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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京津以至华北地区碧霞元君——“老娘娘”信仰的中心地，妙峰山无疑是京畿一带信众心中的神
山圣地。清末以来，北京城城厢内外的香会、香客在妙峰山庙会期间朝山进香，行香走会，尤以农历
四月初一至十五的春香——春季庙会为甚。春香时期，远近信众纷纷前往，他们或怀着虔诚的心意施
善行义，或怀着急迫的心愿乞求庇佑，或满腔感激地前往还愿，或只为游山玩水而来。由于地处北京
这个政治、文化中心的西郊，有关妙峰山庙会的记述研究比较丰富，而其香火的兴衰也与精英参与和
社会变迁有着明显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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