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山奶奶民俗：中华姑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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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山这片古老而神圣的土地上，泰山圣母碧霞

元君的信仰源远流长，她不仅是宗教信仰中的天仙圣

母，而且在民俗文化中也扮演着亲切姑母的角色。 为

了更精确地辨识泰山圣母在宗教与民俗两个不同领

域中的形象与内涵，泰山朝山总香社提出了一项创新

的提议：在未来的各项活动中，所有宗教性质的活动

在提及泰山圣母时，应当统一使用“天仙圣母碧霞元

君”这一称谓，而所有民俗性质的活动则应当统一使

用“中华姑祖泰山奶奶”这一称谓。 这一提议不仅展现

了对泰山文化的深厚尊重与传承，同时也为泰山圣母

的信仰注入了新的活力，进一步明确了泰山奶奶信仰

在宗教与民俗中的界限与区别。 它不仅体现了对泰山

历史和文化的深刻理解，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使得泰

山奶奶的信仰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新的诠释和发

扬。 这种提议的提出，不仅有助于保护和弘扬泰山的

传统文化，还能够促进泰山地区宗教与民俗活动的健

康发展，为泰山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方向。

正月初三，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占据

着独特且重要的地位。 据史料记载，宋代大中祥符元

年，天界神秘天书降临皇宫，此一事件促使宋真宗皇

帝颁布诏书，正式将正月初三定为天庆节。 在这一天，

官员们享有五天假期，以庆祝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节

日。 正月初三不仅是国家层面的庆典，亦是民间传统

中极为重要的日子，人们会在此时向姑奶奶拜年。

泰山奶奶自小泰山修真得道，终生未嫁，无子嗣

后代，因此各地百姓尊称泰山奶奶为姑奶奶，如山东

淄博市高青县称泰山奶奶为“泰山老姑”，山东德州、

河北沧州一带称泰山奶奶为“老姑奶奶”。 尽管各地信

众的称谓不同，但在信众心中，泰山奶奶被视为本族

姑太太，故称姑祖。 在民俗文化中，姑奶奶象征着家族

中的年长女性，她们是家庭智慧和慈爱的代表。 因此，

向姑奶奶拜年不仅体现了对长辈的尊敬和孝顺，更是

一种家族情感的传递和凝聚，加深了家族成员间的情

感联系，强化了家族的团结和和谐。 在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历史传承背景下，泰山朝山总香社孕育出宏伟而

美好的愿景，期望将每年的正月初三，这个具有特殊

意义的日子，逐渐发展并约定俗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

“中华姑祖节”。 这一天，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个象

征团结和和谐的时刻。 届时，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众和

游客，将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对家族传统的尊重和敬

畏，对传统拜年礼仪的认真践行，以及对孝顺和善行

文化的推崇和弘扬，齐聚于泰山脚下。

遍布全国的泰山行宫更是为各地信众朝拜姑祖

提供了便利条件。 信众可选择邻近的泰山行宫，在农

历正月初三这一特定日子里参拜“中华姑祖泰山奶

奶”。 当日，各地行宫举行歌舞表演和戏剧演出，以此

娱神并开展各类民俗活动。 在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日

子里，人们共同向”中华姑祖“表达至高无上的敬意，

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姑祖节”不但代表了一个节日的称谓，更承

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在这一特定时

刻，我们能够深刻体验到家国情怀的深厚底蕴。 泰山，

作为五岳之首，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其巍

峨的身姿矗立于天地之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坚韧与

不屈。 每当人们登临泰山之巅，俯瞰天下，心中便会油

然而生一种对国家的热爱与对民族的自豪。 而“中华

姑祖泰山奶奶”，作为民俗信仰中的守护神，她不仅是

泰山的化身，更是将这份家国情怀融入每一位信众的

心中，使得这份情感得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家风的传承，实际上也是“中华姑祖节”所承载的

重要内涵之一。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家庭成员们可

以携手同行，一同前往泰山，通过举行祭祀、祈福等一

系列活动，来加深对家族历史与文化的了解，从而增

强家族的凝聚力与归属感。 此外，拜年礼仪作为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华姑祖节”中也得到了充分的

体现和弘扬。 在这个节日里，家中晚辈向长辈拜年，长

辈向晚辈予以关切，传递祝福，增进亲情，使得整个节

日充满温馨和谐的氛围。

孝善文化，作为“中华姑祖节”的核心精神，承载

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孝道，作为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不仅是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基石，也是维

系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 在“中华姑祖节”这一特别的

日子里，人们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展现对长辈

的孝顺以及对长辈的敬重。 通过对姑祖的祭拜，间接

促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 亲人通过节日相聚，共

同看望自家长辈，这是表达孝心的直接方式。 通过这

些充满爱意的行为， 人们不仅能够加深与家人的感

情，还能让孝善之花在泰山脚下绚丽绽放，让这份传

统美德在现代社会继续发扬光大。

展望未来“中华姑祖节”之际，无论是活力四射的

舞龙舞狮，还是富有地方特色的秧歌社火，这些民间

艺术形式均有望在这一特殊节日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与广泛传播。 我们期望泰山成为展示民俗文化的舞

台，使“中华姑祖泰山奶奶”的信仰与文化成为连接历

史与现代、过去与未来的坚固桥梁，进而使这一传统

节日成为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平台。

“中华姑祖节”的提出与设立，不仅是对泰山奶奶

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更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

弘扬与发展。 这一节日的提出与设立，对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我们期待各族兄弟姐

妹，港澳台同胞及全球华侨，借此节日共聚泰山脚下，

通过多样化的传统民俗活动向“中华姑祖泰山奶奶”

致以新春的敬意。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华

姑祖节”将会成为万民朝拜的盛大节日，成为中华民

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它不仅将吸引来自五

湖四海的民众，共同庆祝和纪念这一具有深厚文化底

蕴的节日，而且还将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

自豪感，筑牢文化自信。 通过这样的节日，我们可以更

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远影响，让

“中华姑祖节”这一节日在新时代焕发出绚丽光彩。

1909号台风“利奇马”演变特征分析

□

贵州省锦屏县气象局 杨胜桥 张仁忠 吴慧 龙宇

第一章 引言

1

、研究背景

热带气旋是夏秋季节容易在温暖的洋面上形成

并由于受到外力作用继续发展的具有暖性质的大气

涡旋系统，如果涡旋持续发展，达到一定等级（热带风

暴级及以上）的即被称为台风。 中国地域辽阔，东部靠

近世界第一大洋太平洋，领海面积也相当庞大，具有

狭长的海岸线，因此，在每年夏秋季节，台风盛行的时

候，我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各省市都会受到台风活动的

影响。 据统计，每次均有

5

—

10

个台风在中国沿海地

区登陆，其台风登陆数量居世界首位，因此中国每年

均受到严重的台风影响。

2

、研究意义

台风过境时往往会给当地带来巨大的降水，导致

泥石流、山体滑坡、城市洪涝泛滥等；带来的大风，会

毁坏建筑物，破坏城市绿化等；同时，台风可能还会引

发海啸，给沿海的地区造成严重的灾害。 但是，台风也

会带来一定的好处，比如台风引发的降水会给当地农

作物补充水分，还能给炎热的夏季增加水汽调节气候

等。 因此对相关台风的业务预报和相关理论技术研究

一直是中国气象部门和其他相关机构着重关注的研

究项目之一。超强台风“利奇马”共造成

1402.4

万人受

灾，

56

人死亡，

14

人失踪，

1.5

万间房屋倒塌， 农作物

受灾面积

113.7

万公顷， 其中绝收面积

9.35

万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

515.3

亿元。 因此对“利奇马”的演变特

征进行分析研究，将会为以后类似台风的研究预报提

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预报经验。

第二章“利奇马”概况

超强台风利奇马是

2019

年太平洋地区第

9

个被

命名的台风。受西风槽和赤道低气压等影响，在

8

月

7

日凌晨发展为台风强度， 并于北京时间

8

月

10

日

1

时

45

分许在浙江省温岭市城南镇沿海登陆。 随后“利

奇马”继续向北移动，穿过江苏、上海部分地区后并进

入黄海海面， 又于

8

月

11

日

20

时

50

分许在山东省

青岛市沿海地区再次登陆， 随后移入莱州湾海面，并

开始打转回旋，而后移入渤海海面。 到了

12

日

14

时

许， 其强度减弱为副热带低压。 最终于

8

月

13

日

14

时被中央气象台停止编号，在

8

月

15

日

3

时许，日本

气象厅认定其完全消散。

超强台风“利奇马”具有以下特点：

1

、登陆强度强：在利奇马登陆我国之前，

2019

年

已有

2

个台风登陆中国， 二者登陆时强度均不是很

强，均为热带风暴级，而台风“利奇马”登陆时强度为

超强台风级（

16

级，

52m/s

），是

2019

年登陆中国的最

强台风。

2

、陆上滞留时间长：“利奇马”在中国浙江登陆以

后继续北上，一直经过江苏、上海等地。 据统计，在我

国陆地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

9

级及以上级别的滞留

时间长达

44

个小时，是自

1949

年记录以来在我国大

陆停留时间的第六长。

3

、风雨强度大：“利奇马”登陆时给登陆地区和影

响到的地区带来了强度特别大的降水。 我国本土因台

风“利奇马” 造成的

100mm

以上暴雨影响面积多达

36.1

万平方公里，降水量

250mm

以上的面积达到

6.6

万平方公里。 受“利奇马”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在利

奇马经过以及受利奇马过境影响地区，降水量都超过

了平时雨季的平均值甚至最大值。

4

、影响范围广：“利奇马”在登陆浙江沿岸后一直

沿东部海岸北上，先后在浙江、山东两省登陆，并在沿

途浙江、福建、江苏、上海、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天

津、辽宁、吉林等省（市）造成影响。 据评估结果显示，

“利奇马” 造成的中等及以上台风灾害风险覆盖面积

近

25

万平方公里。

5

、灾害影响重：台风“利奇马”在登陆浙江沿海

时，中心风力巨大，移速特别快，影响范围广阔，经过

的区域均是我国经济繁荣，人口密集地区，造成了严

重的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据统计，在整个“利奇马”

过境影响期间，共造成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1402.4

万人

受灾，

56

人死亡，其中另外有

14

人失踪，

1.5

万间房屋

倒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113.7

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515.3

亿元。

第三章“利奇马”登陆前强度、移动速度快速演

变的环流背景

过去有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强度变化的三个主要

因素为：台风周围的各层环流系统、台风内部结构发

展不稳定和下垫面与台风自身环流的相互作用。 但是

对于生命史较长、强度较强的台风而言，大尺度环流

背景对台风强度发展演变所起的作用同样是至关重

要的。

对于秋季的西太平洋地区台风而言，由于秋天冷

空气的活动逐渐活跃，太平洋西部洋面开始由从西伯

利亚等地南下的冷空气控制，迫使具有较暖性质的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逐渐减弱并且南退到更远的海上。

而西太平洋副高作为夏秋季台风移动的主要引导系

统，位置及强度发生了改变，导致台风在移动过程中

出现不对称的性质更加明显。 除此之外，如果越赤道

气流在移动过程中和赤道附近的暖高压结合并向北

移动， 这将可能导致台风原本的移动路径发生变化，

通常会导致台风移动的偏北分量明显增加。

为此下面我们将先从以下三方面分析“利奇马”

强度持续增强和快速移动的大尺度环流背景。

1

、西太平洋副高和西风槽的变化

如图

1a

所示，

6

日

08

时对流层中层

500hPa

亚欧

中高纬以纬向环流为主，环流较为平直，我国西北部

俄罗斯西南部和内蒙古地区以及俄罗斯东南地区呈

现出三个明显的长波槽区，而且在俄罗斯东部还存在

一个明显的高压中心。 除此之外，在太平洋西部靠近

（

a

） （

b

）

图

1��700hPa

高度场分析图：（

a

）

8

月

6

日

08

时

（

b

）

8

月

8

日

08

时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存在两个发展极其旺盛的低压中

心。

8

日

8

时（图

1b

）中纬度西风槽向我国内陆地区移

动。

10

日凌晨到上午，“利奇马”登陆我浙江省温岭市

前后（图

1b

），在太平洋西部洋面上有一个发展极其强

烈的低压涡旋系统，这说明西太平洋副高强度不仅没

减小，反而增强，促进了该低压系统的发展。

2

、对流层低层偏东风和台风东面强烈低压

在北半球，秋季受内陆冷高压的影响，冷空气活

动更加活跃，太平洋西部洋面被从西伯利亚等地南下

的冷高压控制，在高压从北方地区一路南下到太平洋

的途中，同时影响着我国东海、南海等洋面，同时与赤

道附近吹来的暖性气流相汇，导致我国东部海面盛行

回流的东偏北风。 同时在台风“利奇马”移动发展直至

登陆我国浙江沿岸的过程中，一直受到其东面强烈低

压的影响。

这说明在“利奇马”持续加强期间，受到由内陆高

压与赤道暖性气流相汇形成的东偏北风加强和台风

东面强烈低压的共同影响，导致“利奇马”周围的偏东

风也明显增强。

3

、越赤道气流的变化

利奇马在发展移动的整个过程中所处的纬度较

低，所以一直受到赤道附近的暖湿气流影响加强。 在

400hPa

高空，从赤道南面不断有大量暖湿气流涌入利

奇马周围（图

2a

），并逐渐汇入利奇马上层的引导气流

中，促进台风上层运动发展。 同样，在

850hPa

高空，有

大量的气流从印度洋、马来西亚等赤道南面涌入利奇

马涡旋范围内， 形成影响台风对流层低层的引导气

流，使台风周围气流更加充足，与台风其他层引导气

流共同作用，使台风在登陆前发展越来越旺盛，强度

和移动速度达到一个极值。 同时，从赤道南部各个方

向洋面越过赤道而来的大量气流与利奇马后部的强

烈低压系统相遇，使其发展更为旺盛，从而推动利奇

马的更快发展。

（

a

） （

b

）

图

2��

流场分析图：（

a

）

8

月

7

日

20

时

400

百帕

（

b

）

850

百帕

第四章“利奇马”强度持续加强的动力机制

由图

3

可见，“利奇马”中心附近强风区范围并不

是很大，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报道，“利奇马”登陆浙江

前移速和强度在不断增强。 同时结合“利奇马”登陆前

后环流形势来看，台风环流在稳定维持的副高西南侧

引导气流作用下，于

10

日

02

时左右登陆，整体环流

结构密实对称（图

3a

）；登陆后不对称性迅速增长，北

侧倒槽及东北侧动力、水汽及降水明显强于本体（图

3b

）；受长时间维持的低层急流、高空槽和台风倒槽结

合影响，另外后期冷空气侵入后，台风持续增强。

（

a

） （

b

）

图

3�

“利奇马”登陆前后环流形势，

500hPa

高度、

850hPaUV

、 相对湿度及垂直速度

:

（

a

）

9

日

20

时（

b

）

10

日

08

时

综合分析说明，台风利奇马持续加强和高强度维

持的主要动力机制为登陆前整体环流结构（低层风

场、水汽场等）密实对称，而登陆后不对称性迅速增

长，高空槽与台风倒槽开始相互作用，长时间维持的

强动力辐合、水汽输送及高空槽影响下强锋生区的作

用以及长时间的对流层低层水平辐合、高空槽东移南

压和台风倒槽结合影响。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1

、主要结论

（

1

）“利奇马”在登陆前得到充足的发展，具有超

快的移速和极强的强度，形成了巨大的破坏力。 因此

在登陆我国浙江沿海以及继续北上影响的过程中，给

我国沿海及部分内陆地区带来严重的灾难，造成了巨

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

2

） 在台风移动发展过程中有冷空气的侵入、复

杂地形的影响、 台风内部小尺度强对流等因素影响，

均可能使台风在登陆前强度持续增强或者登陆后强

度受地形削弱影响，台风特征发生不稳定演变，造成

台风发展的不对称性。

（

3

）对流层低层水平辐合的显著加强和赤道附近

台风后部强烈的低压系统和台风利奇马发展的不对

称性也是“利奇马”强度持续加强的重要原因。

（

4

）台风利奇马持续加强和高强度维持的主要动

力机制为长时间的对流层低层水平辐合、高空槽东移

南压和台风倒槽以及其它尚未清楚的机制共同作用

结合影响。

2

、存在的问题和展望

（

1

）问题：虽然在国内外众多研究者对台风演变

特征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但更多是局

限于对台风所带来的降水、 闪电特征等方面或者是

台风所产生的各种气象波动等的研究。 同时在本文

中， 因为资料、 技术等不够充足和完善， 对

1909

号

超强台风“利奇马”的演变特征分析研究更多还只是

停留在较为浅薄的层次，没有精确地分析到其更加深

入的层面。

（

2

）展望：对于夏秋季太平洋地区的台风而言，除

了要考虑西太平洋副高、东亚大槽、赤道附近台风后

部热低压系统、越赤道气流对台风快速演变的影响之

外，同时还要留意对流层各层引导气流变化对台风强

度和移速的影响。 在不久的未来，科技更加发达，应用

在气象研究方面的各种仪器， 技术等也将更加完善，

对台风演变特征的分析研究也会更加精确、 深入，得

到的成果一定更加可观，极具参考价值和研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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