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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地处中华民族发祥地的黄河流域，是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

城。在三千多年前，就是商王朝的都邑。春秋时为郑圆。隋代时，

郑州一名即开始用于今郑州地区。在郑州商城遗址中出土的陶、

● 铜、骨、玉制的日用器物和农业、渔猎、纺织生产工具、手工业作

坊的遗迹，反映出商代时期，郑州人民已有了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

活。《诗：：I≯卜五国风一百六十篇，就有郑风二十一篇，记录下了
周代时郑州夕心：的生活风貌。说明当时郑州文化的发展在各诸候国

中居有先进的地位。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书中记载着： “子产退

而为相，五年目无盗贼，道不拾遍，桃枣荫于街者，莫有援也。”
说的是孑产在都圉为相，人民安居乐业，出现了十分淳厚的社会风

尚。到了詹j℃，地处中原的郑州，更涌现了像杜甫、白居易、李商

隐等在l=：二=团文，f2方面有影响的人物。位于登封峻极峰下的嵩阳书

院，是北；；：时期我国四大书院之一。宋朝著名的学者程颢，程颐等

曾先后在这里讲学。郑州历代人民辛勤劳作，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

，．化，对我目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 近代以来，郑州又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五四运动时期，

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就曾先后来到郑州，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人

运动。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节大罢工，

在郑州发起后， 形成了全国工人大罢工的革命风暴。 郑州从此以

“二七矽：：：．]．毪?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郑州成了河南的省会城市，金省政治、经济、

声化的中心。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城市建设和

其它各项事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郑州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
化，前景美好十分令人可爱的城市。

郏州，j。，}：：。I睫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晌文北，创立迄了自

己的城市，，也硒时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传统的习



；谷。它不仅为社会生产：和生活起着月陵务的’fi-：：)fl，：i：E直接问接影响各

种社会活动。在我国历史上．，历代都限童。况这，冲R i营的’m会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 “移风易俗，改造中国"，一向是我7们建设社会主

义的重要内容。我们编写郑-'tt州民浴志不仅在于：墨劫我们认识郑州的

过去，了解不同时期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面貌，还在于追溯历代

风俗产生的社会条件，揭示其演变发展的规一律，。i：-。J发教育人们自觉

地进行移风易俗。从而提高人们对自己城市的认识，激发热爱自己
城市的感情，为建设郑州发奋工f声。

郑州市民俗志在资料收集和编写申认真依照了《河南宙志、民

俗志编目》参照了《民俗志调查提纲》。我们认÷々《编目》对民俗

志内容的考虑和安排是恨细致闫到的。《提纲h／／池使我j『门在收集资

料和编写中，起了开拓思路的作用。1笱者都给了我01强大的帮助。但

由于《编目》章节很多，其中一些章。≯在l勺客上下可避免地存在着

互相牵连的地方。因之，在收集资料扣编写中不能二F有所删重。个

别的细目，也有进行调整和变通的地方。如妇女地应问题，有些内

容在婚娴、家族几节中都有所反映，为了避免重复，未再作专题进

行处理。对在其它章节中未曾提到而又确实需要记载下柬的如妇女

缠足问题，列入了社会陋习之中。又如往会给岳问题，j步及的章节

尤为广泛。衣、食、住，行、，j、，生仪礼，：＆会聪二也，提到的地方都

很多。困之在不同章节rj。，也分暑l有所侧重。互!il如此，我们c『》然

是尽力保持了《编目》体系的完整。

民俗志所含内容十分广泛。从人n的物质生活(衣，奄、住、

行)，社会组织(村落、家族)，到岁时风俗，人生改礼，以及民
间各种文艺活动。既有民间的传统风j’；；习‘渍，，>I有社西／x主义．草奇和

建设时期形成的新风新浴。从地区来现，龇有城市，又有几个县的

广大锭村。为了突出郑州市以市带县幻特包， ’主资，’甜收集和处理

上，我们采取了以市为主以县乡农村为蜀4藏。刍：井蓄∥l方法?力求突

出城市特色。虽然在收集资}}和．二／d：j j：j中，乳“’鄙，：基，，：、力敝到逸一

点，由一j‘资料和编写水平的限制，实{j：j，fi二不．o一越if4一‘定的羞_}f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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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风俗习惯，均有深远的历史变迁的渊源，而且有复杂的地区

差别，市与县，县与县，以至乡与乡村与村之间，一事一物，俱是民

俗，并且有着鲜明均地方色彩。“十里不同俗，五里改规矩’’。这种

复杂性，在编写民俗志中，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对各县农村尤其

是如此。我们在收集资料中，虽然不惜辛苦，曾到许多地方调查走

访，但毕竟走到的地方有限。因之，资料的片面性是不可避免的。
民间风俗习惯具有传承性。很多传统的民俗，历史久远，代代

沿袭下来，在思想内容上普遍存在着保守的倾向。在内容上，有健

康的、有益的、优美的部份，也有落后的，封建的，迷信的部份。

在资料收集中，我们采取了广泛收集，保留资料的态度。但在资料

处理上，则注意了认真的鉴别和分析，多方考虑社会效果，考虑移

风易俗的作用o ：拳
编写民俗志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新的陌生的工作，也缺乏可资借

鉴的档案资料。对《河南省志、民俗志编目》所提出的各个章节，

只能按照我们所理解的程度进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如对熊一
章<生产生活>中<社会职业>一节，我们即按社会上不同的行业分工

考虑。认为社会上各行各业的行俗、行规、信仰有着浓厚的民俗色

彩。．但是，社会上各行各业分工很细，旧时民间就有三十六行壤七

十二行，甚至三百六十行之说。如果在民俗志中，抛掉具体的行业

不写，而只作社会通俗处理，就会使民俗志失掉许多特殊的行业习
，不仅受到资料的限制，也会把属于社会通俗的

碎。因此，在社会职业这一节中，我们仅就那些

切联系、社会性较强．．有行业特色，并且掌握了

《编目》中其它的章节，也可能因为理解得不够
上有所偏倚。
间文艺一章，是个内容浩繁的题目。民间传说、

谚语、各种的民间舞蹈和民间文艺活动，形式多
。

广泛地进行收集和整理，应该说是很有价值的工

面的收集，长时问的积累，很难在编写民俗志中

们在民给志中，虽然也收进了一部份民间故事，

蹈，但毕竟有限得很。我们的想法，民间文艺这



个题目，还是另作专题处理为好。：

7民俗来自群众，来自生活，在语言上具有独特的风格；真实朴

素，生动形象，饶有风趣。我们在资料收集中，特别珍视这种可贵

的语言，作为民俗志，也希望多带些民俗语言的色彩。

(三)

《河南省志、民俗志》编纂工作座谈会后，根据民俗志由民政

部门负责编写的意见，郑州市民政局及时成立了市民俗志编写办公

室。我们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由于缺乏经验， 在收集资料的同

时，即随手进行试写，’并把试写稿印送各；钉关领导和市属区县编写

民俗志的同志，征求各方面的指导意见，避免走了弯路。在收集资

料中，我们坚持了到群众中采风的方法，走进街道，走进农村，访

老问贤，多方求师，举凡入志的大小章节，无不进行过多次走访。

在资料收集中，许多离退休的老职工，街道农村j商丰富生活经历的老

人，都给了很大帮助。各县．．区志编委、民政、文化以至商业服务

方面的同志。，热情地提供了资料。省、市编委、省民俗学会和主管

民俗志工作的领导同志，给了多方的鼓励和指导。市民政局领导对

民俗志的编写工作更加关怀和支持。这些都大大促进了我们工作的

进展。但是，我们毕竟工作经验不足，政治水平有限，工作的时间

也着实仓促，因之在资料的收集和编写上一定存在许多不足乡处，

希望能进一步得到领导和同志ffl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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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生 活 生 产

第一-节 居 处、

旧社会，城乡人民都把宅基地和房屋建筑看作是一项主要的传

世家业。有钱人家盖房深宅犬院，楼瓦雪片，不惜重金操办。一般

人家，往往节衣缩食，今天备架梁，明天备条檩，苦苦积攒半生，

才能盖所新房。但是，无论贫富，盖房的人家对选择宅基地和建造

新房都很重视。举凡劳屋的款式、地势高低、雨水流向、土壤地厉
各种自然条件以及生产生活是否方便，左邻右舍有无妨碍等等，挪
要反复颠算考虑。迷信人家还要请阴阳先生看风水“相宅"。以为这

关系着家业的盛衰，入丁的祸富，’希望选个吉祥如意的风水宝地。

阴阳先生看风水，主要是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借地形地粝j．

以牵强附会、模棱两可的谶语，捏造出种种莫须有的谎言，，说成是

可以招致祸福的风水征兆，以之迷惑建房人家，骗取酒饭钱财a：?
’ 阴阳先生看风水，邪门外道很多。宅前有路说财气会顺路跫
掉。周围有路，给起名叫鬼抬轿，说家人寿命短。门前有坟便阴阳

，会招灾引祸。门前烧窑，会把财气烧掉，人烟烧断，成为绝

。宅前有山娶平，平为案，家里出人才。房后有山要陡，陡为

子孙会作大官口“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院里不栽鬼拍手(杨

"简直成了迷惑人们的口头禅。在农村，许多宅基地都是祖传‘

，不易变动，遇到不吉祥的征兆，阴阳先生又会捏造出一套化

祥的破法；一种方法是请神，以神压邪。用黄裱纸卷成三个

包上金银箔烧掉，称为“神三"。请神就是请姜子牙，认为姜。2

可以驱鬼压邪。另一种方法是驱邪。说妖魔鬼怪听说谁家盖

会一齐跑来。用粗糙的黄纸，卷成四个简，称为“鬼四"，然

掉。把：地基用扫帚扫一遍，就可以把鬼邪撵走。有的还用纸包

头．、五谷杂粮，再摄到地上，还有包铜钱，撒铜钱和包撒谷草麦

，说妖魔鬼怪抢+j’东西就走了。选看宅基地也有好征兆。在山区^
’

~_f t～孓



如果顺应山势走向，或在山头落处，认为可以藏风闭气，能够蓄财

积福。村庄和宅基地周围有河有水，可以开财源，流来财气，这是

好风水好地方。看风水，定吉凶，显然荒诞得很，但在愚昧落后的

一旧社会，二．人们却信仰很深。解放后，随着文化科学知识的提高，已
经逐渐失掉了人们的信仰，阴阳先生也随之消声匿迹了。

‘农村盖房施工，多在初冬时分。这时期， 场光地净，‘农活较

，少，便于寻人帮工。早春时间，春耕尚未开始，也是盖房天气。腊

月里，天寒地冻，夏天雨水太多，一般是不盖房的。
破土动工要请阴阳先生选择黄道吉日，俗叫“看好"。就是要

选择一个盖房的好日子。传说，有一种监管土地的神灵叫做太岁，

以为太岁之神在地，与天上的岁星(即木星)相应为行。建筑房屋

挖掘土地，要躲避太岁的方位。选择破土动工的时间，一定要在太

岁方位变动的日子，叫做太岁出游日，不然就是太岁头上动土，要

招灾惹祸。选在太岁出游日，便无妨碍。新房座落的方位，>--j惯是

向阳不向阴，也要请阴阳先生用罗盘测定，面向南的宅院正房(民

间叫堂屋)一定要面向正南方。东西两边厢房，要向东稍偏几分，

日出在东为阳，俗说是紫气东来，也是吉祥征兆。

到了选定的日子，便打扫场地，扎橛放线， 定下新房座落位

置，鸣放鞭炮，破土动工：民间盖房，普遍是寻人帮工，这最能体

现人们互相帮助和睦相处的乡亲情分， 也最能表现民风的忠诚憨

厚。盖房人家，只要打声招呼，远亲近邻便应声而至。泥瓦工会自

己带上瓦刀泥抹，木匠老师带着绳尺墨斗，锛锯斧凿。即使打杂工

的，也会从家里背张铁锨来。而且，人人热情满怀，不计劳苦，不

要报酬。主人家请顿饭，吸包烟，便可以住上新房。如果是衣食艰

难的人家盖房，粗茶淡饭，也绝不会有人计较。
·。开始动工，先开挖墙基，填上灰土砖渣，用夯打实。夯有木制

的，有石头的。四边系绳，提动绳子即可把夯高高扬起，一起一

落，反复排打，夯实为止。盖房打夯是一件极其快活的劳动，一人

引唱，“众人随和，夯歌声声，有韵有辙，声调高亢。打夯引唱的也

是民间的一号能人，头脑灵通，Izt齿伶俐，能够出口成律。
一夯哟，赵匡胤千里送京娘o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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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夯哟，杨二郎担lJP『赶太阳。

三夯哟，桃园结义刘关张。
四夯哟，北国探母畅四郎。

五夯哟，过五关斩六将是关云长o

这是一种老调，有的人还能顺嘴溜出各种各样的新词。众人一

唱一一和，说起来打夯是件：也力活，却像是一场游戏活动，使人乐而

忘疫。大冷天打夯，会叫人甩掉棉袄，满头呼呼冒热气。

郑州地区多是三问一所的挑脊房。无论草房瓦房，墙起多高，

如何挑脊，用多长的梁檩，都：有老规矩。土生土长的泥瓦工和木工

老师，凭一手经验和一双眼力，便能做得恰到好处，从来没人搞什

么图纸设计。即使房主人想要i÷；个花样， 也只需向老师们交代一

句，’便会做得称心如意。4 ． 素
解放前，一戈乏人家多是盖草房。草房的屋架，是土墙，架上梁

棵，用草覆顶。打土墙，普遍是就地取士。土质好的地方，把士和

成稠泥巴，一锨一锨的堆砌起来。土质差的地方，便掺上麦草，三和
成麦草泥。还有的用木板做成壳子，填上土，一夯一夯打实，一板

一板提高，这种方法进度快，墙面光滑平整，不过，这需要略带粘

性，干后又比较坚磁的土质。盖砖瓦房，一般房式和草房_样。积
’是砌墙用砖用白灰，作顶用瓦，过去没有机窑，砖瓦都是土法烧

制，当然用砖瓦盖房造价要高。解放前，无论城市和农村只有比较

富裕的人家才盖得起这样的房子。在许多农村，人们提起这样的人

家，往往不用说名道姓，只说是瓦房院，高门楼家，便知道指的是

谁家了。这也可见旧社会村村落落普遍是富人少，穷人多。 ’．

不论是盖瓦房草房，人们总希望坚固耐用，撑一辈，。净辈，直至三

辈两辈，房顶能够经久不漏，墙皮经久不蚀不泪，因之，盖房时对

砌墙和作顶技术质量要求很高。草房缮顶，瓦房扣瓦，都要求老把武．t

掌舵。上舄。缮草的老师，能把一把一把的麦草，排得一展平光，刮风不

不起毛，．下雨不漏水。扣瓦更是讲究，‘一瓦。一瓦都要严丝合缝，上下

左右鳞排栉比线穿一般整齐。为了屋墙坚固，潮湿低洼或土质碱性大

的地区，打土墙有用少量的砖作墙基的，也有半砖半坯的墙，叫{做里

生外熟，以之减少雨水冲刷一盐碱腐蚀。．在密县，登封、巩县出石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地方，人们都有一手呆石的功夫，便就山采石，自已采，自已用，

用一块一块的石方砌成石头墙。这种石方，做工细腻，有角有棱，用

之砌墙，通常是千打垒，连灰泥也不用的。新郑县的泰山和梅山出一‘

种红石，周围的村庄尽是用这种红石砌墙，进村只见二片耀眼红光。

新房架梁、上檩、挑脊、剪檐、了作，·通常被认为是盖房的几个，：

截口，’各地有许多不同的操作规矩和习惯。有的新房上梁时，在梁

上栓块红布，绑上双筷子。有的贴上“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姜

太公在此，万物禁忌”的红纸贴。用石门墩或石根脚的在石头上贴

“太山石敢当"，用意都在驱赶凶邪，迎来吉祥。有的在梁上放笔

墨纸砚文房四宝，希望后人读书知礼， 振兴家业。 这类用语和摆
式，现在已为歌颂党和政府、歌颂幸福生活的新词所代替。盖房坐

门窗，讲究屠高眼低。这种眉高眼低的做法，没有听人说有什么吉祥

不吉祥的说词，很可能是人们在实践中，习惯了的一种审美观。如

果立门窗违背了这个规矩，便是做了外行活。话虽如此，谁也不会

因为疏忽而弄出差错来。房上的檩条摆放时，有的地方要求根部向

阳’，说是“晒根不晒梢，晒梢把祸招”。还有的地方要求恰恰相反，：

一定要梢部向阳，说是够晒梢不晒根， 晒根绝一门”。椽条是在

屋里边，摆放的方向，对房子的质量和观瞻，本来都是无影响的，幻

这种对于方向的要求．，应该说只是一种习惯，但却加上了迷信的色

彩。有的建房时，要在梁上写上宅主的姓名，建房的年月，这种做

法，可能是经管盖房的人，作为一项家业成就留给子孙后代看的，

就像现在盖房奠基立石， 刻下莫基人的姓名， 建房的年月， 具有
纪念的性质。建房写时间，甚至房顶上每行的瓦数都忌讳双数，只

能单数。相传木工始祖鲁班乳名为“双”，以避其讳。另外，还有’

许多不同的禁忌；如钉椽禁忌钉在门中心，说是“扎嗓椽"。建东

西房，房檐滴水禁忌滴在南北房门帮上和门口，说是“劳檐滴水滴

门帮，一年之内死二双。房檐滴水滴门口，不伤大1：I伤小口”。这

种迷信的说法，听起来怪吓人的，但细细揣摩一下。民问盖房都是
前出檐，如果在门中心出根椽头是不大好看的。滴水滴在门口，下

雨出门就会淋一身水。这本是美观和生活上的一种需要，但为了在
盖房时引起人们注意，而故意把话说得严重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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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民间盖房，垒几层砖，上几层瓦，即使打土墙，缮草房

顶，高低都有规矩，左邻右舍，‘谁也不兴高谁一砖， 谁要瘴人一

砖，就是大逆不道，被认为压人的风水，或说是压人的气。此后，‘

-二切大病小灾都归罪于你，往往会招致邻里不和，直至结下传世怨

仇。盖房出檐，留滴水，打院墙，也一定不能越出自已的宅基地。

下雨排水、修阴沟也不容许通过别人家的宅院，否则，就是侵犯了

财产的私有权力，这些老规矩，人们普遍都会自觉遵守的。1因此，

邻居们为此而伤和气的极少极少。新房盖成后，建房人家都喜欢在

房脊上安放脊兽。在旧社会，安放什／z,样的脊兽，是依社会政治地

位而定的。有些脊兽，只有有功名的人家才能安放。予民百姓，一
般只是安放几只瓦鸽。安装脊兽，既有装饰之美，也寄托着防火压

邪、表彰功名的思想。农村盖瓦房，还喜欢在前墙上做几个鸽洞乎

引鸽做窝，住草房的喜欢留住春燕，鸽声咕咕，燕鸣瞅瞅，既兆吉’。’

祥又给人以自然乐趣。
民间居处，>--j惯就房垒墙，圈起院落，扎上大门，过独门独户 ·

的生活。院落里有三面房的叫三合院，有四面房的叫四合院。即使只

有一所两所房的小户人家，也是要圈起院子来的。立宅院，就要安

门，与院里的房f1相比，因有内处之分，有的叫头门，有的rJl-I大门’爹rI

民间院门建筑的形式，百花纷呈。有的是宽敞的大过车fI，有的是焉

大的砖z瓦f-I楼，还有在紧靠院f-I的地方，再修道屏风墙，绘上花鸟

画或福寿图。一般人家圈宅院，都想把院门修个自已喜欢的样子。

农村人家圈个宅院，这也是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农民之家谁不
喂只鸡鸭，养头牲畜，喂头猪羊，平日积攒点粪土，晒个粮食、衣．

物。有个院落有个大f-I，自然是比较安全和方便，左邻右舍也减少

了相互的干扰和纠纷。不然，你的孩子跑到我家打了我的枣．，我的

鸡跑到你家丢了一个蛋，会无端的惹出许多瓜葛。俗话说： “亲戚
。

远了香，邻居高打墙”。有了一堵院墙，丝毫不影响邻居间的相互

来往，却可以免生闲气，保持世世代代睦邻友好的关系。
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的旧社会，在广大的农村，盖几问房，圈

个院，就成了祖乡故土。生于斯，老于斯，祖祖辈辈相传，如同扎

了根一般。“故土难舍”，在人们心理上，这里的一草一木，永远
5



是宝贵的，一把泥土也是香甜的，这就形成了．我国农村几千年来留

恋故土的心理状况，也保持了农村结构的稳定性。

郑州地区的巩县：登封、密县、。1荥：5|jj，以至郑州西南近郊的山

．岗地区，还有一种古朴的居民建筑一黄土窑洞。
黄土窑洞，具有悠久的历史。《墨子》辞过篇说· “古之民，

．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之，穴而处"。它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

建筑形式，具有独特的风格和优点，长期为人们所喜爱。 j

黄土窑洞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坡崖式最为普遍。这种窑洞是

依据黄土崖壁挖凿而成，挖掘这种窑洞。要迭好坡崖，抹出窑脸窑

脑，农闲时间，即可随时动手挖掘。窑洞内或只一室，或设隔壁，

心灵手巧的人，还要在窑内侧旁挖拐洞，作为藏物之用。甚至桌凳

床厨也是随洞就土开凿而成。窑脑高的窑洞。还有在窑上再凿天窑

的，形似楼房。再一种是天井式。在靠近崖壁附近的平地上：挖成井

形，而后在井壁的一面或数面开挖窑洞，自成一个院落。这种窑院

更为安全，但．工程量较大，往往费尽毕生精力，甚至几辈人的辛勤

劳动。
黄土窑洞所以长期为人所喜爱，主要是挖窑不费工本，勤苦耐

劳的人民又不惜力气。居住这种窑洞更有。 “冬不生火可过冬，夏

不摇扇也凉爽"冬暖夏凉的突出优点，这是水泥和砖木结构的建筑

．比不上的。地处黄河之滨、伊洛河南北的巩县，全县约有百分之四

十的人住的是窑洞，素有“窑洞之乡”称号。唐代诗人杜甫就是诞

生在该县笔架山南瑶湾村的窑洞里。但由于山区多数人民生活较为

贫困，窑洞设置比较简单，许多窑洞通风不良，光线较暗，．雨季潮

湿。少数缺乏劳力的人家，承袭了祖先留下一孔窑洞，年久失修，

‘又无力开凿新洞，屡屡发生塌顶、掉坯造成人口伤亡。

旧中国，民间住房的优劣，依阶级地位、 家庭贫富而有所不

同。贫苦的劳动人民茅屋草舍， 楼瓦雪片的深宅大院则只有富人

才有。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劳动人民住的旧房普遍得到了修缮，不

少人家还逐渐盖起了新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间住房建设迅

速发展。。建筑形式也日益新颖，，l大农村普遍星罗棋布的盖起了新

房。有的村庄一排排新砖房·排列成了整齐的街道。兰砖房兰澄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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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红砖房红艳艳的，展现了开始走上富裕道路的农村面貌，也显

示了农民的生活和传统的建筑形式在迅速发生着变化。山岗地区居

民的窑洞，居住条件也在不断的改善。许多窑洞，或砌砖护壁，或加

大门窗面积，安装玻璃，窑壁涂抹白灰砂浆，洞内力求宽敞明亮，

空气清新，使窑洞这种古老的建筑形式又焕发了新的光彩。
解放前，郑州市区面积很小，人口只有十多万。以原郑县县政

府(今管城区政府所在地)前的十字街口为中心点，这以东的北下

街、 清真寺街、 法院街以至东大街； 这以西的东太康路、 法院

街．．磨盘街，廷陵街、砖牌坊街等以及邻近的小街小巷都是市民的

居住区。市民居住的房子，瓦房较多。一部份人家宅基地较大，自．． ．

立宅院，独门独户。多数是几户人家挤在一个院内，叫做大杂院。 ：

市民住房的建筑形式，多是三问一所的挑脊房，与农村无裳差异妒≥一j
许多居民区的街道都很狭窄，有些小巷，只能擦肩而过。几条商业

街道的营业房，因街道繁荣情况，各户资本和经营业务的大小，差

异很大。郑州西门外的顺河街，迎河街这两条街道，‘骑跨着污秽的

金水河，街面房屋低矮简陋。有些饭馆、粮行、小吃店还有一间、

半间门面房，许许多多的小摊小贩则是沿街搭棚叫卖。解放后。同

时拆迁了这两条街道，修成解放路，也不是很宽敞。可见漂来悄两：一t：

条街道有多么狭窄。郑州以游艺、旧货闻名的老坟岗市场，多以地

揽顾客。振兴商场和太康商场，普遍以布棚和席棚营业，几乎

业房。南关的商业区大体也是这个面貌。从车站到旧城的大同
福寿街、德化街、南乔家门等。街面房屋比较整齐，建了一些

和三层的楼房。有些房主为了树起一个较为高大的门面，就在．

的一面房顶上加高前墙，做个假脸，即使一般的平房也有做假’

。外表看起来房子高高的，实际上只是一墙遮目。大同路的许

房就多是这种形式。市内公共设施极差，仅有大同路短短的一。

道是水泥路，其它街道则全是土路。人们形容当时的这些士路

“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市区没有自来水。居民靠打井

活，而且大部份井水苦涩不堪。挑水卖水成为市区不可缺少的职

几条主要街道上，总共才只有几十盏路灯，而且晦暗不明。市

生条件更差，街道卫生无人打扫，垃圾遍地，沿街到处修了些

7



土厕所。解．放前夕，市区到处呈现一派破落
处条件是很差的。

解放后，随着城市工业生产的发展，市

激增，郑州市已建设成为以现代轻纺工业为

等城市。城市建设的发展，已为市民和职工

件9旧市区的住房，逐步得到了改造，新辟

栉比，。二职工居住面积逐年有所增加，建筑设

’住室，厨房、厕所设备日趋完善，居住方便

市园林绿化，更为市民创造了优美的生产和
进行四化建设的激情。，

莆条的景象，市民的居

区规模日渐扩大，人口

中心拥有百万人口的中

创造了良好的居住条

市区崭新的楼房，鳞排

计水平不断提高，房内
舒适。闻名全国的郑州

生活环境，鼓励着人们

第二节 服 饰

人们的衣着和装饰品具有时代的特征，反映着社会的生产和生

活水平，以及个人的职业、经济收入等各方面的状况。并且，随着

．时代的前进不时的有所更新。城市交通方便，工商业繁荣，文化教

育事业比较发达，容易接受外来影响，变化较快；相比之下，农村

则有些迟缓。郑州虽然是一个有古老历史文化的城市， 但民国以

来，直至解放，工业十分薄弱，商业虽有发展，但多年间社会动乱

不已，也是时起时落，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人们的服饰在很大
程度上保留着传统的色彩和形式。

1、t发型和头饰s民国之初，城乡男女郡留长发。男子和未出

门的姑娘，都把头发梳在脑后，辫戊一根大长辫子，辫梢上扎一根

头绳，搭拉在背后。结了婚的妇女，把头发梳成一把，盘在脑后，

成圆团形，用簪子穿牢，叫做园纂。姑娘和年轻的媳妇，梳头时都

喜欢在额前留下几绺头发，，叫做“汗林"或“流海"，额角上还j磬

欢插朵绒花。旧时，女孩都扎耳朵眼，长大之后戴耳坠之风十分盛

行。年轻的姑娘和媳妇，普遍不戴帽子，春夏秋冬头上都顶一块头

巾。这种头巾一般是妇女们自己动手精心染织而成，各种的花格和
图案，竞相比美。兴起毛巾以后，有头顶花毛巾的， 叫羊肚子手

巾。老婆们普遍戴只有两个帮的小帽，额前坠着帽花。男人剪掉大

辫子后，都剃成了光葫芦头。小孩夏天光头不戴帽子，：冬一天戴大尾

。：． 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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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的风帽，，上面坠着铜娃娃和小铃当，一蹦一跳哗啦啦响。城市里

男人戴帽子多反映其社会地位和职业。士绅官宦多戴礼帽，少数有

戴洗脸盆帽或Ptl博士帽的。商人多戴园顶小帽，顶上缝个园疙瘩，叫

做帽垫。一般小商小贩和市民夏天戴帽的不多，冬天为了防寒，喜

欢戴园顶的毡帽或马虎帽，热时可以叠起，．冷时能拉下盖起耳朵。

农民冬天普遍扎头巾，夏天戴草帽，晴天遮太阳，阴天防雨。

。(2)服饰。民国时期，曾把戴礼帽、穿长袍马褂定为官场礼

服，城市里一般公务人员和学校的教师多穿中山服， 少数追求时

髦的人，有穿西服草履手拿文明棍的，很像鲁迅在阿Q正传里写的

“洋秀才，，的模样。少数的官太太有擦粉抹口红．．．穿高跟鞋的。不

过这些打扮，当时一般人看不惯。街面上的士绅和较大商号的从业

人员， 冬穿长袍， 夏穿长衫， 比较讲究体面。中小学受妻子军训
练，提倡男学生穿童子军制服，女学生穿大襟短上衣，束短裙≯郑州”7’。：

是陇海、京汉两铁路枢纽，铁路上的职工都穿工作服。纱厂的女工

带白帽，穿白围裙。小商小贩和一般市民，穿着杂乱，款式歪焉，： ：

有的随城，有的随乡。城市里穿制服的多是机器缝制，也有家庭妇一⋯‘。J‘

女手工缝制的。用的布料细布多些(过去叫洋布)。有钱人家有夏
穿麻葛冬穿绸缎皮袄的。 泛-I—j’

7郊区农民，一般冬天穿大襟的长棉袄或小崛肚棉袄。濮里习惯 。

束一根又长又宽的大布腰带。穿长棉袄的，走路和劳动时，通常把

掖在腰带里，腿脚利索。推车担担的，因为经常走路，嫌大腰

拌腿，喜欢穿只有裤腿没有裤腰的棉套裤。农民夏天衣着都很
， 一般上身穿对襟小布衫、长单裤， 夏天下地干活多有赤膊
的。如果在家里或出去串门，特别是有妇女的场合讲究“男不’

，女不露皮"，是个老规矩。农村妇女无论冬棉夏单，都穿大

短上衣和大腰裤，扎腿带。农民衣着所用布料，普遍是家里的
自纺、自织-’自染的土布。很多农村妇女，作小闺女时，就在’‘

学就了一手灵巧的纺花织布技术，‘用手摇的木纺花车，黑更半

一灯如豆，能纺{|j很细很细的线，织成又平又光的布。用石榴

槐树根、黄泥巴等土染剃，或到城镇上买几包颜料，染出多种

和花布，给一家大人小孩打扮得整整齐齐，即便旧衣服，洗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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