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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编纂出版，《中州民俗丛书》，、是河南地方史志缡纂和民俗资 i

斟搜集整理的一个部分、一段总结和一种尝试．
’

当初，民俗志只是作为民政志的一个章节，，而且也是按照旧，。 ，

志中对民俗的分类去设篇立目的。后来，省志设立民俗志专卷，这 j”

项工作方才算正式开始。然而怎样去编写一部现代的民俗志专

卷，民俗究竞应该包括哪些内容，t如何拔新的时代要求和特点去
’

改进旧立篇目，、当时大都心中无数。尤其像河南这样一个地处中i

原，具有丰厚文化传统和民俗土壤的大省，．“百里不同风，干里：

改规矩”，要编写成一部全面真实反映全省民俗的新志书谈何容’

易。’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就曾用“齐王问画”．的故事‘ j”

说明准确表述一个地方民间习．俗的难度．他说’“昔客为齐王画．t
‘。

者，王问画孰最难，孰最易?日㈠。犬马最难。鬼魅最易。犬马旦

暮在人之前，不类不可，，夫之故难；·鬼魅无形，·无形者不见，不

见故易’‘．”他将民俗喻之为人们熟悉的寒马，i要想准确地记述

下来，必须要十分熟悉它，省民俗志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为了。

弥补将来省民俗志可能的。缺陷，一些有区域代表性的县市鳊纂民 ．。

俗志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县市辖区小，编写自己的民俗志书，材
÷

料易于搜篝掌握，。比较能真实详尽地反映出当地民俗真貌．这

样，，经过几年的努力，各县市不断交流经验，相互切磋。研讨，． ，

零出了数寸部县市民俗志稿，?而且其中不少志稿突破了旧志风俗
‘

+

’， ：!，．“一一． 4‘·1。·、‘1+
．’?’一。，“一。。‘ ～j‘砂． ：

，Y， ，、 矿／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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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的束缚，依照现代氏俗学分类设蝙立Iq，颇有

导和出版部门注意到了这一令人兴奋的情况，鼎力

以丛书形成出版，作为省民俗志的补充．于是，这套《中州民俗

． 丛书》便同世了· 。，，?矗翔Ⅲ．，． I． 一 ·

． 民俗是民族文化的7‘部分广：也是地方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 胡乔木同志曾称其，“是一种历史，一种科学”．对于这样“一种

历史。一种科学?：古人也曾做过二些整理和研完，．有关河南民

， 俗的书扰有不少．汉圈称的《陈留风俗志》、宋孟元老的《东京
-．

。 梦华录》：清人的《洛阳风俗记》以及近人的《偃师县风土志

， 略》、 《淮阳乡村风土记》·等，还有《河南通态》以乃各县县

j ；a志中的·。风俗”篇，都分剐记述了河南民俗的许多方面，为我
’t 们今天研究古代民俗藏其传承、变化提供了不少资料．‘但由于历

’

．． 史条件的幂锏，旧的民俗志书的记述，‘主要偏重于民问的人生礼

’仪：岁时节日等方面的内容，对于经济民俗j社会民俗等涉及甚
， j元尤其是经济民俗更可以说是风毛麟角。如何／,k民俗所应包括

：的各个方面去全面地搜集、整理素材，以使其为民俗文化的不断

7，I

基
．I

。 ．f

， 发展与社会的改革，改造服务，的确是一件重要的、忘该敢的事

⋯：、·；情．。’．。 一． ．～，· 一， L

．、

1

+4
· 这件事，《中州民俗丛书》今天做了． 4：

。

丛书突破旧史志框架的束缚，依民俗学研究的内容，科学五

目。广征博采：详细记载和表述了从衣食住行，‘生产劳动到集会’

贸易等各种经济民俗以及社会民俗j精神民俗和游艺，口传语言
· ，民俗等近现代河南民俗的方方面面．作为一套专门记述一个地方

。

， 风俗习惯的丛书．、《中州民俗丛书》显现了准确鲜明的时代特色

和朴实生动的地方特色．4·
。

。一．‘一 。，。 ．

，2’ 尽管由于水平所限j这套丛书所记述的内容依然只能说是河
．‘ 南氏裕的一部分或会有讹误，但她毕竟是在。继承历史，一反映现

实，服务四亿，有益后世●的思想指导下对氏问习俗连行全面授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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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整理的一次大胆尝试，相信她的出版一定会对“存史，资治， ，。

祥风教。有一定意义，也会对我们进行革除陋俗，发扬良俗，建

立社会主义新风尚，提供有用的资料．所谓。习以为裕，辩移其‘．

志；安之既久，则移其质”，’我们通过对民问习俗的整理研究， 一

将其良好的风俗赋予社会主义的新内容，而传承下去，将对于 一

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

一

，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产生积极的作用．}．．!，≤，+：≈、。7 ．，一

： 在丛书的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许多领导同盎匆专家学者．’．
的支持．王国权、邵文杰、’祝庆理、张志刚、李 准、姚雪垠， ．

。q

钟敬文等还分男l】为一些志稿写了序或题写7书名．中州古籍出版 。

社的同志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借此机会，一并表示衷心的 ，

感谢．．一一一。‘：。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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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学性的统一o．．、。：一，j‘：’． 。“‘‘：。，，’：‘． ； ’j’’乒+

“

i
一

，。

，
- ：’

． 。

‘ t，
’

0 ’?二，本书严格遵奇志书体例，以孝为主兼用图表；‘享图并 ．；’1]
， 畿。全书设引旨，生产、，生活、乡里社会，集会贸易，人生礼 ●：

仪，民间信仰，岁时节日、民间游艺等8章50节，共约25万字。， ，

三、本志书侧重子记述近现代民间风俗，对于古代风俗，有。

i

。史料可查的也略加追溯，对于当今正在提倡但尚未形成风俗的_

些作法，只作简要介绍。 ， ．“
：

．’ ．4四，本志书采用规范化现代语体文记述，坚持资料翔实，不

椰评论，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

‘，

． 五，本志书限于记述义马市区内的风俗资料，对于与义马比

邻酌渔池县二些乡村，’因历史上同属一地，风俗相同，或略有差．

，异，为保持资釉．的完整性，地域上略有延伸。
J● 一

．

‘

。

j



一

；

，

廿

，，．

‘

I

～

《

’

h

，

_

_

-

_

-

』

，t●^

～0。，蚋F

■r．

，

“
●

k

-

’‘

^．

．

一．

．

√争

^

l、～，

，．

．

o。

，

～．，

，

，

；

．

●，

￡

。

．

H



’

．- ，。

。t

’

^

．

～， _。 、’：一。一 ，一，
4‘

v．。

，

．

一
I

。

一4
‘ ： i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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