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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山口洋华人的
元宵大游行探析

＊

□郑一省

［摘　要］　华人自１８世纪就移民到包括山口洋在内的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为当地的建设作 出

了很大的贡献。元宵大游行最初是华人的一种“迎神日”仪式，后来慢慢发展成“神人交汇”的盛大的多民

族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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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尼西亚山口洋

华人的历史与现状

山
口洋（Ｓｉｎｇｋａｗａｎｇ）是 印 度 尼 西 亚（以 下 简 称“印

尼”）西加里曼丹 省 的 一 个 城 市。它 位 于 西 加 里 曼

丹省的坤甸、三发之间，其西面临海，东面与南面分

别由三座山，即尖山、芭 西 山 和 鬼 头 山（手 指 公 山）所 环 抱，

三岭逶迤，形成一道天 然 屏 障，一 条 河 流 即 山 口 洋 河 流（大

港）贯穿 市 内 而 过，蜿 蜒 入 海。这 个 地 方 之 所 以 被 称 之 为

“山口洋”，按通俗的说法是因为这个地方座山朝海，即面向

大海，这也十分合乎逻辑。

山口洋的居 民 主 要 有 华 人、马 来 人、达 雅 人 和 爪 哇 人

等。山口洋是印 尼 城 市 中 华 人 最 多 的 地 方。根 据２００７年

的估计，山口 洋 的 人 口 大 约 有１９７　０７９人，华 人 大 约 有１２

万，占了全市人口的６２％。［１］山 口 洋 的 华 人 之 中，方 言 群 体

较多，主要有 客 家 人、潮 州 人、福 建 人、广 府 人、兴 化 人 等。

不过，这些方言群体无论来自什么地方，他们都讲山口洋市

面流行的“河婆客家话”，有所谓“潮州人也成客家人”之说。

考察河婆客家话的来 源，有 的 认 为 是 移 居 此 地 的 华 人 先 民

来自广东的海陆丰等 地，也 有 人 认 为 其 来 自 潮 汕 地 区 的 揭

西，因为在揭西有一个“河婆镇”，那里的人说的方言为河婆

客家话。

至于华人何时移居山口洋，从一些历史资料来看，华人

移居该 地 区 应 该 始 于１８世 纪。根 据 史 学 家 Ｎ．Ｊ．Ｋｏｒｍ的

记载，１８世纪的婆罗洲（西 加 里 曼 丹 的 旧 称）分 属 二 十 多 个

马来王国所有，当地的采金业历史悠久。当地的考古发现，

早在１５世 纪，爪 哇 移 民 已 在 内 陆 的 上 游 河 岸 附 近，从 事 采

金活动。大约在１７４０年，华 人 矿 工 受 当 地 马 来 苏 丹 之 邀，

从北部的渤泥（现今文莱）到西加里曼丹开采金矿。华人以

坚毅耐劳的性格，苦干的精神，获得了非凡的成果。华人矿

工的好声誉让其他苏 丹 尽 相 仿 效，纷 纷 招 揽 到 各 自 所 属 的

境内开矿。１８世纪中叶，三 发 县 苏 丹 直 接 从 中 国 请 来 了 有

＊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跨境民族研究基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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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华工来采金，这些华工从采金中获得了财富，因此婆

罗洲有金矿，遍 地 黄 金 的 消 息 不 胫 而 走。［２］（Ｐ２２３）怀 着 淘 金 梦

的年轻人，纷纷 结 伴 南 来。这 些 华 工，大 多 来 自 广 东 河 婆、

海丰、陆丰、揭阳、梅县、潮州，福建等地。后来，太平天国失

败后，有许多反清复 明 的 义 士、洪 门 组 织 成 员，也 纷 纷 乘 船

出海，一部分来到婆罗洲。［３］

来到婆罗洲的 华 工，后 来 发 展 到 山 口 洋 各 地。民 国 初

年，有许多被卖到邦加、勿里洞锡矿的契约工劳，约满后，有

的便来到西加山口洋等地，到山里开垦荒山，种植胡椒或橡

胶，这 些 人 大 多 数 是 河 婆 客 家 人，山 口 洋 人 讲 的 河 婆 客 家

话，也许与这些落户的矿工有关。除了这些华人矿工，聚集

到山口洋的华人还有许多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从西加

的其他县市而来的。１９６５年，印 尼 全 国 大 动 乱，处 处 排 华。

１９６７年底，山口洋附近的三发县全县骚乱，住在内地、山里

的华人被凶残彪悍、持 枪 持 刀 的 暴 民 抢 掠，部 分 被 杀 戮，华

人居住的村庄被烧 毁，一 片 火 海 中，历 代 前 辈 开 垦 的 耕 地、

胡椒园，尽毁一旦。至亲骨肉各奔东西，几千难民从山里逃

亡城市，大部分涌进山口洋，后来被安置在难民营之中。这

些难民，后来有的到印尼各地谋生，有许多在山口洋等城市

留下来安身。［４］笔 者 曾 于２０１１年８月 前 往 山 口 洋 调 查，在

市的郊区发现了两个 华 人 与 达 雅 人 混 杂 的 村 庄，那 里 面 也

住着两千多名从三发等地逃难而来的难民。

山口洋的华人 与 达 雅 人、马 来 人 一 起，开 荒 耕 地、捕 鱼

种 菜，设 厂 经 商，为 当 地 的 经 济 建 设 和 繁 荣 作 出 了 巨 大 贡

献。在山口洋市，以“大港”为 界，划 分 为 老 埠 头 和 新 埠 头，

各有三条主要街道，成“三”字 形 并 列 而 建。在 老 埠 头 有 一

条著名的“河婆街”，这 是 华 人 最 先 建 立 的 第 一 个 街 道。早

年的河婆街两旁房屋，采用盐椒树板作建筑材料，时达八十

载的该街皇后旅馆，成姓的主人便是地道河婆人。中兴街，

为新埠头当年最为繁盛的商住大街。山口洋新埠头开发较

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步发展。早年的新埠头，荒地一

片，少数华人在此种菜。为了获取肥料种菜施肥，菜农们搭

建了许多“屎缸”（厕 所），供 人 方 便，这 新 埠 头 新 街 道 形 成，

初时取名为“屎缸街”。由于过于粗俗，欠文雅，随后更改名

为“中兴街”，寓意为中兴兴旺之街。在２０世纪的５０年代，

山口洋人口仅有三万多人，由于山口洋地理位置重要，来往

坤甸、三发、邦嘎、孟加影的游客都途径山口洋，并于此处投

宿，故当 年 山 口 洋 有 多 间 旅 馆，其 包 括 皇 后、良 友、丽 华、新

和、澳洲、庐山、印华等。现在这些旅店有许多已不复存在，

不过皇后旅馆仍 然 完 好，二 至 四 楼 已 成 为 燕 子 安 乐 窝。此

外，还有幸福旅店、亚洲旅馆等还在继续营业。

在建设山 口 洋 的 同 时，当 地 的 华 人 也 十 分 重 视 教 育。

在早期，山口洋华人建 立 的 学 校 就 有５～６间，即 有 中 华 公

学第一校、第二校和 第 三 校，南 华 中 学、山 口 洋 近 郊 的 福 律

中华公学、新光明 印 华 学 校 和 咖 啡 山 印 华 学 校 等。其 中 南

华中学较为出名，该校自１９４８年２月２５日 办 校 至１９６６年

４月２２日被迫关校为止，先后有３２届毕业生，人数近二 千

人，南中校友遍布 世 界 各 地。而 在 苏 哈 托 政 府 严 禁 华 文 使

用的三十多年里，当地的华文教师在恶劣的环境中，还暗地

坚持教学，现在是整个印尼师资生源最充沛之地。目前，山

口洋华人所建的各种类型的华文补习班或补习学校多达十

多个，主 要 有 山 口 洋 教 师 联 合 会 补 习 班、南 中 校 友 会 补 习

班、新光明印华学校、福律新生华文补习学校等等。

与印 尼 其 他 地 区 的 华 人 一 样，山 口 洋 的 华 人 很 早 就 出

于自身的安全，以及 和 衷 共 济 的 需 要 而 逐 渐 建 立 了 各 种 类

型的社团组织。早 年，中 华 公 会 和 中 华 商 会 是 当 地 华 人 的

最高机构，它们在服务华侨、每年的国庆节、集体结婚、象棋

比赛，以及沟通当 地 政 府，团 结 市 民 等 方 面 起 了 积 极 作 用。

此外，还有一些诸如江夏公所等宗亲会组织。目前，类似以

往的中华公会那样的社团组织已经不复存在。除了诸如山

口洋教师联合会、南 中 校 友 会，山 口 洋 客 家 公 会，以 及 一 些

专门办丧事的“死佬会”如义务互助 社 等 比 较 活 跃，还 有 一

个设在雅加达的“山 口 洋 地 区 乡 亲 会”，与 当 地 的 华 人 有 某

种联系。

中华传统的宗教文化，一直是 山 口 洋 华 人 得 以 生 存 与

延续下来的精神 力 量。在 山 口 洋 的 大 街 小 巷，建 有 规 格 不

同的寺庙，其数量众 多，至 使 山 口 洋 市 被 誉 为“千 寺 之 城”。

在山口洋的中兴街口 有 一 座 名 闻 遐 迩 的 大 伯 公 庙，其 建 于

１８７８年。据说该地的荷 兰 殖 民 当 局 起 初 不 同 意 建 立 此 庙，

但后来殖民当局的首 脑 又 同 意 建 了，传 说 是 他 有 一 夜 得 到

了大伯公的奇梦 而 至。大 伯 公 庙 建 立 的 缘 由，是 早 期 山 口

洋在未开发前还是森 林 之 地，来 到 此 地 的 华 人 相 信 每 个 森

林里都藏有神灵，所 以 必 须 建 立 一 个 寺 庙 保 护 这 些 森 林 之

神。大伯公庙的主 神 是 大 伯 公 和 大 伯 婆，手 拿 表 示 着 权 力

与好运的“ＲＵ　ＹＩ”，而 主 神 的 右 边 和 左 边 各 竖 立 着 广 泽 尊

王、安济圣王雕像，它们分别是药神和生命之神。除了大伯

公庙，还有华光帝庙、观音庙、济公庙、三宝公和天皇庙等几

十个大大小小的庙宇，每年都要举办各种祭神和游神活动。

二、印尼山口洋华人

元宵大游行的展演

元宵大游行，是 山 口 洋 每 年 中 最 重 要 的 节 日。在 山 口

洋，从每年的农历大年三十晚上至正月十五日闹元宵，为时

近半个月。该地华 人 在 几 个 月 前 就 成 立 了 元 宵 筹 备 组，准

备这半个月的庆 祝 活 动。每 年 农 历 大 年 三 十 晚 上 起，为 时

半个月的春节元宵庆 祝 活 动 正 式 拉 开 序 幕，正 月 十 四 日 举

行闭幕式，正月十五举行元宵大游行。

山口洋华人的 元 宵 大 游 行 活 动，由 来 已 久。据 当 地 的

华人说，此活动已经有２５１年的历史，即１７５７年时 就 有 了。

就笔者来看，这种游行不仅是华人庆祝其传统节日，也是当

地不同族群之间交流，展 示 各 自 文 化 魅 力 和 重 要 的 宗 教 活

动。因为，参加此游行的主要是华人，但也有达雅人和马来

人等等。而参 加 游 行 队 伍 的 既 有 各 种 舞 蹈 和 礼 仪 的 表 演

者，还 有 身 穿 鲜 艳 彩 服、面 颊 穿 透 着 大 大 小 小 银 针 或 树 枝

等、坐在刀轿上、挥 动 利 剑、频 频 作 出 许 多 震 撼 人 心 动 作 的

乩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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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元 宵 大 游 行 其 实 在 最 初 是 华 人 的 一 种“迎 神

日”仪式，后来慢 慢 发 展 成“神 人 交 汇”的 盛 大 的 多 民 族 文

化活动，它主要通过以下一系列活动而组成。

（一）金龙劲舞

元宵大游 行 的 正 式 活 动 是 从“金 龙 劲 舞”开 始 的。在

２０１１年的正月十五的凌晨４点半钟，山口洋的坐标“大伯公

庙”广场前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随着庙里的一声重重鼓响，

广场上空飘荡起“大 富 大 贵 大 旺 年，今 年 初 一 是 新 年，圆 圆

团圆又一年，迎春接 福 喜 绵 绵，新 年 乐 乐 继 旺 年……”的 歌

声，同时黎明的夜 空 闪 耀 着 阵 阵 礼 花 和 焰 火。在 欢 快 的 歌

声和五彩缤纷的焰火 中，一 条 约 五 十 米 而 闪 耀 着 灯 火 的 金

色长龙上场了，在近四十名舞龙者的操作下，一会儿龙首挺

胸昂首，追逐 宝 珠，飞 腾 跳 跃；一 会 儿 龙 身 漫 游，时 而 入 海

破，时而 飞 入 云 端；一 会 儿 龙 头 钻 档，头 尾 齐 钻……舞 龙 者

的动作千变万化，真让人目不暇接。据在场的组织者介绍，

以往的龙是用草或 布 做 的，虽 然 很 轻，但 表 现 时 容 易 损 坏。

现在都用竹子扎制，并 配 以 内 燃 蜡 烛 或 油 灯，成 为“火 龙”。

按节数来说，以前最 多 只 有 十 一 节，今 年 是 十 三 节，制 作 工

艺在不断地改进。“火 龙”的 目 的 是 在 夜 间 表 演 比 较 壮 观。

以前的舞龙者只有 十 多 人，现 在 的 舞 龙 者 已 经 达３７人 了。

一些在场的华人还告 诉 笔 者，山 口 洋 华 人 舞 龙 的 历 史 很 久

了，虽在苏哈托时期不复存在，但自印尼改革以来又开始恢

复起来，山口洋华 人 平 时 经 常 进 行 舞 龙 比 赛。除 了 在 元 宵

时舞龙，也在一些喜庆日子里舞龙，其目的是来祈祷龙的保

佑，以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二）花车游览

金龙劲舞大约展 演 了 近 半 个 时 辰，天 似 乎 已 经 微 微 发

亮，元宵大游行便进 入 第 二 个 活 动“花 车 游 览”。在 当 地 警

车一阵阵的警声开道 中，花 车 浩 浩 荡 荡 地 从 大 伯 公 庙 广 场

前，沿着中兴街，一路向前进发。走在花车游览最前面的是

仪仗队、自行车队和摩托车队伍，这是一组饶有地方特色的

队伍，他们由军乐 队 和 自 行 车 队 组 成。军 乐 队 在 乐 队 指 挥

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着军乐鼓、举

着各式各样的旗帜，步伐划一、昂首挺胸地唱着军歌向前行

进，而紧跟军乐队的 是 自 行 车 队、摩 托 车 队，他 们 骑 着 五 颜

六色的山地车或摩托车缓慢地行驶在游行队伍之中。第一

辆花车，载着兔年的吉祥物“提着红灯笼的小白兔”，紧随其

后 的 是 运 载 观 音 坐 像 的 花 车，只 见 慈 祥 的 观 音，正 手 拿 花

瓶，将“福气”尽播人间。在花车的游览队伍中，既有满载当

地官员的花车，也有 穿 着 绚 丽 民 族 服 装 的 华 人、马 来 人，还

有坦露上身的山地民族达雅人的花车。不仅有靓丽华人女

子装扮的“七仙女”、观音、济公等神仙，也有装扮成菜篮神、

大伯公和树神等地方神灵的花车。而当地的达雅人也装扮

成他们的各种自然神灵，展演在他们的花车之上。

花车队伍自大伯公庙前出发，从中兴街一直到亚答街，

再到华 都 街，绵 延 了５～６公 里。花 车 队 伍 中，有 各 式 各 样

灯笼的彩车、各式各样民族建筑屋顶的花车，偶尔中间还夹

有当地政府派出的 消 防 车，它 们 一 路 行 驶，一 路 鸣 着 笛 声，

与在场的歌声、人声、笑声、汽车的轰鸣声融为一体，恰似一

组协奏曲。

（三）乩童出巡

时针指向八点，元宵大游行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重要

的时刻，即乩童 出 巡 的 活 动。乩 童，就 宗 教 的 观 点，是 指 那

些能够在宗教仪式中 担 任 神 明 或 鬼 魂 与 人 交 通 的 媒 介，其

实质应该是中 国 古 代 专 职 的 宗 教 职 业 者———巫 师，即“巫，

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５］这 是 由 祭 祀 活 动，派

生出来的介乎人与神 之 间、专 门 以 沟 通 神 鬼 与 人 类 之 间 的

联系为职业的人。据 当 地 华 人 介 绍，这 里 的 乩 童 多 来 自 于

华人和山里的达雅人，他们平时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与生活，

只是在一些宗教仪式 上 才 发 挥 他 们 异 常 的 功 能，比 如 他 们

可以用 银 针、树 枝、钢 丝 等 异 物 穿 面 颊、嘴 唇、耳 朵 等，还 可

以用刀子插腹部、以利器割手臂等，最奇妙的是这些人被异

物穿皮肤或用利器割肢 体 时 都 不 会 出 血。① 笔 者 曾 在 当 场

见证一组乩童的 穿 异 物 的 神 功。一 位 年 纪 在 三 十 多 岁，穿

着白色背心和披着红 色 围 巾 的 乩 童，他 正 在 表 演 给 乩 童 用

异物穿面颊。在穿 异 物 之 前，这 位 三 十 多 岁 的 乩 童 手 里 捧

着着一些铁砂类的东西，只见他口中吹了一下口哨，然后将

手里的东西朝地下 扔 去，随 后 手 掌 向 上，口 中 还 念 念 有 词。

当这位三十多岁的乩 童 做 这 些 动 作 时，其 他 年 纪 大 约 在 二

十多岁 的３～４个 乩 童，便 一 左 一 右 地 扭 动 着 身 躯。这 时，

这位三十多岁的乩童走到一位二十多岁的扭动身躯的乩童

跟前，拿起随身带的银针先后穿过这个乩童的左右耳朵，又

拿了两根一公分粗钢丝分别穿过其左右面颊。而最为奇怪

的是，这位三十多岁的乩童还拿起早已搁在地上的大铁钩，

将其钩穿 在 那 位 二 十 多 岁 乩 童 的 下 嘴 唇 上。看 这 个 大 铁

钩，大约有手指粗，它与一个自行车轮胎的钢丝圈连接在一

起。这个钢丝圈 的 重 量 至 少 有 十 多 斤。这 位 被 穿 了４～５

根异物的二十多岁的乩童，不仅没有出一滴血，反而拿起穿

在他嘴唇上的钢丝圈若无其事的飞舞起来。

按照 当 前 民 间 宗 教 对 乩 童 类 型 的 划 分，可 以 分 为 文 乩

和武乩。文乩是以吟唱，帮助不明者解惑或帮病患者治病，

而武 乩 则 帮 助 人 们 驱 妖 避 邪、镇 鬼 安 宅，因 此 具 有 刀 枪 不

入、法力无边的特 殊 功 能。参 加 山 口 洋 元 宵 大 游 行 中 的 乩

童是武乩，包括华 人 武 乩 和 达 雅 人 武 乩。在 这 次 元 宵 大 游

行中，有 七 百 多 个 乩 童，分 别 乘 类 似 轿 子 的 东 西 边 走 边 表

演，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则两脚踩在大刀上，有的用铁

链穿进鼻子，游行队伍约３～４公里长。这七百多个乩童分

别代表各路神仙，有 许 多 神 仙 是 来 自 中 国 大 陆，诸 如 关 公、

观音、哪吒、齐天大圣等，还有客家人所信奉的“菜篮神”，以

及山地民族达雅 人 的 自 然 神 灵 如 山 神、树 神 等 等。乩 童 们

一路表演的种种慑人 心 弦 的 诡 异 动 作，令 在 场 的 观 众 窒 息

而透不过气来，全场也似乎处于“神人交汇”的场景之中。

①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７日笔者与林先生的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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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尼山口洋华人元宵

大游行的文化内涵

可以这样说，山口洋华人每年一度的元宵大游行活动，

其实是当地华人对传统文化的遵守、对信仰的恪守，也是当

地不同民族、不同 文 化 交 流 的 产 物。通 过 元 宵 大 游 行 活 动

的展演，既表现出 不 同 族 群 的 文 化 属 性，也 反 映 了 不 同 族

群的文化心态及性格，还 能 从 中 觉 察 到 当 地 民 众 对 那 超 自

然世界的想象与诠释，以 及 体 现 仪 式 从 娱 神 到 娱 人 的 变 迁

过程。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民俗本身所要表现的，是民众精神心理方面的习惯、礼

仪、信仰等民族现象。一般来说，各个民族的民间活动都是

在该民族的社会结构、经 济 生 活 以 及 风 格 习 惯 等 条 件 下 形

成的。山口洋华人的 元 宵 大 游 行 活 动，是 当 地 华 人 庆 祝 新

年的一种民间民俗事 象，而 活 动 过 程 中 的 各 种 展 演 实 质 上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山口洋华人的元 宵 大 游 行 活 动 历 史 悠 久，至 今 已 经 有

二百五 十 多 年 了。这 种 活 动 在 苏 哈 托 时 期 被 迫 停 办，自

２０００年之后才得以恢复。据了解，元宵大游行在恢复初期

还遇到许多阻碍，不过 最 终 在 华 人 社 会 以 及 友 族 的 共 同 努

力下，才正是得以复办。在元宵大游行中，中国龙、狮子舞、

麒麟舞、红灯笼、十二生肖、琉璃瓦屋顶、牌坊等中华传统文

化元素一一展现在参 加 游 行 的 当 地 的 华 人 面 前，而 诸 如 汤

圆、年糕、钵钣等中华 传 统 的 美 食，不 仅 引 起 在 场 华 人 的 食

欲，更重要的是使他们 感 觉 到 自 己 有 着 这 样 独 特 的 饮 食 文

化。此外，各种神灵如观音、关公、大伯公、菜篮神等神像的

出巡，使在场的华人们 潜 意 识 地 认 识 到 他 们 与 其 他 族 群 有

着不一样的崇拜习俗 与 信 仰 体 系，从 而 使 其 文 化 认 同 得 以

建构。正像当地的一位老华人所说的：“我们老一辈的人就

是希望借助于这种大 张 旗 鼓 的 节 日 庆 典 活 动，唤 起 华 裔 新

生代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延续本民族的香火。”①

（二）不同族群文化的交流

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种社会活动或会众活动，它不仅具

有活跃社会气氛，也同时具有文化交往功能，它既可以使同

一种文化的人在此场景下加强其认同，也可以使不同文化、

不同人群在文化活动中得以交流、沟通和互动，从而达到相

互了解、理解和谅解。

山口洋华人元宵大游行，参加者不单单有华人，还有山

地民族达雅人、马 来 人 和 爪 哇 人 等 族 群 参 加。从 华 人 与 这

些族群的历史关系来看，华人先民移居到西加里曼丹时起，

他们之间就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一位学者曾写道：“早在罗

芳伯时代（１７７２～１７９５年），从 罗 芳 伯、张 亚 才 到 许 多 部 下，

都开始 与 达 雅 族、马 来 族 通 婚，后 来 成 为 西 加 的 融 合 族

群。”［６］只是在苏哈托统治时期，由于当时政府 的 别 有 用 心，

造成华人与当地 的 族 群 如 达 雅 人 的 关 系 一 度 紧 张。比 如，

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５日，苏哈 托 以 对 付 北 加 游 击 队 为 借 口，挑 拨

达雅人驱赶全部在西 加 里 曼 丹 各 村 镇 进 行 农 业、农 园 建 设

的数十万华人，违背人 权 侵 略 华 人 先 辈 辛 辛 苦 苦 建 立 的 住

宅和园地，造成多 达 数 万 华 人 死 亡，十 多 万 华 人 流 离 失 所，

成为２０世纪最悲壮的一次反人权大事件，这就是史上所称

的“红头事件”。不过，自苏哈托下台后，当地的达雅人已意

识到这是受苏哈托军 政 府 而 利 用 所 发 生 的 事 件，他 们 现 在

仍像其先辈那样加强 了 与 华 人 来 往，并 支 持 华 人 为 自 己 的

生存与权力而 斗 争。其 突 出 的 表 现 是 在２００８年 印 尼 的 地

方选举中，达雅人与 其 他 选 民 一 道 先 后 支 持 华 人 黄 汉 山 成

为西加里曼丹省 省 长、黄 少 凡 成 为 山 口 洋 市 市 长。山 口 洋

的元宵庆祝活动在前 几 年 受 到 其 他 族 群 的 阻 挠，曾 经 发 生

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华 人 树 立 在 市 中 心 的 一 条 巨 龙 也 受

到破坏，后来，经过 各 种 努 力，尤 其 是 在 黄 少 凡 市 长 上 任 后

协调各族之间的关系，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才逐步使华人的

元宵庆祝活动走 上 正 轨，不 再 受 到 其 他 民 族 的 阻 挠。而 在

这次山口洋华人元宵 大 游 行 中，达 雅 人 派 出 了 许 多 辆 颇 具

其民族特色的花车来 参 展，并 组 织 许 多 歌 舞 表 演 者 和 乩 童

来展演他们独特的舞蹈、服饰和巫术。而其他像马来人、爪

哇人等族群也组织了其游行的方阵，诸如军乐队、自行车队

和摩托车队等，从而展现了山口洋多姿多彩的文化，并加强

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三）巫文化的显现

一般认为，那 种 能 游 离 于 人 神 之 间，而 且 还 能 在 善 与

恶、美与丑、真与假的转换与交替中发挥着媒介或中介功能

的，这就是巫。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阶段的产生、发展

和演变而形成的。巫 实 质 上 反 映 了 先 民 的 信 仰、幻 想 和 心

态。［７］在山口洋华人元宵大游行中，七百多个乩童 各 式 各 样

的展演，其实也是巫文化的一种独特存在和表现的方式。

有的学者认为，巫 文 化 是 以 祭 祀 鬼 神、扮 演 鬼 神，沟 通

鬼神、传达鬼神之意和驱鬼逐疫而显示其神秘 性。［８］而 在 山

口洋 元 宵 大 游 行，七 百 多 位 乩 童 扮 演 着 诸 如 齐 天 大 圣、济

公、三太 子、关 公、菜 篮 神、山 神 和 树 神 等 神 灵，充 当 着 神 明

或鬼魂与人沟通 的 媒 介。他 们 在 巡 游 中，手 拿 各 种 尺 寸 的

银针、钢 筋 和 木 根，以 及 各 种 兵 器 如 七 星 剑、鲨 鱼 剑、月 斧、

铜棍、刺球等等。他 们 除 了 表 演 异 物 穿 肢 体，还 进 行 了“耍

刀轿”的仪式。所谓“耍刀轿”，即 扮 演 某 神 明 的 乩 童，坐 在

由许多刀口朝上，椅背上还插着几根三角形令旗的刀轿上。

有的乩童还在脚蹬和 靠 背 上 安 放 了 好 几 把 利 刀，有 的 在 左

右扶手的位置上也安 置 利 刀，使 人 感 觉 到 这 些 乩 童 是 坐 在

或站在利 刀 上 的。这 些 乩 童 坐 在 这 些 以 刀 架 起 来 的 刀 轿

上，由刀轿夫（他们也是乩童）抬着他们出巡。在出巡时，坐

在刀轿上的乩童有时 会 突 然 站 起 来，拿 着 利 剑 割 自 己 的 舌

头、或用利剑刺胸、砍头等，或有的直接站在刀刃上，用脚使

劲地蹬着刀刃。这 些 坐 在 刀 轿 上 的 乩 童，在 刀 轿 上 所 作 出

的各种动作，既显示了他那种所谓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同时

彰显出他有着特殊的 法 力，而 他 们 扮 演 着 各 种 神 灵 以 及 对

自己的躯体所作出的 各 种 动 作，更 显 示 了 他 们 作 为 神 人 沟

①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７日笔者与林先生的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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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媒介的神秘感，这正是一种巫文化的集中表现。

（四）从娱神到娱人

从当地华的人叙 说 和 查 阅 资 料 来 看，早 期 山 口 洋 华 人

元宵大游行中虽然有娱人的功能，但娱神的色彩较为浓厚。

比如，元宵节在山口洋被称为“迎神日”。也就是说，早期当

地华人庆 祝 元 宵 节 主 要 受 鬼 神 观 念 的 束 缚。在 元 宵 节 这

天，山 口 洋 周 边 的 神 轿、刀 轿 都 陆 续 汇 集 在 山 口 洋 大 伯 公

庙。游行开始前，信众需向大伯公庙中的大伯公奉献三牲，

顶礼膜拜，以 便 迎 新 祈 福。这 是 一 种 祭 奠 神 灵 的 仪 式。如

果在祭拜仪式中不虔诚，或不先举行之，将被认为是对神灵

大为不敬的行为，不仅不能达到迎新祈福的目的，反而可能

会速招来祸祟。在祭 拜 仪 式 中，巫 师（乩 童）们 也 需 在 此 虔

诚地祈求神灵，其 目 的 是 以 获 得 刀 枪 不 入 的 神 力。在 游 行

过程中，出游者从大伯公庙中抬出大伯公神像，簇拥着它向

前行驶，而各类型的神仙、神灵坐像或雕像紧随其后。除各

种神仙神灵外，乩 童 成 为 游 行 队 伍 中 的 主 角。这 些 乩 童 在

游行队伍中做出许多 令 人 惊 心 动 魄 的 动 作，既 表 明 他 们 与

众不同，也给游行场面增添了一种神秘的气氛。可以说，早

期的元宵大游行巫术鬼神观念极重，偏重于娱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纯粹是华人参与的元宵大游行，

其他族群如当地 的 达 雅 族、马 来 人 等 也 参 与 进 来。这 些 族

群的加入，给以华人为 主 的 元 宵 大 游 行 赋 予 了 不 同 的 文 化

元素。比如，达雅 人 的 自 然 神 灵 崇 拜，以 及 马 来 人 的 歌 舞、

打击乐等等。尽管在元宵大游行中所祭祀的主要对象是鬼

神，以及乩童仍在表演其神力，游行中却出现了许多载歌载

舞的队伍。虽然大游 行 的 主 要 目 的 还 在 于 娱 神，但 是 那 些

能使人倾吐情怀，能使人娱乐心身的歌舞表演，无疑会使宗

教的色彩在逐渐淡化，关爱人间、注重人间冷暖的世俗色调

在增强。换句话说，山 口 洋 华 人 元 宵 大 游 行 被 赋 予 了 许 多

现实的精神，其宗教精 神 已 渐 渐 转 换 成 一 种 陶 冶 性 情 的 娱

乐精神，并更加社会化与生活化。实质上，元宵大游行已从

浓厚的娱神性逐渐过渡到娱人的阶段。

四、结论

华人移居山口洋的历史悠久，华人移居该地后，与当地

的达雅 人、马 来 人 一 起，开 荒 耕 地、捕 鱼 种 菜，设 厂 经 商，为

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山口洋华人的元 宵 大 游 行，是 山 口 洋 每 年 中 最 重 要 的

节日。这种大游行活 动，是 当 地 华 人 庆 祝 新 年 的 一 种 民 间

民俗事象，而活动过程 中 的 华 人 各 种 展 演 实 质 上 是 中 华 传

统文化的传承，而这些 都 将 使 华 人 族 群 的 文 化 认 同 得 以 建

构。参加山口洋华人元宵大游行活动的，不单单有华人，还

有山地民族达雅 人、马 来 人 和 爪 哇 人 等 族 群 参 加。这 种 参

与，既展现了山口洋多姿多彩的文化，也加强了不同族群之

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元宵大游行其实在最初是华人 的 一 种“迎 神 日”仪 式，

后来慢慢发展成“神人交汇”的盛大的多民族文化活动。山

口洋华人元宵大游行 中 乩 童 们 所 表 演 的 各 种 动 作，既 反 映

了当地民众斩妖除魔，也 显 示 出 他 们 一 种 远 疾 弥 灾 的 朴 素

心态，而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巫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族群的参与，山口洋华人元宵大

游行已从早期的娱神逐渐过渡到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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