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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气候与祭祀
———尧山圣母庙会时间的区域解读

侯晓东

摘 要: 庙会时间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确定社会生活的重要时间体系，在区域社会具有多样性的功

能。陕西蒲城县的尧山圣母作为尧山南北这一农业区域内的民间信仰体系，其庙会祭祀时间与区域农业

种植结构、区域气候特点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是区域农业种植结构、区域气候特点与区域民众的生

境长期互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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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山圣母信仰所在的尧山，地处关中东部地区，属于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由于这一

地区地势较高，与关中平原地区相比，缺乏相应的灌溉条件，属于典型的旱作农业区。因此在这一地

区，形成了有地域特色的以求雨为主要功能的地域性民间信仰———尧山圣母信仰。“《水经注》，尧

山，一名浮山。旧图经云:‘尧时洪水为灾，诸山尽没，惟此山若浮。’《唐书·地理志》，光陵在奉先县

尧山，奉先故城在县东。县志，尧山在丰山东，有灵应夫人祠。祠东有妆鉴泉，西有龙池泉，水清冷不

竭。时或愆旱，酌其水，雩祭则雨。”［1］尧山圣母形成以后，至清代形成十一神社为主的祭祀组织。
“前后十一社代司香火。岁清明日，头社用钲鼓旗帜，向庙迎轝，就本社行殿供奉一年，次年似前仪送

神轝之庙，二社复迎之去。如是十一社毕，周而复始。”［2］而每年的清明节庙会是地域社会最为浓重

的节庆庙会活动之一。为何选择传统意义上以“追思怀远”为主题的清明节举行具有节日意义的庙

会活动，其日期的设定又有什么原因，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区域气候特点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一般认为，传统中国以农立国，而历法( 农时) 对于农业生产的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因为历法的

制定者不可能根据各地不同的季节和具体的节令制定各个地区的地方历法，因此在传统农业社会，各

地都会根据本地区的具体地理和气候条件，对农事安排做出一定的调整，通过一些标志性的活动或事

件，使得地方农业生产的具体时间符合地方社会的环境特征。具体到尧山南北旱作农业地区，自然降

水对于农业生产的意义就更为重要。因此，第一次降水的日期，就成为这一地区农业生产活动安排的

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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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山所在的蒲城北部区域，缺乏有效的灌溉设施。长期以来，农业生产依旧保持着相对原始的旱

作农业。而且这一地区地处干旱半干旱区域，威胁农业生产的重要灾害之一就是旱灾。相关研究表

明，这一地区所在的泾洛流域，“以季节分配而言，春旱 52 次( 包括去冬今春旱及春夏等连旱) ，夏旱

52 次( 包括春夏秋等连旱 26 次，尤以春夏连旱为多) ，秋旱 21 次( 包括春夏秋连旱 9 次) ，冬旱 17 次

( 包括冬春旱等 8 次) 。一年四季中，泾洛流域仍以春夏旱为主，几占干旱总年数的一半。”而且“在统

计各季节中，泾洛流域容易发生春旱，这与其以温带大陆性为主的气候和位于干旱半干旱区有

关。”［3］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地区不仅旱灾频发，而且其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春夏时节，与这一

地区的农业生产的农耕期恰好吻合。因此，除去缺乏降水以外，旱灾相对集中在春夏时节，也是这一

地区农业生产遭受旱灾威胁的重要原因。
正如当地农谚所言:“清明前后一场雨，强如秀才中了举”［4］。可见春季的降水，对这一地域农业

生产的重要意义。如果春季降水相对较为丰富，可基本保证农业生产的进行。一旦降水较少，加上农

业灌溉设施缺乏和春季气温回暖以后的蒸发旺盛，就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进行，如果持续时间稍长，

就会发生等级不一的旱灾。因而，春季雨水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全年农业生产的成败。
此外，这一地区的气温，特别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霜冻，也就是春季气候回暖的日期，也值得我们关注。
现代气候学资料显示，这一地区“由于常有冷空气活动，气温不稳，早、晚最低气温≤2℃ 和地面最低

温度≤0℃的霜冻指标，多年平均分别在 4 月 6 日和 4 月 8 日结束，最晚要推迟到 4 月 24 日才能结

束。”［5］春季寒潮的结束，气温的稳定回暖，也是决定这一地区农业生产时间的重要因素。
这一地区作为传统的农耕区，我们主要从影响其农业生产的降水和温度两大气候因素，分析了这

一地区气候的基本特点。当然，气候作为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方面，并不能单独决定这一地区相关农

事活动的全部。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地区在历史时期的种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也对这一地区的农业

生产活动的季节节律产生重要影响。

二、区域农业结构及其影响

据相关研究，唐代关中地区种植的作物主要有粟、菽、麦三种［6］; 当然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唐代关

中地区农作物种植的前三位是黍、麦、稻。［7］两种不同的观点，都将麦列为唐代关中地区的重要种植

作物之一。因此，可以肯定，麦的种植，在尧山南北地区也应占有重要位置。现在，我们再来分析其他

几种主要作物在尧山及其周边区域的分布。首先，我们知道，粟与黍作为中国原产作物，其原生地可

能就在黄河流域。这两种作物虽然品种有所差异，但是其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抗旱，作为耐旱作物，正

适合了尧山南北地区的旱作农业的特点。因此，这两种作物在这一地区作为重要的旱作农业品种，地

位应该不相上下。其次，菽一般认为是大豆一类的作物，这一类作物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生长时间相

对较短，适应性良好。而且由于其在种植过程中的自肥特点，是关中地区良好的轮作品种。因此，菽

可能在尧山南北地区也多有种植。最后，稻虽然在关中地区有大量种植，但是因为其需要大量水源，

因此，在尧山南北地区这样的旱作农业区，在缺乏有效灌溉设施的情况下，应该绝少种植。因而，唐代

这一地区种植的主要农作物品种为麦、粟、黍及菽四种。
唐以后的宋元时期，尧山南北地区也和关中其他地区一样，在基本气候和农作物种类没有大的变

化的情况下，其基本农业种植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8］此后的明清时期，尧山南北地区也和关中

其他地方一样，种植业结构主要受到了外来农作物品种的影响。这一时期，能够对这一地区农作物基

本结构产生影响的就是玉米、甘薯，虽然马铃薯和花生也是在这一时期传入关中地区，但是就尧山南

北地区而言，这些外来农作物品种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在这一区域的主要粮食作物中占据一席之地。
根据相关学者研究，玉米和甘薯作为适应性较强的作物，一直到清乾隆年间可能才在关中地区推广种

植开来，而灾荒是其在关中地区传播的主要动力。这也是在原有农作物传播路线的基础上，随着西北

地区总体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自然结果。［9］但是就相关地方文献资料的显示，也不能过

高估计玉米、甘薯等在关中地区的传播速度。乾隆《蒲城县志》中关于物产的介绍中，排名前四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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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作物分别为黍、稻、麦、大豆。但是就后面的介绍性文字而言，似乎麦、黍占据最为重要的位置。而

稻下明确写道:“稻: 府志惟下马涧有。”而且没有发现有与玉米、甘薯等的相关记载。［10］总体而言，在

尧山南北地区，直到清乾隆年间，麦、黍仍占据首要地位，而大豆和其他杂粮是主要的轮作和补充作

物。
明清以来，冬小麦作为这一地区的最重要粮食品种这一事实，也是促成和分析这一地区农事活动

安排的重要因素之一。冬小麦作为越冬性农作物，一般于当年秋季轮种作物收获以后播种。而对冬

小麦产量影响最大的当为其春季的返青和此后春季的生长。而轮种的粟、黍、玉米、甘薯等，在春夏之

交播种，入秋以后收获，因此，春夏时期的气温、降水等主要气候因素对这一地区农业生产而言最为重

要。冬小麦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最容易遭受春旱威胁，春旱不仅影响冬小麦的返青，而且影响

其拔节和抽穗。现代研究指出: 冬小麦的返青率与土壤含水量直接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与温度存在正

相关关系。［11］春季小麦返青时节的土壤水分含量和区域温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小麦的返青率和以后

的生长。因此，决定春季农耕时间和区域内部人们农业行为的重要方面，就是对春季雨水和气温变化

的把握和认知。而除小麦以外的春季种植作物———黍和粟，其生长习性相对一致，虽然都属于适应这

一地区的耐旱性农作物，但是春季的播种和发苗期还是需要一定量的雨水支持。
这一地区作为两年三作区域，除去麦子以外，其他如大豆类的各种秋粮也在当地的农业生产中占

有重要位置。因此，夏季相关的农业活动和农事安排，将主要决定于夏季播种作物，如大豆( 菽) 等的

生长特点和习性，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的农事安排。如“今岁夏麦方割，秋苗不布，复值旱魃

为民虐。”［12］可见冬小麦收割以后，夏播时间，这一地区气温较高，蒸发旺盛。一旦降水较少，容易发

生夏旱，威胁当地秋季农作物的种植。

三、尧山圣母信仰功能与祭祀时间

尧山圣母信仰，作为这一区域民众的重要信仰，每年的尧山圣母的祭祀时间为清明节当天，而信

仰本身的首要功能便是求雨。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区域农业生产对雨水的需求也主要集

中在一些特定的时间节点。那么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内在关系呢?

“几乎所有的民族或文化，都通过设置年节之类的方法来把时间分类为俗凡的和神圣的，这是一

个非常普遍的方法。因为任何社会或文化都没有例外地需要某种生活的节奏感，而设置年节把时间

分类正是创造出节奏感的最通常和最简便的方法。”［13］而在这样的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其节庆活

动的安排，必然有很大一部分都会与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联。
首先，关于通过年节的方式来规定和设置生活的节奏，来安排一年之内的重要活动，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突出特点之一。在农业生产方面，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之类。人们正是

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认识所处地域的气候环境，安排相关的农事活动。但是因为中国的地域广阔，南

北气候差异明显，东西山川阻隔加上经度地带性规律的影响。使得不同地域的气候变化节奏有着十

分明显的差异。而这正是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原来二十四节气之类的气候节律的基础上，通过设置一

些具有地域性的时间节点和节日活动，来安排不同地域空间的农事活动的重要原因。尧山南北区域

地处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交接地带，其农事活动也表现出了本身的地域特点。前面已经述及，这一

地区一般多在四月上旬、最迟在四月下旬才能结束霜冻天气。也就是清明前后，在这一地区才开始大

规模的农事活动。清明节尧山圣母庙会也是这一地区人们在春节以后最为重要的节庆活动，通过清

明节祭祀尧山圣母这样的活动，使人们摆脱漫长冬日的慵懒，投入到新的一年的农业生产活动中。
“中国自古以来。随时令气候变化，农事之忙碌清闲，在年月时令段落上，充实其阶段中内容，用庆典

本身标示时段特色，更能加深印象，契入人心。”［14］这种设置年节的办法，在各个地区会有所不同，但

一定会通过一定的活动或者仪式来达到设置生产生活节奏的目的。而尧山圣母每年的祭祀典礼，正

是这一地区设置生活节奏的一种重要方式。
其次，尧山圣母信仰的首要功能便是求雨，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春夏易遇旱灾是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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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的主要特点之一，如“今春田舍东郊之期，枯旱特甚，无麦之叹，四境达闻”［15］，这样的记述多见诸

相关文献。春季作为一年中农事活动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降水在当地的农业生产中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尧山圣母信仰作为这一地区的主要信仰，其祭祀庆典的举行时期最初为春秋两祭。但是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春祭成为一年之中最为重要的祭祀日期，而秋祭则最终消失。这样的时间安排

与这一地区农事活动的时间之间可能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而且其春祭时间最终确定在清明日，则

是这种关系的最好体现。因为这一时间节点，正好是这一地区小麦返青的时期，而小麦返青及其随后

的生长情况，首先取决于土壤的水分状况，因此，这一时期的降水对小麦最终的产量有十分重要的影

响。而且这一时期，也是其他农业作物种植的关键时期。因此，尧山圣母祭祀时间的确定，正是与这

一地区农事活动不断互动的结果。体现出地域时间节律的安排，是地域农业长期实践的结果，是人们

准确把握地域空间内时间和气候节律的重要表现之一。
最后，除去每年的清明节的固定祭祀以外，人们的随机性祭祀活动在相关资料中也多有记载。作

为地方信仰，其祭祀最为重要的是每年清明的祭典，但是在相关资料中保存更多的却是一些“随机

性”的求雨活动。似乎这些活动比每年最为隆重的清明节祭祀更为重要。就现有资料分析，可能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春季作为这一地区农事活动的开始，每年的清明节祭祀活动，虽然也有祈

求雨水、祈求尧山圣母保证全年农业生产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等方面的多项仪式与内容，这样的祭祀已

被人们所熟悉。因此，作为一种常规性的祭祀庆典活动，已经成为区域内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

般不需要特别的正式树碑记录。二是凡是碑刻资料中与求雨相关的记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区

域气候的反常，特别是这一地区多发的旱灾。“岁值丁亥，自夏徂秋，雨泽衍期，禾菽立稿( 槁) 。”［16］

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地域社会的一种非常态化时间。或者如“蒲地苦旱久矣，癸酉春，蕴隆更烈，麦苗

全枯，险象环生，群情益恐……邑人士交相谓曰: 去夏公初至，祷雨即应，麦获种，今无收，曷再祷。”［17］

此时，干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社会危机。而面对农业生产难以为继，动摇社会基础的这样的

危机，通过尧山圣母求取雨水，就成为缓解这种危机的方法，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成为地域社会值得记

述的重大事件。这正是此类事件得到记载的重要原因。

四、结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祭祀时间的确定，是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

区，农作物生产中的各种需求成为尧山圣母祭祀过程中各种时间节点的决定性因素。正如有学者指

出的那样“只有根据社会过程和社会时间尺度，才能理解这些活动，在探索对特定地理事件作适当解

释时，我们是不能忽视这些尺度的。”［18］通过对尧山圣母祭祀时间选择的探讨可以发现，虽然在中国

这样的一个以农为主的国家，在很早的历史时期就有了关于农业时间安排的相关历法和习俗，但因其

广阔的面积和复杂的气候条件，这样的历法在各个地区会表现出其本身的特点。正如葛兰言在关于

中国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节庆都是在中国农民有节律的生活中的转折时刻举行的。它们与个人

和小群体的时间是吻合的……宽泛地说，它们是结合的节庆，在其中，人们清楚地意识到那些将他们

维系在一起的黏合剂，意识到他们与自然环境的一体性。”［19］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只有深入

地域社会，通过分析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习俗活动，才能在地域社会本身的生活节奏中，发现这些习

俗和信仰在人们生活中的更多意义。尧山圣母作为农业地域社会信仰，其本身在很多方面必然受到

地域农业生产结构和气候特点的影响。而这一点在其祭祀时间的选择方面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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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加强人才培养力度，提高相关人才专业化素质。目前国内医疗高校中，将医疗卫生知识

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的课程还比较少，有些医疗卫生高校虽然也设置了医学信息学与医学专业结合

的课程，但多数是机械地把医学知识和计算机信息知识结合在一起教学而已，没有真正地把这两种学

科融合在一起。这与目前医疗机构对掌握医学知识信息人才的渴求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创建更加

专业的学术课程，是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重点举措。另一方面也要高度重视发现、引进与吸纳人

才。医疗档案信息网络化是一项实践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目前医疗机构内部从事信息技术工作的

人员，基本上都集中在医疗档案信息管理等科室，这些人员有些毕业于医疗卫生院校，对医学知识和

整个医疗机构的管理流程比较熟悉，但对计算机信息技术掌握有限; 也有部分是医学专业不对口或是

兼职人员，医学专业知识、理论水平非常有限，这就限制了医院档案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制约了医疗机

构信息化作用的发挥。医疗机构既要重视对他们信息化素养的培训，也要加强他们业务素质的学习

教育，使其成为医疗档案信息共享建设中的中坚力量。同时要适当地引进高端人才，并提供广阔的信

息平台、大量的资金支持。
实现医疗机构医疗档案信息共享，关键是建立医疗档案信息共享网络，以及如何维护医疗档案信

息共享网络信息安全。全省三级甲等医院医疗档案信息共享服务策略的建立，一定会经过一个不断

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在该服务策略创建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经历不断的自我否定，但最

终会实现三级甲等医院医疗档案信息共享服务策略的形成，发挥三级甲等医院医疗档案信息共享服

务策略的作用: 医疗档案的凭证作用、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共享及准确判定医疗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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