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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另外，上述资料中特别提到了

广严禅寺和《重修广严禅寺碑记》，并以此作

为马街书会延续700多年的重要依据，但都忽

略了一个事实——马街书会是以应河边的火

神庙为中心展开的，广严禅寺则位于马街村

内，二者相距三里有余。再者，《重修广严禅

寺碑记》主要记录了该寺的兴废史，并未言及

应河火神庙说书会。若此，清嘉庆二年《宝丰

县志·金石志》记载的北齐天统四年（568年）

马渡街佛教寺《石造像碑记》距今已有1450余

年历史，是否也能作为马街书会之历史呢？

可见，以广严禅寺的修建时间来确定火神庙

正月十三说书会的起始时间不妥。

查阅了一些古籍资料和历史事件记录，

笔者认为，马街书会极有可能源自唐代，距今

已有千年的历史。

三、马街书会形成的宗教文化
背景

（一）庙会的产生。关于庙会，1980 年版

《辞海》这样解释：“庙会亦称‘庙市’。中国的

市集形式之一。唐代已经存在。在寺庙节日

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

近，故称‘庙会’。《北京风俗类征·市肆》引《妙

香室丛话》：‘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

集，谓之庙会。’这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市集

形式，解放后在有些地区仍被利用，对交流城

乡物资，满足人民需要，有一定的作用。”庙会

的源泉在于远古时期的宗庙社郊制度——祭

祀。在远古时期，祭祀是人们生活中一件经

常而又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所以《左传·成

公十三年》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

祭祀过程中，人们聚集在一起开展一些活动，

如进献供品、演奏音乐、举行仪式等，这种为

祭祀神灵而产生的集会可以看作是后世民间

庙会的雏形。实际上，从“庙会”二字本身也

可以看出这点，“庙”最初就是指供奉神灵尤

其是祖先神灵的建筑。

与其他民俗一样，庙会是社会发展的产

物，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能够体现出时代的色

彩。秦代，庙会的内容单一而稳定，即祭祀祖

先与神灵。东汉末期，道教开始初步形成，庙

会受到了宗教信仰的影响，内容开始出现了多

元化的色彩，各种习俗也开始初步形成。《西京

杂记》描述了当时的祠庙祭祀习俗：“汉制宗

庙，八月饮酎，用九醖，太牢”“京师大水，祭山

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祷祠如求雨法”。

几乎在同一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道之

间展开了激烈的生存竞争。到了唐代，两教

均达到了全盛时期，对社会产生了空前的影

响，出现了诸如圣诞庆典、坛醮斋戒、水陆道

场等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后来这些宗教仪

式慢慢加入了舞蹈、戏剧、出巡等娱乐内容，

不仅吸引了信众，许多凡夫俗子亦多愿意随

喜添趣。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持

着中心位置。道教文化经过帝王们的倡导更

加迅速繁盛起来，庙会亦应运而兴。

（二）盛极一时的唐代道宫道观建设。唐

玄宗在位的开元年间，是唐代道教发展的高

峰期。当时不仅各州及五岳均建有太清宫和

道观，而且在皇宫内也建有长生殿（亦名“集

灵台”），以祀天神。在长安城内的崇玄馆，专

门设置了大学士一职，由宰相兼任，统领两京

的玄元馆和道教宫、观的宗教事务；各州的道

教宫、观，则由当地的长官或节度使兼领。由

此可见唐玄宗对道教的重视程度。

随着道教的社会地位提高和大发展，道

宫、道观的数目激剧增加，道士和女冠的人数

也成倍增长。在唐代前期，公私新建和改建

的道宫、道观很多。据《唐会要》卷五十《观》

篇记载，在西京长安著名的宫、观有：太清宫、

龙兴观、昊天观、东明观、弘道观、太清观、兴

龙观、景龙观、福唐观、金仙观、玉真观、仪坤

观、都玄观、安国观、玄都观、三洞观、清虚观、

天长观、崇真观、兴唐观、昭成观、九华观、玉

芝观、新昌观、华封观、玄真观、福祥观和奉天

宫等28处。这些宫、观，或由朝廷兴筑，或由

王府、公主故宅、大臣故宅改建，规模都很宏

大，建筑多为宫殿式。在东京，著名的宫、观

有太微宫（本玄元皇帝庙）。在登封县嵩山，

有隆唐观、嵩阳观（以北魏所建嵩阳寺改）、太

乙观，规模也很大。除太微宫为宫殿式外，其

余略同于佛寺。泰山、华山、恒山、衡山、嵩山

五岳，各有真君祠，各州都建有紫极宫，以及

大、小道观。这些宫、观规模都比较小。另

外，当时不仅有道士的道宫、道观，而且有女

冠的道观，如西京的太平观、太清观、金仙观、

玉真观、都玄观、安国观、昭成观、新昌观、华

封观，都是女冠观；而奉天宫（在河南府登封

县城道士观）、金阙亭（在长安女冠观），是专

门度皇族和皇宫后妃宫女的。

高宗弘道元年（683），规定上州官府建观

3座，中州2座，下州1座，至玄宗，道观建筑基

本没有限制。据《唐六典·祠部》统计，当时全

国共有宫、观1687所。马街应河岸边的火神

庙应该就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

（三）唐代道教乐舞对说唱音乐的深刻影

响。唐代是宫廷音乐和道教音乐发展的鼎盛

时期。面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

统治者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明政策，促进了

民族音乐的大融合，道教音乐走进皇宫，与宫

廷音乐巧妙结合，音乐风格呈现多元化。南

京艺术学院传媒舞蹈学院副教授张素琴，在

《唐代宫廷乐舞<上元乐>中的道教元素》中

说：唐代是中国古代宫廷乐舞的高峰时期，不

仅具有严整的雅乐祭祀乐舞，而且构建了完

备的燕乐体系，其乐舞构建接纳和借鉴了大

量的佛道文化因素，如《菩萨蛮》《上元乐》《紫

极舞》等。据新、旧唐书等典籍记载，唐皇室

以道改乐和因道创乐（舞）的历史有数次，在

玄宗时期达到高潮。一方面将已有的宫廷乐

舞改为道调或延请道士创作道教乐舞，另一方

面将各乐舞类型进行融会，如开元二十四年，

“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新唐书》卷

22“礼乐志”）等，成为独特的乐舞文化现象。

以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为代表的皇家士

族，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了老子，因而以老子

所在的“李”姓士族阶层的社会、文化地位以

及老子所代表的中华文明正统思想——道家

思想为根基，奠定了唐朝皇家士族统治地位

与大唐帝国盛世的根基。他们自认是老子李

聃后裔，尊老子为国祖，将道教定为国教，道

家学派的思想处于被尊崇和核心的地位。皇

宫的乐工们制作了大量所谓的道调，即一般

意义的富有道教神仙色彩的道曲。《新唐书》

卷 21《礼乐志》记：“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后

也，于是命乐工制道调。”皇宫内专门有人收

集和整理道教经籍，唐玄宗时编撰了第一本

道藏《开元道藏》。

为了体现李唐统治的神圣化，统治者在

全国大规模建立道观，以致全国上下宫观林

立、信徒众多，为道教音乐的繁荣提供了良好

的平台。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

第三编第四节《道教的流行》中说：唐高祖李

渊认道教宗主李耳为始祖，尊道教为国教，以

道教“清静无为，无为而治”为治国纲领。唐

太宗李世民637年下诏，男女道士位高于僧尼

之上；唐玄宗李隆基继位，大兴道教，教人画

老子像分送全国道观庙宇。这样大规模地提

高道教地位，促使全国道教庙观林立，男女道

徒大量增加。

这种独特的环境，促进了道观里的变文

讲唱——我国说唱音乐始祖的正式形成，这

种变文讲唱在很多记载中称为“俗讲”。变文

的文体是韵散间用的长篇叙事体，韵文部分

以七言为主，杂以“三、三”句式或五言等。这

种文体与诗不同，它的文字通俗，平仄不严，

用韵较宽，散文部分为通俗的白话。这些特

点都为后世的弹词、宝卷和鼓词等形式所继

承。变文的实地说唱情景，在唐代赵璘的《因

话录·卷四》中有载。变文讲唱的内容，有道

教故事，有民间传说，还有历史故事，如《舜子

至孝变文》《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张义

潮变文》等。唐代的说唱音乐除了变文讲唱

以外，还有民间的说书，这些只流行于民间的

说唱形式，如有的艺人说《一枝花》，还有的说

《三国》故事等。到了宋代说唱音乐已趋于成

熟，元明时期继续发展，至清代达到空前兴

盛，成为遍及全国有数百个曲种的形式。

四、唐代道教说唱文化成就了
名扬天下的马街书会

1988年河南省曲协任骋和张凌怡在宝丰

马街调研时，采访了郏县著名说书艺人王树

德（艺名叫王结子）。王树德讲，唐朝时期佛、

道两教同处共生，朝廷到处建庙宇。由于自

古就有民众祈福还愿的习俗，人们若遇病、灾

等难处，都会去庙宇烧香许愿、还愿，还愿时

会请来艺人根据许愿内容说唱“愿书”。马街

书会即因此而起。

有这样一个故事：

书会东侧的新寨村原名“新农村”，俗称

“新寨”，兴建于民国十九年（1930）。寨南门

内的东栏马墙边曾住着一户姬姓人家，户主

姬保堂，原籍张八桥镇西火山村，生于 1920

年。姬保堂十三岁那年乞讨至应河火神庙，

被老道收留，后在新寨成家落户。

在火神庙生活的十余年里，姬保堂听老

道讲了许多道教故事，其中包括火神庙和庙

会的往事。据说火神庙原先叫通仙观，属于

皇家祠庙。现在火神庙北边一畛地处（今中

华曲艺展览馆）那两大堆砖头、石块、瓦砾就

是通仙观遗迹。这两堆东西自古就存在于新

寨村西300米处田地中央，只因相传是神庙的

东西，始终没人敢动。直到2013年、2016年县

里建曲艺馆和曲艺交易中心大楼时才分两次

移走。

据说，通仙观里奉侍着老子圣像和火神

祝融，有百名道士，教习道经、道韻、歌舞等。

这一年秋冬季节，龙兴县唐县令来到通仙观

传朝廷诏谕：洛阳周围三百里以内的州县都

要派遣演唱团队到洛阳汇演。道长挑选30名

精明而有学识、通道韵的道士，用南方道韵谱

曲元结所作《补乐歌十章》，以长萧、横笛伴

奏，加紧排练。正月十三那天，道士们头戴黄

冠帽，身穿道袍，足蹬云履，手抱渔鼓，用十支

横笛、长箫伴奏、渔鼓击节，边唱边舞，赢得满

堂彩，受到唐王褒奖并御赐手书匾额“发扬光

大”。此事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自此之

后，各地庙观派遣道教弟子，到火神庙拜师学

唱道曲。那些出师的道士每年都要带着徒弟

前来归宗拜祖。因为是正月十三受唐王封

赏，这一日也就成为唱曲道士的朝圣之日。

来的人多了，就各自在庙外的田地东一聚西

一伙地说唱起道情、弹词、三弦、大鼓等，南腔

北调，五花八门。远近村民也会来听戏，渐渐

就有了庙会。

史书记载的有关史实在一定程度上印证

了这个故事：

《新唐书·元德秀传》载：“玄宗在东都，酺

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县令、刺史各以声乐集。

是市颇言且第胜负，加赏黜。”另据明万历《汝

州志·官师志》：唐元德秀，“字紫苓，河南人。

少孤，事母孝。母亡庐墓。天宝中为鲁山

令。……玄宗在东都，命三百里内守令各以

声乐集，德秀惟乐工数十联袂歌芋蔿，帝叹

曰：贤人之言哉……”

《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高宗“调露二

年（680）幸洛阳城南楼宴群臣，高宗自以李氏

老子之后也。于是，命乐工制道调。”该书第

十二又载：“帝喜神仙之事，诏道士司马承贞

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会元制《大罗天

曲》；工部侍郎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太

清宫成，太常卿韦绹制《景云》《九真》《紫极》

《长寿》《承天》《顺天》六乐曲；又制《商调》，君

臣相遇乐曲。”可见，唐玄宗时期道教歌舞已

经发展到高峰。

马街书会真正的起源究竟如何，有待历

史学家和相关学者进行深入考证。但正月十

三的应河火神庙，自唐宋以来延续千年经久

不衰，仅靠某一说书艺人和几个门徒是难以

实现的。她的形成和发展，一定程度上依托

了唐王朝尊儒崇道、儒道融合的文化基础。

同时，唐朝近三百年的统治历史，也为庙会说

唱文化打下了牢固根基，形成了艺人们崇圣

拜祖意识和传统习俗，无论有庙无庙、有神无

神，他们都能以崇敬的心态，年复一年地朝着

这块神奇的艺术圣地涌来。 （完）

本文作者：韩志强，系宝丰县交通运
输局职工，传统文化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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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后

马街书会是中国民间曲艺界的盛会，

是“中国十大民俗”之一，国家第一批非遗

项目。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关于马

街书会的形成众说纷纭。究竟哪种更接近

真实，需要不断的探讨和研究。求同存异，

追根溯源，还原历史，是我们文化学者的责

任和义务，其根本目的是让优秀的中华文

化得以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助力我县“文旅

强县”建设。同时也诚邀各界人士对宝丰

优秀文化进行挖掘著文，讲好宝丰故事。小艺人在马街书会表演小艺人在马街书会表演 资料图资料图刘兰芳在马街书会表演刘兰芳在马街书会表演 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