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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润在乡俗的氤氲中

———喜读民俗研究专著《壶口古风》

银 笙

经老朋友杨军发介绍，我认识了白舟波，不几天，他抱来一叠厚厚的
书稿，一看书名，我的眼前一亮，是 《壶口古风》，立即展卷喜读，越读
越有兴趣，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神线，把我牵进浓浓的乡情之中。

在我几十年填写的表格中，籍贯一栏我填的都是山西，可是，遗憾的
是至今都没去过那个名义上的小山村。我出生在黄河岸边的宜川，是宜川
的水米将我养育成人。准确的说，宜川应是我名副其实的故乡。一眼可以
望清河底小鱼的仕望河，雄伟秀丽的虎头山、凤翅山，曾留下儿时多少温
馨的记忆。有人说，回忆是缠绵在中老年身上特有的专利，当我捧读着
《壶口古风》这本书时，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掀开了尘封许久的记忆之
门，久远的往事突然清晰了，鲜活了，露出恬静而意味深长的笑靥，蹑手
蹑脚地向我走来:

母亲和外婆给我戴上虎头帽穿上虎头鞋;

老父亲在正月初一天还没亮时就点燃了开门炮;

我曾作为押轿郎坐着花轿去为邻居大哥哥娶媳妇;

妻子生育时姨姨、妗子只准一天三顿喝稀米汤;

还有那议程繁杂的奔丧……

我就是在这样古老的风土民俗中渐渐长大成人的。可真要我说说故乡
民俗，我只能嗫嚅，结巴着挂一漏万。

所幸的是，白月昌、白舟波父子，走村串户，调查研究，搜集资料，
〇
〇
一



辑录编写，历时六载，四易其稿，向读者呈现出这部 30 多万字的宜川民
俗研究。仔细阅读这部书，使人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家乡风俗。珍贵的史
料，优美的传说，是民俗研究的新成果，对于研究宜川乃至研究陕北历史

文化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这本书是按照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编写的。从出生、立业、成家、婚

俗、饮食习俗、丧葬，如此完整、如此详尽地把当地民俗整理出来，是很
不容易的，他俩一定花费了大量心血和汗水，村前月下，崎岖山路，风餐

露宿……其中的甘苦可想而知。

生活习俗、礼节仪式，反映了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与文化积淀。宜川

地处陕北，不少风俗不同于陕西其他地区，具有自己这方水土的独特文化
形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以我的理解，是因宜川过去属于民族杂居

的缘故。古代长期在宜川生活的民族，有一个稽胡族，《二十四史》中的
《北史·列传第八十四》有 “稽胡”的专条，上面说: “稽胡，一曰步落

稽，盖匈奴别种五部之苗裔也。或曰山戎、赤狄之后。自离石以西，安定
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

蚕，多衣麻布……与华人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言语类夷狄，因译乃通
……凶悍恃险，数为寇。” 《元和郡县志·卷四·丹州》中说宜川稽胡人
“胡头汉舌，其状是胡，其言习中夏。”显然，宜川的稽胡人就是匈奴人后
裔，后来史书中还有宜川稽胡人参加起义的记载。匈奴是游牧民族，善于

骑射且勇猛彪悍，《壶口古风》中所记的新娘上轿前，屋内男方迎人的要
拿来马鞍放在绣房地上，让新娘骑在马鞍上进行开面 ( 梳头) 仪式，我猜
这可能就是匈奴习俗的遗风。唐朝时，被封为咸宁郡王 ( 宜川曾称为咸宁

郡) 的大将军浑瑊，其王府就在宜川。他是铁勒族人，经考证，铁勒、丁
零、敕勒等名称应可能都是突厥一名的不同译法。浑瑊死后，埋在云岩三

冢山，自然留有不少子弟和部属在宜川生活。而过“本命年”的习俗则起
自契丹族。由此可见，宜川古代是多民族杂居之地，所以其民俗风情夹杂

了不少少数民族特色。

书中作者穿插了不少民间传说，增加了阅读情趣。下篇乡土民情第七

章乡音，收录了宜川的方言、俗语、歌谣等，使人对这方乡土特殊风情有
了生动直观的了解。还应提及的是，第九章的两篇现代游记，以真挚的情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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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写出家乡阁楼村的历史渊源，文风淳朴，引人遐想。

地域文化是一种资源的积累，历史的沉积，也是一种继承、一种延
续。从民族的角度分析，宜川民俗是汉族、匈奴族、鲜卑族、羌族、蒙
族、满族等多种风俗的融合; 从地域的角度来看，又是晋、陕、内蒙习俗
的整合，由于地域的封闭性，得以顽强地保留下来。作为一种文化积淀，

其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必然是精华和糟粕并存。对其认真地加以
挖掘、整理、研究、筛选，从中撷取智慧和养分，含英咀华，去芜存菁，

对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很有益处的。就像安塞腰鼓、宜川胸鼓等，经
过“再加工”得到提高，不仅享誉全国，而且还能带来精神物质双效益。

面对世界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态势和商业文化的猛烈冲击，不少西方国
家都重视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率先开展文化遗
产大普查，大到教堂，小到汤匙全都登记造册。日本不仅在全国范围进行
了“民俗资料紧急调查”、“民俗文化分布调查”、“民谣紧急调查”，还下
拨专款，颁布法律法规，举办全国性的民俗艺能大会。我们在这方面的工
作刚刚开始。我期望有更多像白家父子这样的有心人，驰骋在民俗的大
海，搜检出更多更美的珍珠，将陕北民俗文化发扬光大，为社会、为后人
留下宝贵的遗产。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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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览前踪 鉴往开来

马至融

《壶口古风》的书稿放到我的案上时，厚厚一叠。捧读斯编，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该书撷取了有关壶口地域的民俗掌故，洋洋数十万言，内容
涵盖了家族、礼仪、信仰、生产、交易、交际、婚丧、宗教、建筑、服
饰、语言等方面。其中既集有宜川古风古俗，又不乏诸种轶闻趣事，亦夹
杂不少精彩的评述，让人耳目一新。
《荀子·强国》中有这样一句话: “入境，观其风俗”。打开 《壶口古

风》这扇古香古色的窗户，读者可以窥见宜川的民俗沿革、人文风貌、民
间文化、宗教信仰等。徜徉书中，仿若信步壶口岸边，在浓浓的乡情气息
中，走近宜川，阅读宜川，品味宜川，感悟宜川，加深对 “文出两川”的
理解。

宜川，以其独特的人文史地优势，一直承担着秦晋文化、陕北文化和
关中文化交流桥梁的重要角色。在阁楼镇的衣锦村，有一座小小的庙，当
地人称“姑父庙”，这个庙就是为大禹所立的。传说大禹的妻子就是衣锦
村人! 大禹的妻子是不是宜川阁楼衣锦村人，史无确载，但大禹与壶口有
关是史料明载的，禹治水，壶口始，史学工作者已经大致认同这个观点。

这些年，考古发现这里有着大量的古生物、古人类遗迹。特别是在黄河壶
口瀑布附近，考古专家不仅发现了 200 万年以前的二趾兽动物化石，而且
发现了距今近两万年前的大型“村落”遗址，出土了包括磨制石铲在内的
两万余件石制品等。也许，这正好为史前那场伟大的治水工程提供了佐
证。

事实上，远古时代的宜川，包括现在的延安曾经属于亚热带气候，这
里气候湿热、林草丰美，是人类生存的最好环境。特别是人类的文明沿河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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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起，这也是为什么在壶口瀑布旁发现古人类 “村落”的原因吧。黄河、

黄土、黄种人……这是不是给了我们许多暗示? 难怪人们说华夏民族的根
就在宜川。

近年来，许多有志之士积极投身于民俗文化研究，组织编写了一系列
反映宜川风土人情的书籍，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宜川文化研究热潮。按照一
个人的生命历程编写宜川风情是本书的创意。该书不仅忠实记录了宜川的
民俗风情，使我们体会到生老病死的轮回，而且使我们更直观地感知到宜
川人从生到死所经历的种种生活规范，那些有些繁冗的礼节习俗，使生命
承载了更为深广的文化积淀。用这种新的视角透视宜川风俗民情，无疑使
我们对故乡宜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月昌、舟波父子志在人文史地考据，走村串户，搜集材料、调查核
实、辑录编写，历时六载，四易其稿，向读者呈奉其对壶口地域民俗的研
究成果，实在令人欣喜。个中甘苦，至此终有所酬。吉祥亲力校写，字斟
句酌，有锦上添华之功。
《壶口古风》是一本雅俗共赏的书，是一本容易读懂的书，是一本值

得一读的书。在传承壶口文化、弘扬黄河精神方面，颇有存史的作用，堪
为壶口研究之文献宝库增添了一颗明珠。
《壶口古风》即将付梓出版，遵嘱为序，以示祝贺。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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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壶口在宜川

黄河壶口西岸的宜川是一块古老的土地，古系雍州之域，最早受到华
夏文明熏染。考古发现，大约在一万到两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黄河壶口
一带活动，县域内有诸多龙文化和祖根文化遗迹。传说开天辟地的始祖
———盘古曾经在此 “卜婚”。史料有 “禹治水，壶口始”的记载。而且传
说大禹的妻子就在宜川。大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也发生在宜
川。在宜川黄河岸边有个小山村叫衣锦村，村前曾建有姑爷庙，为的就是
纪念大禹。种种考古发现和传说，都昭示着宜川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有这样一种说法: 人们到黄陵是问祖，而到宜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寻
根。宜川置县也较早，始于西魏大统三年，即公元 537 年，原名为义川
县。宋太平兴国元年 ( 976) ，为避太宗赵光义名讳，改为宜川县。

宜川位于陕西北部、延安市东南部，地处关中、陕北、山西交汇处，

所以，汉唐文化、陕北文化、晋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民间习俗和文化。宜川西、北、南三面被重重大山与外界阻隔，东面是
滔滔的黄河，古代只有其西面一条道路与外界相通，所以宜川保存的传统
文化和风俗久远而古朴。宜川先民崇尚教育，儒家、道家等思想在这里根
深蒂固，这些文化熏陶，形成了敦厚、谦恭、讲礼义、轻功名的秉性。延
安乃至整个陕北一直流传着“文出两川，武出三边”之说。两川之一就是
宜川。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走进宜川这块古老的

土地，你能感受到底蕴深厚、独具特色、悠久古老的风情习俗，这些风俗
习惯是记录古老历史变迁的活化石，隐含着数千年来宜川人与自然共生演
化、相存相争的久远基因。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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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诞生

一个人的一生漫长而短暂。在宜川这块土地上生存的古老先民依乎天
理，而又抗争着自然，在岁月的长河里演绎着生命的轮回，演绎着人生的
喜怒哀乐。

一个生命的孕育及其诞生，令人惊喜而又使人敬畏。传宗接代，延续
生命，使人们对生命的到来充满了企盼和欣喜，而 “人生人，怕死人”这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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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古老的俗语，又表达出人们对生命降临时难以承受的痛，宜川生养复杂
的风俗习惯真实传达出先民们对生命孕育、诞生的复杂情感。

一、得喜

“有福的小子跟娘来，没福的小子坐庙台，姑家姥家都不去，

跟着亲娘回家来”
———宜川俗语

以前，妇女生孩子主要靠乡间的“接生婆”来接生，遇到难产小孩多
活不了，有时连大人也保不住。正因为如此，人们对生命的诞生特别重
视。

弄璋之喜

“得喜”，是妇女怀孕的别称。也有
叫“有喜”、“有身孕了”、“有身子了”，

等等。那些结婚不久，刚刚怀孕的女人，

羞于告人，常用 “有了”来简单地表示
自己已怀有身孕。怀孕有各种反应，现
代医学上叫“妊娠反应”，宜川的百姓称
之为“害娃娃”，有的叫做 “害口”，还
有的叫做 “害喜”。旧时，姑娘结婚后，

娘家妈很关心自己的女儿是否怀孕，丈
夫和公婆更是盼着早抱儿子和孙子。一
旦发现媳妇“身上不来了” ( 月经暂停)

或“害口”想吃酸辣食物，就知道是有

“喜”了。

怀孕所以称之为“喜”，与传统观念有关。人们历来都认为 “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既然有了身孕，那就意味着后继有人，可以传宗接代。

同时也说明，娶来的媳妇是有生育能力的，这就为家族人口的繁衍报了

喜。

“得喜”后，有人要四处“说喜”。“说喜”，也就是报喜。

“得喜”的消息传出后，家中人会对孕妇采取保护措施。在孕妇 “害

喜”期间，对其加强营养，强调孕妇的休息，不惹其生气或让其少生气，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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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孕妇身心保持良好的状态。为了保证胎儿正常发育， “得喜”的同时，

让孕妇深居简出，谨慎生活，直到腹中胎儿出生后，这些谨小慎微的规
矩，才算告一段落。

“得喜”后，家人往往要在预测胎儿是男是女上下工夫。如果孕妇喜
欢吃“酸”的食物，可能是男孩，如果喜欢吃“辣”的食物，则可能是生

女孩，所以，民间有 “酸儿辣女”之说。总之， “得喜”是喜事。因为
“得喜”，孕妇的地位、身价也会随之提高，全家人都会随着“得喜”而做

出各种符合民间传统习惯的反应。

怀孕期有很多禁忌。一般家庭，都强调孕妇的保养方面，她想吃的食

物一定要让她吃到，否则胎儿会发育不全。另一方面，吃的禁忌也非常之
多，最普遍的习俗是不准吃兔子肉，怕生 “豁唇”; 不准吃姜、蒜，怕胎

儿生六个指头。有些地方还不许孕妇吃葡萄，不准其从葡萄架下走过，怕
生葡萄胎，等等。

孕妇又被称作“双身人”，她们在待人接物礼尚往来中，对人对己都
有许多禁忌。孕妇一般不参加丧礼，即使亲生父母去世，也不准接近停尸

床或向遗体告别。孕妇若要参加丧礼的话腰间要系一条红带子; 出灵时，

孕妇怀里需装两个蒸馍，据说可以破解晦气。如果遇到雷雨天气，孕妇要

躲在屋里，手持红布避邪。

二、添喜

“婆姨生养，小死一场; 人生人，怕死人。”

———宜川俗语

婴儿降生，俗称“添喜”、“临盆”、“落地”、“添孩子”，简称 “添
了”、“拾了”。生下的孩子，乡间、城镇有不同称呼，且有大喜与小喜之

别。生男谓之大喜，生女谓之小喜。这种重男轻女思想，与我们传统的习
惯有关，《诗经·小雅》中就这样写道: “乃生男子，载弄之璋，乃生女

子，载弄之瓦”。此后的书面语遂有“弄璋之喜”和 “弄瓦之喜”来代称
生男和生女。有些人家生男后，要在大门口用大幅红布上书 “弄璋之喜”

挂于门楣上，以向外传递信息，光耀门庭。民间生育，旧时大多在家临
盆，由接生婆到家中接生，很少有人去医院生育的。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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