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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放眼材落寻根文化注目民俗力促传承

案牍不觉秋意浓，抬头落木蔽晴空。又是一年秋风起，又是一季的收获时。一年的辛

勤、操芳和坚守，几十篇充满才情、感情和使命的文章，融汇成了眼前这本《香山村落与民

俗} ，这是香山文化论坛创立以来的第六本文集，是我们在延续既往基础上的一次尝试，也是

在传承文化基础上的一次创新。

香山文化是北京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一朵奇晤。在这方圆有限的区域内，呈现多元文

化互补并存、累积叠加的特征，不同类型的文化在这一方山水交相辉映，共显睁l睐。这一特

征源于香山的多元定位和文化的演进创造。香山既是朝堂的、也是市井的;既是精英的、也

是大众的;既是传统的、也是现实的。这就决定了在高雅之外，还有一种通俗的存在;在小众

化花鸟诗酒的精致审美之外，还有一种大众式柴米油盐的简易逻辑。在梳理了为庙堂审美

服务的山水园林文化、盘点了寄托贵族精神信仰的庙宇文化、领略了展示民族特性的旗营文

化、追寻了先贤足迹的名人文化之后，我们将目光投向了曾经辛勤耕耘在这片土地上的前朝

先民，投向了j里没在历史长河中的芸芸众生，将选题定位在香山的村落和民俗上，期望以此

向读者展现出另一种生活图景，另一份同样充满生机、趣味、活力并且在精神血脉上与当今

的我们联系更为紧密的文化形态。当你俯下身去，走进它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们也有

一种无可名状的美感，一种耐人寻味的意蕴，它们是同属于香山的另外一种文化。

文化并非专属于庙堂，垄断于精英，它需要普罗大众的参与，日常生活的滋养，它展现于

日常生活的片段，现实存在的点滴。任何文化形态，只有贴近生活、贴近民众，才能拥有蓬勃

的生命力，才能获取传承和延续的无限可能。从更深层次上讲，我们的这次尝试和努力是向

文化的民族性和大众性的回归，是对文化本源的遵循、是对文化源流的探访、是对文化脉络

更深入的探讨和更宽广的观察c

先说香山的村落，这承载香 111文化的物质载体，这历经时代沧桑的现实存在。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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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是家庭的扩大，族群的聚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压是喷涌文化的源泉、畅通

文脉的枢纽、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家园;更是维系心灵的纽带，寄托精神的符号，是一种情感

意义上的载体。身处经济社会转型、城镇化迅速推进的当代中国，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多多少

少都有一种对于村落的情感，这种情感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篆刻在我们的心灵 L 这种情

感让我们在享受高楼广厦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对于诗意栖居带来的心灵抚慰有一种内

在的商求。外在的物质刺激日益加码，内心情感守望愈发强烈。

村落是居住的场所c 村落灵山秀水、花香鸟语和稼稿人家都让生活其中的人们怡然自

得。在香山这片土地上，目前尚存有二十余个自然村落。每一个村蔼背后都隐藏着一段传

奇的往事，都承载着一段难忘的历史。香山公主坟、塔后身、厢白旗这些地名，不仅见证了历

史的风流余韵，还有生活在这片士地上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业态。对于他们

来说，香山是他们美丽的家园。

村落是文化的空间 O 村落的传说故事、礼仪典范和文娱活动使村落中的居民在享受文

化带来的欢乐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文化的进程，在邻里互动、街头巷议之间参与着

乡村的治理，也进行着文化的传播。传统村落的熟人社会结构用乡规民约维系着村落社会

的正常运转，也用文化治理息纷止争;在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内核的同时，也在结合香山的地

域特性进行文化外延的流变，丰富文化的具体形态。

村落是精神的家园 O 小桥流水、袅袅炊烟和耕读观念让村落在发展生产、传承文化的同

时，也成为人们的精神依托。先民们在与自然和社会做斗争的同时，能够在村落里获得庇护

和支持，这里不仅是让身体放松的场地，也是使灵魂舒适的田园。在香山，或许就是曹雪芹

对西山种种物象的依恋，成就了《红楼梦》这部皇皇巨著，书写了中国人永恒的精神史诗。或

许是对这一方山水的难舍，让熊希龄、梅兰芳等众多文人雅士选择百年之后长眠于香山这片

土地。

村落有形，民俗元形;唯其无形，故能周转于八方，历千载而绵延至今。现在，让我们回

望香山的民俗，这维系香山大众文化的内在基因 O

民俗，始于先民们的开拓与尊崇。民俗的内涵极其丰富，言语规范、节日庆典、婚假习

俗、丧葬礼俗、信仰崇拜均包含在内 O 但无论是生产民俗、生活民俗，还是精神民俗，都产生

于香山先民们的辛勤创造，都深深植根于这块不断耕耘的热土。先民们的开拓性实践和创

造性劳动造就了民俗，而继之而来的尊崇则扩大了民俗的受众和影响力 O

民俗、成于先民们的继承与坚守。在邻里口耳相传、代代言传身教中，民俗潜移默化地

人脑入心、沉淀在先民们的精神血液皂，融汇在他们的 H 常行为规范中。他们学习、实践民

俗，信仰、依靠民俗，用民俗来进行地方治理和关系协调，进行最优选择和价值判断。在继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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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坚守规范中，民俗不断丰富着香山的大众文化，书写着香山的炫丽篇章。

民俗、变于先民们的抉择与扬弃。民俗是动态的、常新的，也在适时流变。香山见证了

太多的历史转折时刻，也经历着苦难与辉煌。在朝代更迭、百业沉浮、农商斗转的时代大潮

中，香山的先民一次次做出勇敢的抉择。在悄无声息中，民俗不断演进、扬弃。今天的我们，

或许很难想象香山先民繁杂的日常礼俗，但这就是历史的香山，曾经的真实。

这本书着眼于普罗大众，关注于日常生活。众多长期关注香山文化的当代才俊们用生

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香山地区村落的历史场景、百姓风貌。这些场景或许与王侯将

相，伟业丰功没有多大关系，但却无疑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缩影，并为我们认识历史和文

化的另一面打开了一个窗口，让习惯了宏大历史叙事和精英轮番登场的我们眼前一亮，品味

这掩映在历史辉煌背后的民间文化，欣赏这曾经有过的→份真淳和自然。这些i型设在历史

长词中的普通百姓或许并不曾考虑文化传承和文化流变，对于他们来说，文化是太飘静、虚

无的话题，但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构成了香山民俗的丰富内涵，就是他们的真情流露塑造了

香山民间文化的深重底蕴。

我们也希望借推出《香山村落与民俗》的契机，将香山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流向引向

深入，让世人更为深刻地感受到香山文化的博大和内涵的丰富。香山的文化遗产是一个大

宝藏，昕一昕这脚下大地涌动的历史回声、闻一闻这山石花木传递的自然气息，我们深感整

理、接续、传承文化的必要和紧迫。在给予了上层文化较多的关注后，是该返瑛归真、回归文

化源流了。在村落聚散中追寻曾经的历史，在市井生活中琢磨生活的本真，我们在发掘、在

求索、在奋进。

我们不敢赋予这本书过于深重的内涵，不敢期望这本书能够担负起文化发展繁荣、社会

治理建设的艰巨使命，如果读者在读完了这本书，能够在扩充智识的基础上更热爱香山这片

土地，能够在尊重文化的同时增添一份对普通民众的敬意，增进一种对于文化建设的自觉，

增加一些对于文化传承的意识，那么，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回眸既往，香山的村落与民俗可圈可点;展望未来，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始于足下。

使命在肩，不敢懈怠。唯有更辛勤的耕耘、更执着的坚守，才能为香山文化的发展和繁

荣尽绵薄之力，才能创作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文化精品。

是为序。

中共海淀区委香山街道工作委员会书记

张晨光

2013 年 12 月于香山街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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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地区近年新民俗现象探析
常华

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文化的象征。这种文化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在漫长

的发展过程中与各国和各民族的文化产生相互交流、影响和传播。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

国民俗文化的变迁异常。这种变化是由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冈造成的。此时的民俗学的研究

也从重视传统转向关注现代，关注现代化给民俗文化带来的 1'.)( 变化。

民俗本是生活行程的历史积淀，又不可避免地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新陈代谢。三十年前，

我们绝对想不到，中央电视台的一台联欢晚会能成为全国人民三十晚上最重要的守岁节目;

三十年前，我们也绝对无法想像，举行婚礼的新娘子不穿传统的红袄红裤，而是穿 t了"西洋

式"的一身白婚纱;这三十多年来，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痕，而

其背后，社会的变迁，人文的演进，值得我们细细思量。

民俗犹如一条流动的河，不变的民俗是不存在的。民俗的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无需人为干预，而当某些民俗已经成为陋俗，民俗的变革则势在必行。

守岁、压岁钱、庙会、年夜饭……过去的几千年中，传统的春节民俗绵延至今，并通过自

下而上的表现形式表达了人们内在的情感需求。 18.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保持这些传统

风俗的同时，也给节日注入了一些到像"中央电视台春晚"、"年夜饭去饭店吃"等新元素，形

成了新民俗O

香山地区近些年也出现了被广大市民所认可、并风靡京城甚至于在海外也有影响的新

民俗现象，值得民俗界加以关注和研讨。这些新民俗现象主要是:一，香山红叶节活动，二，

北京植物园桃花节活动，三，森玉绕"药石"健身锻炼，四，樱桃沟的巨石插木棍，五，玉皇庙金

泉洞打泉水。兹探讨分析如下。

.4. 



一、香山红叶节活动

:叫区近由俗现象刊被

香山及其周围山坡上，种植着大片的黄牛卢

树和枫树，每年霜降前后，树叶变红，红叶连成

一大片，漫山遍野，如火似锦，层林尽染，非常壮

观。 此时也是北京最佳旅游时间，天高气爽 ， 登

山远眺，颐和园、玉泉山的美景和大片田园风光

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

老北京对九九重阳登高十分讲究，而香山、

↑香山红叶 八大处一带正是每年登高的最佳选择。 明清以

来，香山红叶的美景就在民间开始口口相传，后来发展成了重阳登高采香山红叶的民间习

俗。 登 t最高峰鬼见愁意味着成绩，而红色代表着吉祥，这两样都有辟邪祈福的象征意义，

因此被老百姓广泛接受O

而香山公园管理处正是顺应民意，从 1989 年起开始举办红叶文化节，至 2012 年秋季已

办了 24 届 。 而这年的 10 月 20 日接待游客达超过 10 万人为红叶节开幕以来单日接待游客

量最高。 香山红叶节的影响力也已茧声海内外。

如今，不光是北京市民以登香山赏红叶为荣耀，许多周边省市的游客也纷至沓来，同时

也有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香山红叶节成为北京市导游员考试大纲的"节庆民俗游"里的

主要内容。

二、北京植物园桃花节活动

今年是北京植物园的第二十五届桃花

节活动。 园内 3000 多株山桃花已盛开，远 !

观如云似烟，云蒸霞蔚，尤为壮观。 据悉，

植物园的山桃盛景是城区最壮观的山桃林

之一。 植物园有国内桃花品种最多最全的

碧桃园;有品种最丰富的梅园 ;4 月中旬上

百个品种的近 50 万株郁金香争奇斗艳如

同花的海洋;丁香、玉兰 、悔棠、牡丹等上千

个品种、百万株(盆)的植物花卉，将笑迎↑桃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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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游客，这里成为北京地区可欣赏花卉植物种类最多的场所。

在挑花节上，除了优美的自然景观外，植物园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广大市

民参与到桃花节的活动中来。

现在，每到踏青时节，市民们涌向植物园"寻找心灵的桃花源零距离感受春花的魅力，

已成为新民俗现象。

三、森玉绕"药石"健身锻炼

近些年，一则香山公园的森玉缆的"药石"能治病信息传遍京城，吸引了众多中老年人前

来感应和体验。特别是在 2008 年的前后达到高潮，至今仍有不少人还在延续着这项活动。

1 、有关媒体报道摘编

《药石"治病?} (北京青年报 2007 - 03 - 13 )……在北京香山森玉药景点，数十双苍老的

于拍打着一块十几米高的山石，大约 50 次。拍打之后，一些老人转过身子，用后背来回蹭着

石头，或者靠打着石头，反复数次。最后，在"药石"附近深呼吸 20 下。整个过程持续 20 到

30 分钟。

……石头底部光滑，上部刻有红色"药石"二字，旁有题文。大意是题字人生病时曾到此

一游，随后病好，故而题之。

山友刘先生说，曾经有一位得脑血栓的大爷因为在"药石"这儿治病，脑血栓逐渐好了 O

以前游客都爬到石头上部进行"治疗现在公园不让了。这种治疗方法在游客中广为流传，

但没人知道是谁首创。

用"药石"治病时间更长的孙先生说这些方法是为了适应"药石"的药性，而这种药性指

的主要是"磁性"和"释放负氧离子"。他说于拍和背蹭可以充分使药石的磁性通过穴位和经

络贯穿全身，达到磁疗的目的。而深呼吸的目的就是更多地吸收负氧离子。孙先生表示自

己所说的也是从别人那里"歪"来的O

《脑门贴后背碰人人都说能治病起大早把山登夭夭都来蹭~ (2007 年 01 月 22 日法制

晚报)

家住石景山古城的李女士，几乎每天都要到香山公园，除了爬山健体外，她还是冲着公

园的"药石"去的。"‘药石'有特殊功效，能治病。"李女士认真地告诉记者。

李女士告诉记者，香山公园有块石头被命名为"药石很多人顾名思义地认为这石头能

治病‘药石'不仅含特殊矿物质，还有一定的磁场昵!"李女士表示，有时钢蹦都能被它的磁

场吸附住，就因为这，那里每天聚集着数十名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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