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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叠叠

〈周口历史文化通览〉

前言

前
~ 

仨习

地处黄淮平原的周口，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一片蕴涵着丰饶

文化资源的富矿区，这就让我们面临了三个任务:一是有力保护好，

使文化资源不能自然潭没于时间，不能人为损毁于无知或利益;二

是务实开发好，充分挖掘和展示其价值，让历史深处的烽火点燃我

们今天案头的灯盏;三是全面传承好，当我们把这份遗产交给后人

的时候，不能只是仰承历史原汁原味的东西，还要有我们的总结与

创造、思想与智慧在里面，赋予其时代内涵，形成一个文明的新高

度。最初动议编寨《周口历史文化通览》就是基于完成这三个任务

的考虑，这是立意定位，也是一种文化责任感的体现。

2005 年初编篡工作正式启动后，围绕写什么和怎么写，我们首

先遇到的是通览周口历史文化的点、线、面关系处理问题。周口是

个空间的点，历史是条纵向的线，但繁衍于周口这片土地的历史文

化却不是相对封闭的地域文化，而是具有很强空间辐射力和时空穿

透性的活力四射的文化形态。地理与气候是周口最早形成的优势，

居平原腹地，握黄淮之枢，草木茂盛，渔猎相益， 6000 多年前伏载

氏部落的先民创造的原始文明，因为不断传播和广为接受而成为华

夏文明的源头。这就决定了审视周口历史文化的着眼点就应该由焦

点透视调整为散点透视，在中原文化、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的大背

景下廓清周口历史文化的脉络，理其繁，纠其伪，释其疑，续其断，

还原一些东西，深化一些东西。这是应有的学术视野，也是研究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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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的一种科学理念。

四年多来， 360 多位编篡人员根据《通览》四卷即历史卷、文

化卷、民俗卷、人物卷的类别分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克服资

料缺乏、经费紧张等多重困难，凭着周口人的乡土情怀，凭着文化

人的求知劲头，凭着工作者的职责意识，勉力实施这项没有先例可

循、没有模式可套的大工程，以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

锐意进取，志在出精品，填补周口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其间

所表现出来的工作作风和学术精神，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时代文化

现象。

书印出来了，无论我们的愿望多么美好，工作多么努力，但缺

憾肯定是难免的，也就一并留给后人去弥补吧。这是历史和文化发

展规律决定了的。

@ 

《周口历史文化通览》编委会

2009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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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矗拿 结论

绪论

题口历史悠久，文先和淀深厚。勤劳智慧的周口儿女在长期的历史发震

进程中，不仅创造了丰富的有形文化遗产，也创造了多彩的民俗文化，包括

神话、音乐、舞黯、戏曲、曲艺、剪纸、绘画、雕刻、泥塑、事j绣、草编、

印染等艺术和技艺，还有着放郁地方特色的礼仪、节目、传统习俗等，像涓

涓、溪流汇聚成为她烂的题口民倍文化之河，是中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财富，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民族

棋基和重要的精神资费，是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维系民族

团结、提奋民族精神的基石。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租理代

化的背景下，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冲击，特别是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周口民倍现象生存环境急属变化，民搭文化的发票面临挑战，特别是一些依

靠口头程行为传承的民间文艺、技艺、礼枝、节庆、游艺等民俗事项正不断

消失，传承后继无人，许多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针对面临的严暖形势，

采取有效措施，开展民俗文化保护和研究已迫在罩捷、刻不容缓。因而，对

珍贵、癫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研价量的民俗事项进行系统的整理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数千年来，勤劳智慧的周口 JL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不仅销造了生活，

创造了历史，同时也创造了许多记述他们生活、表达他们美好意嚣的民俗文

化，并世代口耳传承，经久不息。这些民俗文化具有高度的科学价谊和文学

价值，是周口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周口漫

长的发展史中，封建社会统治者视民搭为"理锚"很少有人对民搭进行系统

收集整理和推广。民国弱年，在"五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有少数文人

和学生进行民俗采风，缸规模很小。"五四"以后教育改革，教育界一些进步

人士为了改变民众教育，进行风土调查，汇集了一些有价值的民榕资料，如

蔡衡溪的《淮南风土调查记》等。薪中国成立后，有少数人自发地进行民结

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1958 年，周口各县文化部门有组织边开展了一场较大

巍模的民俗采录活动，搜集了不少民俗资料，后国摄左思潮影响，霞民俗为

"封建糟柏"加上各县没有民俗专业干部租档案，天长日久，这些资科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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