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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阅‘九江市风俗志>稿的意见

市文化局-

报来‘关于请批<九江市风俗志>出版的报告》

收悉。我们已安排人员进行了审阅。我们认为该志稿

符合志书体例，反映了九江风俗民情特色，资料翔实，

内容丰富，同意出版。但在陈规陋习中“抢亲”与。典

妻”，九江并不普遍，属个别地方弱囱强食或泼赖所必，

应予注明为妥。

特此函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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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风俗志>办公室主任：倪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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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是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活动、生活实践及社会交往中．逐

渐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反映出人们的道德、风俗习惯、人生礼

仪和信仰心理；并世代传承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传统文化的表

现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地

方志书中都有民俗这一章。“入乡问俗，因俗考政”，为历代当权／

者所遵循。俗能上升为理，理可上升为法。因此，民俗在社会发

展过程中，能够起到一定的社会控制作用，通过多种社会机制，

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促进社会的稳定繁荣，升华人们的精神风

貌。
一

。

在本届编修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中，中共九江市委、市人

民政府下达的(1987)17号文件，确定市文化局承编<尤江市

志>中的<文化志>、<风俗志>、<艺文志>。任务光荣而艰巨。

现在<九江市文化志>已于1996年9月出版发行，<风俗志>现

已编纂脱稿。 ．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

指出，要提倡健康民俗。我们正是以此为宗旨，开展编纂工作

的。我们在搜集整理中注意到，当前我国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

期，一些优秀的传统民俗丈化被发掘出来，发扬光大，古为今

用。同时，某些不健康的陈规陋习也冒了出来，污染社会，损害

人们的身心健康。因此，我们在编纂<九江市风俗志>的过程

中，本着树新风，易旧俗，弘扬民俗文化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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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资治、教化、存史”功能的原则，侧重记录那些健康有益的

民俗风情．对一些陈规陋习未作系统整理，为以吏为鉴，也略作

记述。
。

本志共设6章、26节、420多个条目。对各县(市)的民情

风俗，也作统一编纂，以一县(市)一节而刊用。

在编纂这部志书过程中，蒙县(市、区、山)的文化局和修

志部门大力支持，供给了各地的风俗资料。另外，九江政协编辑

的<九江古今纵横>、<九江老字号>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风俗方

面的资料。市志办公室的领导在编纂过程中，给予我们具体的指

导与支持，使之能顺利成稿。对此，特向上述单位和个人，表示

衷心的感谢! 。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疏漏和谬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谅解与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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