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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民俗与民俗文化

一、民俗的概念

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

活文化，是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事象。民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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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

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惯、传

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先秦典籍中“俗”“风”“风俗”等词已很常见，并在《礼记·缁衣》中出现了“民

俗”一词。但作为学术术语使用，则始于“五四”运动时期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的《歌谣

周刊》，至 1927 年广州中山大学创办《民俗》周刊，“民俗”才成为一个固定的学术名

称。在国际上，19 世纪中期以前，对民俗有种种称呼，如“民间古俗”“贱民古俗”“残

存文化”“民间迷信”等。至 1846 年英国考古学家威廉·汤姆斯创造“folklore”（“民

众的知识或智慧”）一词后，它才逐渐成为国际通行的学科术语。

二、民俗文化

过去的学者很少将民俗当做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似乎民俗算不得一种文化。其实，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分成三类：上层文化、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下层文化就是民俗

文化，它是由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些还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优秀部分。民俗文化曾在各民

族长期的生活中发挥过广泛、巨大的作用，是民族文化的基础部分，但是，民族文化的范

畴要大于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只是民族文化的一个分支。

三、民俗文化形成的原因

民俗既然是一种文化，它也和其他文化一样属于上层建筑，因此，一定社会的经济基

础必定影响和决定着它的产生和发展。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以

及人的生老病死无法解释，认为有一种具有灵力的超自然的东西在操纵着这些现象，于是

产生了神话以及有关神的种种禁忌。神话和禁忌一旦产生，靠口碑的方式代代相传，逐渐

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民俗。封建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在此基础上就产生了一些与当时

经济相适应的民俗。比如解放前一些地方比较流行的姑表舅婚，就是在封建社会家族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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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自己的劳动力和财产而形成的一种婚俗。

1．在阶级社会里，政治对民俗的产生有着巨大的影响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那些不利于自己的民俗，一是以行政手段强制改变，

例如，清朝统治者就以强迫的手段改变了土家族的婚俗。在清代以前，土家族实行的是传

统的古老婚俗，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结婚不坐轿，清统治者在土家族地区实行“改土归

流”，以行政的强迫手段，禁止自由结婚，规定婚嫁一定要明媒正娶，要坐轿子。二是通

过其正统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符合其统治思想的民俗。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后，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一些有悖儒家思想的民俗逐渐被否定，而

一些符合儒家思想的民俗逐渐形成。比如，从前有的地方吃饭时男女不得同席，就是男尊

女卑思想的体现。

2．地理环境对民俗的形成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人类的生活与自然环境是密切相关的，长期在一种环境中生活，必然会形成一些与这

个环境相适应的生活习惯，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民俗。北方寒冷的气

候，使北方民族在民居、服饰等方面的习俗不同于南方的民族，“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生活在山区的民族与生活在海边的民族，他们在饮食以及服饰上的习俗也肯定不一样。不

仅如此，即使是同一个省、同一个县，不同地方的风俗也不一样，甚至是山南和山北，河

东和河西也是风俗迥异。正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3．宗教是民俗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一些民俗根本就是由原来的宗教仪式演变而来的，比如各类祭祀仪式。原始宗教中的

图腾及祖先崇拜也形成了各民族一些特有的民俗事象，比如，一些少数民族每当春耕时要

杀羊等牲畜祭祀自己崇拜的神，以求丰收。古代宗教对中国民俗影响最大的当属道教，很

多神话、民间传说都与道教有关，而在农村，有的地方办丧事往往都要请道士设道场，做

法事，建民居、选墓地要看风水也源于道教。外国宗教传入中国后，对以信奉这些宗教为

主的民族的民俗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佛教对藏族、傣族，伊斯兰教对回族、维吾尔族的民

俗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本性的。

四、民俗文化的分类

民俗事象纷繁复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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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附有一定的民俗行为及有关的心理活动。总体来说，大致可以分为

以下四部分。

1．物质民俗

物质民俗是指民众在创造和消费物质财富过程中所形成的模式性的民俗事象。它主要

包括生产商贸民俗、衣食住行民俗、医药保健民俗等。

2．社会民俗

社会民俗也称社会组织及制度民俗，是指人们在特定条件下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惯制，

它所涉及的是从个人到家庭、家族、乡里、民族、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在结合、交往过程中

使用并传承的集体行为方式，主要包括社会组织民俗（如血缘组织、地缘组织、业缘组织

等）、社会制度民俗（如习惯法、人生仪礼等）、岁时节日民俗以及民间娱乐习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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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神民俗

精神民俗是指在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民俗。它是人

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经验，这种经验一旦成为集体的心理习惯，

并表现为特定的行为方式并世代传承，就成为精神民俗。它主要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巫术、

民间哲学伦理观念以及民间艺术等。

4．语言民俗

语言民俗是指通过口语约定俗成、集体传承的信息交流系统。它包括两大部分：民俗

语言与民间文学。语言是一种文化载体，各个民族、地区都有特定的语言，即民族语言和

方言，它们是广义的民俗语言。狭义的民俗语言，是指在一个民族或地区中流行的那些具

有特定含义，并且反复出现的套语，如民间俗语、谚语、谜语、歇后语、街头流行语、黑

话、酒令等。民间文学是指由人民集体创作和流传的口头文学，主要有神话、民间传说、

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说唱等形式。

社会生活是一个整体，为社会生活服务的民俗文化也有其整体性与系统性。物质民俗、

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四大部类民俗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有

机联系，它们相互影响，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五、民俗文化的特征

作为一种生活文化的民俗文化，既丰富多彩又千差万别，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简言之，

民俗文化现象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1．民族性和地域性

民族性是民俗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的一体

多元结构。多元是指各民族因地域、经济、政治、语言、历史积累、心理素质等因素的差

异而各具特色。仅以葬俗为例，回族的土葬、藏族的天葬、鄂伦春族的树葬、门巴族的水

葬以及部分瑶族的崖葬等，无不是本民族民俗文化传统的外化形式。

地域性是民俗在空间上所显示出的特征。生态环境的不同，经济生产的各异，必然导

致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产生。“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指的正是这种民俗

的地域性差异。民俗文化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往往会形成大小不同“民俗文化圈”。

以宗教信仰为例，在我国西南、中东南广大地区生活的二十几个少数民族，较为普遍地保

持着以万物有灵为中心的信仰，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原始宗教文化圈：东北少数民族地区

为萨满教文化圈；西南地区是藏传佛教文化圈和南传佛教文化圈；西北地区是伊斯兰教文

化圈。

2．集体性和模式性

民俗的集体性是指民俗由集体创造、享用，并由集体保存、传承的特征。民俗事象的

产生是集体创造的结果。即使个别民俗是由某个人所倡导，也必须以群体接受和遵从为前

提，否则是不能形成民俗的。而且在其流传的过程中，群体还将对其加以新的创造，融入

适应时代特点的新的智慧。民俗又是民众迫于生活需要创造出来的，这便决定了它必然为

集体所享用，至少是被一定规模的社会群体所享用。与此同时，民俗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更

是社会的、集体性行为，因此各种历时久远的民俗文化现象才始终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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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的模式性是它在表现形式上的突出特点。民俗文化现象的存在不是个性的，而是

类型的、模式的。换言之，民俗一旦形成，便会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并在稳定的发展中形

成一定的模式，为群体成员共同遵守，成为约束行为的标准和尺度。民俗的模式性一方面

表现在时间的运转周期上，即依四时节令的变更有节奏地安排生产、生活，调整衣食住行；

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民俗活动的具体程序上，如婚礼和葬礼习俗虽有地区差异，但其基本程

序却是相对固定的。

3．传承性和变异性

民俗的传承性是指民俗文化现象在空间上的传播和时间上的传承。任何一项民俗活动

一经产生，必然要在一定范围的群体中扩散，并在一定的时间阶段中反复再现，不断复制，

否则就不能称作民俗。内容和形式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民俗传承性的主要表现，比如岁

时节日习俗，农历正月十五的元宵灯会和吃元宵，三月清明节的祭祖扫墓和踏青郊游，五

月初五端午节的挂菖蒲艾叶、赛龙舟及吃粽子、饮雄黄酒，八月十五的中秋赏月和吃月饼

及除夕辞岁的年祭和吃团圆饭，都是传袭了千年以上的岁时习俗。不论各地有多少差异，

其核心内容和形式却始终被沿袭下来了。当然，恶习陋俗也往往因其沿袭保守的习惯势力

而传之后世，如算命、看相、赌博、婚丧中的迷信活动等，在各种民俗文化现象中也是异

常醒目的。

民俗的变异性是与传承性相对而言的特征。只有传承基础上的变异和变异过程中的传

承，绝对没有只传承不变异或一味变革而没有传承的民俗事象。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环

境等因素的变迁，时代条件、地方生活和民族传统的差异，流传中的民俗必然或迟或早，

或局部或整体地发生变异，这是民俗发展的内在规律。究其变异方式不外三种类型：其一

是累积沉淀，即民俗事象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充增多。如过春节本是一种祭祀活动，但在其

传承过程中逐渐增加了许多新的民俗活动，如贴对联、放爆竹、守岁、吃饺子、拜年等。

近些年，电视的普及，又使得一年一度的除夕晚会成了年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二是

化旧立新，即剔除不适应新形势的旧俗，使原有的民俗或整体或局部地发生变异，如端午

节最初是一种祛病驱邪的节日，宋代以后人们又以吃粽子、龙舟竞渡来怀念屈原，使之变

成了一个纪念性的节日，到了今天，纯粹的娱乐活动是端午节的核心内容。其三是完全消

亡，即一些旧时代的民俗由于不符合新时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被新的文化体系所

淘汰，如解放前我国西南佤族的“猎头祭谷”、汉族封建社会的妇女缠足等。民俗的变异

性是民俗充满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也是移风易俗最可运用的特征。

4．规范性和服务性

民俗文化是一种适应性文化，它表现为适应民众集体心理和生存需要的相对稳定的模

式。这种模式的稳定性和约定俗成，使它具有不成文法的强制或约束力量，起到对民众的

行为、语言和心理的制约性作用，这就是民俗文化的规范性。规范化的民俗构成民众行为

的准则。民俗规范永远是民众心理和价值观念整合的结果。如图腾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如不小心触犯和伤害了图腾物，要举行一系列赎罪仪式；男子长到一定年龄，只有通过成

年考验仪礼，才能被接纳为氏族的正式成员。

服务性指民俗文化在规范民众的同时又具有服务民众需要的实用功能。民俗文化体现

了集体的智慧和创造，这种创造是服务于民众的社会需要、生产生活实践以及民众心理的

协调等方面的。如尊老爱幼习俗是一种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礼节。又如待客习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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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着长幼尊卑关系。二十四节气的制定，主要服务于农事活动。再如掺杂了迷信成分的

民间求神拜佛习俗，反映了民众的心理信仰。

第二节　中国民俗的主要特征

民俗文化是民众的生活文化，与民众所处的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紧密相关。中国传

统社会是以农耕生产为主的社会，因而围绕着农耕生活累积而形成的中国民俗具有一种大

农业的特点。从岁时节日到人生礼仪的众多民俗事象无不或隐或显地具有这一特点。中国

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仅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民族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而且时至今

日，境内还共同生活着 56 个民族，这样，中国民俗又具有了独特的民族气质。所以，从

整体来看，中国民俗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多元性

中国自立国之始，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原夏族与东部夷人、南部的三苗、西北

的羌戎成为华夏共同体的最早成员。此后，以中原政权为核心的汉民族国家不断地吸纳着

周边少数民族的生命机体与文化成分，各民族杂居共处，逐步形成今天 56 个民族共处的

统一国家。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习俗，在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不

断融合中，民族习俗被吸纳到中华文化体系之中，但程度不一地保存着各自的民俗特性，

形成了“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钟敬文语）。中国民俗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性特点。

比如在婚礼习俗方面，汉族沿袭着“议婚—订婚—嫁娶”的婚俗模式，而一些少数民族的

婚俗模式则别有情趣，如土家族的“哭嫁”习俗、傣族的“抢夺婚”习俗、纳西族的“走

婚”习俗等，这些少数民族的婚俗大多没有烦琐的礼节仪式，也很少有礼法限制，行歌坐

月、对歌择偶，表现了他们异于汉族礼俗的民族特性。华夏族的祖先在与其他民族杂居共

处、互相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吸收着其他民族的文化因子，使中国民俗体系内多种成分在

历史长河中不断交流与融汇。比如，“我国的朝鲜、达斡尔、鄂伦春等 24 个民族既过本

民族的节日，也过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这么多民族过汉族的传统节日，这显

然是民俗融合的结果”。中国民俗文化还吸收了其他异域文化的因素。比如佛教传入中国

后，汉族改变了某些旧有的习俗，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习俗。如汉族的“送灯”习俗，

俗云此灯是送子观音送来的，盼望生子的家庭如果求到这盏灯，必定全家欣喜。“送灯”

之习，是汉族的生育习俗，“灯”谐音“丁”（男丁），“送灯”谐音“送丁”，即“送

子”。这一习俗本来是汉族所特有的，却融进了异域文化——佛教的内容。又如，汉族节

日民俗中的“浴佛会”“佛诞日”，都是受佛教影响而新增的习俗。总之，中国民俗文化

的多元复合性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特质。海纳百川，方显其浩荡；中国民俗将多元文

化融为一体，方显其多姿多彩、博大精深。

二、神秘性

中国传统民俗古朴原始而又神秘奇异。在民间，传承着大量笼罩着神秘色彩的古老风

俗，如巫术信仰、动物崇拜、图腾与祖先崇拜等，都有一种不可理解的神秘性。例如，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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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一带的挖参人在采挖人参的过程中形成了神秘的挖参习俗。人参是多年生草本宿根植

物，头足俱备，酷似人形，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可以延年益寿，人们自古就赋予它各种神

奇的色彩，称之为“神草”“百草之王”。因为人参难得，挖参人进山采参时不仅组织严

密，使采挖无疏漏之处，更有各种巫术信仰，试图用人的意念控制自然，给挖参行动蒙上

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挖参时有许多“山规戒律”，不许多说一句话，不许多做一件事。

其中“山规”之一是发现人参时立即大声呼喊：“棒槌！”据说如此一喊，“棒槌”

（即人参）就会被“定住”，不再逃跑。此时“把头”（即挖参小组的组织人）就要问：“什

么货？”发现者要立即回答“五批叶”或“六批叶”。然后同伴笑着说：“快当！快当！”

像这样，前面发现者的报告称为“喊山”，后面应和者的问语、贺词则称为“接山”。这

一喊一接，据说可以把人参吓住，当然同时也有报告、祝贺之意。这是一种典型的语言崇

拜和语言禁忌习俗——相信语言具有某种神秘的超自然的魔力，可以控制自然。从神秘的

挖参习俗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祖先试图征服自然的民俗心理和奇特的手段，它们

经过漫长的岁月一直传承到今天。中国民俗神秘性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生存环境

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人们尚无足够的能力保障自己的安全，以应对自然与社会的挑战。

因此，人们信奉神秘力量，相信神秘法术，以此缓解精神压力，服务现实生活。直到现阶

段，民众的经济文化生活条件仍有局限，原始神灵观念仍未消失，因此，中国民俗的神秘

性虽较以前大为淡化，但在社会底层或偏远乡村仍能对其产生深刻的体会。

三、实用性

实用性是中国民俗最本质的特点。中国民俗门类繁多、形态各异，但其最基本的特性

是实用性。民俗服务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人们依赖民俗结成相互关系，开展生产，繁衍

后代，寻求精神愉悦。民众创造了民俗，民俗服务于民众。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出现和形

成，都以实用为其根本目的。比如，在民间信仰上，中国人所创造的神都是祈求对人的生

产和生活有帮助的神，如“财神”、龙王、观音等。中国人在拜神方面也具有明显的实用

性，想发财就去拜“财神”，想生儿子就去拜“送子神”，想长寿就去拜寿星，想求雨就

去拜龙王等。也就是说，他们是因为自身有所求才去拜神，在信仰上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

四、地域性

中国许多民俗具有全民性的特征，为国人所普遍沿袭，这是由中华民族的文化共性决

定的；但是一般民俗在渗透到全国的过程中，往往因各种原因而出现地方性差异。就过年

习俗来说，过农历年为广大汉族地区及南方、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所普遍沿用，但各地

过年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比如，湖北荆州、沙市一带，春节第一餐要吃鸡蛋，意谓“实

实在在，吉祥如意”；福建闽南人春节第一餐吃面条，意谓“年年长久”；广西壮族人春

节第一餐一定要吃甜食，表示新的一年生活美好，甜蜜如意；而山东一带过春节第一餐必

定要吃饺子，而且要将其中的两个饺子分别包上硬币和麸皮。当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全家

人一起吃饺子。吃到包硬币的，意谓“新的一年能挣钱”；吃到包麸皮的，意谓“新的一

年有福气”。

又如，端午节很早就成为全国性的节日，其主旨是驱疫辟邪，但各地过节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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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不同。南方水乡吃粽子、插香艾、赛龙舟，北方一般是插香艾、佩五色丝、吃煮鸡蛋。

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北方各地过端午节的习俗仍略有差异。比如，山东邹平

县过端午，人们早晨起床后均须饮酒一杯，据说可以辟邪；山东日照过端午，大人会给儿

童缠七色线，且一直要戴到节后第一次下雨才能解下来扔到雨水里；山东泗水一带过端午，

要吃用香艾叶水煮的鸡蛋，门上还要插艾叶。

民俗的地域性差异在谐音和忌讳式民俗语义方面也表现得很明显。比如，“梨”在普

通话里与“离”同音，北方民俗情人、朋友和亲人之间不分梨吃，怕犯“分离”的忌讳。

但在闽南话里，“梨”与“来”同音，人们与客人分享“梨”则意味着“友好”，有“希

望下次再来”的民俗语义。正是由于民俗的地域性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入境而问禁，入

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

五、稳定性和变异性

民俗文化因其传承的特殊性，在日常生活中世代沿袭，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比如，

人生礼仪习俗、岁时节日习俗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民俗作为一种超越世代、绵延不绝

的社会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现象，尽管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相反，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它不断地发生变异，形成了与稳定

性相联系的变异性特征。这种变异性强调的是民俗呈现在时间上的某些特征。比如中国古

代的婚俗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在儿女的婚姻大事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甚至

“包办婚姻”，在婚俗礼仪上讲究“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六礼”

习俗。现代婚俗源于古代的“六礼”，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礼仪上来说渐趋简化，一

般只经历“议婚、订婚、嫁娶、拜堂、送入洞房”等环节，很多人还采取集体婚礼的方式，

父母一般不再包办儿女的婚姻。

六、规范性

规范性是民俗在社会功用上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指民俗作为一种大众约定俗

成的民间规约，对民间社会所有成员行为方式所具有的普遍约束作用。深入研究民俗文化

的存在态势、作用方式，我们感到它有一种类似文化场的效应。这种“文化场”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但它像磁场、引力场一样又确实存在，弥散于全空间，对某一空间区域中的人

们起着一种无形却又强有力的征服、约束的作用，这种作用无形无体，却极具穿透力，同

时有着极其广泛、自然的影响力。它同化着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给他们涂抹

上同样基调的文化背景和相互类同的意识观念。这种同化极具穿透力，可谓无孔不入，它

渗入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内心。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举止言谈、善恶标准、是非

界限、美丑约定……凡此种种无不受这种文化场引力的作用，它以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人们

牢牢地纳入该文化场，并成为该文化场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民俗文化的规约性体现

为一种场效应，这种场效应表明了文化对人的强制约束作用，强调了人在文化面前的被动、

依赖的一面。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

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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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旦形成便是“超个体”存在的，它在任何个体面前都是一种先天的既定的不可抵抗

的力量。俄罗斯有句谚语：“在一个人的尿布上就留下了这个民族的痕迹。”意思是说一

个人在出生之初即依附于该民族的物质生存空间，并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习得该民族的民俗

文化、价值观念、思维习惯、行为习俗，从而打上了该民族的印记。它是一股潜在的深流，

默默地释放着巨大的能量，浸润濡染着该文化场中的每一个人，使每个人都难以抗拒和跨

越，从而从内在的思维到外在的行为都打上了该民族的印痕。正因为如此，历代社会都十

分重视民俗的规范作用，称它为“不成文的习惯法”。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大国；由于历史的与民族

的原因，中国也是一个民俗大国，民俗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在现阶段，中国正在经历从

农耕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原来农耕文明架构下的文化体系在迅速地发生变化。社

会是文化的载体，俗话说“俗随时变”，历来风俗的变迁总是和社会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随着社会的转型，作为民众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风俗文化，为了适应社会的变迁，

也变得越来越五彩缤纷，越来越令人目不暇接。

综上所述，中国民俗具有多元性、神秘性、实用性、地域性、稳定性和变异性、规范

性等特征，同时，中国民俗文化被深深地打上了中国农耕社会的烙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了解中国文化，应该学习中国民俗文化，而要理解中国民俗

中的众多民俗事象，首先对中国民俗文化的特征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中国民俗是中

国各族民众几千年来所共同创造的生活文化，是中国民间世代沿袭的一种生活模式，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包括民间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民间艺术

三个大类。风俗习惯大致包括中国民间人生礼仪习俗、中国民间交际礼仪习俗、中国岁时

节日习俗、中国民间饮食服饰习俗、中国民间语言习俗等内容；宗教信仰大致包括民间信

仰、禁忌习俗、宗嗣家族礼俗等内容；民间艺术的形态和形式包容了各种艺术门类，如民

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民间说唱、民间戏曲、民间杂技、民间手艺等。

第三节　民俗文化的社会功能

一、民俗文化与民众生活

民俗文化的产生离不开人类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决定了民俗事象的丰富

多彩。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民俗作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最终形成，受到社会的生

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和制约。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特殊性表现在民俗不

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还是民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生活，又是文化事象。

人类的社会结构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是互相依存的，前者

影响和制约后者，后者适应和制约前者，形成矛盾的统一体。民俗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

尽管它是民间的，可总是和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相适应。这种适应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

社会的前进处于不断地变动之中，所以在考察某一民族的民俗事象时，不能脱离它产生和

传承的社会生产、生活和经济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民

族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有的民族的社会发展形态滞留在原始社会末期，有的保留着奴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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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或农奴社会的残余，有的才进入封建社会，也有的已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样，作为

文化的积累，民俗文化在这些民族中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层次性。从总的情况看，许多民俗

文化，保持了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形式。

例 1–1　西双版纳的布朗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仍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

阶级社会过渡的原始公社阶段。在那里，土地大部分属于村社公有和氏族占有，每年到了

生产季节，要由头人、氏族长主持分配土地，集体砍树烧山后，再由各户分头下种，收获

物归各户。这种“刀耕火种”“轮作抛荒”的耕作方式，形成了布朗族特殊的生产习俗和

信仰习俗。在那里，从选地、播种到收获粮食的每一个生产环节都要举行相应的祭祀仪式。

选地时要打“米卦”进行占卜，选好地以后，由佛寺的巫师和村寨中管理生产祭祀的头人

去地里砍倒两棵树，并举行“叫魂”仪式，祭祀者口中念唱“好日子，谷丰收”等祷词，

然后选择吉日，全寨在同一天砍地。砍地队伍出发前，村寨的总头人向管理祭祀的头人（布

朗语叫“召曼”）捧上一对蜡条，召曼接过蜡条，向氏族神祈祷：

“召王、召千（祖先神）啊，请接受我们的诚心。我们要开地了，请保佑我们：不被

虎咬着，不被刀砍着。”

各家砍地之前，也要用一对蜡条、一包饭菜祭祀村社之神，同时也要唱一段祷词：

“我们是召王、召千的奴隶，为吃饭来这里开地。召王、召千给了我们种地的权利，

大鬼、小鬼请搬到别的地方去。代洼么（男神）、代洼那（女神）哟，我们砍不倒的树请

帮我们砍倒，我们浇不透的地请帮我们浇透。如果火烧过来，请在地边帮我们扑灭火头。

我们期待着啊，期待着少种多收！”

等到八月第一次插秧时，还要请和尚到“妈妈地”里去叫谷魂，请佛爷吟唱经书《谈

谷子的来历》，然后主人叫谷魂：

“谷魂啊，你在哪里？快回来吧，我们正迎接你！”

从如上民俗现象可以看到，布朗族的这种生产习俗是和它原始的生产方式、原始的宗

教信仰观念相一致的。布朗族崇拜氏族祖先神，信鬼，也信仰“万物有灵”，而这些恰恰

是由原始的耕作方式，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的。

经济基础对民俗的产生，起着决定作用，这已经被众多的民俗事象的产生所证明。但

是，我们还应看到，民俗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甚至当原有的经济基础消亡之

后，它仍然会顽强地保存下来，有时还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一方面表现为民俗文化

总是极力维护原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当原有的经济基础消亡之后，民俗又作为意识

形态的一种完整地被保存下来，作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例 1–2　不落夫家

许多民族婚姻习俗中流行的“不落夫家”的习俗，这是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

期产生的，与其产生的社会基础相适应。民俗学的研究认为，“不落夫家”习俗是由女方

发起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母系氏族的统治。就是在父系社会确立之后的很长时期，甚至在

当今社会，“不落夫家”的习俗仍在中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中保留着。今天新的《婚姻法》

规定，青年男女，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只要相互情愿，又符合各种规定，办理婚姻登记

手续即可结为夫妻，过共同的生活。“不落夫家”习俗，却设置了种种“清规戒律”，男

女青年结婚之后，夫妻不得同居生活，女方立即返回娘家。几年后，或生第一个孩子后，

才可返回到夫家。这在青年男女之间造成许多心理上的负担和压力，甚至产生婚姻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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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3　剽牛节

有些民族的“剽牛节”风俗，逢节日祭祀时，要剽杀牛，给农业生产带来损失，这种

旧俗应当破除。

正因为民俗文化与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密不可分，所以在民俗文化研究中，研究对

象的确定，不只是面对具体的事象，同时还含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即民俗不一定是现实

的生活状况，而是一种积久成习的文化事象。也就是说，民俗是文化的积淀，要经受时间

和空间的考验，不是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可以作为民俗文化研究的对象的。

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和民众的智慧创造，形成了许多优良的风

俗和传统美德。它们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应大力发扬，而对那些影响人们身心健康、

不利于生产和生活的旧俗，则应由民众自觉地去摈弃。

二、民俗的功能及意义

（一）民俗的功能

从民俗文化产生和传承的历史来看，民俗的功能都是与它的实用价值联系在一起的。

有些古老的民俗，经过代代传承延续下来，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适应各个时代人们生活和情

感的需要，起着连接历史文化的纽带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民俗本身是人类所创造的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财富，它不仅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且在今天也

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积累了千百年的文明，

为民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民俗的作用和功能主要有三种。

1．历史功能

民俗文化，是一种历史的文化创造和积累，而且这种积累之间往往呈现出十分明显的

相互依存关系。如果从单一的民俗事象来看，它似乎是孤立的，与周围其他民俗事象没有

联系。但是，当我们把众多的民俗事象排列在一起，并将纵向和横向的排列加以细致的比

较，就会发现每一种民俗事象，不仅和周围其他民俗事象发生内容和形式的交叉，而且都

有历史发展的轨迹可寻，它记载着社会发展的历史，体现出社会演变的脉络和传承上的规

律，是社会的“活化石”。民俗的历史功能，表现在民俗事象本身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人

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曾产生和形成过许许多多的民俗事象。后来随着社会的

发展，有些民俗事象消失了，有些民俗事象却在变异中得到传承。它们都对每个历史阶段

的人们的生活产生过影响。就民俗的具体传承者来讲，特别是没有文字或文化比较落后的

民族，他们的历史主要是靠口头传承的，民俗活动在其民族历史的传述中起着不可低估的

作用。他们总是把民俗事象作为“历史教材”，并通过某种方式或仪式传给后代，使子子

孙孙牢记祖先的创造和功德。民俗学有时被学者们称为“历史之学”，这也正好说明民俗

的历史功能。

例 1–4　瑶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它的族称就很复杂，共有 28种，他称有 30多种。

民族自称的不同，是由日常使用语言的差异和生活习惯的不同造成的。他称中情况也很复

杂，如崇奉“盘古”的瑶族，被称为“盘瑶”或“盘古瑶”；种蓝靛较多的瑶族被称为“蓝

靛瑶”；生产生活中习惯背背篓的瑶族被称为“背篓瑶”；砍山耕种，迁徙无常的被称为

“过山瑶”；还有因服饰不同而被称为“红瑶”“白裤瑶”“花篮瑶”“顶板瑶”；因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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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地理环境不同的称为“东山瑶”“西山瑶”“八排瑶”“坳瑶”“沙瑶”“平地瑶”等。

所有这些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同而造成的称谓上的差异，均是由历史传承造成的。

2．教育功能

民俗文化是社会的、集体的创造，它植根于民众生活的土壤之中，因而具有深厚的群

众基础。民俗文化的产生，一开始总是含有一定的功利目的，教育功能就是其中之一。只

有和个人的行为、喜好和社会的、集体的习俗融合在一起的民俗文化才有意义。这就说明，

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是指向着社会和集体的。

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是一座蕴藏极其丰富的宝库。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民众总是

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俗活动对本民族民众实行传统的思想和道德教育。从各民族

所表现出的独特的民族心理素质中可以看出，民俗作为民族的文化传统，对民族心理的影

响是十分深远的，优良的民俗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帮助他们识别真善美和假恶丑，可以

培养人们健康、正直的伦理道德。还有的民俗活动，可以帮助人们学会许多有关生产和生

活的基本知识。

社会对人的教育从来都是由家庭、学校和社会来承担的。在学校出现之前，主要靠家

庭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是社会教育的组成部分，家法、家规、村规、民约把家庭教育和

社会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此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风尚。

例 1–5　草标制

有些民族中盛行“草标制”，如果有人在森林里发现一棵倒了的树，一时不能扛回家，

便在这棵树上打一个草标，表明它已经有了主人，别人就不会将其拿走了。就是在牛粪上

插一根草标，这堆牛粪别人也不会捡走。所谓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就是在良好的民俗

文化教育环境中形成的。

民俗文化的创造和传承本身，明显地表现了各民族民众的聪明和智慧，是各民族民众

宝贵的精神财富。具体的民俗活动不仅可以使本民族熟悉自己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而且

潜移默化中使人们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寓于具体的民俗事象之中，比如人的一生中，要接触许多民俗

事象。当他还在襁褓中时，母亲唱起优美动人的摇篮曲，摇篮曲是成人的创作，婴儿是听

不懂的，但它的旋律和内容却寄托着母亲对孩子的美好愿望；当一个人长到十七八岁时，

要举行“成年礼”，表示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可以作为社会的正式成员参加各项集体活动，

象征着一个人的成熟和他要承担社会责任。例如，婚礼仪式中，年长者对新郎、新娘的祝

福，也在教育他们如何建立美满和睦的家庭和如何尊敬父母长辈。所有这些活动，都寓有

教育内容。丧葬仪礼中必然要歌颂祖先的功德，这同样出自教育的目的。

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主要在于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操，增强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勇气，

增强民族感和爱国心。在中国各民族中，都有大公无私、尊老爱幼、热情好客、乐于助人

的美德，这些道德观念都是在具体的民俗活动中形成的。

例 1–6　居住在东北地区的鄂伦春族，对老人是十分尊敬的。人们不但不直呼长辈的

名字，办理重要的事情也要先征求老人的意见；在老人面前说话要语气温和，不得指手画

脚或高谈阔论，更不能使用不礼貌的语言；不论什么场合，要让长者坐在正位，饮酒由老

人开杯，吃肉吃饭要等老人动刀举筷。

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是多方面的，它渗透在各类民俗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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