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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库》出版说明⋯

。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各种风俗习惯的一门学科，它在我国

的建立和发展，‘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目前，这一学科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引起了国内外越来’

越多的人们的重视．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各民族优秀的民俗

。文化遗产，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为了适应我

国民俗学科建设的需要，我社决定出版大型丛书——

《民俗文库》，并为此成立了编委会。这套丛书将着重介绍

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居住：饮食，服饰，生产，交通．、

5婚姻、家庭．村落，岁时，节日，丧葬，．宗教、道德．礼

仪，口头文学等风俗民情．为了推动民俗理论研完工作的发

展。本丛书还将适当地收入国内外有关民俗学的专著和译”

‘作_+ 一

⋯．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

各自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独特的习俗．我们深

知，编辑出版如此大型的丛书，并非轻而易举。我们衷心希

望得到民俗学，民族学专家和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使这套’

’丛书真正成为各民族民俗遗产的荟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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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一言

‘

满族是我国东北地区人数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现有 ．

’勺，82l，180人．满族几乎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辽宁．黑龙

江．吉林．北京市、河北的承德地区为多，其他如内蒙．河

南．山东．新疆，陕西．山西．甘肃．宁夏等省和自治区，

～以及成都、西安．广州、天津等大中城市都有不少满族．目 ．，

前，全国有十三个满族自治县，在吉林：黑龙江，‘河北等地’

成立了几十个民族乡．。。·、一 r一‘ 一·

， 满族的故乡史称。白山黑水”(长自山，黑龙江之简称)，
‘

实际上包括今辽宁省东北部、吉林省全部，和鸟苏里江以东直 ，

滨大海．黑龙江东半部以及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这里有巍

峨连绵的崇山峻岭，有一望无际的平原沃土，江河纵横，湖
4

译星布．其中的黑龙江为我国第三大河流，各种地理景观， ，

构成了雄伟壮丽的北国风光。这里，冬季高寒，夏日温热，

降水集中，日照时间长，故而物产丰饶。地下有丰富的煤．，

铁，铜．金等各种矿藏，地上盛产大豆，高粱，苞米，稻

米．谷粟．烟草等作物和各种珍贵木材，山林中的人参，貂

’皮．鹿茸角，堪称为。东北三宝。．．这里还有东北虎，赤 ．

熊．丹顶鹤等各种稀珍动物．近代，东北又成了我国的重要

工业基地．所以，满族的故乡是我们祖国北骚的宝地．我国

的版图犹如报晓的金鸡，而这里正是金鸡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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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族的族源可以追碗到两千多年前的肃慎以及后来的挹’

娄、勿吉．秫辐和女真．满族及其先人为开拓这块宝地流下 ．，。

5

了辛勤的汗水，为保卫这块圣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同一

时，他们很早就和中原地区频繁交往，在政治．经济．文化．， ．

～

等方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 ．

：

要角色，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领土完整，经济发展以及．。一
、

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j
·

：今天的满族是以明代女真人为主体，掺入了一部分汉
’ ‘’

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在漫长的岁
‘

7．

月里，满族及其先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康熙帝主持编修的

《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皇舆全览图》有重要的科 ．

学价值．乾隆帝主持编修的《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的集大
‘

成者．《满文老档》．《满文太祖实录》．《异域录》、

一《清文典要》以及满译汉文名著《三国演义》，{：西厢

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等，把满文提高到一个空

前程度．同时，出现了一批灿如群星的满族文学家．艺术

家．科学家，纳兰性德，西林太清．昭楗，完颜悦姑，永、 。

琪．拉布教．伊桑阿等就是其中的姣姣者．满洲正自旗包衣
。

管领下人曹雪芹著的《红楼梦》是满汉文化交融的结晶，是

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

解放前后，满族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

老舍、程砚秋，罗常堵就是杰出的代表．．．：， ． ．． r

t、 民俗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比较稳固的部分。满族形成的主： ：

体是女真族：因此，阐述满族风俗．必定要追溯到女真风俗
‘’。

甚或女真以前，．而明代女真族分为三大部．这三大部的社会。‘
’

发展形态很不平衡，建州女真已经称罕建国，野人女真受lj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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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父系氏族社会，甚至有的部落还有浓郁的母系社会的遗风．：

。 ，因此，女真风俗就不是划一规范的．有清一代，：满族的足迹‘，

。，’』 踏遍神州大地，长期和其他各族混居，受到相邻民族文化的
+、

。

影响，民俗也在相应变化．因此j全国各地的满族风俗就有
‘

1区域差别． ，
’ ’

一 _

．： 满族在历史上曾作为统治民族，在保持本民族文化方面
’

’，。 ，’ 有其优势地位。金代的女真皇帝和清代的满族皇帝在热心学-：，

i +．习汉文化的同时，也曾多次郑重下诏，让其民族保持原来淳
‘

0 ：7朴的民风。民俗作为民族心理结构的直接表现形式。是有其
’J

1稳固的传承性的．尽管在经济，政治，语言：文学诸方面，
‘

·： 荫族和汉族已没有明显差别，但在民俗上，仍保持自己的民。．
。

’

族风貌，因为传统具有巨大的历史惯性．，是民族内聚力的外
‘

壳，是维系民族生命的抗体．所以，研究满族传统风俗是研
、-

。． 究其民族文化个性的重要途径． ，’ 。 ’。 一

。

。 ：：由于满族中的大多数成员仍生活在她的故乡．因此：本

；一 书的重点是介绍东北地区的满族风俗，为了理清满族风俗魄一．

． 4赫络，在阐述各地满族风俗时将标明其区域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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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衣

衣

今天，你如果到风景如画的满乡，就会发现英武的满族

。小伙儿．俊俏的满族姑娘已经卷入时装的新潮，和其他民族‘
。

的青年一样，迫求着时代的美的风尚。～而一些中年男子仍喜

穿青，蓝色的服装，保留着穿套裤、扎裤腿．着白袜，穿坎

肩的传统装束．四十岁以上的满族妇女，喜欢穿右大襟扣绊

衣服．一些农村的满族老太太还保留着把头发绾至顶心盘髻

的民族发式．’在满族乡的庆祝会上，或在阖族隆重的续谱祭

祖，萨满祭礼等喜庆时刻，不少满族成年男子会身着长袍，

马褂，妇女穿起珍藏的旗袍，．姑娘们甚至梳起漂亮的“两把

．头”，来庆贺民族的节日．有些山区的满族猎户在放鹰捕猎

时，仍穿皮袄，皮套裤和轻巧暖和的轨辙鞋。
’

半个世纪前，满族的服饰不仅在本民族中盛行，而且遍

及汉，蒙等各兄弟民族，实际上，是有清一代的“国服”，

这里介绍几种最主要的衣着。 ，

旗袍满语。衣介”．古时泛指满洲，蒙古．汉军八旗

男女穿的袍。旗袍的样式特点是；圆领、捻襟(大襟)，左

衽，四面开禊，束腰，有扣绊，窄袖(有的带箭袖)，这种

衣着便于上下坐骑，马上动作，适应骑射民族的生活习尚，

4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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霪

． 左衽和束腰，不仅紧身保暖，利于马上活动，而且使人的自。

然体态得到完美的表现．行猎时，可将干粮，用具装进前．

襟。箭袖，满语叫“哇哈”，‘是很有特点的一种窄袖，在本．

来就比较狭窄的袖iZl前边，再接一个半圆形袖头，一锻最长

为半尺，形似马蹄，又称。马蹄袖”。马蹄袖平日绾起，出

猎作成时则放下。覆盖手背。冬季可御寒。清时．官员入朝，

谒见皇上或其他王公大臣，都得将马蹄袖弹下，两手伏地叩

+，见。成为一种专门的礼节．清朝定鼎北京后，全国军民。弗4

发易服”，汉族也迅速改变了原来宽袍大袖的服装，代之以’

这种长袍，使之成了全国统一的一种服装样式． ．’

旗袍是满族先民在长期的山林狩猎生涯中形成的．辽金

时期的女真入。其衣色多自⋯⋯窄袖：盘领，缝腋4， 。其

。长中鼾(小腿)，取便于骑也”这是男式服装。女式则。服

禚裙(围裙)，多以黑紫’，．。上身穿团衫，用黑紫或皂及

钳、直领，左衽，掖缝”．(《金史》)古籍上的记载与金，

‘代旧都上京会宁府石人像相符。石刻为金人贵族夫妻并坐画

、像，男像头顶盔，身穿圆领窄衲长袍，下部绾起，右手执短

剑，左手下垂抚靴。女像头戴帽衣左袄，两手合袖盘膝端

坐，这是金代女真人的典型服饰。一
4

‘满族沿袭其制。明末清初，东北布匹稀珍，’贫者多衣

狍，鹿、猎皮，富者缉麻为衣：那时的绸布衣服，大多来自’

马市和战场，战场僵尸，无不赤脱，可见衣服之贵。在这种

情况下，服饰难以规范，有的贫民，也穿龙蟒绣衣i满族进．

入辽沈地区后，从汉族居住区输入布匹，绸缎，同时学会了

植棉纺布。满族才恢复了金代女真人的传统袍褂．清太祖努’

尔哈赤为统一衣冠，厘定衣冠制，。凡朝服，俱用披肩领，。

5



平居只有袍”．(《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入朝穿的披肩领， 。

袍，谓之朝服。平时穿的无披肩领袍。谓之便服．“披肩
⋯

领”．形似披肩的大领，7官员入朝时加上，以别臣庶。袍本无
。

领子j即金代“盘领。，一般旗人只许穿这种披肩领便袍。。
·

此后，清太宗皇太极，清高宗弘历也曾先后厘定衣冠制，品
’ ‘

，位等级分明，但一般旗人衣冠式样无明显差异，只有衣料质

地之别。。 ．。1

’

．．

，

．，’

旗袍的式样和装饰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满族入

关后，与汉族同田共耦，杂处串居，受到汉族。大领大袖”
4

服饰的影响，另一方面，窄袖长袍已不适于农田耕作，予
’

是，。箭袖一度变成了喇叭袖．后来又由肥变瘦，几乎容不进

胳臂，四开衩演变为左右开衩，甚至根本不开禊j下摆由宽：

大变为收敛。但满族贵族和有身份的人仍穿带箭袖的旗袍，．．

旗人百姓则以箭袖袍作为礼服。在清代小说《红楼梦》里，、
’。

宝玉平时穿一种不带开禊的长袍——。一裹圆。，俗称小 。

袍，只在拜见长辈和会见重要的官员时才穿箭袖袍，‘反映了
‘ ，当时的时尚。清朝《会典》规定，帝后的龙袍，亲王、贝

勒．文武官员的蟒袍，都一律带箭袖．因为这是民族传统的

象征． t，
，

嘉庆、道光年间，官员只在入朝时才穿箭袖袍．平时则

着宽襟大袖袍，一般旗人则很少穿箭袖袍，辛亥革命后，直’ ，

，至三十年代，满族男女都穿直立式的宽襟大袖长袍，男旗袍’

下摆至躁。无纹饰。女旗袍下摆及肝(小腿)，有绣花纹

饰。四十年代后，男旗袍逐渐废弃，女旗袍由宽袖变窄袖j。

赢统变成紧身贴腰，臀部略大，下摆回收，长及踝，‘变得更

加爽身合体，随着岁月的流逝，演变成今日的旗袍式样，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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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今中国妇女喜爱的一种流行服装，它结构简单，穿着方

·，便，却可以充分衬托出女性轻盈秀美的自然体态，所以，不

， 少外国女士，也常喜欢穿这种中国旗袍，以领略东方风格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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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清代满族妇女的旗袍，很讲究装饰，每海授衣襟j领
’．。’口，{{ll边等处．镶嵌几道花绦或彩牙几，后来汉族妇女也袭

此风、，在旗袍的襟．领上加上颜色艳丽的。直道儿”或。狗
‘

矗牙儿”。并以多镶为美，在北京时兴?十八镶”．即镶上十
， 八道花边．另外j妇女的旗袍还时兴。大挽袖”，袖长过，

一手，在袖的下半截．彩绣各种与袖面不同颜色的花纹．然后
。 将其挽出来，以显其别致，典雅．’。． ，一’

。。：4

．， 箭袖男旗袍在当今满族日常生活中已经绝迹．但在黑龙

江，吉林的农村，某些满族农民．特别提赶车的。车老
一‘ 。板”，在他们的棉袄上，常接出个狼皮．狍皮的“袖头’以

护手背，这是箭袖的遗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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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褂爱和旗袍常配起来穿的是马褂，它的样式很象今天

．．7 人们穿的对襟小棉袄．圆领，对襟．有开禊，有扣绊，身长

，． j齐脐，袖长及肘．四面开禊．因它身．袖较短，冬季可做成
。

～皮或棉的，，套在长袍外面，便于骑马，故名。马褂”．
一 清初，马褂流行予八旗军旅，康雍以后，民间开始盛

行，迎接宾客．游行街市，都喜欢在旗袍上套上马褂，以显
， 其文雅大方．马褂便有了礼服的性质，式样繁多．布料高
．． ．贵． ， ’，．__．：，：’．+．．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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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褂总的可分为短袖和长袖两类，短袖马褂有对襟马
：

褂，大襟马褂，琵琶襟马褂数种．对襟马褂在乾隆朝以后美
‘’

名目“得胜褂”．相传，满族经略大学士傅恒领兵征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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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胜网朝，喜穿这种马褂，誉为“得眭褂”(《清稗类钞·-

服饰类》)，传至民间，也以此为名。琵琶襟马褂的右襟短缺。．

丽略以短襟袍，襟呈弧形，排扣如琵琶状，故取此名．长袖，。

马褂对襟，．身长．袖长，俗称。卧龙装”．据《清稗类钞》 ，

记载，某相国北征，-其母忧其文弱，给他缝制了这种长袖马

褂，他感母恩，常穿在身j后被康熙帝发现，褒其孝心，赐一
、

名。阿娘装”。后误传为。卧龙装”，或。窝楞装”．这种 ·一

长袖马褂，颇得满族耆老的喜爱，满族作家文康的小说《儿． ．一．

，，女英雄传》里有这种。卧龙装”马褂的精采描写．清朝皇帝 ．

’．，

，也喜穿马褂，多用明黄色，其身边的扈从大臣，御前大臣，

。内廷王大臣，侍卫什兵等，也可穿黄马褂，正黄旗的官兵可

、穿金黄马褂。。黄马褂”还是清帝赐给勋臣的重要赐赏．

坎扇 又Ⅱq背心．马甲。满族时兴在旗袍外套坎肩．坎

肩是在吸收了汉族。半臂”(又名“蔽甲方”+)的特长发展

起来的．坎肩无袖，穿着方便，男女老少皆喜。因它常套在 ．

长袍外面穿。有明显的装饰作用，因此，在坎肩的用料和做

工上，‘十分讲究，式样也多，常见的有对襟直翘，对襟圆

翘，捻襟，琵琶襟，一字襟，人字襟，“巴图鲁”坎肩等．

’琵琶襟坎肩的大襟边不到腋下，而是从第二个纽扣的地方，

直通面下，但不到底，下襟缺-A,截，别具风格。巴图鲁，，

满语意为“勇士”，是京师八旗旗人最时尚的一种款式，在

。’．。一字形”的前襟上，装有排扣，两边腋下也有纽扣，穿着 ． -

；便利，外形洒脱，勇武．而且当时八旗子弟常在它两边的裤
”

槛处，加上两只袖子，号为“鹰膀”，当八旗将士穿着这种 二、

带鹰膀的巴图鲁坎肩在马上疾驰时，这飘飞的肩膀好象要把
’· ‘‘

’英武的骑±带到空中．坎肩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各族人民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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