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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 首

《 中国民俗志~ (县卷本)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

的"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重大项目，是我国第一部以县立卷的民俗丛书，该

项目已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意义非常重大。

中国首届民俗志的编修，成都地区是全国的试点，崇 ;'1'1 又是成都的试点。 这对

崇州来讲，岂只一个"抢救"了得，更应该是一项刻不容缓的"抢险" 工程，之所

以言"抢是因为好些民俗世象正在消亡或已经消亡;之所以言"险是因为稍

不小心就有可能遭遇一触即友的禁区、雷阵。 非大义为正者，弗敢倡行。 此，实乃

中华文明之大幸。

崇州的先民生生不息在"长江源头" (江原) ，那起伏的群山，那茂密的森林，

那奔腾的江水，那无垠的平 )11，还有那变幻莫测的风、 雨 、 雷 、 电 、 云……总使我

们的先民与想象中的神、灵、鬼、怪生活在一起，敬畏、惧怕 、 祀祭、祈祷，由是，

源自远古巫术的道教，诞生在公元 142 年的蜀郡江原县(今崇州市)鹤鸣山(今大

邑辖)这片神秘沃土，融入民情，渗透民风，化成民俗，世代传承。 这就是崇州地

域文化的"根至今还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道德和情操，成为里人获得知识的

宝库和凝聚力的象征。

"风者，气也;俗者，习也" (刘画 《新论·风俗~ ) 0 "百里不同风， 千里不同

俗" (汉应劫 《风俗通义 · 序~ ) 0 "国异政，家殊俗" ( < 汉书·货殖传~ ) 口 由于生

态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风由于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俗" 。 所谓

民俗，说白了就是民间风俗，即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或一定区域内广大民众所创造、

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

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口 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

规范人们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

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口 一个地方的民俗，实际上就是这个地方不成文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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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口 它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涉及到人们相王之

间的交往，成为人们生活的准则 。 它是表现人们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文化，反映

了一定历史时期内，某一地区人民的生产能力、科学水平、道德情操和民间疾苦、

欢乐以及他们的愿望和理想口

当然，民俗的范围也不是宽泛无边的，每一个民族都有上、中、下三层文化，

民俗只是中、下层文化的一部分，它的主体部分形成于过去，以口耳相传、行为示

范和心理影响的方式扩布和传承，属于民族的传统文化，但它的根脉一直延伸到当

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社会基础的经济活动，到相应的社会关系，再到上层建

筑的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大多有一定的民俗行为及有关心理活动，伴随着一个国

家或民族民众的生活继续前进与变化。

民俗内容丰富浩瀚，大体可分四部分:一、物质民俗;二、社会民俗;三、精

神民俗;四、语言民俗。 试以崇州为例，就涵盖境内自然风貌、人文历史、农林牧

副、工业交通、金融商贸、衣食住行、家族宗族、会社组织、教育卫生、岁时节令、

人生礼仪、民间信仰、巫术禁忌、民间医药、民间科技、民间文学、民间工艺、曲

艺游艺、体育竞技等方方面面的民俗世象。

如此庞大的文化内涵，融入了儒家的"和"、释家的"清"、道家的"正正

清和三字，字字皆文章，这三个字融通互动构成的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这篇大文章，

个中独具"人民性精华"的部分，虽处中、下层，然却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口 可惜的

是"百姓日用而不知" ( ~周易·系辞~ ) ，多数仍然笼罩在一层"象" (表面现象)

的玄云里，起眼一看，好像都是过去那些"封建迷信"的事儿，任人说三道四，真

个有失公九。

关于"象"的问题，三国时期的王 5ã5在 《周易略例·明象》 云夫象者，出

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 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

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

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也即是说，卦的"象"只是用来存卦的"意"的一

种方式和手段，凭借卦的象，就可得到卦的意，即思想内容，在得到了卦的意之后，

作为该卦的象，可以忘记，不必拘泥，也不必执着。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著名的

"得意忘象"论。 试举例说明，如乾卦与坤卦，其卦象为童和三，孔子及其门人运

用易的哲学观点和卦的思维方式，从象数、义理和象数与义理的结合上，引而中之，

推演出这两卦的"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 。 " ( ~周易 · 象~ )著名学者张岱年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基本上就凝结在这两句名

.2. 



前言

言之中 。 北大、清华就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自己的校训 口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两句话，然有几个知道三和三这两个卦象呢?大可不必拘泥，大可不必执着，这

就叫"得意忘象"一一一把解读各种民俗世象的钥匙。

"得意忘象就是叫人们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还要透过现象看实质。 比如徒步

登山，常见路边岩脚下"衬"了各种长长短短的树枝枝、竹节节，此民俗世象的意

思是:不管好大好重的石头压在身上，只要坚持前行遂了愿，晚上睡在床上，腰杆

都不会痛一下 。 好关的祝福吁，好鼓舞人心的"行为谁见了都会动心，怎么也

不会去拘泥质疑那些"枝枝节节" 。 再比如:大年初一吃汤圆，抢圆宝，祈发财;

给长者祝寿，吃面喻长寿;新娘子坐的花轿内，拴捆芹菜，挂把剪刀，希望新娘子

过门后"又勤又快给老丈人拜节后，往往得到一只鸭子或一架梯子的回赠，是

希望女婿争上游，步步高 。 即使是从人家户逮了只小猫，也要有礼相送一支线、一

袋盐，线长谐常，盐成喻含，期望这回去的猫，常含(逮)耗子保安康。 还有烧香

化串、风水占卦……再换个角度讲，只要是虔诚祭祖或追奠亡人，谁会计较是烧钱

纸还是烧花圈呢?更不会有人站出来指斥烧钱纸是"迷信要烧花圈才是"革

命" 。 很多民俗世象里，都隐喻了一些美好理念和真诚祝愿，只要"得意"就好，

"表象"是可以忘记或忽略不计的 。 应用"得意忘象"的原理解读民俗，方向对头，

观念明确，视点集中，好些事儿就迎刃而解了 口 但是，千万记住啦，是"可以忘

记并非可以视而不见 "象"这个载体，言有尽，故"圣人立象以尽意" 。 请多一

点儿辩证法，请多一点儿诗意(想象力和善美之心) 。

民俗世象纷繁复杂，它从远古走来，一路风尘仆仆，难免粘泥带水，加之时风

日下，物欲横流，更难免泥沙俱下，良芬不齐。 正鉴于此，编辑部严格遵守全面性、

客观性、真实性、科学性的原则;严格保持民俗志书文献的资料性、时效性和使用

语言的叙述性; 严格避免对志书所在地的现实情况作宣传性表达。 在开展民俗文化

普查基础上，上下齐心，历时三年，五易其稿，共七编，二十七篇，四百多目，二

百余幅照片，七十多种附件和表录，计八十万言 。 整部志书，志传图考，架构恢弥，

多说共存，详远略近，资料宏富，前所鲜见，填补了 《 崇州市志》 的空白，堪称崇

州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民俗百科口

本民俗志不是美俗志，而是一部正反皆备、美陋杂陈的资料性著述。 必然打上

历史局限的烙印，必然留下历史走过的足迹，只有尽可能再现它的"原汁原味

才更有利于比较、参悟、出新……让人美丑共识，梓益共享。

故里先贤常琢 《华阳国志·序志》 云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彰法戒，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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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表功勋，而后旅贤能口"但愿 《崇州民俗志》 能成为一部这样的"善书" 。 任

何书契的终极目标，都得作者读者一起努力才能实现，让我们一同直面所志陋俗而

拚弃之，让我们一同直面所志美俗而弘扬之，都来做传统文化的守望者、民俗文化

的传承人，留住历史，留住记忆，让具有历史价值、文化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民俗

文化得到传承和保护，这是何等功德无量的大业'阿口

愿与共勉，是为前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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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也是地方主流文化的根基。 本志的编篡，以发掘崇州具

有历史价值、文化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民俗文化并使之得到保护和传承为宗旨 。

二、本志的编篡，以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做到求实存真，留

住历史，留住记忆。

三、本志对民俗世象的记述，坚持全面、真实、客观的原则。

全面:即对本市域各主要历史阶段人民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习俗都加以记述，

纵不断主线，横不缺要项。

真实:即人载的民俗世象必须保持原生态，不可走样，更不可杜撰。

客观 : 即据事直书，述而不作，不带偏见，不加评价。

在具体行文上，戒空洞无物的概念叙述，戒华而不实的形象描绘，戒虚张声势的宣传色彩。

四、纵观历史长河，崇州民俗文化的主流有二:一是生产生活中的农本意识，二是崇拜信

仰上的佛道共荣。 农本意识，源于古蜀江原女子朱利与蜀王杜宇婚盟，辅助杜宇建国称帝，教

民务农。 佛道共荣，源于古江原辖境鹤鸣山与青城山为道教发源与布道之地，道教与外来佛教

在本境长期共存，群众信仰，成风成习 。 本志的编篡，紧紧抓住这两条主线，多角度、多侧面、

多层次地突出这两大主题。

五、本志体裁，包含述、记、志、传、照、图、表、考、录等，以志为主，诸体配合，以

利于多侧面、多方式地反映民俗表象和内涵。

六、本志选材有详有略，记述有粗有细，要探源流、重特色。 对历史价值深刻、文化史价

值鲜明、审美价值突出的民俗世象从详从细，对仍在传承的陋俗，不回避流传情况，但从略从

粗。 对崇州特有者从详从细，对与其他地方相同者从略从粗。

七、本志纲目取传统方志的条目体，舍教科书式的章节体。 条目标题分三个档次: 一级标

题用一、 二 、 三表示 居一行之中 · 二级标题用(一)、(二)、( 三)表示，从一行的第三格开

始，正文另起行; 三级标题用 1 、 2 、 3 表示，正文亦另起行。 如果三级标题下还有标题，则用黑

体字表示，黑体标题后接排正文。

八、本志断限上起有源可探之时，下吃已消失或仍在传承的大略时期。 民俗的兴与废须

经历一段较长岁月，对其发展阶段及其起吃的表述，宜用模糊性的时间概念。

九、本志以历史纪年统合古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采用朝代年号，后面括注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书公元纪年，并按约定俗成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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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为"建国后" 。

十 、 对民俗世象的名称，务必保持地方特色，采用本市约定俗成的名称，切忌套用现代学

科术语，必要时可加注释。

十一、本志所涉地名、政权、官职等名称，均以记事年代的历史称谓为准，古今地名有异

者， 一律夹注今地名 。

十二、本志记事涉及计量单位时，一律按当时民间使用的计量单位如实记载，需换算为今

制者，另加注释说明 。

十三、本志的注释，除年代、地名采用夹注外，其他注释一律采用页脚注。 同页有几个注

释者，用①、②、③表示， 一页只有一个注释者，用星号 " *"表示。

十四、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尤以民俗普查所获最多，使用时均经鉴别核实，井有资料卡及

资料长编备查，故不再注明出处。

(张伯龄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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