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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既形态各异、风格多样，又相互交

融、和谐与共，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基本表现。在

进入经济全路化的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一方面，

一些民俗文化正面临破碎和流失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有许多的

民俗文化得以重构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因此，想方设法地

保留，记住和重新认知民俗文化，重温这种文化对于我们生命的

意义，就成为当代人的历史责任。《中国民俗文化志》的书写被

提上日程。具体来说，这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的

重点项目，任务是以县、区为地域单位，对全国的民俗文化进行

一次大规模的普查和全面的记述。计划出版近 3000 卷。

本世纪初，在冯骥才等有识之士倡议之下，由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教工程"目的是在中央和各级

政府的主导下，开展一系列调查、研究、著述、出版等项目，积极

影响和推动全社会都来抢救、保护各民族民间文化。从全局来看，

我国政府为加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履行加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近年来正逐步建

立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扎实地开展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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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这一过程， {中国民俗文化志} (县、区卷)项目组从 2003 年 10

月升始，首先在思路创新和方棠设计上进行酝酿，并以~l:.-;;京市为实验地区，

蝙骂了《北京民俗文化普查方棠》和北京城区、农村两部分民俗调查纲目。

从2004年 5 月起，进行了调查研究的试点和样卷本的骂作，经一年时间骂成点中

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门头沟区卷》。随着这一样卷和其他几卷忠书的先

行出版，整个项目进入逐步推广阶段。{中国民俗文化志~ (县、区卷)的全

部完成尚需要时日，史常要所有参加者的不懈奋斗和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

一
一

中国从先秦以来，历代都有对于民俗的文献记载。《诗经》作为周代末

诗制度下的成果，最早记录了民歌和宫廷的歌乐，表明当时存在着"风"与

"雅" "颂"即对应于"俗"与"礼"的分野，书中的 15 国风又体现出民俗

的地域差别。《山海经》的叙述文字中，充满了对于四方风物、远地异民的想象，

包含了地理、物产、神话等多方面的上古民俗知识。在诸子、史家的著作中，

风俗民情被当作政论引述的事例和解释的对象。东汉时应硝《风俗通义》和

王先《论街} ，或豆点二张"辩风正俗

现象进行论辩的专书 O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后，和家著述风起，出现多种形式记述民俗的书籍，

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长久影响。主要可归为三类:一是地理类，如晋代周处《风

土记》、梁代索慷《荆楚岁时记} ，感同身受地记述了地方的生活习俗，开

创了书写一地域民俗的先例。二是作为"史之余"的博物、述异、志怪类，

如晋代干宝《搜神记》、梁代任防《述异记》及唐代段成式《商阳杂姐》等，

记有大萦口头故事和风物知识。二二是描述都城繁华、市井风俗巢，如北魏杨

玄之《洛阳伽蓝记》、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耐得瑜《都城记胜》、

周密《武林旧事》、元代熊梦祥《析津志》等。此外，还有对于城外民俗的记载，

例如较早出现的骨代陈寿《王国志·魏忠~ ，及后来唐代玄樊《大屠西城记》、

元代周边观《真腊风土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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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文人笔记几度时兴，其中如清代五士祯《池北偶谈》、纪

附《阅橄草堂笔记》等，所载奇闻逸事，多反映民众与士人的心理。屈大均

撰《广东新语> ，所记岭南民俗非常丰富，自认为是《广东通志》之"外志"。

另一方面，全国各个府、县普遍幕修方志，在所列"风俗"篇中均注意记录

本地的岁时、礼仪等民俗事象。

自古以来有关民俗事象的文字记载，成为今人认识社会生活历史流变的

宝贵资料，也包含了书写民俗的丰富经验。但也应该看到，古代文人对于民

俗的记录大多是被纳入联杂的见闻当中，基本上缺乏独立、系统的著述。从

所表达的价值观来看，尽管曾有称民间歌谣为"天籁之声"或"真诗"的感慨，

却不可能彻底摆脱正统观念的束缚。此种局面至民国期间发生大变。以 20 世

纪 20 年代的歌谣学运动为标志，民俗成为现代学术的研究对象，学者们站在

理解民众的历史与文化创造的立场，开展民俗资料征集及调查研究活动，推

出《歌谣> <民俗》等专门刊物，出版许多民间文学、民俗资料集和研究论著。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始才出现胡朴安《中华全罔风俗志》等民俗志专书 O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民俗志的书写进入高潮。除了在新修地方志当中

一般都有民俗志的专卷或专篇，还涌现出以省、市、县、乡、村为单位的一

批地方民俗志，更出现以省为分卷的陶立路主蝙《中罔民俗大系》、段宝林

主编《中罔民俗大企》和以事象类别为分卷的齐涛主编《中罔民俗通志> , 

都体现出在社会变革时期发展中罔民俗学的责任意识。但是在企罔范围内锐

一行动，书写所有县、区一版的地方民俗文化志，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换言之，我们的工作是通过枪放性的民俗普查，在具体班解民俗与地方生活

关系的基础上，泻出在文化巨变时代体现文化自觉意识的新式地方民俗志。

一ω叫‘

《中因民俗文化志~ (县、区卷)的书 3号，常接借力于合社会保护非物质

文化的行动，有众多文化学者和广大群众的参加均支持。反过来说，志书的

书:f5又将促进文化学者与广大群众的密切交流，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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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 O 志书以民俗普查为写作基础，不仅是为了获得真实、丰满的民俗

资料，而且是为了掌握当前民俗文化传承的状况和理解民俗文化在实际生活

中的意义。调查研究的结果必有助于对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正确的识

别、定性和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民俗文化"或"民间文化

物质义化"与"遗产"一词连用，主要是政府在建立文化保护制度，履行联

合阁教科文组织有关公约义务的工作文件中所使用的概念。三者所指，虽有

一定差别卸是基本重合的文化现象。在保护工作中，实际的做法是首先将民

俗文化事象划分为口头传统、艺术、节庆、知识、手工技艺等类别，进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这在操作上是必要的，但是在认识上容易发生孤立

看待民俗事象的倾向。民俗，作为人们所创造、传承和适用的生活文化传统，

固然表现为多种多样的事象，但是在一定社会中，这些事象却构成了整体的

文化模式与象征系统。一般的民俗调查都要结合地方民众的生活，发现民俗

事象之间的相互关联，理解各种民俗事象的象征含义。因此，对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而言，本志书的价值不只是提供表面的民俗知识，而

且是引导读者联系中国国'请特别是地方民众的社会生活，具体和深入地解读

民俗文化的意义。

四

面对民俗文化的地方多样性以及在当代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I {中国民俗

文化志> (县、区卷)的调查和书写，需要解决几个关键的认识问题:

一、民俗的地方性问题

民俗体现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民族统一性的特征;同时，无论哪

一个民族的民俗都存在和传承于一定的地域社会，因而具有地域性特征。中

国民俗文化呈现出"百果不同风，十黑不同俗"的面税，是民俗的民族性句

地域性交叉的表现，总括起来就是中国民俗地方性的表现。根据这一认识 I {中

国民俗文化志> (县、区患)将以地方性为着眼点，结合地方社会发展与民众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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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历史，记述特定地域中特定民族的民俗。作为具有时空背景的民俗志，

应当在描述中体现出当地人群的地方认同感，反映出当地推特的历史进程。

任何地域社会都不是封闭和放立的存在，所有的地方文化都经历过复杂

的交融与分化的过程，因此在实际调查和写作中，就不能受行政区划的限制

而封闭地理解民俗的地方性，应当根据本地方民众与外面社会交往互动的历

史，全面解释民俗文化地域与群体的特征以及形成的原因。

本志书的各个分卷是以县、区银行政区划为单位。尽管不可能与民俗实

际分布的地域完全对应，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也考虑到操作的使利和配合

地方政府保护民俗文化的工作，这种选择却是比较适当的。

二、民俗文化留存状态的问题

一般来说，在实地调查中可以看出民俗文化有四种留存:一是在生活中

已经消亡，只存在于文献资料之中的民俗;二是从生活中刚刚淡出，仍存活

在人们记忆中的民俗;二是在生活中被人们传承、享用或者有所调整的活态

民俗;四是在传统的基础上，随着社会发展而被创造出来的新的民俗。第一

种留存状态的民俗，固然可以作为参考，但不是我们普查和书写的重点。第

二和第二种留存状态的民俗才是我们在田野调查中重点关注的对象。同时，

我们对第四种民俗格外加以埠囊，因为它们反映了民俗文化具有创造性的本

质特征。也就是说，每一次民俗调查都是对当时、当地民俗现实的存在状态

进行记录，民俗志应该锦合这接记录，描述出包括记忆和被再创造出来的生

活中的合部民俗现象，而不应该是对以往文献资料的辑快和复述。

一些是民俗即使巳短发生改变甚或残峡，但是仍然作为人们的习惯在现实

生活中发挥作用，比如一些接节日、礼仪、饮食习惯、民居、器具等。另一在是

民俗，即使可以网被生动地展示而似乎得到保留，但是已离开了原来的主人，

被全球性商业文化所利用，成为了旅游观光业的节目。从传承的性质来看，

前者具有连锁性，后者具有非连续性。民俗志应当记述前者而不是后者，这

样做才能准确认知民俗文化本来的面貌和性质。

兰兰、民俯事象与地方传统g:i活方式的关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接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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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传统生活方式，并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整体生态。民俗文化作为人们在

生活中的创造，任何一种事象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生活方式尚存在。所以，

只有结合对于地方生活方式的理解，才能发现民俗事象在一个整体文化网络

中的相互联系，才能具体了解民俗事象的丰富意义。

各个地方的传统生活方式都没有绝对的边界，彼此之间只有相对的区别 O

同样，民俗事象也是在广泛的空间和时间中传播，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变异性，

并非纯粹属于哪一个地方社会。但是，地方民俗志却应重点描述民俗事象在

特定时空中的具体形态与相互联系，而不应过分强调民俗事象的标准形态以

及抽象的文化意义，更不能用其他地方的调查材料来代替本地的事实。

民俗作为人们的语言、知识、行为、工具和技能等生活传承，同时也在

整体地表达民众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理解和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如何理解

民众的这种自我表达，应成为书骂当代地方民俗志的重要问题意识。为此，

有必要充分重视民俗事象之间自在的关联，发现民俗事象可能互相解释的意

义，或者说，有必要将地方民俗文化视为一个内含多种文本和语境关系的系统。

此外，地方民俗志对于现代化背景下地方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应蛤予一定

交代。这不仅有利于说明民俗发生变化的原因，也有利于寻求历史连续性的

表现。最新的调查经脸表明，地方民俗文化传统并非全盘崩溃，相反，依然

是地方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基础。一个地方社会的地理条件，还有人们的性

格、交往习惯和知识、技能等都成为发展的前提条件。毫无疑问，对于这些

深层的民俗文化传承现象应当给予密切关浊。总之，结合对地方传统生活方

式的把握，将比较容易描述地方民俗的特色，呈现民俗文化深刻的逻辑关系，

反映地方社会马文化的历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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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文化中筛选出来的体现一个地方文化特征、包含丰富与深刻意义的事象

本身。它一般是不问程度地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能够反映这个地方特殊的

历史进程，代表这里的民众对于自己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文化所做出的特殊

贡献 2. 能够体现一个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共同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内

在生命力 3. 这一文化事象的内涵比较丰富，深刻地联系着一个地方社会中

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所以对于它的理解往往也需要联系当地其他诸多的文

化现象。

标志性文化可以是有形的建筑、器物，包括作为一方水土一定的自然与

人文景观，比如长城、大运河，北京城里的四合院，草原上的羊群、马头琴等。

也可以是无形的创作、仪式、表演、技艺。比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史诗，

壮族的歌吁，南方村落的悻仪，陕北妇女的剪纸等。这些文化事象都从某一

方面符合标志性文化的条件，而且是一地域社会或群体所认同的重要文化现象。

标志性文化在一个地方也不是只有一个，凡能够比校集中反映地方祉合

关系、秩序和具有丰富内涵的事象或符号，都从不同侧面或在不同层次上具

有标志性文化的性质。标志性文化并不等于都是宏大的事象，某些事象看似

如小却由于折射出地方历史，承载着多熏特殊的意涡与浓厚的乡情，也可能

成为标志性文化现象。例如，在北京门头沟区山区，在费亲那一天，宾客们

一定分食一种挤进大最"盐分"的"埠分饼"这个习俗与其他习俗的意义

相关，包含对于先辈们来此边关与古商坡上共同生活的历史记忆。总之，我

们理解的林志性文化，是体现在历史上被一再建构的地方性象征体系的若干

3在典文化事象。

标志性文化的概念，首先是在茄前各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提出的，但对

于我们写作地方民俗志却具有非常现实的工具性意义。现在所看到的民俗志，

多敬是按照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丁言民俗等划分法来记述民俗，

可以称为文化类别岛事象姑命的书写模式。 这种模式比较宽视对于民俗事象

的分项记述和时空传播变化的认识，但也比较忽略各种民俗事象4间实际存

在的联系，让人感觉是容易将民俗事象从具体生活中抽离出来，影响了对于

民俗意义的具体解谈。相比晶宫，采用标志性文化就领式，是力阁抓住紫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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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俗事象，并且带起与在相关的其他民俗事象，进行踪合记述。尽管可能

做不到事元旦细、曲曲俱到的记述，去r能够突显地方民俗特色、揭示地方文

化特征、理解地方民众的农达习惯。

事实上，这种类似的追求，已在一部分地方民俗志中有所表现，特别是

在一些个棠民俗调查报告中成为写作模式。在人类学界，现代民族志 (eth

nography) 的写作更多采用类似形式，例如早在 1922 年，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 发表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集中考察了特罗布里恩德

群岛一种称之为库拉 (Kula) 的特别的交换制皮。这一交换制度，牵扯了一系

列独特的风俗信仰、巫术神话、经济生活和技术知识，反映出当地社会文化

的特征。我们可以说，库拉就是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标志性文化。以后这种

写作模式的著作不绝如缕，直至今天。不过，地方民俗志毕竟与民俗学的个

棠调查报告和人类学的著作有所不间，它不使采取仅透过某一种文化现象而

审视整体文化类型的做法，还要兼顾对于地方社会民俗文化的多点透视。

....L. 
，、

只有重视过程，才能得到结果。在制定调查方案之前，有必要对以前所

掌握的资料给予充分整理，并根据本志书关于调查质量和书写模式创新的要

求加以检讨。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既要结合民俗分类的提纲进行细就入微的

观察和访谈，也要从椅繁复杂的民俗现象中逐步认知当地的标志性文化，也

就是要发现有哪些文化是当地人所特别重视和讲究的，为什么会是这样。一

定的问题意识对于调查来说是必要的，但也要避免主观先行的弊端，因此可

采取分阶段几次下去调查的方式，以便随时总结经验，根据民俗文化的实际

情况以及民众自身的理解，及时地调整调查的重点和方向。

民俗志虽然不能用议论来代替叙述，但精心安排的叙述却可能表达出对

于民俗的深刻理解。"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就是一种突出地方文化

特征，体现地方文化自觉的民俗志。为此，在书写方面应把报五个要点:一

是每一章和节的标题，包括它下面的第二级标题，都最好围绕标志性文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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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二是文字的叙述应做到主次分明，用标志性文化事象来统领相关的民

俗事象，以体现民俗文化的内在联系和象枉意义;二是应尽可能使用鲜活的

民俗语汇，最好结合集体生活事件和个人经历的叙述等个棠材料，对重要民

俗事象进行深入的叙述，做到既能见事义能见人。

《中国民俗文化志~ (县、区卷)要求在调查质量和书笃模式的创新方面

都能够达到新的水准。为此，一般应该由高校、科研单位的专业人员和当地

民俗学者联合组成队伍，一起进行调查、讨论和写作。当地民俗学者不仅熟

患家乡生活，也，熟悉家乡人的语言，是书写新式民俗志的主力。而专业人员

可以更多发挥分析、思考和善于发现新鲜事物的特长。双方人员互相取长补短，

将有助于避免重走老路，加深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实现书写新式地方

民俗志的目的 O

希望这套规模宏大的志书，能够有助于留住和养护中华民族赖以发展壮

大的文化根基。

刘铁梁

2006 年 8 月

2015 年 8 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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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平谷区卷》是继《中国民俗文化志·北

京·门头沟区卷} {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宜武区卷》等之后的

又一本以"标志性文化统领式"为指导思想的民俗文化志。不问

北京市的其他各区县，平谷区是位于北京市东北部的边郊区，与市

中心相距较远，联系也没有那么紧密。因此，很多北京人挺起平谷

匹会觉得相对比较陌生。对于我们来说，以"标志性文化统领式"

的理念来书写平谷区的民俗文化志也是个不小的挑战。

在书写民俗文化志之前，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先熟悉平谷区的历

史和文化，然后在熟悉了解的基础上确定平谷区的标志性民俗文化，

这是我们前期调查工作的重点。

《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平谷区卷》的实地调查工作于 2013

年 4 月正式展开。在此之前，我们组织编写人员大量地阅读了《平

谷县志} (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平谷卷) }等与

北京文化、平谷文化相关的文献资料。与这些文献资料所关注的重

点不同，我们此次调查所关注的重点是作为普通人的平谷民众的日

常生活，以及作为普通历史文化传统的平谷文化。

在初步了解的基础上，编写人员分成 4 个小组分别到平谷区的

各乡镇进行田野作业，实地了解平谷区各乡镇的民俗文化。在此基

础上，我们组织了一部分北京市民俗文化研究领域的相关专家、学



者-9平谷区文联的学者以及各乡镇文化干部进行了讨论、交流，进一步明确了调

查的重点。 2013 年 6 月，我们开始了集中调查，编写人员深入平谷区的田间地

头与平谷区地方知识丰富的老者进行访谈、开展讨论，深入体验平谷人民的日常

生活。平谷地区历史悠久，源边流长，平谷地区的民俗文化事象兼容井蓄，有着

较强的包容性。全体编写人员在各自调查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初步确

定了此次编写的提纲，力图较为准确地把握、标定平谷区的标志性民俗文化。经

过大盘前期的准各工作，我们选取了仁义胡同、丫誓山、平谷民间花会大赛、平

谷调大鼓、鱼子山抗日战争纪念馆、东高村小提琴制作、民俗接待户、平谷新型

农村社区作为我们调查的重点。平谷区民俗文化事象众多，我们所选取的这些标

志性文化是为大多数平谷民众所看重的，它们更具有标志性和象征意义。这些调

查点所标志的民俗文化事象，基本上反映了平谷所在地区特殊的历史进程，反映

了平谷人民对于北京文化、民族文化特殊的贡献;这些民俗文化事象本身内涵丰

富，深刻地联系着平谷地区历史上和现在民众的生活方式，牵连众多的其他文化

事象。因此，我们选取这些地方作为调查的重点，并希望通过对这些调查点的深

入调查，获得对于平谷人生活状态的深度把握。

我们此次调查的主体是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以及中国

传媒大学艺术人类学专业的师生。他们大多数不是北京人，对于北京文化、平谷

文化没有系统的感性认知。通过大量阅读与北京文化、平谷文化相关的文献，以

及在田野作业过程中与平谷民众面对面的交流、访谈，我们试图逐步建立对平谷

民俗文化的直观认知，以至形成理性的把握。尽管如此，与那些长期从事平谷民

间文化研究的本地专家、学者相比，我们也只是从局外人的视角进行了调查、研

究，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但这也许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作为局外人，我们以一

个外部人的眼光来观察平谷的民俗文化，在文化的比较的视野中或许更能够把握

一些为平谷人习以为常的民俗文化内涵。在调查过程中哦们也力图以平谷人的视

角来认识平谷区丰富的民俗文化事象，感悟平谷人对自己民俗文化的体翰，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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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独有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在借鉴已有的文献资料的同时，也非常熏视今天平谷人

的口述历史与社会记忆。这些讲述行为本身就潜存着一种文化认知与评判，以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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