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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

编辑说

□　

明

一、 本书资料的搜集范围只限于现在南充市行政管辖的三区一市五县之

内, 即顺庆区、 高坪区、 嘉陵区、 阆中市、 南部县、 西充县、 仪陇县、 营山

县、 蓬安县。

二、 本书所选辑的民间习俗按照物质生产、 商业与交通运输、 物质消费、

人生及社交礼仪、 岁时节日、 民间信仰、 民间游艺、 民间互助风尚, 以及南

充客家人生活共分为九大类, 以具有南充地方特色的习俗为主。

三、 南充境内的民间信仰各异, 由于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兰教、

道教等因与其他地区相同, 且属于宗教范畴, 不在民间信仰习俗之内, 故而

未作收入; 商业性游戏因不属民间游戏范畴亦未收入; 对历史上南充民间曾

有过的民间巫蛊、 符咒、 占卜及一些陋俗或不收入, 或只作简要介绍。

四、 民间医疗习俗是民众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归纳总结而成, 我们在收

集与整理的过程也获得不少这方面的资料。 但由于人们受生活环境及其认知

程度的限制, 其中有的或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 或极不卫生, 加之其医疗效

果更是涉及多种因素, 为了避免读者误用其疗法而造成一些不良后果, 故而

我们未作收入。

五、 由于南充境内以汉族人居多, 故而书中民俗也以汉族习俗为主。 此

外, 境内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居民与外地迁入的客家人, 阆中市还有一个博树

回族乡, 但回族人的民族习俗均大同小异, 故本书不作专门介绍, 而将人数

相对较多的客家人生活习俗集中在一个大类中予以简介。

六、 在南充的民间互助风尚方面, 南充人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传统, 历

1



□ 民间风俗

朝历代 “见义勇为” “扶贫助困” “建桥修路” “义学义诊” 等好人好事层出

不穷, 尤其是当代的 “关注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 “无偿献血” 等现代行为

的资料内容太多, 故而我们只能选择部分较为典型的资料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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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前　 言

民间传统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并传承的各种文化形态的总和,

亦是一种由民间自主行为而形成的精神财富, 更是一种在民间世代相传的地

域文化; 产生并传承于民间, 反映的是基层民众共同的社会诉求和审美情趣。

正如冯骥才先生①所言, 灿烂的中国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根的文化, 是 “中华

文化的一半”, 不仅凝结着炎黄百姓的生活情感和人间理想, 而且昭示着华夏

民族的个性与精神。

南充市地处四川省东北部, 属丘陵地带, 嘉陵江纵贯全境, 其历史悠久,

加之明末清初外来移民众多, 故而民间传统文化积淀十分深厚。 千百年来,

南充民间忠义诚信的道德精神、 和睦乡里的民间规制、 勤劳淳朴的民风民俗、

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 斑斓多姿的民间艺术, 以及精美绝伦的民间工艺等等,

不仅记载着南充社会的历史变迁与信息, 折射出基层民众的价值取向与观念,

反映了南充人民的精神追求与智慧, 而且还包含有许多激励人们向上崇善的

思想内容, 蕴藏着大量适于调整社会关系与解决社会难题的重要启示。

但是,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 人类社会交往的全球化, 以及人

们生产与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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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骥才 (1942—　 ), 男, 当代著名作家、 文学家、 艺术家, 曾担任天津市文联主席、 国际笔
会中国中心会员、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国际民间艺术组织 (IOV) 副主席、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 全国政协常委、 国务院参事, 以及
开明画院院长、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等职。 20 世纪末以来, 他投身文化
遗产抢救工作, 担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 并致力于推动民间文化的保护与
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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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风俗

所未有的严重冲击, 许多民间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形态正在迅速减退甚至消

亡, 其文献资料也在不断散失, 故而南充民间传统文化资料抢救与整理的紧

迫性已时不待人。 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 并借鉴省内外的经验, 2012 年 3 月,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搜集、 整理与调研工作正式启动。 四年来, 通过全市上下

包括许多乡镇、 街道的相关领导及文化专干通力合作, 尤其是通过一批专家、

学者的艰辛努力, 形成了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书系” 的工作成果。 “书系”

共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概论》。 这是一部带研究性质的专著, 全书共分

七章和附录, 其内容涵盖了南充方言俚语、 民间风俗、 文学、 艺术, 以及民

间规制、 古镇与码头文化等各个方面; 论述了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与南充的自

然地理、 人文传统的关系及特点, 并分析了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中的困境,

提出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思考与建议。 在附录中, 还表列有

“南充市国家、 省、 市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镇 (乡)、 村名录” “南充市国

家及省、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南充市国家及省、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

录” “南充市现存历代字库塔一览表”, 以及 “南充市 100 年以上的古镇

(乡)、 码头一览表”。

二是带有文献性质的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资料” 丛书。 我们按照民间传

统文化的分类, 并依据南充民间文化的特点及所收资料的具体情况, 将丛书

编辑为十辑, 即 《南充方言》 《民间风俗》 《民间故事》 《民间歌谣》 《谚语·

歇后语·楹联·碑记》 《民间音乐》 《民间艺术》 《家训族规》 《民间建筑》 以

及 《古镇·码头》。 其中, 《南充方言》 对较为复杂的南充官话方言, 尤其是

对在南充范围所存在的客家方言岛、 湘方言岛等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类说

明; 《家训族规》 对南充境内所收集到的 80 余部家训族规进行了点校与注释,

它们中制定时间最早的为唐、 宋时期, 以清代为最多, 其内容丰富并具有时

代性、 典型性与代表性。 此外, 其他各册均较为全面地收集有南充境内相关

的文献资料, 不仅所涉及的时空范围广, 而且文化形态种类亦多, 其中不少

历史资料如民间故事、 歌谣、 音乐, 以及楹联与碑记等均为抢救性的整理与

保存。

三是影像资料, 这是一套以历史照片为主体的影像图集, 共收存了不同

时期的一千四百余幅新老图片, 共分为 《民间艺术》 《民间风俗》 《码头·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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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镇·古建筑》 三册。 它们记录与承载着众多具有实物形态的民间文化历史信

息, 更是一种直观而形象的南充民间传统文化史料。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的历时久远, 且具体内容宽泛庞杂, 由于有的资料已

经散失, 有的又因碑刻破损而字迹模糊, 或因文献资料的残缺错漏, 或因来

自民间人士的转述等原因, 故而上述成果中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与不足。

但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 我们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 尤其是基层民

众的热情参与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在此次资料的收集、 整理与研究过程中, 我们同时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我们相信, 民间传统文化中那些美好的情感与精神定会

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并为推动南充社会的政治、 经济、 文

化全面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 我们期望, 此后有更多的人士来关心和从事民

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让南充民间传统文化的花朵在中华文化的百

花园中开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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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产习俗 □

农村经济习

□　

俗

一、农耕生产习俗

鞭打春牛　 鞭打春牛是我国汉族和白族等南方民族的立春习俗之一, 亦

称 “鞭春” “打春” “打春牛” “打土牛” 等, 即在立春这一天, 鞭打用泥土

塑成的春牛 (也有用纸扎的春牛), 以劝农事, 策励春耕。 南充人民还增添有

“说春” “报春” 的内容。 说春, 就是一人扮成春官 (过去朝廷中专管农事的

官员, 分春、 夏、 秋、 冬司直), 头戴着官帽, 身穿红色官袍, 手拿皇历 (皇

帝颁布的现用历法书), 复述 “春天到” “劝农耕” “励进学” 等, 挨家挨户

去报春喜, 颂吉祥。

立春前一天, 顺天府大小官员都要到春场举行迎春仪式。 官员们要身穿

红色官服, 用旗帜和仪仗开道, 先把勾芒神和土牛迎到顺天府衙门前准备好

的彩棚里。 一路上, 喇叭齐鸣, 锣鼓喧天, 老百姓沿街争相观看。 日出时,

由带队长者鞭打春牛, 并口念颂词: “一打风调雨顺, 二打地肥土暄, 三打三

阳开泰, 四打四季平安, 五打五谷丰登, 六打六合同春。” 打完后, 人们抬着

春牛沿地垄向前走一段后, 将春牛置于地, 面向正南方的 “农祥星” (房星,

“房星正而农事起焉, 故谓之农祥” ), 以镐刨土, 表示该年农事活动已经开

始。 鞭打春牛后, 有的百姓会将其泥土带回家中, 以祈祷来年五谷丰登。

鞭打春牛的仪式上, 鞭春者与春牛前后位置因时间的不同又有所不同。

如果立春靠近春节前的腊月十五, 打牛者要站在春牛的前面, 表示今年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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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风俗

耕应该早一些。 如果立春靠近春节后的正月十五, 打牛者就要站在春牛的后

面, 表示今年的耕作要晚一些。 如果立春在正月初一前后, 打牛者应与春牛

并排, 农业耕作的时间自然也就应该适中了。 鞭打春牛, 是一年中最为重要

的农耕文化习俗。 如今, 阆中老观等乡镇此项民俗活动仍然在延续。

栽秧打谷　 栽秧打谷是南充农家大事, 旧时习俗较多, 具有地方特色的

活动主要有:

一是开秧门。 农家 “开秧门” 如办喜事。 栽秧时节, 先要摆上熟腊肉、

公鸡肉、 水酒及其他祭品, 祭祀土地神。 然后由雇请的插秧高手, 先下田扯

两个秧, 其余人才下田扯秧。 在备好的栽秧田头, 户主或插秧高手打下两个

秧, 并先栽第一幅, 俗称 “打肋”, 又叫 “破田”。 然后, 其他人才向田里抛

秧, 下田栽秧, 此为开秧门。 俗语说: “别人家的秧栽完了, 我家还没有开秧

门。”

二是打肋。 在大块秧田栽秧时, 请栽秧能手, 从田中间先栽一幅五行的

秧苗, 为 “打肋”。 为了比谁栽的快、 匀、 直, 在起肋时, 五行中间的一肋为

脉, 户主在起田处放一壶装满酒的土酒罐, 打肋一幅栽完上岸时, 若中间的

“脉” 能端端正正地对上酒壶, 这壶酒就奖给 “打肋” 的人喝。

三是吃栽秧肉。 栽秧肉自然是对帮忙之人的慰劳, 在上一年杀年猪时,

就要计划好选留一块肉, 将这块腊肉顺着膘头子切, 有好大切好大。 家家相

比, 一家比一家切得大, 一家比一家切得长。 然后将其用油桐树叶包好, 一

包两个, 让帮工栽秧的人晚上带回家供全家人享用, 有的栽秧肉一家人也吃

不完一个。

四是关秧门。 栽秧结束那一天, 称为 “关秧门”, 习俗要求一定要 “早上

岸”, 下午太阳未落山要全部栽完, 来不及就要请人帮工。 要是天黑还有田角

的秧子没栽上, 就被认为不吉利。 关秧门后第二天, 媳妇要带上一些礼物回

娘家探望父母。 栽秧以后, 要勤管田水。 经两次薅秧、 除稗、 追肥, 即要

“烤田”, 促使水稻根系发达, 秧苗长势旺盛。 薅秧时农民们最爱唱山歌, 称

为 “薅秧歌”。

五是秧苗会。 秧子满插满栽后, 一季农忙也就结束了。 农民们经过半月

之久紧张忙碌的栽秧、 打麦、 结蚕茧的劳动之后, 可以稍微舒一口气。 过去

在南充乡间, 栽秧完毕, 又称 “倒秧丘”, 一般以村落为单位, 都要举办 “秧

400



物质生产习俗 □

苗会”, 来庆贺当年栽秧顺利完成。 先是由村里具有一定号召力的长者出面,

向各家各户收取办会的份子钱, 然后组织起村民在人口较为集中的地点搭戏

台, 请戏班子来唱戏。 通常各家吃过晚饭后, 不论男女老少, 全家一齐出动,

聚集在戏台前。 那时没有电灯照明, 就点数盏马灯, 后来有了煤气灯便用煤

气灯照明。 演出多为川剧、 木偶戏、 皮影戏, 大都为折子剧, 主要是营造喜

庆热闹气氛, 民间又称唱 “秧苗戏”。 在照明、 演出换场阶段, 还有演员出来

说几句祈求神灵保佑, 秧苗健康生长的吉祥话。 这种习俗在 1949 年 10 月新

中国建立后直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集体生产时期, 仍然沿袭, 以后的 “秧

苗戏” 多为请电影队放电影。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因青壮年外出务工的增

多, “秧苗会” 习俗日渐衰微。

六是打谷尝新。 打谷日是农家大喜的日子。 早先在开镰割谷子时, 要献

酒饭、 香火在田头祭 “五谷神”。 20 世纪打谷子的方式, 有的地方农民俗称

“迎亲家过门”, 即四人分成两组, 扬起谷把轮番往拌桶上打, “叮! 咚! 叮!

咚!” 既要响声不间断, 又要有节奏, 像 “迎亲家” 那么热闹。 “尝新” 则是

在谷子收后櫑出新米, 要祭天请神灵先品尝。 大春谷子收后, 老百姓吃第一

顿新米饭前, 都要自动先用櫑子 (青冈木片做成的) 櫑出粗米, 用石磙子做

成的盘碾或槽碾, 碾成熟米, 风净, 筛好, 去杂后成为净米, 将净米做成干

饭, 舀冒尖尖一碗, 放在院坝中间凳子上的筛子或簸盖里, 请天神尝新, 要

烧香, 磕头, 默祷, 感谢神灵保佑丰收。 祭天后, 人们才能吃第一顿新米饭,

如家中有狗的还要先给狗碗内添一碗新米饭让狗先吃 (南充民间传说谷子是

由狗的尾巴从海外带来的)。

种麦　 南充山丘多旱地, 适宜种麦, 即使平坝, 除冬水田外, 大都为稻、

麦两熟, 小麦为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南充深秋多雨, 种麦须抢季节, 排水防

秋涝, 又不能晚下种, 谚语说: “寒露胡豆霜降麦, 过了十月种不得。” 春季

又多旱, 遇旱要及时抗旱保苗, 谚语称 “麦怕三月冷浸浸”。 入夏以后, 小麦

需要太阳晒, 谚语有 “立夏下雨麦生秧”, “麦出火山谷掉泪, 胡豆晒得打瞌

睡”。

小麦成熟后, 抢收小麦、 抢栽秧的双抢季节是农村大忙时节, 有谚语

“夏收有五忙: 割、 背、 晒、 打、 藏”。 天不亮就有 “快黄快割” 的鸟儿叫

着, 男女老少齐上阵, 披星戴月忙夏收, 镰刀割麦, 背架子背运麦捆, 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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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枷打麦, 风车呼呼响不停, 垫席晒麦干净又平整。

栽红苕　 红苕半年粮, 这是南充地区百姓生活中普遍的现象, 南充西充

县甚至有 “苕国” 之称。 农谚: “夏至栽苕, 一窝一瓢。” 南充属丘陵, 一到

栽苕季节, 满山遍野, 沟沟坎坎, 打满了苕厢, 一旦下雨, 农民便忙开了。

红苕耕作制度,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推行麦、 玉、 苕三熟制, 多在玉米厢

两边作厢等距栽苕。 20 世纪 90 年代后, 逐渐改在玉米行间作独棱大厢, 错窝

双栽。

种豆类　 南充种植豆类, 一般都是山地净作, 套作、 间作或在田边地角

种植。

黄豆种植范围广, 适应性强, 春、 夏、 秋季都可种植。 春夏季多选幼林

果园、 旱地、 新改坡耕地、 田土背坎或宽行作物套作、 净作、 间作种植。 地

块要求光照充足, 排灌方便, 肥力中等, 黏沙适度。 秋豆可利用水源条件较

好的稻田净作。

胡豆须选用生育期适中、 抗逆性强、 丰产性好的优良品种, 以疏松通气

的微酸性土壤为宜, 常与小麦、 大麦、 油菜等作物间作, 还可与豌豆、 紫云

英等混作。 南充属丘陵地区, 一般在 10 月上、 中旬播种, 山区在 9 月下旬播

种。 胡豆多为窝播, 每窝播种 2~ 3 粒。 每亩播种量的大小据密度和种子大小

而定, 一般为 10~20 公斤。 南充农民种胡豆重施底肥, 分次追肥, 看苗施氮,

适施灰肥。 在其生长期间及时防治蚜虫、 胡豆象和锈病、 赤斑病等病虫害。

豌豆播种期在 10 月中下旬, 一般在旱坡地净作或大田宽行套作, 南充多

实行窝播, 种植密度 40 厘米乘以 20 厘米, 播前施腐熟厩肥。 常见男人挖窝,

女人一手撒入干粪, 一手撒种。 豌豆出苗后及时查苗补缺, 中耕除草, 苗期

追肥。 到收获期, 干豌豆在叶片发黄, 70% ~80%豆荚枯黄时收获, 收获偏早

的可挂于室内后成熟或摘荚后成熟。 豌豆尖和嫩豌豆是深受人们喜爱的蔬菜,

菜农择地或建大棚专门种植。

守秋 (夜) 　 在南充一些山区一直保持守秋的习俗。 每到秋季庄稼成熟

的时候, 山区常有獐子 (俗名白面鹿)、 獾 (俗名拱猪子)、 野鸡、 山喳喳等

鸟兽到庄稼地里乱啃乱踩, 糟蹋农户的劳动果实。

为了防御鸟兽的侵害, 等到秋收时节, 山区人民几家联合起来 “赶山”,

根据野兽夜出啃吃庄稼的习性, 普通防御野兽的 “瞭望棚” 主要搭建在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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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稼地的边缘, 或与山林相接之处。 “瞭望棚” 依靠地边树木, 并用木棒搭起

“人” 字形棚架, 盖上谷草, 棚内设床架, 有的在大热天还挂上蚊帐。

晚上, 守秋人带上狗, 拿上梆子, 有的还带上猎枪等进入棚中, 大家可

摆龙门阵, 唱山歌, 饮酒。 夜深了, 轮流放哨、 休息。 放哨人不时敲几下梆

子, 吆喝几声, 之所谓 “敲梆梆吓猴子”, 一旦发现有野兽的动静, 大家一起

行动, 一起敲梆鸣锣。 号声、 梆声、 锣声、 吼声齐鸣, 山山呼应, 沟谷回响,

野兽吓得逃之夭夭。

过去, 多是同院子邻居人户家抽出精壮汉子, 轮流守夜, 为庄稼不受损

失, 从不缺席。 1960 年前后, 上山守秋, 因粮不够吃, 饿着肚子熬一夜, 又

挣不了几个工分, 守夜的人少了。 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 大家又争着去守

秋, 守秋也不像过去那样寒酸, 守秋人牵上狗, 带上蚊帐, 还拿上香肠、 饼

干等, 乃至放着收音机让歌声陪伴。 有酒有肉, 还有音乐, 一夜很快就过去

了。

除守秋之外, 还有 “守雀鸟”。 每当谷种下田、 红苕育床、 菜籽播下种、

稻谷将熟, 或是摊晒谷物等, 常有麻雀、 斑鸠等雀鸟飞来啄食。 人们就在田

边地角或晒坝扎个两臂平伸的稻草人, 穿上衣服, 戴上草帽, 画上眼睛、 鼻

子, 宛如真人。 草人手用细绳吊上几片笋壳, 风吹过, 发出哗哗声响, 以吓

唬雀鸟。

农耕用工　 1949 年以前, 南充的绝大部分土地被少数人占有, 绝大多数

贫、 雇农, 一方面靠租地种植, 另一方面给地主家打长工或打短工, 形成了

雇用关系。 还有一种换工方式, 遇到农忙时, 几家几户, 相互帮助, 相互换

工。 打工的工钱以粮食计给, 打多长时间, 给多少谷子或其他粮食, 生意主

要靠讲, 征得双方同意, 可文字性立约, 也可口头立约。

农耕用工分长工、 短工, 以及放牛娃几种类型。 长工又叫长年 (帮长

年), 是主人家最信任的人, 主人发给其全年的工钱; 短工是季节性的帮工,

其所干农活多为季节性与技术性较强的工作 (如抢收抢栽等), 短工按日、 时

计酬; 放牛娃多为长工的小孩, 或父母无力抚养的小孩, 其实就是童工, 受

雇于发财人家, 帮着放牛及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主人家不给工钱只供

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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