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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连山（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
民俗学会理事）：

庙会起初与信仰紧密相关，新年来临之际，人们
要到寺庙等场所进行祭拜，而祭拜时人群聚集，就会
产生商业需要，于是便有一些商贩买卖、娱乐活动加
入。但总的来说，过去庙会一直是以拜神、敬神为核
心，以到庙里烧香为主要活动。后来，我们反对迷信，
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除掉了，由于缺乏信仰动力，庙会
只剩下吃喝玩乐，难免会出现同质化的现象。前几年
我受北京市文化局委托做庙会评比，每年都要看十个
左右的庙会，但看下来感觉大同小异，连小吃都是千
篇一律。

近些年，不少庙会也在尝试营造一定的文化氛
围，像天坛、地坛分别举行祭天、祭地等活动，声势浩
大，现场观看的人也很多，但这些说到底只是一项表
演，看似严肃，实则让这些场所缺少了本身应有的庄
重感。包括圆明园等也会组织一些皇家演出，更多的
还是商业噱头，并没有太多实质上的文化含义，看的
人也多半是图个热闹。厂甸庙会从琉璃厂移到陶然
亭公园后，请人化装扮演成财神爷，抱个元宝让大家
摸一摸，有那么点意思，但终究只是种娱乐。

要想让庙会特色鲜明，真正呈现文化多元的格
局，就应该让庙会恢复信仰的实质。事实上，各个寺
庙祭祀的神灵不同，比如，信道教的去白云观，信佛教
的去隆福寺，包含的文化自然就有了差别。白云观娱
乐东西没那么多，但年年去的人特别多，雍和宫抢头
香排队的人也很多，据说要提前几天去，老百姓去那
里烧香、磕头，那是发自内心的精神需要。我们需要
创造更加自由平等的文化生活环境，让民俗文化有更
好的发展空间。 （据北京晚报）

“人挤人”就是特色 套圈成了“新民俗”

庙会 简单重复又一年
烟花过后，春节遁走。
在过去的几天里，庙会，也许是冷寂的北京城中最热闹的场所--2015年的庙会规模虽有缩水，仍能每天

吸引数以十万计的游客。
然而红火背后，少不了失望。在许多人眼中，庙会只是人挤人摊连摊的简单热闹，羊肉串卖拼图的无聊重

复。要想在庙会中找点真特色，怎么这么难？

暌违庙会三五年的光
景，岳文亮今年再次光顾了
厂甸庙会：“新交了女朋友，
春节总得找个借口见面。”

在岳文亮的印象里，庙
会大概分“三个卖”：卖羊肉
串的，卖拼图的，卖把式的，

“几年不来也没什么遗憾”。
岳文亮儿时的厂甸庙

会，如今已迁址到陶然亭

公园，进了庙会东门，就
能看到一排“非遗”摊
位，最受欢迎的是“毛
猴”，这种由蝉蜕为主料做
成的工艺品，吸引了不少
孩子的目光。相比之下，
其他几个摊位则门庭冷
落，一个售卖老北京传统
玩具的摊位，竟无人问津。

“面具、木制玩具，这些

东西都太大众化了，你说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吸引
人。”岳文亮还是准备“更进
一步”，去餐饮区逛逛，光从
人流就能看出，羊肉串和烤
鱿鱼，比眼前的民俗展示更
有吸引力。

“过节不就是吃喝玩乐
么，人家商家肯定要迎合你
这个需要。”对于庙会的单

一化，岳文亮表示可以理
解，在他看来，即便加入民
俗展演等特色环节，也很难
如羊肉串这般吸引游客，

“大冬天儿的，就算有个文
艺展演，大家也不可能杵那
看很久。换个角度想，人挤
人吃烤串也算一种民俗吧，
这么多年都说庙会没新意，
这不人也挺多吗？”

大年初二下午，雪后
的大观园庙会，显得有些
冷清。

庙会南门外的临时停
车场，也有些稀稀落落。
陈涛刚把车停好，儿子就
从车下蹦下，一路小跑奔
向庙会门前的红灯笼。

“要不是孩子在家无聊
就知道玩手机，我才不愿
意来庙会。”选择大观园庙
会，陈涛表示只是离家
近，至于“红楼特色”并
不在考虑之中，“孩子还
小，不懂什么是红楼梦。

何况庙会都差不多，买个
风车哄孩子转一圈，我们
就回去了。”

已在园子转了小半天
的温女士，则觉得40元的票
价多少有些“不值”。初次
涉足大观园，温女士本是

“慕名而来”，然而园区景色
与心目中多少有些差距，再
加上雪后地滑，本应举行的

“元妃省亲”表演也被临时
取消：“没电视剧里那种感
觉，基本什么都没看到，房
子里就几个破旧的假人，还
挺吓人的。”

让温女士觉得最煞风
景的，还是随处可见的

“字画展”、“一折销售”--
书中的“曲径通幽”、“杏
帘在望”，如今门前都被各
色商家占领，“每处园子都
应该有个精致的介绍，现
在那么多高科技手段，完
全可以吸引更多游人。可
多好的景，门口弄个字画
摊，意境一下就没有了。”

有这种感觉的，远不止
温女士一人，受访的十几名
游客中，大多数人都觉得庙
会“千篇一律”，没有体现出

公园本应有的特色。
“不止大观园，北京好

多公园都有自己的特色。
庙会完全可以因地制宜，就
算卖东西，也可以卖出特
色来。比如大观园可以卖
红楼人物的人偶，天坛、
地坛可以卖标志建筑物的
模型。”游客邢雪涛在国外
旅游时，当地景点的限定
纪念品曾给他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就算是价格贵一
些，大家肯定也更喜欢有
纪念意义的产品，证明这
个庙会我来过。”

与地坛庙会、厂甸庙
会等传统庙会不同，朝阳
公园国际风情节走的是现
代感十足的洋庙会路线。
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由
三位荷兰艺术家扮演的

“星际穿越者”踩着“高
跷”来回巡游，虽说装备
算不上“高大上”，但奇特
的造型还是吸引了不少游
客驻足拍照。位于公园中
央的国际风情表演区，来
自俄罗斯、希腊、西班牙

等 10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
位表演艺术家身着盛装，
现场演绎着风格迥异的异
域歌舞。

不过，五花八门的表演
似乎依然敌不过套圈儿等

“老把戏”的魅力。游乐设
施旁的空地上，加菲猫、阿
狸、龙猫等各色毛绒玩偶排
列整齐、高悬空中，动辄 20
元起步的价格并未挡住一
波波涌入的游客。85后小
伙儿徐林也带着父母凑了

把热闹，“逛来逛去，也还是
只有套圈儿、扔飞镖、投硬
币这种项目能参与一把，从
小到大都没多大变化，在哪
个庙会也都能见着。”对于
带孩子的家长来说，今年的
洋庙会上倒是多了项不算

“洋”的新玩意儿。沙堆前，
几辆逼真的迷你挖掘机让
不少孩子过了把“技校”的

“瘾”。
既然是庙会，自然也少

不了满街飘香的小吃。作

为洋庙会，这里除了传统的
内蒙古烤肉串、武汉豆皮、
油炸蚕蛹外，还多了些西班
牙吉事果、美式甜甜圈、德
式BBQ、泰国石榴汁等洋气
美食，就连卖小吃的商家也
有不少“老外”面孔。“乍一
看倒是挺别致的，但其实多
半就是个噱头。”90后姑娘
小颖不禁吐槽，“所谓的台
湾美食街上，居然还有台南
老北京炸灌肠，仔细一想就
觉得不靠谱。”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民俗专家）：

庙会作为北京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变
成城市乡愁的所在地，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看到一些逐
渐消失的传统东西，找到一些怀旧的感觉。

大年初一我也去了庙会，人气确实很旺，印象很
深的是套圈儿占的位置特别大，满眼都是毛绒玩具，
商业气息特别浓，少了些文化的味道。庙会上也有一
些民间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做得也都很
好，但可能相对冷门，关注的人似乎并不够多。

每个庙会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主打的特
色东西，可以让人在不同庙会上有不同收获，不要让
庙会成了羊肉串和套圈儿的聚会。就像现在旅游，全
国各地的纪念品都是一个样的，失去了本身的意义。

对于庙会而言，套圈儿的毛绒玩具可以有，但不
应该成为主角。庙会主办方可以搞一些民俗文化体
验区，一方面给游客展示手工艺，另一方面也能让游
客更多地参与其中，在互动中感受真正的文化氛围。

张忠强（北京“兔儿爷”民俗传承推广者）：

我们在庙会开设的“兔儿爷”摊位，销售量在逐年
提高，可以看得出，老百姓对于有特色的民俗产品是
非常认同的。尤其是手工制作的产品，即便价格比批
量生产的工业品贵，也还是能被消费者认可。

许多在庙会买了“兔儿爷”的顾客，还会在节后再
找到我们的店购买。以往这么做的往往都是北京人，
是来“怀旧”的；而现在许多从外地来的游客，也会把

“兔儿爷”当做北京民俗的特色产品，带回家当做礼
品。

从这些现象看，老百姓的鉴赏能力正在提高，已
经不满足于庙会上那些重复的工业产品。大家更愿
意去了解民俗产品的特色、由来和制作工艺。庙会可
以成为北京民俗的一个展示平台，民俗也可以成为庙
会的特色。

想让民俗成为庙会的特色，我认为还需要主办方
出台一些举措。比如给特色产品更多的摊位、更大的
摊位面积、更好的展示条件，也可以适当减免摊位费，
吸引更多民俗产品进入庙会。

人挤人吃烤串渐成“新民俗”

“一折字画”毁掉庙会特色

洋表演也敌不过“老把戏”

“想让庙会特色鲜明，
应该让庙会恢复祈福的本意”

“适当减免摊位费，
吸引更多民俗产品进入庙会”

“庙会应当变成城市乡愁所在地，
有怀旧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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