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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西于都县盘古信仰中盘古山、盘古祠、女娲庙等文化遗迹一应俱全，构成完整的盘古信仰体系。盘古
帝庙最初功能为始祖神盘古信仰，后来融入作为地方保护神的文官武将、土地神、药王神等神像，并日益融入客家
民俗生活，体现客家人的多神信仰内涵，构成客家人多元一体的信仰特色与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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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信仰文化遗迹主要集中于河南、广西、广

东、浙江、江西等省，具体体现在河南铜柏山、广西

来宾、广东乳源、浙江金华、江西赣南等地。
江西的盘古信仰重心在赣南四个县， 即上犹

县五指峰乡的盘古仙寺、 于都县贡江镇的盘古帝

庙、于都县盘古山镇的盘古山传说、会昌县筠门岭

镇的盘固山寺及龙南县的两座盘古庙。 其中于都

和龙南的盘古庙都在山下、散处于村落中，会昌的

盘固山寺其实仅是发音相同而并不祀盘古， 现在

仅有上犹盘古仙寺立于山巅巨石之上， 有盘古开

天劈地的原始意味，而且影响到湘粤闽赣四省，常

年香火不断。 如果从历史变迁和文化区域空间角

度来考察的话， 盘古信仰呈现出由上古神话到客

家民间信仰，再融汇到客家日常生活中，盘古文化

空间呈现出多元性、系统性、变迁性特征。
一、 盘古信仰从神话到客家民间信仰的多元

性特征

赣南盘 古信仰 中特色 明显的 为于 都 盘 古 帝

庙，它坐落于该县贡江镇长坑村，距县城 7 公里，
该村以叶、李、钟、陈、杨、郭、邓、包等姓为主，约有

1000 余人。 现守庙人为钟张富，60 岁，初中文化，

为本村人。
盘古帝庙外在建筑格局不象传统庙宇， 倒像

个民宅民房，但从内在品质看确定是融佛、道于一

体的寺庙。 大门上方高挂遒劲大字 “盘古帝庙”，
当地人又称之为“盘古祠”，或“三元盘古帝庙”。 两

边有对联：“盘古开天地功昭日月， 帝庙贯春秋威

震山河。 ”入门，见柱上有联：“盘古神灵朝朝显，古

庙圣祠岁岁荣。 ” 神龛上供奉的盘古神像呈古铜

色，袒胸露背、树叶遮体，头上盘有两髻，左右手高

举着“日”“月”牌，目视前方，显得镇定安祥，功显

四方，其雕像前立着一块“三元盘古大帝合庙文武

尊神位”神牌。 神轿上书写金粉对联：“天地并参道

开乾元兴坤元，神灵首出功溯太始于元始。 ”指明

盘古开天地， 乾坤兴日月的神灵性质，“盘古神话

是我国颇有影响的开辟神话”［1］，从庙宇对联中也

可看出这一点。
盘古神像左右则是四位威风凛凛的文官武将

分列两旁，左侧乃文官杨太公和乌仙公高参，指的

是主管风水的杨公及主管性命的药王。 右侧是黄

飞虎与红旗将军护驾，再稍右则置放着兵桶，遇有

“情况”，则由这两位神灵“指挥”天将 神兵去“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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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左下方则附祀着土地伯公，“土主兴旺”的红

纸条贴在其旁， 令人感到客家地区无所不在的土

地神灵的护佑功能。 可见，庙的性质已由当初单纯

的始祖神盘古信仰变为复杂的信仰形式， 其中有

风水信仰主宅第平安，有药王信仰主子孙兴旺，有

土地信仰主丰收，而神治信仰则主一方吉祥。 这种

复杂的多元化的信仰体系能满足民众的不同精神

需求，由此演化为周边岭背、仙下等乡镇五十公里

左右的信仰圈。
二、盘古文化空间的系统性特征

盘古信仰源于上古盘古神话。 于都盘古信仰

中除了盘古传说外，还有女娲信仰，构成上古神话

传说的比较完整的系统， 体现在民间信仰上也构

成对应的关系，有比较完整的系统化的信仰体系。
在于都盘古帝庙不远的地方还有盘古山。 该

山地处现于都县盘古山镇、 靖石乡、 利村乡交界

处，属于九连山的余脉。 盘古山镇距于都县城 53
公里，盘古山主峰屏坑山（原称“龙山”）距于都县

城 29 公里， 主峰龙山与龙王山相连， 龙山海拔

1312 米， 为于都县的最高峰， 龙王山海拔 1210
米，盘古山西接祁山禄山（海拔 1065 米），东有贡

江支流靖石河和濂江，东南有长龙河。 主峰龙山和

龙王山并立，一阴一阳，正象征着人类始祖盘古和

女娲的形象。 而盘古山及邻近的会昌县（汉代属雩

都县，雩都有“六县之母”之称，地 域范 围含今 于

都、会昌、兴国、瑞金、石城、赣县等）地带有众多带

盘古字样的古今地名，如盘古山、盘古峰、盘古隘

等。会昌县的筠门岭镇盘古山南部有盘古隘、西南

有盘古嶂，实与于都盘古山相连之山脉，同属九连

山山脉之余脉， 这些都使人联想到盘古开天辟地

和女娲炼石补天、造人等上古神话，由此构成对人

类始祖的想像。
于都县境内的君山曾立有一座女娲宫， 对此

南朝刘宋时期的于都人邓德明在其《南康记》中就

留下了记载：“君山，翠丽鲜明，遥望若台榭，名日

娲宫，亦曰女姥石山。 山去盘固山五十里，上有玉

台，方广数十丈，上有自然石室形，风雨之后，景气

明静，颇闻山有鼓吹之声。 ”（《太平御览》卷四十八

地部十三南楚诸山）《南康记》 还记载：“雩都君山

上，有玉台，方广数丈，周回尽是白石柱，柱自然石

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遥眺峨峨，乡像羽人之

馆，风雨之后，景气明净，颇闻山上有鼓吹之声，山

都木客，为舞唱之节。 ”（《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居处

部二引《南康记》）这些记载，以及至今流传的民间

传说，有关盘古与女娲的传说内涵中，印证了当地

民间信仰和民 众精神 生活 中对天 地人来 源的追

问，构成比较完整的文化空间。
盘古神话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死亡与化身主题

神话， 它表达了我国古代人民对开辟天地万物景

仰与崇拜的心理。 盘古崇拜风俗把盘古当作是开

天地、生乾坤、造人类、产万物的民族始祖而祭祀

着。 据闻一多先生考证和后人的认同，盘古即伏羲
［2］，伏羲画八卦乃至后来形成的易学和道学，是整

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从于都

客家地区的上述盘古神话、民间传说、信仰形式来

看，可以追寻到客家人与中原传统文化的关系，于

都的盘古文化空间从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地域分

布可以得到较为系统的逻辑解释。
三、 从客家民间信仰到客家民众生活的变迁

性特征

民间信仰会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特别是客家人的移民特点， 在应对环境变化中，其

精神生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体现在民俗上、民

间信仰上呈现出变迁性特征，使神灵崇拜出现叠加

性的功能，并不断渗透到客家日常生活中，这也使

得盘古信仰成为客家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传盘古帝庙原在雩山， 这与传自远古并沿

用至清朝末年的雩祭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也与

雩都的得名有直接关系。 查同治版《雩都县志》有

载：“雩山，在邑壬方，距县四十里。 尽十数里之势，
磅礴郁积而起，高可摩霄，荷岭诸山，横列其前如

屏。 是山独露其顶，苍碧之色，高倚蔚蓝，盖邑治望

山也。山腰有泉，上世祷雨有验，因名雩山。邑令周

颂有《雩山庙记》。 ”（江西省于都县志编纂办公室

重印清代同治版《雩都县志》卷二“山川”，1986 年

第 54 页）又查该志“祠庙”部分记载：“雩山庙：邑

壬方，距县治四十里。 宋淳熙丙午（1186），州守周

必 正建， 以 祀雩 山之神。 必正孙 颂， 以嘉 熙间

（1237-1240）宰雩重修，有记。 ”（江西省于都县志

编纂办公室重印同治版《雩都县志》卷五“祠庙”，
1986 年，第 182 页）从这两段记载看，雩山庙均以

祷雨祈得风调雨顺为功能，并没有盘古信仰成分，

19- -



从该志中也未找到有关盘古之事的记载， 但在当

地却传说自雩山上立了盘古庙之后， 年年风调雨

顺，岁岁五谷丰登。 现在一方面已无从考证盘古庙

是否在雩山， 另一方面也无从考证盘古帝庙是何

时迁至（或始建于）长坑村，但是通过田野调查可

知，盘古帝庙的功能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不

争的事实。
当地传说， 原来的盘古庙是立在村后半山腰

的，坐东北朝西南，庙建好后并没有给当地带来福

祉。 原来，早先的庙前方有一垅良田，每当庄稼长

势正旺时，总有两匹神奇的白马来偷吃禾苗，可奇

怪的是人一撵它就看不见了， 不过却仍然能听得

见马吃禾苗的声音。 后来经人点拨，将庙下移了几

十米，并且朝向也改为座北朝正南，这一来，那两

匹白马果然再也没出来糟蹋庄稼了， 从此风调雨

顺。 从逻辑上推论，盘古信仰是因它有开天劈地性

质，当处高山之巅，因祭祀不便而有下移趋向与可

能，如果按此线索理解，结合清代同治版《雩都县

志》的有关记载，雩山上有盘古庙的可能，也有从雩

山上把庙下移重建的可能。这从龙南两座盘古庙处

于村落中，当地村民都认为盘古神像均来源于“山

上”， 从这种传说中可以得到盘古庙从山上向下迁

移现象的解释。不过，实地察看于都盘古帝庙，却并

没有能在该村后半山腰找到盘古帝庙的遗迹。
在客家地区， 盘古信仰与民众的生活紧密结

合在一起。 于都盘古帝庙供奉的盘古神的诞辰日

是在农历的二月十二日，四乡百姓为盘古过生日，
来到庙前杀鸡宰猪、搭台唱戏，举行隆重的祭祀大

典，祭拜活动一直要延续十多天。 另外，每年的正

月十五，附近一些村的长辈会到盘古庙去占卜，询

问当年下稻种是宜早还是宜迟；五月初一到端午，
附近每个村子都要把盘古神像抬到田野去巡逻，
敲锣打鼓的队伍跟在盘古后面摇旗呐喊，祈求“盘

古”要保护禾苗顺利开花抽穗，保佑乡亲们有个好

收成。 盘古帝庙门前有香炉，每逢祭祀时节香火兴

盛。 与此数十米远的地方是戏台，这是酬神时演戏

的地方，娱神的同时更主要地是要娱人。
为了强化盘古帝庙的神性， 守庙人说每当节

日时，杀猪必须抬到庙前杀才能杀得死，到村里别

的地方是杀不死的，所以那时杀猪、割鸡都会来到

庙前进行。 这有些神秘，我们在对“村里别的地方

杀猪不死”一说存疑，可能出现过此事，也同时出

现过在盘古帝庙前能把猪杀死的情况， 此后才循

例到盘古帝庙前来杀猪祭祀的。 在调查中曾就此

疑问追问守庙人：“村里割鸡也割不死吗？ ”这时守

庙人沉默良久，笑笑，并不作答。 盘古信仰属于道

教系统，现有佛教化倾向，但以“三牲祭祀”，与佛

教化特点相背，反而有儒家“三献礼”遗风，这在客

家人信仰中呈现儒佛道汇流中的悖论与合理并呈

的特点， 也是客家民间信仰中多元化的实际情形

相吻合的。
于都是一个纯客家县， 在祭祀始祖神盘古的

同时，把客家文化因素也注入其中。 “盘古文化空

间是从民间信仰发展而来的， 所以其建构的主体

是民众。 民众在天长日久的祭拜活动中，完成了对

这个文化空间的建构。 ”［3］这使得盘古帝庙的神性

功能扩大，在日常生活中寄托着保佑人丁、禾谷、
六畜的兴旺的神祀愿望。例如，从人丁祈求角度上

说，每年的祭祀活动中，首事才有权在神灵前的木

梁上悬挂“添丁灯”（客家方言中丁灯同音，添灯意

味着添丁，追求人丁兴旺），而新婚后无子者可以

在新年后来此“借”灯，待生子后的次年元霄节再

来“还”灯，成为祈子报愿的性质，这叫“禳灯”，还

需请戏酬谢；此外，有人生病了，也会来此请神保

佑；有考上大学的，如村中陈姓子弟前几年考上同

济大学、井冈山大学，钟姓子弟考上西南交通大学

等，都曾来此谢神还愿。 祈求人丁兴旺的同时也主

导其平安幸福。 这些方面都使盘古信仰的功能呈

现出由民间信仰到日常生活文化的变迁性特征。
综上所述， 在于都， 盘古神话系统中的盘古

山、盘古祠、女娲庙一应俱全，构成完整的盘古信

仰体系， 该体系内同时又注入了客家人的多神信

仰内涵， 使盘古信仰演化变迁成客家民众生活中

重要组成部分，构成客家人多元一体的信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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