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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庆海 1954 年出生于山

东省滕州市柴胡店镇小石楼

村。柴胡店镇mrJ科级干部、群

文技师、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会员、枣庄市民间文艺家协

会理事。 1975 年开始发表文学

作品. 1983 年开始民俗研究工

作。《滕州民间故事集》副主编，

2003 年出版《走进柴胡店)).曾

获山东省社会艺术科学奖。



蔡胡启风俗志
孔庆海著

齐 鲁音 像出版社



革
!
国
J
Q
P己
氏
、
南
迄

采
什
以
更
￡
/
三
莉

扒
低
级

斗
Q
F

川
钮
，SK
U
A
m



二
0
0
三
年
十
月
，
枣
庄
市
民
俗
资
掠

开
发
研
讨
会
在
柴
胡
店
召
开

黄
连
山
风
景
区
石
牌
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山
乡
旧
貌

槽子碾



独
轮
车

木
犁



梳
妆
盒

茶囤

花
轿

火镰家什

绣
花
鞋



支影戏

'手

乡间i青戏

民
间
游
艺



灶君

庙
会
摊
点

算
命

石婆婆

集
市

一
角

天地皮



序

民俗志是记述风俗的现状和历史的专志，它在地方志中占

有重要位置。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编修方志的优良传统。在

自然和社会的沧桑变革中，一个民族所共同创造的、相沿传承

的、健康的风俗习惯，无不是其民族的宝贵财富。我国古代文献

《礼记·王制篇》中云"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礼记·缅衣》

篇中亦有"故君王者，章好以示民俗"的记载。早在东汉时期，

光武帝就"诏南阳，撰作风俗。"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历朝

历代编史修志，都是为时而作，为时而用的。我国方志奠基人，

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认为:方志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其中一

个方面，就是对社会的教育作用。这就是方志的实用价值。

"入国问禁，人乡问俗，人家问讳"已成为人们长期以来约

定俗成的生活规则。由于各地区的经济状况、自然环境、民族信

仰不同，而各地区的民情风俗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对各

地区的民俗事象进行广泛调查研究、收集整理，总结前人的经

验，探索民俗的发展规律，取其精华，弃其糟柏，继承与弘扬先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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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店民俗志

们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貌，加强现代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柴胡店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璀琛的民俗文化。千山脚

下，养育了七千年北辛文化的古薛河，润泽着这方古老而年轻的

沃土;这里是薛国古邑，莫仲故里;春秋时，巨商富贾、文人雅士

就在这里云集，成为南北人流和物流的集散地;因民间有"家重

礼教，户崇信义"的良好风尚，被孔子誉为"文化昌明之帮"。 汉

基群、唐摩崖石刻及历代所建的古寺庙等历史遗存众多。 明清

以来，李流芳、董其昌等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诗文墨宝。 保

存基本完好的小石楼村清代民居建筑群及葫芦套民俗文化村，

成为近代题材影视剧的选景拍摄地。浓郁迷人的传统婚礼、独

具风韵的"拉魂腔"、绚丽多姿的民间游艺、流光溢彰的民间艺

术等民俗文化，无不体现了地方特色。 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与

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展示出柴胡店人民在生存与发展中迷人

的魅力风彩。

2∞3 年 10 月枣庄市民俗资源开发研讨会"在柴胡店召

开。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山民先生，

也在百忙中从北京赶来，光临本次会议，就枣庄市如何开展民间

文化遗产抢救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鉴于柴胡店民俗

资源比较丰富，且具有已收集整理的大量文字和图片资料基础，

故会议要求:柴胡店要在全国率先以一个乡镇的地域范围，编篡

一部民俗志。 于是我们十分感戴，深有义不容辞的使命感。

为认真做好《柴胡店民俗志》 的编篡工作，决定由土生土长

在柴胡店，且深谙家乡土风人情的孔庆海同志担此重任。他欣

然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在全镇范围内，进一步进行了系统的田野

调查，开始着手撰写。 在上级民俗协会的指导下，经过他辛勤的

努力，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历经两载，六易其稿，本志终于成

?…… 



书。

在《柴胡店民俗志》的编写过程中，依据贯通古今，述其历

史与现代，述其发展与变革的原则，按概述及经济贸易、家族人

生、衣食住行、婚姻丧葬、信仰禁忌、岁时节令、艺术游艺等民俗

事象，分门别类进行编写，兼具史地，注重人文，纪实求真、寓褒

贬于叙事之中。记述了柴胡店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的史实，尤

其是反映了柴胡店近百年来的文化形态和文化面貌。本志图文

并茂，融思想性、知识性、资料性于一体，不失为理解柴胡店民俗

文化的一部可资传世的教科书，也是对国家工程一一-中国民间

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二份献礼。

在《柴胡店民俗志》即将付梓之际，纵观全书，感慨颇深，欣

然命笔，是为序。

王琦

二00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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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乡镇级民俗志的开辟性著作

一一序《柴胡店民俗志》

刘铁梁

今天，我们如此热衷地谈论民俗，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

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迅即失去的乡土人情不能不心存几分留

恋。高楼大厦的城市正向四面八方膨胀，村落和田园逐渐远远

退去，人们只好依靠记忆来重温往日的风景和那些牵肠挂肚的

故事。现在，市场经济的发达和现代化科技产品的进人千家万

户，多多少少扯断了原有的亲情纽带。试看，原先，那种邻居之

间的互相帮助甚至家庭之中的养老抚幼，都已让位于商家或家

政服务，更不用说人们每天都投身于人与人的竞争，生怕失去任

何一次机遇，于是能够"常回家看看"反成了奢侈的欲望。我曾

在一篇《谈年味儿》的文章中说过，所谓年味儿淡了，归根结底

就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亲情越来越淡。从这个角度来

看，民俗传统的被关注，正反映出人们对于这一淡漠趋势的焦

虑。

当然，民俗传统中不只是包含着亲情，还包含着一定地方和

群体共有的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知识，包含着人们在长期生

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心灵相通的语言和种种创造生活的能力，也

包含着维护和谐生活秩序的行为规范。所有这」切，一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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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店民俗志

并不存在个人"专利"。所以，在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民俗时，一旦和某些人的专利挂上钩，我就要疑心那些保护的还

是不是民俗。

民俗是可以被人记录下来的，这就是民俗志。对一地方、一

群体或一种事象的民俗作出详实的记录，应当受到人们普遍的

称赞。民俗志既是民俗学研究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同时也是民

俗学研究的基本书写方式。读过《柴胡店民俗志》的书稿，感觉

书中所叙述的民俗事象不仅详实而且生动，不难看出，作者孔庆

海是以忠实于生活、准确传达民众知识为目标的。这本书使我

们对于鲁南一个镇级区域的民俗传统有了全面和整体的了解。

我觉得，本书所提供的资料和描述的文字，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民

俗学和学界同仁加以重视和参考的，不妨举出几点:

本书具有全局观，在一共 21 篇， 119 节和多达 2∞0 多个条

目中，叙述内容的丰富程度固然令人称许，而某些章节的设置更

是独具匠心。比如在第二篇"建居立村"中，设"村名由来"一

节，叙述了全镇 53 个村庄村名的来历，所依据的大多是族谱、碑

文等文献资料，但也有口碑的记录。在进入一个地方进行民俗

调查的时候，一般最先要知道的就是这里有哪些村庄，历史如

何，所以这一节文字虽然简约，但能够增强我们对于柴胡店地方

整体的空间感和历史感。

再有，书中在民俗事象的叙述上，力求周详，特别是注意对

那些正在消失或者是其他地方不容易见到的情况给予详细描

写，比如，关于当地求雨的习俗，写了 7 种仪式性事象，所谓;讨

童口、糊石婆婆、扒阳口、浇碾脐、扫坑、扫佛爷、晒麻痹等，都是

现在已经很少见到的现象。再如在儿童服饰方面，仅衣物就描

写了 10 种之多，大部分都是带着地方特色，且与儿童养育习俗

密切联系。



第三，书中对于民居建筑，农耕生产、婚丧嫁娶等方面的习

俗表现，多有地方性特点的描写，比如所写关于回娘家的 13 条

禁忌，是在其他地方民俗志中不多见的，这与其说是当地的情况

特别，不如说是作者对于姻亲关系的习俗下了悉心考察的工夫。

第四，书中对于某些民俗事象的叙述资料，可以用来与其他

地方开展比较。如当地有节日烟火表演活动打花"和"甩

灯"。就是将铁、铜、铝等金属废料熔化，或向树林泼去，或向空

中甩去，火花溅射，五彩光亮。这使我想起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

蔚县见过的"打烁花所用的金属只有生铁，是将铁水泼向城

墙，更多地体现出边关地区军户村落的风俗特点。不管作者是

否意识到，民俗志的书写一定会为别人的比较研究提供重要资

料，所以细节的描写也是非常重要的。稍感遗憾的是，关于这一

表演活动的组织方式，作者还交代不够。而在蔚县，是由铁匠组

成"会口家家户户都把自己家中没有用的破铜烂铁交给他们

使用，没有废铁的也可以出钱。这类情况也是需要了解的，因为

牵涉到一地方的独特历史和文化认同的问题。

本书还有很多值得称赞之处，不能全面评述。总的来说，是

乡镇一级民俗志的开辟性著作。能写出这样一部书，一定程度

是出于作者是柴胡店镇的干部，可以说是土生土长，因而有长年

的积累。但我也猜想，这又容易造成局限，缺乏跟其他地区民俗

进行比较。所以，今后的地方民俗志如果能够拓展视野，加强一

些比较的眼光，那就可能是地方民俗志研究与写作的一种突破。

在文化的视野上，地方民俗志不仅应该考虑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还要考虑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从而达到对于自身文化认识上的

更加自觉。但这并不是说，把地方民俗志一定要写成处处都要

与其他地方进行比较的内容庞杂的书，而是说尽力将地方民俗

的特征显现出来，体现出地方民众如何与不同边界的文化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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