

这 里 山 川 相 间 ，山 明 水 秀 ，适 宜 人

居。同时这里又处于我国南北气候

分界线上，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适宜

人居。说其是一个完整的人文地理

单元，是因为早在距今八千年前的裴

李岗文化时期，先民就在这里居住，

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滍水两

岸和汝水两岸聚落遗址持续增多，达

到相当密集的程度，进入三代有应

国、夹国、鲁国分布，秦汉以降这里置

县置州。明清时期在这里设置汝州，

汝州辖鲁山、宝丰、郏县、伊阳四县，

鲁山、宝丰、郏县之名今天仍在使用，

伊阳今天改为汝阳。唐宋时期的汝

州除了这四县外，还管辖叶县和襄城

县，这样就刚好囊括了整个 滍 汝流

域。滍汝流域有浓重的火神崇拜习

俗，不少村庄都建有火神庙，不管是

有火神庙的村庄还是没火神庙的村

庄，无一例外都有民间自由结成的火

神社。火神社是论“道”的，人口少的

村庄有一道或两道火神社，人口多的

村庄则有三道、四道甚至八道、十道火

神社。我家所在的村庄，刚解放时只

有二百八十口人，就有东头、西头两道

火神社。这些火神庙或火神社都以马

街火神庙为总庙，火神庙和火神社所

敬奉的火神也都是从马街火神庙请回

来的火神。

火神社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每

道火神社设有社首，经理日常社务。

社首或是由参加该社的民户一年一

次公推，或是由参加该社的有实力有

能力的民户主人轮流坐庄。每年每

户按人口交纳少量的粮食到社里（比

如 每 口 人 交 一 升 麦 子），供 社 日 开

销。社首计划着卖多少换成现金，供

正月十三马街会“写书”（购买说书），

及办社日酒席所需酒、菜、作料等；留

下多少用于养一头两头猪，社日祭祀

火神做油炸供果，及酒席主食（蒸馒

头）供社员食用。

为什么滍汝流域有这么浓重的火

神崇拜习俗？为什么马街会有一座火

神总庙？马街火神总庙及滍汝流域成

百上千座村庄的火神庙、火神社供奉

的火神是哪一位？

原始先人发现雷击着火（天火）和

火山喷火（地火）烧死的动物肉好吃，

且可供御寒过冬，遂保存下这天然火

种备用。懂得用火，使人类超越了动

物界，成为万物之灵。进而发明了钻

木取火和击打燧石取火。有了火，跟

着就发明了烧制陶器，把五谷煮熟了

吃。有了火，就发明了冶铸青铜器，能

够烹饪肉食。有了火，就发明了冶铁

炼钢，铁制农具广泛使用，提高了生产

力。火为人类进化和文明进步作出了

巨大贡献。所以就有了人类对火的信

仰，对掌管火的神灵崇拜。

在我国古代，火神有六个：燧皇、

炎帝、祝融、阏伯、王灵官、罗宣。燧皇

即燧人氏，是人工取火的发明者，实际

上应该是个群体。炎帝是略早于黄帝

或与黄帝同时的人君，“炎帝者，太阳

也”，崇拜太阳，以火为纪，“故为火师

而火名”，带有想象意味。所以燧皇、

炎帝这两个火神是泛指、概指火神。

祝融和阏伯则是实指，是中华文明起

源时期（距今 4000 年—5000 年）即五

帝时代两个部落联盟酋长。黄帝是五

帝之第一帝，黄帝与嫘妃所衍生出来

的两个子部落昌意与玄嚣，昌意部落

降居于汝水，玄嚣部落降居于滍水。

昌意部落衍生出颛顼部落，颛顼为五

帝之第二帝；玄嚣衍生出的孙部落帝

喾为第三帝。帝喾为帝时，封颛顼的

子部落或孙部落祝融为掌管火的“火

正”。火正的职责为取火、出火、纳火、

改火和保留火种。祝融部落繁衍出八

个子部落，即“祝融八姓”。八姓中有

“芈”姓，即后来的楚族，西周时建立楚

国，楚族、楚国遂以祝融为先祖。阏

伯，即契，尧帝时为火正。尧帝是五帝

之第四帝，尧是帝喾的子部落。阏伯

即契也是帝喾的子部落，是建立商朝

的商族的祖先。祝融、阏伯这两个五

帝时期的火正是有《左传》《国语》《山

海经》《史记》等史籍记载的，后人将这

两个火正崇奉为火神，这两个火神是

实指的、正宗的。王灵官、罗宣这两尊

火神出现得比较晚。王灵官是明代道

教供奉的火神，相传是宋徽宗时人，曾

师从西蜀道士萨守坚，受道符秘象，是

道士林灵素的再传弟子。永乐中加封

为“先天大将火车王灵官”“玉枢火府

天将”。罗宣则是晚明印行的神话小

说《封神演义》中叙写“姜子牙斩将封

神”所塑造出的火神，清代随着《封神

演义》的传播，被民间文化人所接受，

有些地方民间以罗宣为火神。显然，

王灵官、罗宣这两尊火神是后起的虚

指火神。

阏伯契部落活动区域在今商丘及

其周边地区，所以商丘是商族、商朝的

发祥地。《左传》载：“陶唐氏之火正阏

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

因之，故商主大火。”商朝时在商丘建

阏伯祠，祭祀祖先契。后世称阏伯祠

为火神庙。至今商丘还有“阏伯台”祀

阏伯为火神。阏伯台也有庙会，又称

“火神台庙会”，是商丘最为古老和盛

大的庙会。简称“台会”，老百姓把赶

台会称为“朝台”。是由人们对祖先阏

伯契、火神阏伯祭祀发展而来的盛大

庙会，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每

年农历正月初四至初八，许多参加祭

祀和庙会的人们，为阏伯添土圆坟并

以敲打木棒、石块，吟诵悼念之词等古

老的方式祭祀阏伯。随着时间的推

移，朝台的人越来越多，香火越来越

盛，至唐代已发展成相当隆重的庙

会。据考证，火神台庙会在清代乾隆

年间最为盛大。据曾任河南博物馆馆

长的文博专家许顺湛在《中原远古文

化》一书和曾任河南省社科院考古研

究所所长的考古学专家马世之在《中

原楚文化研究》一书考证，祝融部落的

活动区域以嵩山为中心，东至新郑，南

至郏（今郏县）、鲁阳（今鲁山）一带。

郏至鲁阳一带恰当滍水汝水流域。楚

族南迁丹阳（今淅川）、江汉立国后，把

对祖宗祝融的崇拜也带到南方，所以

南岳衡山供奉祝融，有祝融峰。楚国

强盛起来后，北进中原，楚文王十二年

（公元前 678年）北出方城隘口，“封畛

于汝”，把疆域推进到汝水一线，这样

就将原来祖先祝融部落繁衍生息的

区域纳入了版图。此后楚国对滍汝

流域的统治一直持续到楚顷襄王初

年长达近四百年，楚族族众相中这里

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大量移居于此

繁衍生息，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崇拜祖

宗火神祝融的民间习俗。于是，在该

区域的中心地带今鲁山东与宝丰南

交界处的大荆山（今鲁阳电厂东北）

南麓、应水之滨（今马街火神庙所在）

建祝融祠宇供奉祖先祝融。这里西

距汉鲁阳故城（今鲁山昭平台水库中

邱公城岛）80 里，东距襄城县 90 里，

西北距汝州 90 多里，东南距汉叶县

（今叶县叶邑镇）80多里，东北距郏城

（今郏县 60里），恰中心之所在。这里

叫 大 荆 山 ，也 是 楚 人 留 下 的 印 记 ，

“荆”“楚”一也。因为祝融曾任帝喾

火正，祖宗崇拜与神灵崇拜合二为

一，祝融祠遂称为火神庙。这就是马

街火神庙的来历，也成为滍汝流域成

百上千个村庄崇拜火神祝融习俗的

源头。乾隆四十二年（公元 1777 年）

任马街书会会首的潘业给马街火神

庙和大荆山北麓火神庙村火神庙都

撰有碑文。只可惜马街会火神庙的

潘业碑被砸毁了，如今只能看清其中

零星的字，难以连贯读通。而火神庙

村火神庙潘业碑却完整地存在着，碑

名为《葺修火德神祠记》，撰于清嘉庆

二十二年（公元 1817 年）九月。碑文

开篇即言：“重明廉正，盛德在火。上

古圣者，火正司地，实为祝融。”可以

证明马街火神庙所祀火神及滍汝流

域成百上千座村庄火神社所供奉的

火神，既不是远古的燧皇、炎帝，也不

是近古明朝道教的火神王灵官、清朝

民间流行的火神罗宣，而是起源于进

入文明门槛的五帝时代两位火正祝

融、阏伯之一的祝融。

为什么商丘阏伯台庙会日期是

正月初四至初八，而马街火神庙庙会

（书会）则是正月十一至十三，因为相

传阏伯的生日是正月初七，所以正月

初七就成为商丘一带的火神节。而

祝融的生日是正月十三，正月十三就

成为豫西滍汝流域的火神节。至于

《广东新语》说的祝融生日是二月十

三，那是祝融崇拜向南传播过程中造

成的讹误。商丘阏伯台庙会赶会百

姓称为“朝台”，意为朝拜台上敬奉的

阏伯。马街火神庙庙会赶会者则主

要是为滍汝流域村庄火神社日“娱神

娱人”而亮书和写书的人和广大信

众。这种差别是千百年来不同习俗

传统的差别。马街火神庙庙会的内

涵则更丰富一些。中国传统社会两

大正宗火神祝融、阏伯的祭祀庙会，

一在豫西，一在豫东，从民间习俗层

面也证明了豫州——河南在中华文

明起源中所处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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